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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故事的应用策略
崔秀丽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实验学校　056500

摘　要：在广大的小学数学教育领域，数学故事是一种崭新的教学方式，它正在日益显示出它的魅力和价值。数学，是一门

逻辑严谨，思维抽象的科目，在小学生还处在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变的时期，常常会觉得很枯燥，很难激起他们的学习兴

趣。然而，数学故事以其生动的情节、生动的人物以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景，在教学过程中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抽象的数

学观念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可感的东西，这可以有效地减轻学习的难度，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了数学故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运用策略，既是对传统的教学方式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又是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的一条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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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逻辑思维至关

重要。然而，传统教学法由于其形式化和抽象性，使得学习

比较枯燥乏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此，探索如何将数

学教学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提高其趣味性和实用性，成为

教育者的关键课题。对小学生而言，讲故事无疑是一个能很

好抓住他们兴趣点的方法，故事式教学法通过结合数学与引

人入胜的故事，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还有助于发展

他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一、数学故事的概念

（一）数学故事的定义与特点

数学故事，作为一种独特的教学载体，其定义深远而广

泛。它巧妙地将数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与引人入胜的叙述手法

相融合，不仅将原本晦涩难懂的抽象概念转化为直观易懂、

贴近生活的形式，还成功地在学生心中搭建起一座桥梁，将

枯燥的学习内容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这种创新

的教学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数学学习的内涵，赋予了数学知

识以生命力和趣味性，从而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好奇心，提升了他们在课堂上的主动参与度。数学故事的特

点在于其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它不仅让学生能够

轻松掌握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故事的引导下，学生能

够自主思考、积极探索，这种过程促进了学生创造力的迸发

和批判性思维的形成。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

成为了主动的探索者和创造者，他们的数学素养和综合能力

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二）数学故事的内涵

数学故事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不仅是对数学知识进

行简单的包装，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价值观的鲜明表

现。在数学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故事是一种古老而富有生命

力的叙述形式，它承载着人们对知识的探求和追寻，对更好

的生活的渴望和寄托。数学故事以精巧的情节和深刻的事件

为基础，把抽象的数学观念和现实的生活情景结合起来，让

数学知识不再孤立，它与人的感情、智力和经验密切相关。

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的声音，在时间和空间中回荡，诉说着数

学发展史上的光辉，也诉说着数学家们的勇敢与智慧。这既

有助于我们认识数学的本质和魅力，也有助于我们对数学与

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的思考。以数学故事为

纽带，架起了过去和将来，沟通了各种文化的共通性，推动

了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文化的交流。所以，数学故事不仅是一

种传授数学知识的手段，也是一种文化遗产和价值观的传达

方式。

二、小学数学故事所具备的教育价值

小学数学故事是一种富有创造力和温度的教学方式，它

所包含的教育价值，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知识的传递，对学生

的学习体验、认知发展和情感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要想探

究它的实际运用价值，就必须承认它所具有的特殊魅力，它

与小学数学的学科特点具有很高的相合性。对于小学生而言，

数学世界往往是一个既神秘又略显枯燥的领域。数学概念的

抽象性、公式的逻辑性，以及内容的广泛性，常常让学生

感到难以捉摸，难以将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这种

“脱节”感不仅阻碍了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也抑制了他们

自主探索的兴趣和动力。而数学故事的引入，恰如一股清泉，

以其生动的情节、具体的场景和贴近生活的实例，将抽象的

数学知识转化为直观、易懂的形象，极大地降低了学习门槛，

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数学的乐趣和魅力。数学

故事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启发思维的工具，为学

生搭建起一座形象思维的桥梁。通过故事引导学生走出传统

的思维定势，以更为开放、多元的角度来看待数学问题，促

进了他们的创造性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对学生今后的

学习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另外，数学故事本身也是

一种道德教育资源。把数学知识点和思想品德材料有机地结

合起来，既能进行知识的传授，又能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良好的品德。比如，通过介

绍数学工作者的奋斗过程，以及他们取得的杰出成绩，能使

他们产生一种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对数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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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的道德隐喻进行剖析，有助于学生辨别是非，树立正确

的道德观。这一“寓教于乐”的教学模式，使数学既能传道

又能育人。

三、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故事的应用策略

（一）运用数学故事导入新知识点

在小学数学的课堂上，如何巧妙地引入新知识点，往往

决定了学生后续学习的积极性和效率。传统的教学方式中，

教师可能直接切入主题，缺乏过渡与铺垫，这对于好奇心旺

盛、注意力易分散的小学生而言，往往难以迅速激起他们的

学习兴趣。相比之下，运用数学故事作为新知识点导入的媒

介，则显得尤为生动且富有成效。以“圆的周长”这一知识

点为例，教师可以通过精心设计一个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数

学故事来开启新课。故事可以这样展开：“在我们美丽的校园

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圆形花坛，它不仅是校园绿化的一抹

亮色，也是我们学习数学的天然素材。最近，学校决定在花

坛的外围种上一圈月季花，让花坛更加绚丽多彩。但是，园

艺师傅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该准备多长的月季花藤才

能恰好围绕花坛一周。同学们，你们知道花坛的直径是 16

米，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计算并得出需要多长的月季花藤

呢？”这样的故事设定，不仅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环境，容

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和兴趣，还巧妙地将圆的周长这一数学概

念融入其中，让学生在思考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

然而然地接触到新知识。通过这样的导入方式，学生不再是

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主动探索、解决问题的主人。这

种故事设置，既接近了学生的日常生活，又能与他们产生共

鸣，又能让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它还巧妙地把圆的

周长这一数学概念，让学生在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自

然也会接触到新的知识。在这种引入模式下，让学生从单纯

的“知识”获取到“主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

外，这些生活中的数学故事，也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一种

有效方法。在解题时，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知识，例如，直径

和半径的关系，圆周的性质等。同时，将新学到的圆的周长

公式，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推断。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使学

