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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王月华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在数学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生活化教学模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不断受到重视。生活化教学建立起数学与实际生活之

间的密切联系，引导学生将所学数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应用。数学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师要结合教学实际情况努力创设各种

有效生活情境，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主动参与数学学习活动，使他们对学习数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在本文中，我

将对小学数学教学问题展开分析并重点探索新课改背景下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的创新实践，以期帮助学生提高数学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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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来源于生活，数学与生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

活化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科内容构建贴近学生

生活的课堂，创设生活化、生动化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

促使其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提高他们数学学习的乐趣。在生活

中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实现数学教学学以致用的教育目

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重视对生活化教学模式

的应用，使数学教学回归原有轨道，帮助学生认识数学学习的意义，

提高学生应用数学知识服务生活的意识，在教育教学教学中建立

起学以致用的良好教育格局，实现数学教学的目的。

一、现阶段我国小学数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教育思想影响深

数学属于一门基础课程，我国小数数学教学受传统思想影响

很深，在数学课程持续改革的背景下，数学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

虽然在不断进步，但是仍然传统教学思想在数学教学中仍然根深

蒂固，影响我国小学数学教学。数学教学仍然过度重视学生的分数，

课堂上以教师主讲、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在课下通过大量练习题

巩固数学知识，这种教育模式虽然在提高学生分数、增强知识理

解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消磨了学生对数学的积极性。长此

以往，学生对学数学产生抵触心理。

（二）没有发挥学生学习主体地位

生活化教学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为基础进行教学设计，在新

课改背景下，教师在教学中有意强化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但是

仍然没有完全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教师对数学教材照抄直搬，仍

然不能对新教学理念灵活应用，使得课堂教学与实际应用相互脱

离，学生体验不到应用知识的喜悦感。例如，在教学中应用比较

多的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的练习题，但是教学仍然主要以教师授

课为主，学生自主探究的时间很少，学生课下仍然需要做大量练

习题。这样的教学模式没有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换汤不换药，

实质是一样。

（三）教学环境影响

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仍然以中学为主，小学数学教学理念和

教学模式发展比较慢。不少地区的小学教学资源和教学设备跟不

上教育思想的发展。缺乏一定的硬件设备辅助支撑，教师在教学

中无法施行新的教学方法。信息化教学模式是当前教育环境下非

常重要的教学手段，但是在小学教学中发展仍然比较缓慢，教学

环境对教学教学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的对策研究

（一）创设生活化数学教学情境

数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兼具实践性。

针对此情况，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可以引入生活化元素，给学生进

行一定的启发和引导。生活化元素和生活化情境的应用将数学形

象化，消除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畏惧心理。

譬如在关于《平面直角坐标系》相关知识的教学中，坐标系

概念的理解是一个教学难点。如果在教学中仅以理论性讲解为主，

可能导致学生思维混乱、逻辑不清。而运用生活中的情境，对“坐标”

进行形象的描述和表达，如：“请用第 N 排第 N 列来描述你的位

置”，学生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坐标的含义。在学生回答的过程中，

将坐标概念有效引入，把学生所处的位置和“坐标、定位”这些

数学术语联系在一起，更方便学生去理解。然后教师指定一名学生，

指示他从自己的位置移动到“第5排第6列”，学生完成指令的过程，

也就是体现“平移”概念的过程，自己所处的位置“第 N 排第 N

列”对应到直角坐标系的横坐标、纵坐标中，对坐标概念更加了解。

目前小学课本也更贴近生活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实践

教学，通过创设生活化数学教学实践，提高学生的数学实践能力。

（二）整合教材资源，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小学数学课本不但版式设计新颖，而且其中的不少画面都描

绘了日常生活场景，在生活化教学模式的引导下，深度发掘教材

中的生活化元素，实现生活化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教师要将生

活化场景应用到数学教学中，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生活与数学的有

效融合，通过有效整合资源构建高效课堂。比如，在学习方程式

知识时，将奶茶新店开业的优惠活动整合进教学中，奶茶五元一杯，

优惠一是买一杯送一杯，优惠二是半个月内每一杯享九折优惠。

学生可以寻找这两个方案的相等关系，计算每月喝几杯奶茶可以

使两个方案化的浅相等。通过这种生活情境式的引导，让学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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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的心态进行思考，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例如在《两步计算》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学生数学的生活场

