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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王翠桃  杨贵香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城关小学  033599） 

摘要：小学数学是学生数学启蒙的关键阶段，高质量的数学教学效果能够更好的提升学生的数学综合应用能力，为之后的高阶

段的数学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数学是一门与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的学科，学习数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数学理论运用到生活中，从而

提高生活水平。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挖掘日常生活中的数学元素，将其结合在教学工作中，来促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应

用数学知识。如何将生活中的情境元素应用于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是每个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生活情境在小

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重要性进行分析，结合现阶段生活情境在实际教学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几点可以优化小学数学教学中生活

情境应用效果的几点措施，以期能提高教师对生活情境教学的重视程度，推动小学数学教学工作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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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标指出数学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数

学元素，将生活情境用于数学的教学中，使理论性的数学概念生活

化，能够简化教学难度，促进学生将数学知识更好地应用于日常生

活，实现数学教学的真正目的。但是在现实教学中，教师在小学数

学课堂中对生活情境应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实际的应用效果

并不太理想，因此，数学教师应认真探索数学和生活之间的联系，

寻找日常生活与教学内容的关联点，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教学效果。 

一、生活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重要性 
（一）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兴趣 

数学受其自身的学科特点的影响，整个数学课堂氛围死气沉沉，

课程内容又枯燥无味，学生的学习热情也不高。针对这种现象，如

果在数学教学中增加生活情境，生活情境的生活化和趣味性能很好

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且将抽象、难理解的数学知识点变得简

单直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科难度，与此同时在进行教学过程

中，能够有效改善小学阶段的学生活泼好动，在课堂上的专注度不

高的特点。这样丰富的生活情境设定，既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又

能够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 

（二）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 

生活情境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生活实例引入课堂，

构建相应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在学习中自然而然地将课堂知识和生

活应用结合在一起，真正达到学有所得，学有所用的目的。在小学

数学的教学中，教师通过生活情境的设定，将数学知识融于生活，

便于学生理解，同时通过合理的问题设置引导学生去自我探索和解

决数学问题， 终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反应用于生活。这样的教

学方法能够将数学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在一起，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的能力，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三）促进教学方法改进，提升教学质量 

生活情境教学是新课改要求下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这种教

学模式的驱动下，大部分教师都在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结合教学

环境的需求，不断创新和改善自身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4]。在

小学数学的实践教学中，教师会根据课堂重难点的不同设置不同的

生活情境，建立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引导学生用数学思维去解决生

活问题。这样的教学方式在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同时，对学生的综

合能力进行了有效锻炼。 

二、生活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问题 
（一）教师对生活情境的应用意识随意化，价值认识不足 

生活情境是联系数学和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小学数学课堂

的教学中虽然部分教师能够准确把握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积极寻找

生活中的数学原型，然后将其引入课堂，但是还有部分教师在课堂

上设置生活情境就像是执行任务，在课堂上引入的生活情境完全不

符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需要，不仅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反

而干扰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1]。还有部分教师对生活情境教学法

的应用价值认识不足，使其在实践时更多的将其用于激发学生的兴

趣上，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教学价值。以小学数学教学为例，有些教

师只是浅显地将所了解到的生活中的数学元素带入，并没有对其进

行深入的解读，无法形成教学中“引入-理解-应用”的闭环结构，

使生活情境的创设浮于形式。这些问题就提醒教师，应提高自身的

理论素养，深入了解生活情境的应用价值，深化其在小数数学课堂

上的应用。 

（二）教师对生活情境的选择照搬教材，引用成人化事例 

在小学数学的教科书中，以北师大版的为例，每一个课程的编

排中都会有丰富的情境设计，这些多样化的情境多来源于生活中的

素材，很多都适合教师在课堂中应用。但是有些案例看似源于生活，

实际上却与学生的生活经验有所差异。教材的编排有一定的地域和

时效限制，例如教材中游乐园动物园的场景在城市很常见，但对于

山区的学生而言却很陌生，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要注意不同地区和

不同时代学生的实际生活体验的不同，要有选择的应用教材中的情

境，不能一味地照搬教材[2]。除此之外，教师在进行情境设计时多以

自身经验为主，忽略了小学生所具有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在教

案设计上只考虑知识学习的逻辑顺序，在事例选择上偏向成人化，

时常超出学生的认知范围，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学习数学的根本

目的是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所以教师在进行生活情境

的设定时要贴合小学生的实际生活。 

（三）教师对生活情境在各环节应用的缺失和赘余 

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教师对生活情境的应用环节没有一个明确

的认识，在应用中缺乏考虑时机和需求，盲目地进行应用。在课堂

导入环节，教师经常会通过会使用一些生活素材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但是生活素材过于杂乱，其中包含大量的非数学元素，这些元