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又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利用数学故事来引入新的知识点，

可以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同时也可以让学生们对这个问

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通过融入德育理念的方式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意识教师在开展小学数学课程教学时，应该充分意识到

德育内容融入的重要性，才能实现对小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

培养。而对于数学故事而言，通过立德树人思想的融入，不

仅可以使故事更为生动，同时也可以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

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进而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同时

也有利于规范学生言行举止。并且，由于小学数学知识点具

有一定抽象性，因此部分小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往往觉

得数学知识点较为枯燥，愿意对数学问题进行主动探究，而

教师可以通过讲述小故事的方式来让学生了解数学知识点背

后的趣闻逸事，这样可以使小学生的学习心理及学习动机有

所改变，更加有利于其接受数学知识。例如，教师在培养学

生数学思维及数学学习习惯时，可以向其讲述数学家陈景润

的故事。陈景润有一次去理发店理发，当时的号码排到了很

靠后的数字，需要他等待很长时间，而陈景润在等候的过程

中，发现自己在上午探究数学知识的过程中，对一些学术要

点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他决定回到学校图书馆，再去

查阅资料，以此解决心中的困惑。当他解决完数学问题回到

理发店时，他的号牌已经过了。通过这一小故事的讲解，教

师可以向学生提问；“我们平时在等待理发号牌时都在干些什

么呢？是否也是像陈景瑞先生一样依旧想着自己在知识领域

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是通过发呆、玩手机来消磨时间呢？”

这一问题提出之后，学生马上便会进入到自我反思状态中。

通过讲述陈景润在数学上的奋斗历程，让学生们既能感受到

他对知识的渴求，又能感受到他对知识的执着和执着，更能

感受到他求知、务实、不断钻研数学问题的精神。这已经不

是单纯的数学知识，而是一座灯塔，指引着每一位学生前进

的方向，让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陈景润在

遇到难题时，没有轻易地放弃，而是勇敢地去面对，用自己

的汗水与智慧去铺出通向成功之路。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

恰恰是现代小学生最需要的素质。它激励着同学们，在面对

难题的时候，要像陈景润那样沉着、积极地思考，勇敢地去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们养成主动思考和主动解决问题

的能力。另外，这些故事也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让学生们

向陈景润看齐，从他对学术的纯粹的爱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中，建立起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自己的数学知识

系统更加健全，为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用数学故事布置课外作业

教师在开展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将精力

放在课上教学环节，还应该考虑到学生的课下学习情况。由

于小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不强，因此，课下时间往往容易放纵

自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合理利用课外作业时间，实现对课

堂学习内容的有效巩固。由于小学阶段的数学知识点在本质

上与学生日常生活存在密切关联，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在实际生活中逐渐培养自身数学思维，这就需要教师在布置

数学课外作业时，结合生活实际，这也更加容易激发小学生

对数学学习的热情。并且，小学阶段的学生思维较为活跃，

教师通过鼓励学生观察生活、思考生活可以实现对其数学意

识的有效强化，使其发现日常生活中潜在的数学知识点，而

以数学故事作为载体则可以使数学课外作业更为生动，使学

生在做作业的过程中不会感到枯燥。在讲解“认识几何体”

这一章节时，教师巧妙地将理论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及创

意思维相结合，设计了一项既富有挑战性又充满乐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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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除了让学生观察并列举生活中常见的正方体、长方体、

球体、圆柱体和圆锥体物品外，还鼓励学生以这些几何体为

主角，编写属于自己的数学小故事。比如，有一位学生编写

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奇妙的几何小镇上，住着四位好朋

友——方方（正方体）、长长（长方体）、圆圆（球体）和柱

柱（圆柱体）。一天，他们决定举行一场寻宝比赛，目标是找

到隐藏在镇子最深处的神秘宝藏。方方利用自己的稳定性，

轻松地越过了坑坑洼洼的道路；长长则发挥自己的长处，轻

松穿过了狭窄的走廊；圆圆则巧妙地滚过了圆形的池塘，溅

起层层水花；而柱柱则优雅地滑行在弯曲的小径上，留下一

道道美丽的轨迹。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发现了

宝藏——一个巨大的圆锥体形状的水晶球，里面闪烁着五彩

斑斓的光芒，象征着智慧与团结的力量。”这个小故事不仅生

动展现了各种几何体的特征，还融入了友情、智慧和探险的

元素，让学生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对几何体形状的认识，

还锻炼了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这样

的作业形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让他们

在完成作业的同时，感受到了数学的魅力和乐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数学故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以

其独特的优势，为数学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通过精

心设计的故事情节，教师能够引导学生主动探索数学世界的

奥秘，感受数学的魅力与乐趣。同时，数学故事还促进了学

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为其未来

的学习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广大小学数学教师

应积极尝试并不断优化数学故事的教学策略，以更加灵活多

样的方式，让数学故事成为连接学生心灵与数学知识的桥梁，

共同推动小学数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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