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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活引入数学，提高数学教学效率
许秋红

（广西崇左市天等县上映乡广元小学，广西 崇左 5328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小学教育教学模式也在不断地革新。在此形势下，生活化教学被广泛应用于小学教育教学之中。对此，

小学数学教师也应紧跟时代步伐，将生活化教学与课堂教学进行深度融合，以此来提高数学教学效率，让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得到充分

良好地提升。据此，本文就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策略做了阐述，旨在为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提供一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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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学作为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有着极强的生活化属性。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常常采用填充式的教学方式，极大程度地

消减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限制了教学效率的提高。对此，数学

教师应当实现自身教学观念由旧向新地转变，将学生的实际以及

发展需求当做数学教学的切入点，把生活化元素与数学教学进行

深度融合，让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数学新知去看待生活事例和处

理生活问题，激起他们的数学兴趣，进而为数学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以及学生数学综合能力的提升做好奠基工作。

一、生活因子导入，激发数学兴趣

小学时期，学生的思维正处于懵懂的发展阶段，这使得他们

在面对抽象性较强的数学知识时，常常显得较为吃力，极容易产

生厌恶或畏难心理，进而影响其学习效果的提升。因此，数学教

师在教学时，应当把学生兴趣的培养当做数学教学的侧重点，将

生活因子与课堂导入环节进行联系融合，促使学生学习数学新知

的兴趣得到充分良好的激发。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数学教学的

趣味性，教师应当依据教学内容，从学的兴趣点出发，将学生感

兴趣以及熟悉的生活因子与数学教学进行紧密融合，以此来强化

学生的数学认知，实现教学效果的充分提升。例如，在讲授平移

的知识点时，教师可借助信息设备展示“缆车、滑梯、升旗”等

实物运动的动图或影像片段，促使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官得到

极强的刺激，激发其学习热情。接着，教师可指引学生用手比划

出以上实物运行的轨迹，或者挑选学生走上讲台，运用肢体动作

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些实物的运动方式等。然后，教师可向学生传

授平移的概念，并提问学生：“在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事物会作出

平移运动呢？”“火车行驶算不算平移运动？”引发学生的思考，

同时也为数学课堂注入活跃和趣味因素。通过以上方式，促使学

生学习本节新知的自主性得到充分有效地调动，让数学教学效果

得到有力提升。

二、生活形式情境，提高学习效率

对于小学数学教学来说，其本身就有着一定的复杂性和枯燥

性，倘若教师在教学时依然沿用以往的应试性教育方式的话，很

容易消减学生的学习热情。对此，数学教师在教学时，应当依据

教学内容，创设生活形式的教学情境，以此增添数学课堂的活跃

气氛，让学生运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去认知和学习数学新知，促使

他们更加简便和直观地体悟到数学知识的内涵与价值，降低其学

习难度，促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良好的提高。例如，在讲授《混

合运算》时，由于本章节中蕴含着很多的计算内容，极容易让小

学生产生厌恶或畏难的情绪。因此，数学教师在教学时可创设超

市购物的教学情境，以此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致，降低他们的学

习难度。首先，教师可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文具的价格。如钢笔 10

元 / 支，笔记本 5 元 / 本，铅笔 1 元 / 根等。然后，教师可指引学

生轮流到讲台上扮演超市售货员，教师与其他学生则扮演购物者。

接着，教师可提问：“有位同学装了 30 元钱，想买 3 个笔记本和

一个钢笔，售货员应该找多少钱？”指引扮演超市售货员的学生

在黑板上写出混合运算公式。同时，教师还可提问台下学生一些

类似的问题。最后，教师可与学生一同讨论和计算出正确的答案。

通过以上方式，不但能为数学课堂注入丰富的趣味元素，同时也

让学生学习数学新知的效率得到有力的提高。

三、设计生活作业，提升应用意识

课后作业对于学生新知的巩固，以及知识运用能力的提升

均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由于数学知识抽象性较强，造成很多学

生在面对课后作业时欠缺一定的主动性，或者缺乏细心、认真的

态度，进而影响着他们学习有效性的提高。对此，数学教师应当

将生活因子与课后作业进行深度融合，设计一些富有实践性和趣

味性的课后作业，迎合学生爱玩的天性，让他们学会运用所学的

数学新知去处理实际问题，从而促使其数学应用意识得到充分有

效的提升。例如，在讲授完《有多重》之后，教师可向学生布置

以下几个生活性的课后作业。1. 寻找家中小于 1000 克以及小于

100 克的东西；2. 了解一根香蕉、一个鸡蛋、一杯水的重量；3. 称

一称自身的体重，算一下多少千克和多少斤等。以此来实现数学

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接轨，促使他们的数学应用能力得到充分良好

的培养。

四、结语

总的来说，数学教师应当革新自身的教学观念与方法，将

生活元素全面引入于数学教学之中，创设趣味性、实效性兼备

的课堂环境，进而为学生数学综合能力的提升打下可靠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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