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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素养，作为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数学学科最重要的教育任务。小学数学课程中的知识

难度较小，都是基础性知识，所有知识、习题和综合实

践活动都是根据小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水平设计的。小

学数学除了掌握数学基础知识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培养

学生对数学的热爱，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让学生

感受到数学的价值，感受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将生活情境与数学课堂融为一体就要高效

的多，把用生活中的实例进行课堂教学，又把课堂知识

应用与生活。但要做到生活化的数学教学，操作起来也

有一定的困难，小学数学内容的编排中很多知识的教学

都是依靠生活经验导入的，尤其是“数与代数”部分的

内容，通常是借助学生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探究，人民币

的认识、小数的初步认识、分数的初步认识、折扣等等

内容。本文以一年级下册《认识人民币》为例，探讨小

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的方法。

一、关于《认识人民币》的课程内容简析

《认识人民币》选自人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下册第

五单元，这部分内容的知识目标主要是认识人民币、认

识人民币的单位元、角、分，并且知道人民币之间的关

系，会进行人民币单位之间的计算；能力方面主要是学

会用人民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应用。本单元内容共安排了

四个课时的教学，第一课时要求认识小面值的人民币和

人民币单位元、角、分；第二课时要求掌握认识大面值

人民币并知道人民币单位之间的关系；第三课时对人民

币进行简单的计算和人民币之间的单位换算；第四课时

是进行简单的计算，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关系。《认识人民

币》教学对象是一年级的学生，学生各方面能力发展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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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但其实生活中学生都已接触过人民币，对于这部分

知识的学习不会感到非常困难，重点在于通过《认识人

民币》一内容，引导学生在生活情境下认识人民币并会

在生活中计算人民币，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价值，数学

与生活密不可分，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的热爱和对数学

学习的向往。

教材中首先呈现的是四张主题图，分别是文具店购

买练习本、游乐场售票处买票、买报纸和存钱罐，通过

四张主题图说明：人民币是我国法定的货币，买东西要

使用人民币以及我们要爱护人民币。教材借助四张主题

图创设情境，把本单元即将学习的人民币的知识与生活

中的事情联系起来，让学生对这部分内容感到不陌生，

能够轻松掌握本节课知识，同时通过生活情境的展现，

让学生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例 1 中教材摆放了 1 元、1 角、5 角的纸币与硬币和

1 分、2 分、5 分的纸币，这部分的内容学习起来比较容

易。在认识了小面值的人民币后，可以将生活中的购物

迁移到本节课学习中，开展小组内的换币活动，初步探

索人民币之间的换算，知道 1 元 =10 角、1 角 =10 分。通

过换币活动，加深对元、角、分的认识和元角分之间的

单位换算，掌握了生活中换零钱的技能。例 3 中呈现了 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的大面值人民币，在刚

刚小面值的换币活动，学生其实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换算

知识，加上生活中对人民币的应用，学生几乎能够进行

大面值人民币的换算，能够知道 1 张大面值人民币可以

换几张小面值人民币。例 5 则是深化了换币知识的教学，

进一步开展稍复杂一点的人民币换算。例 6 通过购买气

球的活动，开展简单的人民币计算。例 7 通过买杂志活

动利用人民币知识进行问题分析和解决，运用本单元的

知识解决问题。在本单元习题后，教材还编排了“你知

道吗？”介绍了我国历朝历代的货币，让学生了解我国

货币发展的历史，感受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本单元的教学生活化特点明显，主要有两点。一是

联系生活经验，认识各种面值的人民币。在认识人民币

的教学中也是通过学生在文具店和超市中收集到的物品

价格进行认识人民币的教学，通过结合自己的生活常识

说一说，某一次购物花了多少钱。二是人民币的计算的

生活化，即通过生活中换零钱（换币）的活动进行简单

的人民币计算。教材还通过对不同面值的人民币进行叠

加换算，体会生活中人民币的用法的多样性，另外，教

材还创设了购物的情境，通过购买两种物品来进行人民

币的计算。本单元的教学中，生活化的特点非常鲜明，

教材编排通过各种生活情境的应用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

换算、如何进行计算，尽可能的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乐

趣和实用性价值。

二、《认识人民币》生活化教学的策略

1. 联系实际生活，做好课前准备

教学是教师的主要任务，在进行课堂教学之前，教

师做好课前准备，即备课。备课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之前，

对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学生的学习准备状态、学生对

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和思维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根据学生

的各种情况来进行教学的预设，以期能在顺利的进行课

堂教学，让学生能够学到知识，发展能力，学会运用。

人民币的使用在学生生活中已经不是罕见的现象了，我

们的学生早在幼儿时期就在父母的教导下学会了简单的

人民币的使用，只是没有经过更深层次的学习人民币的

换算。教师在此基础上，就要进行学生学情了解：平常

有没有和家长一起购物，有没有注意看某一些物品的价

格，生活中购物有没有找零的经历呢？了解到学生的基

本情况，再决定这节课哪些是需要详细讲解哪些是学生

已经能够掌握只需要略讲的。教师备课要注重把数学知

识放到生活情境中进行思考，因为一年级学生还处于具

体思维阶段中，他们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知识理解起

来非常困难，但是对于生活中已经接触过的知识学起来

就会轻松很多。通过把生活情境和生活中一些素材放进

数学课堂，学生对于这些生活经验也能引起共鸣，把已

有经验和新知识建构起来，巩固知识，加强知识的运用

和迁移。

2. 创设生活情境，进行课前导入

课堂教学的导入环节，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环节，往往具备着承接着已学过的知识和引出新知识

