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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中国新课程改革在不断发展，学生们的学习模式

随着新课程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变化，教育模式也随之改变。如
今的教学模式已经渐渐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一块黑板一
支粉笔的灌输式教学已经渐渐成为了过去式，新的教学模式开始
走入课堂。新课程下的教学模式十分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它
让学生在学习中渐渐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对学习产生兴趣，促
使学生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为学生日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各种新兴的教学方式中，又以生活化、情景化的教学应用最
广，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原本深奥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加
贴近生活，以方便学生的理解。本文以特殊教育当中的数学教
学为例，探讨这种教学方式的具体应用情况。

1  现阶段特殊教育数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对学生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的学科教育依然以学习成绩为最终目标，尤其是数学这

类主要课程，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往往将重点放心提高学生考
试成绩上，对学生是否真正理解数学知识，真正对数学有兴趣
并不做过多的关心，这样势必会导致一些问题。

1.2讲课之时出现的主要问题
第一是老师本身对数学知识理解不透彻，因此导致教学效果

不佳。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学对象多为有缺陷的儿童，因此在教学上
更要强调通俗易懂，不要对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在对于数学老师
的要求上，也往往会更高，尤其要懂得对知识的灵活应用以及深入
浅出。许多数学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往往含糊不清，学生听起来自然
是云里雾里；还有的教师仅仅只是对着课本照本宣科，学生的听课
体验不佳，因此课堂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在针对某些练习题的讲解
之时，尤其需要数学教师多多费心，因为数学题型千变万化，而且
计算和分析起来都十分复杂，儿童们又普遍缺乏耐心和细心，因此
这对数学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是课堂互动环节做得不好。数学是一门十分讲究逻辑推
理的学科，因此教学环节的主体依然是以老师为主，但是对于特
殊儿童来讲，这种教学形式很难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如果课堂没
有互动，那么整堂课就会变得十分枯燥，课堂教学效率就会变低。
因此为了有效地提高课堂的质量，有必要增加一些师生之间、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环节，以活跃课堂气氛，生活化的教学方式
下，师生之间的互动自然而然会有所增加，这对于提高课堂效率
是有利的。

2  生活化视域下特殊教育数学课堂创新实践的途径
2.1通过设置生活情景和问题导入进行教学
教师在进行数学教学时，可以通过有效的生活情景问题设置

来激发出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情景设置中自主的发
现问题，自主去思考问题和解答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会得到不断的提高，为教师下一步的教学工作做好
基础。例如，在关于“长度”的学习中，教师可以引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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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学科是一门典型的理科性学科，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分析能力要求较高。在特殊教育数学学科的教学过
程中，由于他们相比于正常学生有着各种生理上的缺陷，因此在教学方式上也要有所改变，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的做到浅显易
懂，尤其要注重数学知识教学与具体生活实践相联系，可以通过模拟生活场景、举例具体的生活经验以及注重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
相联系上入手，培养其数学学习的兴趣，为其以后在科学道路上的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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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活案例：爸爸妈妈在室外打羽毛球，突然，羽毛球飞到
了大树上，妈妈够不到，这个时候，爸爸很轻松的就把落在树上的
羽毛球够了下来。这个时候老师可以发问：为什么爸爸可以够到羽
毛球呢？同学们会回答因为爸爸比妈妈高。老师再次发问：那么爸
爸究竟比妈妈高多少呢？这个时候同学们就开始思考。为了量化这
种长度，就必须引入一个数学上的单位，也就是长度单位，来具体
标准这一距离，这时也就很自然的过渡到了将要教学的内容 。

2.2生活场景化教学
一些数学问题往往十分抽象，尤其是几何问题，对于儿童来

讲的确难以理解，这时可以通过设置简单的生活场景的方式进行
教学，一方面可以将复杂而且抽象的数学问题转变成直观简单的
生活问题，一方面也可以在其中训练他们的转化思维能力这一种
十分重要的数学思想。比如统计班级同学业余时间的爱好等，然
后再绘制成各种不同的统计图进行比较。再比如，七巧板是一种
十分适合幼儿园和小学生玩的数学游戏，它由七个不同形状的几
何图形构成，可以组合成一个正方形，也可以发挥想象力，组合
成各种不一样的图案。所以通过七巧板的游戏，不仅可以增加学
生们的几何知识，还可以锻炼他们的想象力，进而提升他们的创
造力。

2.3注重教学当中的展示和点拨
在特殊教育的数学学习中，要想提升学习质量，学生就要明

白数学并不是一门孤立的课程。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教师要采
用点拨式的教学或者也可以采用其他科目老师的教学方法，在实
际生活和教学中做到使数学科目与其他科目相互连接。在数学课
堂中采用生活化教学模式时，教师还应该加强数学在教学课堂上
的展示，注重对学生的点拨。教师将具体的数学问题生活化之后，
会安排学生们在小组中充分的讨论和探究，这个时候教师可以要
求学生们将小组讨论的结果一一展示出来，如果是对的，那就要
请小组同学说出理由，如果是错的再由其他小组成员进行改正。
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增强学生们的互动展示，还能增强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让教师更加深入到学生当中。而学生展示完
毕后，教师可以根据展示的结果对学生们进行一定的点拨，这样
学生们既可以积极主动的学习知识，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  结语
在特殊教育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的特殊性，

因此在教学方式上应该有所改变，采取更加活泼、轻松的方式进
行教学，而将数学课堂生活化就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数学教
师中可以通过模拟生活场景、例举生活中的具体事件等形式来进
行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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