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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具备实践性和实用性的特征，生活化教育理念与数
学学科特点有着较强的契合性，让生活走进数学课堂是我们提高
数学知识教学效率的有效方式，利用生活化教学资源激发学生兴
趣、补充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模式，为小学数学课堂注入生机与
活力。作为小学数学教学工作者，我们要具备开展生活化教学活
动的能力，能够基于新课程理念要求构建有效的数学课堂，让学
生感知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现阶段
的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模式依然有待完善，需要学科教师能够具
体分析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学习需求，制定更加科学的生活化教学
方案。

1  课堂导入生活化
课堂导入环以激发学生兴趣、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入新知

为基本目的。基于数学学科知识与我们实际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生活化导入模式符合小学数学课程指导要求，数学教师挖掘和教
学内容密切相关的生活素材，在导入过程中能够带给学生熟悉感，
进而激发学生主动探究学习的积极性，为建立学生为本的课堂奠
定了基础[1]。但由于小学生的生活经验缺乏，教师在选择生活
化导入素材的过程中一定要参考学生的生活经验，避免选择一些
学生不熟悉的生活场景，不利于推进教学进程。以“认识时间”一
课为例，教学导入环节可以具体结合学生的生活体验创设问题，
如：“你们每天早上都是几点起床呢？我们的上课的时间是几
点？”等。通过提问学生熟悉的问题，顺利导入新课，学生的参
与度也得到提升。

2  创设生活情境
由于数学学科知识比较抽象，因此对于形象思维主导的小学

生来说可能在知识学习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借助生活情境可以
营造利于学生理解的教学环境，转换数学知识的呈现方式，给学
生提供想象和联想的空间，提高学生理解数学知识的能力，训练
学生应用数学知识的意识。以“位置与方向”一课为例，课时教
学目标围绕“培养学生了解方位的能力、提高学生判断方位的能
力”为主要教学目标，但是知识教学中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空间
思维能力和想象力，这对于小学生来说显然是具备较大难度的，
这时候创设生活情境是我们突破教学重点和难点的重要方式。我
们可以考虑在班级内创设情境，让学生通过移动桌椅来初步认识
方向，然后使用桌子四角分别代表四个方位，桌子上摆放一些物
品，分别代表教学楼、食堂、图书馆等地点，依据这些情境进行
提问，如：“教学楼在食堂的什么方向？图书馆在教学楼的什么方
向？”，以类似的问题让学生感受认识方向的必要性。在学生对于
基本的方向知识有了初步了解后，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完成指路人
物，让学生进一步深入情境中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
能力，同时还能够使学生获得趣味性的学习体验。

3  准备充足的生活材料
生活材料的选择和准备工作使我们开展生活化教学活动的基

础，对应数学知识可以在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实例，作为学科教
师要具备挖掘生活素材的能力，这些素材不仅要具备教学应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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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同时也要是学生感兴趣的素材内容，结合搜集的素材制作
课件，带给学生身临其境之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
的知识应用能力[ 2 ]。例如，学习“平方千米和公顷”时，较
大的面积单位对于学生来说无法建立起概念，语言表述在这种时
候无法有效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我们可以选择应用多媒体设备
播放视频和图片素材，直观展示平方千米和公顷的单位面积概念，
然后结合单位换算教学，深化学生的认知。再如，学习“可能性”
这部分知识的时候，学生需要理解概率的含义，同时能够以此为
基础判断“可能性”，本课时就可以引入学生熟悉的“抽奖活动”
情境，提前准备好“抽奖箱”，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放入黄色球，让
学生摸球，可以发现学生拿出来的球都是黄色，这时候增加红色
球，我们会发现有的学生摸出黄色球，有的学生摸出红色球，那
么具体摸出不同颜色的球的可能性是多少呢？以此作为契机引导
学生认识“可能性”问题。

4  在应用中巩固所学知识
知识巩固环节能够减轻学生对已学知识的遗忘程度，且数学

知识需要实践应用才能够体现其价值，也是学生内化知识的重要
步骤。课后作业是学生参与数学实践的机会，小学数学教师在指
导生活化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作业设计也要体现生活化教育理念，
贴近小学生的生活经验设计作业内容，给学生提供实践应用的契
机，让学生在应用数学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深刻体验和成就感，激
发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学
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发展。如：“放学回家后尝试独立购物，去超市
买一种水果，询问水果的单价是多少？一斤水果大概是几个？需
要买几斤才够家庭成员吃？计划每人吃几个？一共需要花多少
钱？”，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认识人民币”的知识和购物
问题联系起来，给学生提供了实践应用的契机，同时可以让学生
了解物价，渗透正确的消费观，生活化作业的应用可谓一举多得。

5  结语
生活化教育理念被引入教学活动中，确实给广大教学工作者

提供了全新的教学思路，通过调查实践教学工作，可以发现生
活化教学模式的教学应用价值突出，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认可。
目前的小学数学教学工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学生的知识应用
能力不足是其中之一，让生活走进数学课堂后，这些问题迎刃
而解，激发小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发展了学生的数学思维、
提高了学生的理解能力，整体上对小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发展起
到了促进作用，因此生活化教育理念适用于小学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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