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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儿数学教学的生活化 
◆戎小嫣 

（贵州省都匀市黔南州机关幼儿园  558000） 

 
摘要：数学教育是促进幼儿数学意识建立的关键，对幼儿的思维发展和

能力提升都有积极意义。幼儿教育作为实施数学教育的开端，我们在教

育内容和方法选择上都应该体现科学的教育理念，应用生活化教育方法
利于幼儿数学意识建立和数学思维发展，是激发幼儿参与数学教育活动

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本研究中笔者着重分析幼儿数学教学生活化的具

体方法，研究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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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倡导在原生态的数学生活与创设的

数学游戏活动中，让幼儿尽最大可能地接触与掌握数、量、形、
类、时、空的数学信息。要让幼儿充满情趣地学习生活，感受生
活的魅力与数学学习的快乐，获得和谐发展。幼儿数学教育活动
开展过程中，幼儿教师应该集中考虑幼儿的年龄和兴趣特点，针
对性挖掘数学教育元素，构建数学教育氛围。著名的教育家杜威
曾经提出“教育即生活”的观点，他认为应该在生活中学习，这
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对于幼儿的数学教学而言，老师应该将
数学教育生活化，让幼儿在各种生活化的活动中学习数学知识。 

1 采撷生活内容，优化数学教育环境 
在幼儿数学学习活动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好教学时间，给幼

儿充分探索、学习的机会，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1]。 
(1)生活即教育。在平时上下楼梯时，可以让幼儿一边走楼梯，

一边数数；在午餐时，可以让幼儿当值日生，给同学分发碗筷，
并进行一一匹配；在建筑游戏活动时，让幼儿数数用了几块积木，
是什么形状的，等等。教师要结合生活随机引导幼儿，使之获得
数学知识，以便更好地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2)在自然中学习数学。陶行知说过，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以大自然为教材，才有丰富的收获。在午饭散步时，教师可
以让幼儿数数大路两旁的花和树，数数花有几种颜色，每种颜色
有几朵，哪种颜色多，哪种颜色少，数数树有多少棵。秋天到了，
教师可以带领幼儿捡树叶，将捡回的树叶进行分类、数数、记录，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大自然中，有很多值得利用的学
习资源，只要善于发现，好好利用，都是好的教材。 

(3)利用好社会资源。社会是人们生活的场所，也是进行教育
的场所。带孩子外出时，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观察来来往往的车辆，
进行数数、记录、分类等。参观菜市场时，让幼儿看看菜的价格，
学做小主人，进行买卖交易，使他们从中了解物品的价格，进行
数的计算。这类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幼儿学习的积极性，还能提高
他们社会交往能力。 

2 在角色游戏中培养幼儿运用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 
苏联著名幼儿教育专家列乌申娜认为：儿童数概念的形成离

不开多样的活动和现实生活[2]。角色游戏无限接近幼儿的实际生
活，需要幼儿依据生活经验进行角色扮演，幼儿的实际生活和数
的概念以及数的应用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幼儿教师可以利
用数的概念提升学生的运用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银行
游戏”中，由幼儿进行银行职员的扮演，“客户”提出要求后“职
员”进行存钱、取钱操作，并且要求幼儿在“存折”上进行相应
的钱数的书写；在“超市购物”游戏中，幼儿可以分别扮演收银
员和顾客，进行付账和找零的操作；在“美发店”的角色扮演活
动中，幼儿需要分别以顾客和店主的身份进行付账和收钱的活动
参与。幼儿通过上述角色扮演活动，幼儿在货币交易的过程中，
幼儿对于数的概念认识得到了发展，有利于学生运用数的概念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通过家庭教育提升数学兴趣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家庭的教育放在

次要的位置，然而家庭的教育更贴近孩子们的生活。这需要家长
和老师进行合作，如家长可以要求孩子运用在学校学到的数学知
识，解决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如家长要求孩子进行衣服分

类，玩具分类，并说出分类的数字，也可以要求孩子在吃饭的时
候数一数碗筷的数量[3]。其实这些亲子活动的游戏很简单，可以
一点点地开发孩子们的对数学的学习兴趣。这些数学知识都是在
现实生活中，这也是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我们不能认为教授知
识是教师的任务，也可以说就是学校的任务。事实上，家庭教育
的影响甚至比学校教育还要重要。 

4 优化教学评价模式，为生活化数学教育提供助力 
在教学评价中，我们需要兼顾幼儿的个体发展情况，通过对

教学评价方式的选择明确幼儿的不同学习需求，并针对性地挖掘
幼儿潜力[4]。对于幼儿教育来说，幼儿教育既不是面向少数资优
幼儿，也不是面向中等水平或者资质不佳的幼儿，而是面向全体
幼儿，因此在关注幼儿发展问题上，应该兼顾每一个幼儿的个体
需求，促进不同特质幼儿团体中的良好发展。以《数字比大小》
数学教学活动为例，在整体练习过程中，有 4 名幼儿没有完成练
习任务，我就在后续的教学活动中对这 4 名幼儿进行持续性观
察，了解幼儿在区角游戏（数鸭子）中对大于号和小于号的认知、
掌握程度，在进一步了解幼儿学习情况的前提下，如果发展幼儿
没有新的学习进展，就需要和家长进行及时沟通、交流，幼儿教
师和家长依据幼儿的学习情况采取针对性帮助。 

结束语： 
综上，生活化教育理念不仅仅在幼儿教育阶段比较适用，在

各个阶段的实践教育活动中都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效果。在幼儿教
育活动中融入生活化教育理念主要是结合幼儿的思维特点和个
体能力水平，密切结合生活化元素可以调动幼儿兴趣，发展学生
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作为一名幼儿数学老师，我认为想要做好
幼儿数学教育生活化实践工作，在讲授的过程中要注意幼儿学生
的数学学习热情，创设相关的生活情境，还需要家庭与学校良好
配合。基于目前幼儿数学教育生活化策略应用中存在的不足，本
研究主要从以上四方面进行方法分析，希望本研究中的内容和观
点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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