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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小学数学“关联化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王帅兵

（河南省郑州市孜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教学联系生活实际，是数学教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学习的直观感受，也可以在联系中提

高综合应用，从而让学生在具体学习中，通过生活实际加强知识

理解，愉悦学习体验，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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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化教学，就是要在教学实践中加强联系，既包括知识间

的横向和纵向联系，又包括课堂教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在小学

高年级的数学学习中，知识的广度和维度不断加深，变得繁复起来，

学习的难度也随之攀升，要在课堂的教学实际中增强学习的趣味

性，降低学习难度，教师要教会学生从不同方面进行联系，加强

知识理解，愉悦学习体验，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一、从概念出发，加深关联引导

学习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实现了由已知到未知的无限跨

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以旧的起点为中心，依托科学合理

的方法、途径，向外无限拓展，获得新知，这一拓展是学习新知

识的重要一环，是能否达到教学预期的重要表征。在实际的课堂

教学中，教师首要的就是依托学生基本学情，从最开始的概念入

手逐步深入。例如，我们对人教版小学数学第四单元“比的认识”

的学习，此时学生已经学习过分数的基本知识，并会进行简单的

计算和基础应用，教师在讲授新知时，就可以根据定义“两个数相

除又叫两个数的比”进行分数的关联（两个整数相除可以写成分数

形式），建立分数与比的关联： ba
b
aba :==÷ 。这样的关联理

解不仅有助于学生对新知识的总体把握，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分数的

基本性质（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或者除以一个不为 0 的数，分

数的大小不变）类比探究比的基本性质：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

除以相同的数（0 除外），比值不变。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

例 1：4 ∶ 3=12（　）。

例 2：5 ∶ 6 的前项如果加上 10，要使比值不变，后向应该

加上几？

对于例 1 这道题目，教师可以首先转化成分数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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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由 4 变为 12，乘的是 3，要使分数值不变，分母

也应该乘以 3：3×3=9，就得出括号里面的数值。对于例 2，我们

可以在例 1 的基础上直接加深比的基本性质的应用，前项由 5 变

为 5+10 的和 15，依据基本性质转为乘以 3，要使比值不变，后项

也要乘以 3：6×3=18，后项由 6 变为 18，增加的是 12，题目得

到解答。需要注意的是，教师教学的过程中不要自行主动归纳，

可以再经过几个具体例子，引导学生去归纳方法，进而用比的基

本性质来解答，这样，孩子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识记起来才

会更为简易、牢固。

二、联系生活实际，加深关联应用

正如俄罗斯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不管数学的

任一分支是多么抽象，总有一天会应用在这实际世界上。”小到

买生活日用品，大到各种精密仪器的制造，都离不开数学的推演

计算，数学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解决生活问题而存在的。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遇到学生理解困难的情形时，不妨把目光转向生活实际，

预设好教学情境，由浅而深地推进课堂教学。如在人教版小学数

学第四单元“比的实际应用”的学习时，教师就可以深入生活实际，

通过简单事例引入“份数”概念，加深关联应用，来达到课堂教

学目的。如下面这道例题的教学：

例 3：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 80 厘米，长和宽的比是 5：3，长

方形的面积是多少？

对于这道题目，其实质是求出长方形的长和宽，这里涉及一个

分配问题，就是把 80 厘米的长度按照 5：3 的比重分给长和宽。在

这里，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平均分配问题入手：把 12 颗糖果平

均分给 3 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分得几颗糖果？在这里，就是要把

这堆糖果分成三份，一个小朋友拿走一份的问题，算式为：12÷3=4

（颗），即一份 4 颗，如果其中有一个小朋友拿走了 2 份，就是：

2×4=8（颗）。回到例 3，长对应 3 份，宽对应 5 份，我们只要求出

1 份量即可：80÷（5+5+3+3）=5（厘米），长为：5×5=25（厘米），

长为：5×3=15（厘米），面积为 25×15=375（平方厘米）。

三、进行实质联系，加强综合应用

对于较为复杂的题目，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好题目前后叙述

的变化，从异同中理清问题关联中的实质，调用基本做题方式解题。

下面我通过一道例题来进行阐述：

例 4：甲仓库有粮食 100 吨，乙仓库有粮食 80 吨，从甲仓库

取出多少吨粮食给乙仓库，才能使甲、乙两个仓库的粮食吨数的

比是 7：11 ？

题目中让求的是“甲仓库取出多少吨粮食给乙仓库，才能使甲、

乙两个仓库的粮食吨数的比是 7：11 ？”根据例 3 的经验，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先对题目进行实质分析：要求出甲仓库减少的数量，

只要求出甲仓库剩余数量即可，两仓库最后数量的比已经给出，

就需要求出 1 份量是多少。题目中甲仓库把取出的数量给乙仓库，

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利用这一特征就可以求出一份量：（100+80）

÷（7+11）=10（吨），最后甲仓库的数量为：7×10=70（吨），

甲仓库减少的数量为：100-70=30（吨），即从甲仓库取出 30 吨

粮食给乙仓库，才能使甲、乙两个仓库的粮食吨数的比是 7：11。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引导学生找到关联点，让

学生自主解决问题，从而锻炼、提升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关联化教学不仅强调

联系，同时充分调用学生的知识储备，让教师回归教学的辅助岗

位，真正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在探究应用中不断学习新知，

使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加深知识的理解识记，从而提升学

习兴趣和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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