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4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陶行知先生曾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著名理论，新课改

倡导以生为本，在教学中将知识与生活实际有机结合，促进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在实际生活中强化对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从

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教师要意识到强化生活化教学的必要

性，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生活化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1  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小学数学必须贴近学生的现实，体

会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使数学教学生活化”已

经成为广大数学教师的共识与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生活化教学

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多走出家门，多看大千世界，多参

加一些社会活动，对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兴趣，培养自主学习

能力等意义重大。素质教育提倡运用多方位多角度教学的方法，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主动将数学教学延伸到课堂外，因

此，要多组织学生用生活物体进行数学实验，学会用数学知识

去解决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在实践中把握数学规律，扎实对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

2  教学情境生活化

多数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一知半解，这样也就很难达

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在课堂中如果能将数学知识加入到学生喜欢

的情境中去，学生的学习状况自然也会大为改观，课堂教学也不

再是一味地填鸭式教学模式，留一些时间让学生去思考，学会学

以致用。例如，在讲解关于折扣知识的时候，我会提前几天布置

实践活动——让学生跟随爸爸妈妈去商场购物，亲临打折活动现

场，实际购买打折商品，并且记录购买商品的原价，促销折扣，实

际付款等。这样能帮助他们初步触摸知识表层和质疑，课堂教学

中再探究折扣相关知识，为购物活动画上圆满句号。不仅增加了

学生的参与感，实践过程中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

从而促使学生的数学知识、素质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3  教学方式生活化

新课程改革下，数学教学中融入生活元素，融合学生的生

活体验，教学中应该设计一些与生活现实息息相关的学习活动，

引导学生独立观察发现。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提高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设计“制作月历”活动，把

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月历的制作中，培养和发展学生，提

高对数学知识和应用能力的认识。在这个活动中把每五位学生分

成一组，一些学生负责纸张的选择，剩余学生负责月历的绘画或

者重要日子的查询。在完成统计后，增加难度，让他们计算班上

生活中的数学 数学中的生活
——数学生活化教学的应用探讨

杨建霞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民建路小学，中国·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　要】实施生活化教学对学生的学习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从学生的现实生活出发，营造良好的
生活化氛围，让学生感受别样的学习体验，使学生更愿意参与到其中。数学是生活中应用比较广泛的学科之一。为培养小学生的数
学思维，老师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创建多元化的教学模式。那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何开展生活化教学呢？

【关键词】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

每个月过生日的人数，并将统计结果填写在该组的月历中。在此

过程中学生不仅完成了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还学习了相关知识，

和制作统计表。此外，学生之间也更加的了解，友谊也增加了，学

习的气氛更融洽了。

4  布置生活化的数学作业

多布置一些生活化的数学作业，利于学生脱离死记硬背的模

式，通过生活化作业的完成利于学生从生活中汲取到自己应该学

习的数学知识，便于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印象更深刻。学习能力

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是锻炼学生综合素养，提高核心素养的基础，

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完成对数学知识的学习，更要在实

践中发现和领悟知识。比如放学后做一些运动（跑步，跳

绳），让学生统计自己运动的路程，时间等，在课后也能更好

地温习相关的数学知识。

5  解决生活问题，展开实践创新

生活化教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

奠基，教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

有助于发展他们的数学应用意识，促进实践创新。比如，探讨

“鸡兔同笼”问题时，可引导学生建立模型，运用模型解决实际问

题。既能发展学生的模型素养，也能提升实践创新核心素养。可

以采取画图法、列表法或者抽象假设法等解决“鸡兔同笼”问题，

抽象出数学模型“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相同点与异同点，有两个已

知量，即可建立鸡兔同笼模型”。再拓展到“大船小船问题”，运

用模型思想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实践创新中学生的核心

素养也能得到有效提升。

生活化教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已被大众熟知且实践的教学模

式，教学过程中组织丰富的生活化教学活动能改善学生的自主学

习行为，丰富数学认知，培养知识的迁移能力。故此，要组织丰

富的生活化教学改革活动，不断丰富学科内容，拓展学生的视野

范围，巩固知识体系，提升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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