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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 
孟令军 

（邹城市杏花村小学  273500）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的依据和问题情境创设面临的问题，从利用生活化的场景创设问题情境、

利用实践活动创设问题情境、问题情境创设需要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对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有效问题情境的创设策略展开了探

讨，旨在为促进小学数学教学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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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f creating effective problem situation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curriculum 

Meng Lingjun 

（Zoucheng Xinghua Village Primary School 273500）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basis for creating problem situation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reation of problem situations. It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for creating effective problem 

situation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background from the aspects of creating problem 

situations by using living scenes，creating problem situations by using practical activities，and creating problems 

that need attention，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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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标准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有效实施，现代化的教

育要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探索能力等方面，新

课程改革对小学数学教学内涵有了新的定义，要求在小学数学教学

活动 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教授，同时要将重点

放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自主探索能力等方面，要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学生数学基本素养。小学阶段的学生处在良好学习习惯形成、

正确思维模式构建、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的依据 

（一）与新课改教学要求保持一致 

素质教育要求现代化的小学数学教学要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

主要教学目标。在日常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学生认知规律，

思维特点，性格特征以及教材内容，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模式，

其中情境教学法属于新型教学手段，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应用可以

让学生在多元化的情景内容中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提高

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情境教学内容的创设要与该年龄段学生的

生活需求、学习需求相适应，同时要引导学生掌握数学基础知识，

提高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结合实际教学情况来看，小学阶段的数学

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联系比较紧密，创设生活化、实际化的教学场

景可以实现数学学科知识教学与生活应用的有效连接，锻炼学生的

拓展思维，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生活实际的能力，使小学数

学课堂变得更加生动、形象。 

（二）构建主义教学理论的有效落实 

现代构建主义教学理论指出，创建真实的教学情境是提高教学

效率的关键措施，构建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展 自主学

习，将学生作为课堂主体，教师扮演支持者的角色。构建主义理论

的核心点在于摒弃传统教学模式下以教师作为课堂主体，学生被动

接受理论知识，教师单向灌输知识的教学模式，更加强调学生学习

的自主性。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思维发展，学习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

数学知识点难度不大，教师要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

帮助掌握正确学习方法等方面。构建主义理论和情境教学法有着一

致的育人目标，都是迎合新课改要求，更加注重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思维模式的锻炼。为此，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要结合数学教材内

容、小学生认知规律、身心发展特点、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构建

多元化、生活化的数学课堂，设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与此同时，

要做好教学过程的动态监控，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

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了解学生的诉求，及时观察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学习积极性，根据学生表现出的具体问题对现行教学模式进行

动态调整、完善和优化，为学生实现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问题情境创设面临的问题 

（一）教师对学生了解不全面 

有些教师缺乏创新思维、创新理念，受到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

影响比较严重，未能结合新课改要求和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对教学

模式进行创新，各类新型教学方法的应用只是停留在表面，在实际

教学中仍然采用以教师作为主体的教学方法。不同学生的成长环境、

性格特点、思维模式存在很大差异性，使每个学生都获得成长是问

题情境教学法的教学目的，对学生了解不够全面，必然会导致所创

设的问题情境与学生实际诉求不符，或者仅能满足一小部分学生的

学习需求，使数学教学模式缺乏针对性和创新性。 

（二）运用成效不明显 

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教学效果不明显、重点不突出、

教学针对性不足等诸多问题。教师自身专业素养、综合能力、责任

意识不足，未能全面、深入解读新课改要求，未能与学生建立良好

的沟通、交流，对学生了解不全面， 终导致所创设的问题情境不

恰当，与教学实际脱离。有些教师缺乏创新意识，仅停留在对教学

大纲具体知识点的梳理和了解上，教学重点不明确。新课改对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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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示，小学数学教学活动的 展要以培养学生

