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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知识来源于生活，同样又应用于生活，数学教学中的是生

活化教学就是要求教师将现实生活中的数学问题结合在日常的教
学中，让数学知识能够和学生的生活相关联。通过生活中的一
些日常性的事物，或者是与数学有关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兴趣。
但是现在部分学校忽视对学生进行生活化教育，在生活化的数学
教学中依然存在着许多的困难。本文通过探索教学中存在的这些
困难，从而提出有效的整合路径。

1　数学教学中生活化教学所遇到的困境
1.1生活化教学趋于形式化
很多教师虽然意识到生活化教学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对此并

没有提起高度重视，依然采取之前的教学方法。生活化教学空
有名字而没有实际行动，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是习惯运用课本中
现成的例子进行讲解，以此来让学生加深理解。这种情况只会
让学生觉得现实生活和学校生活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学习的内容
只会在试卷中应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使用自己的知识去解决。
初中数学难度本就已经提升，如果不使用一些有效的方法，学
生的学习效率必定会降低。

1.2学生缺乏探索机会
因为数学内容较难所以教师在教学中习惯引导式教学，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自己讲述方法，并且会给学生列出解题思
路，但是并不会给学生探索的机会。教师在讲授数学难题过程
中，如果提示几次后学生依旧回答不出来，教师就会直接给出
解决方法。但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教师可以让学生合作探究，
一道数学题的解决分为好几个步骤，可能有些同学只是在某一步
骤卡壳，如果学生能够互相讨论、互相弥补，这道题还是可以由
学生解决。学生只有凭借自己解决问题才能印象更深刻，学生的
学习质量才能够更高、更好，掌握的才能够更加牢固。

1.3不能将生活实际和教学有效结合
教师在课堂引入中通常会选用一些例子或者一些场景进行引

入，像数学这个科目就会选择一些题来进行引入。部分教师能够
做到在课堂引入时运用现实的例子，但是时间过短，而且基本上
只是随口一提，接着进入正式的学习中，就没有出现生活化的场
景。大部分教师在讲课中还是以学生课本上的例题或者是之前出
现过的考试题目为主。在教师看来，已经在努力地将生活实际和
教学有效结合，但是在学生看来，学生并没有感受到两者之间的
联系，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2　数学教学中生活化教学所采取的有效措施
2.1 创设实际情境，增强学生体会
数学教学本身就比较抽象，其中的很多例子也让学生找不到

解决的思路，所以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时尽量靠近学生的现实生
活，让学生在理解问题时能更容易。让学生在实际存在的事例中
了解知识该如何运用，使数学知识变得更加生动，变得更加灵活。
比如在学习正数和负数这一章节时，教师就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
的例子来进行讲述。比如说可以以学生参加的学校篮球赛为主赢
了就是正数，输了就是负数。然后找到学校比赛的数据，让学生
自己去计算哪一支篮球队最终赢得了比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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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数学知识产生求知的欲望，并且能够让学生在生活中积极
地使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将原本抽象的知识变为现实中随处可见
的事例，能够让学生发散思维，增强学习能力，让学生主动探索
分析生活中所遇到的情节。

2.2引导学生发现，激起学生兴趣
学生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教师

需要让学生明白学习的知识并不是死板的运用于解题，这种想法
是对数学知识的错误理解。很多学生学不好数学，自认为是基础
较差，但其实学生在接触数学之前就已经了解到并且可能体验过
很多数学问题，只是学生自己没有发现，所以不清楚数学的内涵，
也没有把现实生活中的状况和数学知识联系起来。例如在学习平
面直角坐标系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现实生
活中的实例，由学生举例解决问题。比如说可以以桌子的角为原
点，然后让学生说明桌子上不同东西摆放的位置。可以让学生现
在低头看自己的课桌，以课桌的左下角为原点，每10厘米分为一
个单位，让学生叙述课桌上东西的位置。也可以以教室为例，让
学生说明自己的位置。这些与实际生活相关联的例子可以很好地
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加强练习，让学生有一
个很好的知识体验。

2.3鼓励学生实践，增强学生应用能力
数学知识既要求学生掌握又要求学生使用，学生必须做到学

与用相结合，只学会知识但不会使用那这个知识它就是僵化的，
而如果想要使用知识，就必须得提前学会知识。学生在生活中需
要能够发现数学，并且能够自己去制造数学问题。教师在教学中
要鼓励学生实践，增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例如在学习概率这
一章节时，可以让学生分小组实际训练，每一个小组成员在去游
乐园和去电影院两个地方中选择一个，学生自己统计数据并且计
算出去游乐园和去电影院两个地方的概率，看一下去哪个地方的
概率最高。学生感受到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后，在之后就会更加
注意身边的实际例子，在发现例子的过程中也会在心里进行练习，
达到巩固加强的效果。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数学知识和现实生活是一体化的，两者能够起

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初中生学到的数学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中，
而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又能够加强对知识的理解。教师在教
学中举和现实生活相关联的例子时，需要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决
定，不能够超出现有水平，超出后不仅不会达到效果，还会加重
学生的理解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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