景中提炼教学内容。前段时间学校正在建设塑胶跑道，学生都看

到施工队在忙碌，教师则可以通过生活中的真实情景提高学生的

两步计算教学能力：“甲乙两队共同铺设塑胶跑道，两队共同施

工要 6 天完工，甲队独立铺设则要 10 天完工，那么乙队如果独立

铺设要多少天？”学生对这样的生活化题目很感兴趣，通过“16-

110=115”，得出乙队独立铺设需要 15 天。生活化的题目能够激

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好奇心和积极性，同时能够将生活资源和数学

教学融合在一起，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结合生活实践活动加深学生的知识记忆

数学是一门实践学科，只有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才

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设计生活化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学生理解

数学知识。例如，三角形三个内角和为 180°，每位学生都知道

这个知识点，但是却很少有学生知道这一定理的证明。数学知识

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每一条数学定理都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只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实是错误的学习方法。教师可设置生活化

实践活动比如通过手工实践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三角形内角和知

识和手工制作结合在一起，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去证明内角和是

180°。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有的学生将卡纸

三角形三个脚减掉，然后进行组合，拼凑成在一个平角；有的学

生则把三角形的三个角对内折在一起，这样也能得到一个平角。

通过生活气息浓厚的实践活动，能够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概念的

理解，从而提高数学教学质量和效率。

（四）培养学生应用数学指导生活的意识

数学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上，还需要深入生活，培养学生

应用数学知识指导生活的能力。生活中蕴藏着形式多样、新奇有

趣的数学学习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

的数学知识，鼓励学生探究、挖掘数学知识进而指导生活，发展

学生应用数学思维的意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观察、

思考中实现数学与生活的有机融合。

除传统的数学课外作业外，教师还要有意识地丰富学生的生

活化数学学习形式，比如鼓励学生记“数学日记”，把自己生活

中接触到的数学问题、数学现象、数学应用活动等记录下来，进

而更加有效地指导数学应用活动。如有的学生数学日记是这样写

的：“今天我们学了统计学知识，回家后我做了一个统计表，把

自己每天所花的零花钱记录下来，通过记账让自己学会节约。”

还有学生记录了自己的消费经过：“今天超市文具专柜有打折优惠，

我买书本一共花了 17 元，打 8 折之后是 17×0.8=13.6（元），打

折之后我少花了 3.4 元。”数学日记对于学生养成反思思维、增

强数学思维逻辑，提高数学应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五）引入生活元素，优化数学教学手段

应用生活化元素优化数学课堂既可以增强数学课堂的趣味性

和实践性，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例如教师可以在“认识长方形和

正方形”教学中，设计“智慧小工匠”的生活游戏：教室玻璃坏了，

窗框的大小不同，需要同学们根据具体尺寸计算出需要的玻璃面

积，已知一平方米玻璃是 12 元，购买这些玻璃要花多少钱？学生

计算出玻璃面积后，乘单价得出所需价格，从而完成有趣的数学

生活实践。利用“三角形稳定性高”的特点，教师可以带领学生

修理加固桌椅，设计更科学的修理方案等。这些生活元素与数学

实践活动的融合，进一步提高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帮助学生明

白数学的意义。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对数学实践活动的设计。

例如，根据统计学知识，教师可以设计家庭每月用水量的统计实

践活动，让学生建立条形图，分析家庭用水的在哪个区间内最集

中，强化统计知识。受教学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影响，数学实践活

动一直无法有效实施，生活教学法为数学实践活动提供了思路。

通过上述数学实践活动，学生对统计相关知识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更理解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有效应用，学习兴趣也提高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在的教学模式中，很多教师会忽略生活和教

学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此教育部门应该重视教学模式生活化的

作用和意义，要支持和鼓励老师展开生活化的数学教学模式，在

教学中要不断增强学生主动引入生活元素的意识，这就可以有效

地提升学生学习的质量和效率。在当下阶段，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化，

小学数学的生活化教学是结合小学生的特点开展的，是一种更加

先进的教学观念，是一种引导式的教学方式，这样顺利地开展以

后是可以让学生运用知识去解决生活问题的，是一种增强数学应

用能力的有效手段。生活化教学可以让学生对抽象的数学知识更

直观化理解，也是培养学生抽象思维的一种好方式，因此教师要

加大对这种模式的教学力度，实现最终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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