的功能，是教学中的第一个环节。在导入环节中，通常

也是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创设教学情境，以生活经

验为素材，紧扣教学重点，抓住学生的兴趣和疑惑的知

识点，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新知识，主动解决问题。在学

习《认识人民币》时，学生最熟悉的经验就是商场购物

和文具店买文具了，教师可以提前一天布置作业让学生

和家长共同去商场里购物，了解一些物品的价格再与同

学们进行课堂分享交流。也可以在课堂上创设商场购物

的情境，将同学进行分组，每组中两位同学充当收银

员，剩余同学做顾客用学具中的人民币作为货币。顾客

可以选择自己的喜欢的商品进行问价和付款。简短的开

展五分钟活动后，教师再在此处设疑：生活中我们经常

购物，会在商场购买心仪的物品，那你们会正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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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进行付款吗？从生活中的购物情境，引出本节课

“认识人民币”的学习内容，让学生体会到人民币的运

用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为

后面的教学奠定基础。生活情境的运用，能够很快地让

学生提取出大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对新的问题产生兴

趣。以生活经验创设学习情境是数学当中常用的导入手

段，《小数的初步认识》中同样也借助了购物的场景进

行导入，帮助学生理解小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把小数

与实际生活联系。

3. 基于生活经验，解决实际问题

学习数学是对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数学知

识的学习能够有效的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其对思维逻辑的培养，也不断地帮助学生的成长。因此，

小学数学教材中，问题解决部分的例题，都是选取生活

中的数学素材，模仿生活情境解决问题。人教版教材中，

教材编排了问题解决：“用 13 块钱正好可以买以下哪两

种杂志？”知道四本杂志的价格，再一一罗列和尝试那

两本杂志的金额加起来不超过 13 元。基于生活情境的数

学问题解决，一方面是与学生已有经验的紧密结合，另

外一方面也是加强生活化，借此吸引学生注意力和兴趣。

小学生的思维水平非常有限，对于没有接触过的事物感

到非常抽象，很难理解其含义，生活化情境的加入，可

以很好地帮助学生提取出已有的知识经验，再通过学习

探讨新知识，把已有知识经验和新知识进行建构，这是

小学认知发展的规律。因此，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教

师布置巩固练习的习题时，也要注意和生活经验的相关，

有条件的情况下，到生活真实的场景中进行练习，更能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发展。

4. 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数学实践活动

小学数学的学习内容是整个数学体系中最基础的一

部分，是为学生日后学习其他学科奠定基础，也是对学

生思维能力和数学素养的初步培养。小学数学与高等数

学不同，更加强调了数学的活动性。事实上，小学数学

的教学现在也更加倾向往活动性发展，活动性与生活性

的结合，也给数学课程带来了更多趣味性。《认识人民

币》的教学中同样也可以开展一个数学实践活动，教师

可以利用综合实践活动开展一次“小小商店”活动，由

学生从家里带一些可以售卖的书籍、玩具等，标好价格，

在班级或校外进行销售，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顾客和收

银员，在真实的活动中体会人民币的用途和换算，并通

过活动进行简单的人民币换算（教师要监督好学生不要

带过于贵重的物品，通常为书籍、练习本等）。在活动

中，学生可以体会到人民币的真实价值，也能在销售的

过程中认识人民币的面值和人民币换算，让学生切实体

会到数学在生活中的用处。数学实践活动的开发也能激

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爱好，让学生一定程度上降低对

数学的畏惧心理，能够发自内心的喜欢数学、学习数学。

数学实践活动在小学数学中中的应用非常广，也能更好

的和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帮助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培养学生迁移的能力。

小学数学的教学最终要落实到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小学阶段，小学生的思维正是从具体到抽象发展、

过渡的阶段。《认识人民币》单元的教学内容简单，人民

币对于小学生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事物，但是大多数孩

子的家庭条件赋予，虽然认识了人民币，知道人民币可

以进行商品的交换，但并没有深层次的感受到人民币的

深层次价值。因此，在《认识人民币》的教学中，教师

要多开展生活化的活动，让学生体验购物的感觉，知道

一元能买哪些东西，能买多少东西。同时本单元的计算

也要和生活联系起来，除了对书中的例题进行问题解决，

教师也要引导学生解决生活中的购物问题，可以布置实

践活动，要求学生和家长一起进行一次购物，由学生帮

助家长进行购物总金额的计算，并把过程记录下来和同

学们分享。

数学知识的学习最终是为了在生活中的应用，数学

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科学，而是学生在生活中随

时随地都能运用到的科学。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教学准

备时必须要思考如何将数学和生活实例结合，在数学中

加入生活情境，帮助学生真正理解一些知识的含义。生

活化教学不仅是有利于学生知识的充分理解，也是便于

学生能够掌握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能够将数学与实际生

活联系，能够将所学到的数学知识应用生活中解决问题，

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学是最好的培养思维的工

具，而小学数学是学生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接触到的数学，

对对于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总之，要使

一节数学课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就必须要把数学和生

活联系起来，从生活中的已有经验确定学生的起点，从

生活中的实例创设学习情境，最后将所学的数学知识运

用到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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