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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探讨 
◆胡  蝶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烈面镇小学校  638409）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颁布和实施，越来越多的教学方法也逐渐出现，其

中创建问题情境就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已经在教学活动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和推广，创建问题情境主要就是指在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设计一
定的问题情境，这样的方法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有很大的教学优势，

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时还能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因此

教师在教学中就可以合理的应用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在小学阶段数学
作为重要的学科，但是其教学质量却不尽人如意，将创建问题情境教学

应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能够有效的改善这一教学现状，本篇文章主要

分析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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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学阶段，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

抽象性，由于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十分有限，在学习抽
象的数学知识时有很大的困难，也就导致学生的学习质量以及课
堂教学效率得不到有效的提升。近年来，创建问题情境这种新型
的教学方式已经在教学活动中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将这种教学方
式应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可以
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相关的数学知识，因此在小学数学教
学中教师要合理的创设问题情境，发挥出问题情境的有效作用，
引导学生更好的学习数学知识。 

一、当前小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落后 
近年来，尽管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

由于传统教学的影响比较大，在教学中依然有大多数的教师受到
传统落后教育理念和思想的影响。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多数的教师
一直用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方式，这样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只能被
动的学习，而忽视了学生的认知需求，导致教学存在的严重的不
合理，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二）教学内容乏味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学内容单一乏味也是一大问题，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一直围绕着教材进行教学，导致教学内容比较乏味
缺少趣味性，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将问题
情境应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能够丰富教学内容，可以有效的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改善教学质量。 

（三）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也成为教育部

门十分重视的问题。但是，目前依然有很多小学数学教师受到传
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习惯性采取灌输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也
只注重学生成绩的高低，而忽略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久而久
之，学生精神与心理均承受着比较大的负担，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也被压制，严重影响学生未来的学习和发展。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有效问题情境的创设策略 
（一）设问题情境，丰富课堂趣味 
教师在教学的各个阶段创设问题情境，能够集中学生注意

力，丰富课堂的趣味。导入是一堂课的开端，如果课堂的导入不
能够引发学生的好奇心，那么学生在后面的学习过程中也不能够
集中注意力，可见，导入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课堂的导入方式过
于单一，学生没有新鲜感，所以教师要创设问题情境，用有趣的
情境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思考中来。比如在学习长方形的周
长计算时，教师可以以黑板为例，创设一个问题情境，班级要开
展文艺联欢活动，学生们想不想给黑板装饰上漂亮的彩带，用学
生们感兴趣的活动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当学生们产生了兴趣之
后，教师可以再接着询问，那么我们要把黑板的每一条边都装饰
上彩带，至少要买多长的彩带才够用呢？这时候学生们就会主动
地开始思考黑板的周长怎么计算这个问题，也就自然地引出长方
形的周长计算的知识点，有的同学会拿出尺子量，在量过之后，
学生们把所有的长度加起来就是长方形的周长了，但也有学生提

出只要量一个宽的长度，和一个长度就可以计算了，这时候教师
再接着启发学生，长方形的两条长是等长的，宽也是等宽的，那
么量出了一边的长度，另一边也就自然能够知道了，学生通过这
样的思考，能够在问题情境中以解决问题的心态学习知识，在知
识的学习中就能做到运用，并且学生对于有趣的问题情境是有比
较浓厚的学习兴趣的，用问题情境丰富教学课堂，改变学生对于
学习的看法。 

（二）借助游戏，创设问题情境 
通过对学生自身好动爱玩的利用，就是可以根据实际教学程

度，适当展开一些比较有趣的游戏，保证学生在娱乐中，展开教
学工作。另外，教师还可以合理选择一个难度较低的实践活动参
加，将数学知识和实践活动进行融合，从而推进学生在快乐的氛
围下，真正的学习到数学知识。例如：在对分数概念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合理的游戏内容分，将全部学生的精力聚
集到一起，然后依据学生自身的水平和能力，需要教师将其分为
几个组别，在每一个学生之间都放置一个橘子。然后教师需要向
学生将游戏规则进行讲述，然后在每一个组中选出组长，将句子
分给组内其他同学，并且保证每一位同学分到的橘子数量是一样
的。这个时候就会给小学生产生疑问，在思考问题的同时，就会
将教学分数计算的方法应用到其中去，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
时，促进学生寻找问题的正确答案。 

（三）理论联系实践，创设问题情境 
将学到的数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可以让学生了解数

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例如：在学习“相遇问题”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让学生模拟这样一个场景：你的同桌小强，在放学时不
小心装错了你的语文书，你在发现并打电话给小强的过程中，小
强已经走到了离家只有 100 米的位置，你们两个约好地点拿回语
文书，但是如何选择地点才能让你们所花费的时间最少？学生根
据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给出自己的设计方案和理由。首先考虑
到二人的时间问题，假如两人共同行动，以中间点为目的地，可
以用最短时间碰面。而碰面之前二人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则是减少
时间的办法所在。通过合理地对问题进行分析，并根据教师的引
导完成结果的探究任务，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
生准确的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三、结语 
总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建问题情境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合理的根据教学内容
为学生设置有效的问题情境，从而引发导学生提升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1]张秀华.小学数学教学中有效问题情境的创设[J].教育

理论与实践.2015（35）. 
[2]代存宪.对小学数学教学中情境创设问题的方式[J].成

功.2010（9）. 
[3]林丽锦.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研究

[J].新课程（小学），2016（9）：7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