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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数学课堂情境创设问题和改进 
完玛冷智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民族寄宿制完全小学  813399) 

摘要：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依赖于数学情境的创设，小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下思考和探究，是对其实践能力的有效培养。

同时，创设情境，也是对小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能够让小学生的数学学习变得更加轻松，也能培养其自主探索能力。但是，一些

教师在情境创设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影响了情境创设的效果。本文将针对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数学课堂情境创设中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针对性的提出改进的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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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设情境，能够增加小学生的体验感，便于小学生理解和掌握

数学知识。因此，教师应注重情境设创设，在课堂教学中积极的创

设情境，以帮助小学生高效的理解数学知识，感知知识。课堂教学

情境的创设对于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大有帮助。因此，教师

应注重课堂反思，及时的发现课堂情境创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

题，并尝试解决问题，积极探索课堂情境创设中问题的改进方法，

以为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做好铺垫。 

1、简析小学数学课堂情境创设中的问题 

1.1 过于表面和浅显 

情境创设法在十分常见且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情境创设的目

的终是为学习而服务的。但是，一些教师在情境创设的过程中，过

于注重情境的趣味性，忽视了情境与内容相贴合的要求，导致情境

创设的过于浅显。同时，有些教师在情境创设后，还未等小学生充

足的时间消化知识，理解知识，就直接给出了答案，小学生的思维

在这一过程并未得到发展，也无法体会和理解情境下的知识。 

1.2 没有创新，照搬全书 

课堂情境的创设需要教师的用心。然而，一些教师在情境创设

的过程中为了省事，常常照搬书本中的内容，创设书本中的情境，

缺乏创新。这样难以引起小学生的兴趣，原因有二，一方面小学生

在课前预习中已经熟悉了书本中的情境，另一方面书本中的情境并

不一定符合小学生的生活环境。因此，没有用心和创新的教学情境，

对于课堂教学的帮助收效甚微。 

2、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数学课堂情境创设的改进策略 

2.1 结合教学目标，创设课堂教学情境 

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应紧紧贴合于教学内容，而教学内容与教

学目标之间则有着直接的关系,教学目标影响着教学内容[1]。因此，

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的过程中，需结合课堂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情

境。教学目标的实现是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的先决条件。因此，

教师在课堂中所创设的情境应围绕教学目标而展开，以让教学情境

为教学目标而服务。 

例如：以“克和千克”为例。此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小学生感

受和认识质量单位克和千克，在脑海中建立克和千克的概念，掌握

克和千克之间的单位转化，感受克和千克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明确

教学目标后，教师可以将课堂情境设计为：给小学生准备生活中常

见的食物，如牛奶、饼干、面包、洗衣皂、以及一袋大米等，让小

学生分别用手掂一下重量，猜一猜一块洗衣皂和一袋牛奶的重量，

以让小学生初步感知克和千克。接着，一带牛奶大概为 250 克，教

师可以让小学生感受和计算 4 袋牛奶的重量，以帮助小学生明确克

和千克之间的单位转化。通过创设与教学目标相符的情境，有助于

课堂教学目标的实现，为小学生数学知识的学习做了良好的铺垫。 

2.2 情境的创设要为小学生的表达提供条件 

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依赖于语数学语言的表达。我们都

知道，数学问题其实是生活问题的反映，源于生活[2]。因此，教师

在课堂创设数学情境的过程中应结合生活，也应为小学生数学语言

的表达创造条件，以促进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 

例如：以人教版“数学广角中的糊涂同笼问题”为例。教师可

以创设如下情境：乡下的老大爷以养殖为生，有一天大爷带了一笼

子的鸡和兔去赶集，老大爷将笼子罩了起来，说哪个小朋友猜对笼

子里面有多少只鸡和兔便送给小朋友一只兔子，作为奖励。鸡和兔

加起来一共有 10 个头，有 36 只脚，那么兔子和鸡分别各有多少只？

请小学生们合作探究一下计算出兔子和鸡各有多少只的不同方法，

并说明理由。在小学生合作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稍作提示，以

帮助小学生探究出此类问题解决的三种解决办法，明确假设法最常

用也最好用。创设此类情境，能够为小学生的数学表达创造条件，

也能促进小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让小学生通过假设，一步步

的得出结果，掌握知识。 

2.3 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小学生的兴趣 

小学阶段小学生活泼其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凡事喜欢问为什

么。因此，教师在课堂创设教学情境时，应抓住小学生的特征，创

设问题情境，以问题激发小学生的求知欲[3]。同时，教师也应引导

小学生注重体验问题探索的过程，以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思维。 

例如：在“圆”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给小学生展示

一幅生活中的图片，让小学生从图片中寻找圆形。小学生回答道：

“车轮、花坛、水池、钟面”都是圆形。教师可以接着提问，那么

你们知道车轮为什么是圆的吗？以引起小学生的探究兴趣，教师可

以带领小学生一起开始本节课的学习，一起探究有关于圆的知识，

了解圆的特征，让小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兴趣满满。 

结语： 

综上所述，新课改下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作为教学的重点，

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应随之改变和创新。情境教学法在小学数学课堂

教学中的应用，既考虑到了数学知识的特点，又考虑到了小学生的

特征与需求，能够让小学生乐于参与课堂学习，乐于探索数学知识，

也能培养小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需不断反思情境创设的问题，及

时加以改进，以为小学生的数学学习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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