素更能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导致学生的关注点出现偏差，将注意力

用在了与数学无关的素材上，干扰其对数学知识的学习。例如在进

行《多边形的面积》讲解中，教师通过给学生讲解古人圈地的生活

事例来引出面积的概念：古埃及有一条美丽的尼罗河，但是河水经

常因下雨蔓延到农民的农田里，导致农民分不出是谁家的田地，于

是他们就用石头把自家的地圈起来，就可以很容易区分了，农民圈

地的大小就是自家田地面积的大小。教师应用这个小故事的初衷是

好的，但是在这个生活事例中，出现了古埃及、尼罗河这样的非数

学元素，好奇心重的小学生会发出类似“古埃及人也种地吗”或者

“尼罗河我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疑问，引发很多与教学内容无关

的讨论，导致教师引入情境的目的出现偏差，课堂导入环节花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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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过长，影响 终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在应用生活情境来进行

课程导入时，要注意选择能凸显数学信息、提出数学问题的素材。

在课堂探究环节，教师很少应用生活情境，更多的是强调对数学知

识的学习，但是数学概念和算法多枯燥难懂，教师如果可以通过生

活情境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会有利于学生接受和理解[1]。比如在《乘

法分配律》这一课的教学中，部分教师仅应用教材中厨房贴瓷砖的

案例进行课堂引入，对所列算式进行探究时，只是进行算式的讲解，

然后让学生对概念进行背诵，在探究中没有任何生活情境的设计，

导致一些学生对乘法分配律的理解仅限于教材的定义，不能解释其

真正的含义。 

（四）教师对生活情境应用方式过于简单化 

生活情境法应用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了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引

导学生积极思考。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多通过口头描述、多媒

体展示等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生活情境的呈现和运用，在课堂中，

生活情境经常一句带过，没有将生活情境和教学内容真正的融合起

来，使这种教学方法流于形式。比如在教授《比的化简》一课时，

教师以配蜂蜜水的故事进行导入[2]，但是随着课堂的深入，教师一直

在着重讲解教材中的定义，在课堂上作为主角进行教授，学生只需

要被动的接受知识即可，导致学生对课程内容逐渐失去兴趣，课堂

氛围死气沉沉，达不到应用生活情境所需要的课堂效果。再比如在

教授《认识底和高》这一课时，有些教师只是在课堂上简单的提出：

“同学们在生活中一定都测量过身高吧”这一生活事例，然后就开

始讲解教材中高的含义，使测量身高这一生活情境在教学中并没有

产生任何作用。教师应该在引入身高测量后，组织学生们现场测量

一下自己的身高，指出身高就是头顶到脚底的垂直距离，然后将人

的身高和课本中图形的高结合起来，帮助学生理解高具体指的是什

么。将生活情境和课本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进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这才是生活情境应用的真正意义。 

三、生活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措施 
（一）精心选用生活情境，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 

生活情境的合理选择和设计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提升有很大帮

助，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从教材和现实生活两方面入手设

定更贴近小学生生活经验的情境。教材是教师开展学习，学生吸收

知识的主要资源，在新课标的指导下，教材的编排越来越生活化和

贴合实际，但这并意味着教师可以照本宣科，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

际认知水平，参考教材中所展现出来的素材，进行合理的选择和改

编。比如在《分数的大小》一课中，教材所选用的是教学楼、宿舍

楼、操场的位置图片，这些场景对于学生而言太过熟悉，反而失去

了探索的欲望，教师可以将其改变成自己学校的平面图，学生面对

自己的生活场景，自然兴趣更大，积极性也更高。再比如《复式折

线统计图》一课中，教材情境选择是曾母暗沙和漠河两地的气温，

大部分学生对两地的熟悉程度不高，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可以将其改成当地夏季和冬季的气温，使课程情境更加贴近学

