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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化教学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谢芳 

（贵州省遵义市第四十中学   563000） 

摘要：传统的初中数学课堂缺乏对知识的生成过程的探究和引导，过度重视课堂教学结论的运用效果，这是因为受到国家应试
教育的影响，长此以往，数学教学的氛围就会略显枯燥乏味，从而导致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在数学课堂上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反
感对于数学课程的学习。本文认为数学知识源自于课本，但是课本的内容来源于生活，而数学教学要想达到更高的层次，就需要将
数学生活化贯穿于数学教学的过程之中，将生活中的实例融入到数学理论的教学之中，就可以将原本抽象的知识变得形象具体，激
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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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初中阶段的数学教学中，需要不断开拓教师的教学思

路，从而探索出"生活化"理念的教育教学的方式，从而才能够在未

来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生活化教学的根本

目标就是为了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让学生能够以生活化的角度进

行学习。初中学校的课程设置应该紧密结合初中数学教学的各项要

求与原则，不断为国家与社会提供栋梁之才。 

一、生活化教学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生活中“玩”数学，把数学概念、数学思想、数学方法运用

到实际的生活场景中（迁移能力）。初中数学是中学课程设置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是应用数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数学现象以及数

学反应以及背后蕴含的原理进行研究的学科，其也逐渐深入到各行

各业的生产和生活之中。 

二、生活化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一）在生活中寻找数学 

将数学生活化融入到初中数学的教学过程之中，就能够让学生

感受到数学充满生活化的特点，因为在众多的学科之中，数学一直

被认为是难度较大的学科。因此，许多学生在对于数学课程的学习

过程中，会产生畏难的情绪，大部分学生都感觉数学这门课程对他

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判断能力、数学计算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数学带给学生的印象是抽象

性的，学生们就会对这门学科失去一定的兴趣，这对于教师开展数

学教学是极为不利的。如在教学《二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一节时，

老师从学生比较熟悉的篮球运动项目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引出投篮时，篮球在空中的运动路线----抛物线，即二次函数

的图像，再进一步对抛物线的开口方向，顶点坐标，对称轴进行探

究，让学生能够在对知识的形成过程有充分的认识中学得轻松，学

得快乐。 

（二）在生活中感知数学 

在生活中感知数学，最为关键的就是围绕着生活中的实际案例

进行讲解，具体而言，教师在讲解关于《三角形》这一章时，可以

先让学生对三角形的分类有所了解，然后学生就可以对三角形的角

度有一个大致的把握，进一步参照书本中的三角形例题，自己做等

边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同时还可以通过自己对生活

中家中物品的观察，加深自己对三角形的认识，并在今后的生活中

快速区分不同类型的三角形，而且能够熟练说出不同类型三角形的

特点。在初中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数学课堂的气氛一般都比较压抑，

这种课堂气氛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不利于学生们融入

初中数学教学的课堂之中，此时就需要数学教师利用相关的教学手

段，创造生活化的教学环境，重视学生们的主体性，为学生们创造

一个比较宽松且和谐的教学氛围，因为此种教学模式会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学生们的课堂积极性。 

（三）在生活中体验数学 

如何让学生在生活中体验数学，这是每一位初中数学教师都需

要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教师需要利用生活实例引导课堂氛围，

让学生更接近数学，低年级学生对抽象知识的接受时间往往较长，

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生活引导入数学课堂教学中，使数学理论

知识点不再仅限于课本，而更接近生活，便于学生理解，就能够充

分激发学生们对于数学的学习积极性。课堂是教师传授新知识的良

好环境，因此，初中老师需要将生活化的理念融入到数学课堂的教

学过程之中，使学生能够充分感受到数学知识的广博。数学是对现

实生活中的数学现象的抽象性的呈现，其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以及系

统性。如在教学《平面直角坐标系》一节时，让学生通过讲述自己

在教室里的位置，讲述某一个字在某一本书某一页的位置，通过实

践来感受要确定位置需要两个量。 

（四）在生活中运用数学 

生活化的教学方法，虽然为初中阶段的数学课堂，带来了很多

的精彩和成果，但是生活化的教学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克服

很多的阻碍。在生活中运用数学，如在教学《不等式的应用》一节

中的购物问题时，老师需要引导学生分析怎样购物划算要由购买的

数量决定，将问题层层剥开，从而引导学生，让学生们从生活的点

点滴滴中学习数学，这才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让学生真正的在

生活中学习，需要借助"生活化"理念的优势，创设良好的课堂情景，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充分掌握当前班级学生们的认知程度，采取

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方法。 

结束语 

常常有人抱怨数学课堂可利用的素材过于匮乏，实则不然，数

学源于生活，生活中的许多素材都可成为教学的资源，这就需要我

们去深入的挖掘和开发，从而有效丰富教育教学；需要结合学生所

处的年龄段及教学环境，在生活中运用数学；需要针对不同年级的

学生，引入具有一定区分度的生活实例；需要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认

知水平有一定的了解。以便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之中，让学生运用所

学的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从而提高课堂教育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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