数学素养为目标，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习惯，教师要摆脱应试教

育思想的影响，转变传统育人思路，结合小学生的实际需求，在数学

课堂中积极应用问题情境创设法、分层教学法等新型教学方法。 

三、小学数学教学中有效问题情境的创设策略 

（一）利用生活化的场景创设问题情境 

小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薄弱，对周围事物的认知不全面，很难在

长时间内对某一事物保持高度专注力，任何学习活动的 展都是以

兴趣作为主要驱动力，在数学课堂中应用问题情境教学法可以提高

数学课堂趣味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课堂中，

紧跟教师节奏，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内化。小学数学教材的

设计也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思维方式，利用生活化的场景创设问

题情境可以使数学教学内容变得生动有趣。故事的语言通俗易懂，

具有形象化、具体化的特点。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结合数

学教材内容，从语言、动画入手，探索与教材内容联系紧密的相关

故事的衔接点，使教材中的插图变成简短的故事，通过口述，多媒

体播放图片、视频的形式构建数学问题教学情境，使学生展 独立

思考、自主探究。例如，在讲解“直线”相关内容时，学生初次接

触到“两点之间，直线 短”等数学基础概念时无法在脑海中形成

形象的画面，仅从理论层面无法加深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采用理

论灌输为主的方式必然会降低数学的趣味性，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失

去兴趣。为此，教师可以应用体育教学的场景，以踢足球为例，将

两个相隔一定距离的学生表示为两个“点”，A 学生给 B 学生传足球，

提出问题：“足球有几种传递方式？”一般情况下，足球走的都是以

直线的方式传递球技高超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可以踢出弧线、曲线进

行传递，但是以直线传递可以保证距离 短。通过创设类似的问题

情境，可以让学生在脑海中联想出相关的画面，提高学生的联想能

力和想象力，让学生从生活的角度去理解数学知识，加深记忆，同

时也能丰富数学课堂内容，增强数学教学的趣味性。 

（二）利用实践活动创设问题情境 

实践能力的培养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数学知识应用能力的关键。小学生的理解能力、联想能力、拓展能

力有限，面对一些复杂、抽象的数学概念，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产

生排斥、厌烦、畏难的心理，如果单纯采用理论知识的讲述方式无

法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在小学数学中融入实践内容，可以让

学生在实际动手过程中产生思考，丰富数学课堂内容，提高数学教

学的实践性和趣味性。教师可以结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学习习惯、

心理特点，将问题情境的创设与实际操作建立联系，让学生在动手

中加深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记忆和应用。可以将小学数学学科与

美术学科、手工课程建立联系，根据数学教材内容创设“剪一剪”、

“画一画”、“叠一叠”等实践性活动，并以具体的数学为载体，创

设具有操作性的问题情境，使学生在口说、手做、耳听、眼看的过

程中学习新的数学知识，激发学生的潜力，探索数学趣味性，感受

到数学学科的魅力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学理念，通过实际动手操

作可以打破学生的思维障碍，增强数学的教学的实效性。例如，在

“平移、旋转、对称轴”等相关数学知识点的教学中，学生的空间

想象能力、逻辑抽象能力不足，教师可以在讲解概念性的数学知识

时可以展示俄罗斯方块的画面，让标出平移、旋转的部分，找出图

形的对称抽，利用已有的生活经验去理解数学知识内容。也可以让

学生用美术、手工课中学习的折叠卡片的游戏，折叠自己喜欢的正

方形、三角形、长方形、梯形，并思考“自己喜欢的图形中有没有

对称轴？”、“有对称轴的话怎么找？”、“有对称轴的图形都有什么

特点？”通过这些问题可以引发学生思考，加深对平移、对称轴等

数学概念的理解、应用。小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以实际活动为载体构建数学课堂教学内容可以让学

生利用已有生活经验和数学知识理解、解决数学问题和数学知识点，

满足学生多元化发展需求。有些数学知识点和理论性的概念是对生活

中数学问题、数学现象的高度概括、总结和凝练，教学的过程是将精

炼的数学概念以小学生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问题情境教学法的

应用可以帮助教师实现数学知识点的转化，提高数学教学质量。 

（三）小学数学教学中有效问题情境创设需要注意的问题 

1、把握自主创设的尺度 

小学生成长环境、思维能力、认知规律存在个体差异性，问题

情境的创设要结合学生的不同特点，在深入了解学生个体差异性的

基础上把握问题的分层性特征。例如，对于理解能力强、综合表现

优异的学生，可以适当提高问题的难度，使用略高于学生能力的问

题可以对此类学生进行拔高训练，激发学习潜力。对于学困生和综

合表现能力较差的学生，要将重点放在数学基础能力的培养方面，

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多以鼓励、激励的方式展 教学评价和问题创

设，以免难度过大增加学习压力。总而言之，问题教学情境的创设

要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能力相匹配。 

2、营造主体创设的愉悦氛围 

营造良好的数学学习氛围和轻松、愉快、舒适的学习环境有利

于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数

学知识的学习和探索中。为此，教师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沟通，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了解学生多元化的心理诉求和学习需

求，通过营造主题创设愉悦的氛围，使问题情境的创设贴近学生身

心发展实际和生活实际，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学习数学的乐趣。

为保证问题情境教学法的应用效果，教师还要建立健全教学评价机

制，将学生课堂表现、学习积极性、学习状态和是否取得进步纳入

学习评价标准中，从多方位、多角度了解学生学情，为教学方案的

优化，教学内容的升级和教学目标的调整提供参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学活动 展过程中，创设问题情境要

秉持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相适应的原则，同时要实现数学问题与生

活实际的有效联系才能降低学习难度，将抽象、晦涩难懂的数学知

识点变得更加形象、具体，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教师要结合

教材内容和小学生的认知规律采用新型教学模式，丰富数学课堂内

容，构建具有趣味性的数学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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