生的生活。教师在合理使用教材中情境的同时，也要留心挖掘现实

生活中的素材[3]。教师在日常教学之余要多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

了解学生的认知，挖掘学生生活中 真实的素材。比如在进行《负

数》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间与学生进行一些关于负数的闲聊，

问问学生有没有听说过负数，或者会不会读负数。然后根据学生的

回答再进行下一步的引导提问。如果学生回答在电梯、地下停车场

会见到负数时，教师就可以继续追问他们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有负数

呢，让学生聊聊自己对生活中负数的理解。通过这样的交谈，教师

可以了解到对于学生而言， 贴合他们认识的负数的生活情境就是

电梯、地下室这些场所，教师如果将这些情境设计进课堂中，势必

会引起学生热烈的讨论。教师在进行生活情境的设计时，一定要选

择学生感兴趣，有利于学生发展的素材，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主

动性。 

（二）提高生活情境的多样性，诱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小学数学的教育实践中，由于生活情境设定的过于简单化和

单一化，导致其的应用效果并不太理想，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设

计多种类型的生活情境，使课堂模式时刻充满新意，从而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比如在《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学习中，教师可以

将生活中一些常见的包装盒等物品带入课堂，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观察，通过观察物体这样的情境创设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课

本中抽象的图形[3]。再比如教师在进行《圆柱的表面积》的教学时，

可以设计一个动手感知的情境，让学生准备一个生活中的圆柱体，

像薯片桶之类的，然后在课堂上由学生动手进行裁剪和拼接，探索

圆柱表面积的组成。或者教师在讲解《相遇问题》时，可以围绕“相

对”“同时”“相遇”“相距”进行表演活动的情境设定，让不同的学

生分别演绎这几个词语，让学生在表演和参与中学习新的数学知识
[4]。教师在进行生活情境的创设中，可以借助生活中物品、事例、社

会热点等各种生活元素设计生活情境应用于教学。教师在课堂中尽

量采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教学情境，并结合游戏、表演、动手等方

式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进而提高生活情境教学法的教学效果。 

（三）合理把握生活情境应用时机，实现知识内化 

教师作为生活情境创设的主要操控者，应结合课程目标，将生

活情境融入到 适宜的环节，以发挥其 大的价值。在课程导入环

节要注意情境的价值性，既保证其能引人入胜，又不可过于复杂，

喧宾夺主。以《折线统计图》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从中国在奥运

会上的金牌获得情况入手，问问学生：哪一届奥运会中国获得奖牌

多或者历届奥运会我国的奖牌获得数还记得是多少吗？以此来引

发学生对统计图的思考，进而开始对课程的学习[4]。在小学数学教学

中，涉及各种各样的概念、法则、定律，由于其较为抽象化，学生

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对此教师就应该在进行数学概念的讲解中插入

生活情境，来启迪学生的思维，促使其更好的进行理解。比如在《方

程》教学中，教师创设一个动手感知或者故事演绎类型的情境设计，

可以让学生制作一个简易的天平或者可以找几个学生扮演天平的砝

码，问问学生怎样可以保持平衡，以此来让学生了解方程的本质，

真正的理解方程的概念。另外，熟练的使用算理和算法也是小学数

学中学生需要掌握的重要能力，在教学中，教师也可以依托生活情

境，让学生在切身体验中掌握计算方法。以《分数乘法》的教学为

例，教师可以引出生活情境：小明早上吃了 6 块巧克力，小花吃的

巧克力数是小明的二分之一，那么小花吃了几块呢？然后让学生拿

出教具自己动手摆一摆，看能得出怎样的结果，了解分数乘法背后

的运算规则。 

结语： 
综上所述，生活情境教学法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教学方法，

其将生活中的素材合理的应用于教学中，帮助学生更透彻的理解数

学知识，强化了学生的数学实践能力，使学生可以将数学知识更好

的应用于生活中。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着重注意生活情境创设的

合理性和多样性，提高生活情境的应用价值，促进数学教学质量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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