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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方便快捷的无感消费容易造成不理智的消费行为，无感的学

习呢？实践感知、动手探究、数学思考被忽视了，容易使孩子

们感到数学是枯燥的、无趣的。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使孩子们
获得有感体验呢？

1  扎根生活，经验借助，感悟生活数学的魅力

从生活中获取有感的数学学习。在教学中创设把所学的内容
和生活场景有机融合，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激发学习热情。

使孩子们感受体验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学习数学是为了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数学是有用的。在生活中寻找数学，在生活中
学习数学，在生活实践中感知。

例如在教学认识质量单位千克和克时，课前我给孩子们布置

了一项作业：在家里或商场里找一找哪些地方标识有质量单位？
然后动手掂一掂，抱一抱感受一下的实践活动。课堂上汇报

时，孩子们兴趣盎然，连平时不怎么发言的孩子也蠢蠢欲动。

因为在此活动中，他们获取了足够的生活经验，不管在哪里，
任何物体或大或小都有质量。有的孩子说：“大的物体不一定

重，小的物体不一定轻”；有的孩子说：“我在抱一袋 2 5 千

克的大米时，怎么也抱不动”；有的孩子说：“我看了好多物
品，发现有的物品的质量标识是多少克或多少千克，而有的物

品的标识是多少毫升或多少升，怎么回事呀”？还有的孩子

说：“妈妈买了一箱大枣，我称了称是5.3千克，而箱子上却标着
净重5千克，于是我知道了净含量是什么意思”......我开心的笑

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因为在此活动中，孩子们积极参与其中

收获了经验，在课堂上，孩子们就不会再出现一个鸡蛋重50 千
克，一个西瓜重6克的大笑话。这样的生活实践学习使得知识化

静为动，化抽象为具体，让数学学习变得鲜活有感。

在教学中再现生活情景，引导学生回归生活，在生活实践中
感知，在生活中用数学，把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学习折扣问题

后，我布置了一项实践活动：了解商场打折情况，然后写一份调

查报告。孩子们的调查报告写得非常精彩，列举了有些商家的欺
诈行为，提出了质疑：“满100元减20元和打八折一样吗”？同一

种商品，不能只比较折扣，还要看商品的原价是多少；购买东西

时，不能一味的关注折扣，还要看品牌、日期、产品成分等等。生
活实践让孩子们把书本知识移到生活实际中，让数学因生活的运

用变得有血有肉，丰富多彩，使孩子们真正体会到学习的知识是

有用的。
学习数学要从孩子们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点出发，经验

借助，扎根生活，让孩子们感悟到“生活化数学”的魅力。我们

要善于挖掘数学内容中的生活画面，让数学贴近生活。
2  动手实践，直观感知，获得数学感性认识

有感的数学学习来自指尖。数学操作活动是一种动态过程，

它根据小学生好奇、好动的心理特点。在小组合作动手实践操作
中孩子们手脑并用，互相交流讨论学习，充分调动各种感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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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数学活动中去，在操作中感知大量直观形象的事物，获得感性
知识，形成知识表象，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理解数学知识。

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时，比较同分母的分数的大小，如果教

师一味地讲解，学生可能没有感觉。若用同样大小的长方形纸，分
别把和涂上颜色再比较，直观感知出分数的大小。

如教学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梯形面积时，为了体现新课标

教学，再现面积公式的再创造过程。孩子们在动手操作活动中，给
出充分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剪拼、分割、移补等一系列的活动，把

新图形转化成以前学过的图形来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孩子们

充分体验了形变积不变，渗透了数学的转化思想； 在教学较大面
积单位公顷和平方千米时，为了更好地认识1公顷的大小，设计

了测量学校操场的长和宽，计算一个操场的面积，1公顷是多少个

这样的操场，以此来强化认识1公顷的大小； 在教学植树问题时，
通过画线段图理解棵数与间隔数的关系，也可以借助生活原型，

如跨楼梯、花坛四周护栏和插红旗、排队伍、锯木头等实际问题

让学生感受到植树问题中的各种情况。
动手操作可以使孩子们获取大量的感性认识，使抽象的数学

知识形象化，能深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激发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使课堂教学丰富多彩。
3  开发活动，拓展眼界，感受数学文化的魅力

有感的数学学习是生动的。数学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

绝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枯燥的数字计算，可以是一首浪漫
的诗、一幅可动可静的图画。

在圆的认识教学后，我们进行了“圆的变形”比赛活动，利

用作图工具圆规，直尺、彩笔等，根据圆的特点设计图案。在此
活动中，让我对孩子们刮目相看，在教师屏幕上展示时，一幅幅

美丽形象生动的画面，使得孩子们不时发出哦，呀，啊般的声音。

这样的教学活动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有趣，使孩子们感受到数学
既好玩又有用，数学不是枯燥的，而是有趣的、美好的。

在教学平行于垂直时，让学生查阅资料了解马路上斑马线的

形成历史；在学习乘法计算后，让学生了解计算工具的发展历史；
教学圆的周长时，孩子们认识了祖冲之；在数学广角教学时，了

解了田忌赛马以弱胜强的故事；在扑克牌的游戏中，学会了24点

游戏的玩法......无数的数学活动使孩子们开阔了视野，使数学
课程变得生动鲜活有感！

有感的数学学习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数学教材的不断开发，

来自于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让我们教育工作者多给孩子们提供
有感活动的平台，使数学课程变得有感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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