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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情境课堂的创设方法的探讨 
◆凡拉日 

（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六铁镇中心小学校  615408） 

 
摘要：但是很多小学生由于学习压力太大，从而形成一种惰性思维，没

有兴趣去学习和思考学习方法。久而久之，很多学生的成绩一落千丈，

得到家长的教训、老师的不重视和同学的排挤。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真正改变教学方式，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切实有效的实施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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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是一个高科技的信息化时代，人们在
这种环境下，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社会竞争压力也非
常激烈，很多家长在学生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为学生的学习做各
种努力。但是很多小学生由于学习压力太大，从而形成一种惰性
思维，没有兴趣去学习和思考学习方法。久而久之，很多学生的
成绩一落千丈，得到家长的教训、老师的不重视和同学的排挤。
因此，教育系统为学生创造了小学数学情景课堂，根据学生的兴
趣编排各种有意思的课堂教学情景，来放松学生学习的环境，提
高学生学习能力。本论文就是来探讨小学数学教学情景课堂的创
设方法的，然后经过讨论和分析，得出的结论供给老师进行参考。 

1.小学数学教学情境课堂创设的意义 
为小学生创设数学教学情境课堂是老师培养学生学习能力

的一种有效方法，在课堂上制造一种情景，让学生根据情景的内
容来完成数学教学任务。这样可以避免传统小学数学教学的枯燥
和乏味，使学生的成绩下降。它还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较难的
数学问题，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独立思考，并且表达出自己的建
议。它冲破了那种沉闷、刻板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全神贯注的投
入到学习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加深对问题的思考，
让学生自己学习，不但可以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量和效率，还改
善了学生的学习方法，而且还拉进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2.小学数学教学情景课堂的创设方法 
2.1 创设故事情景 
小学生的年龄还比较幼小，思想还比较幼稚，他们总是喜欢

一些童话般的故事，因此老师可以抓住小学生的这个特征。在数
学相关的教学中，我们老师可以适当引入一些小故事，创设故事
情景，吸引学生听故事，思考故事中的问题，这样学生很轻松的
将问题回答出来。例如《0 的认识》教学中，老师为学生讲了一
个小猫钓鱼的故事，三只小猫去河边钓鱼，第一只小猫专心一致
的钓鱼，不一会就钓到了两条鱼，第二只小猫很快也钓出了一条
鱼。这时候，第三只小猫还在抓蝴蝶，鱼竿动都没动。猫妈妈来
了，他用数字标记了三只小猫所钓的鱼，其中第一只小猫标记为
“2”，第二只小猫标记为“1”，第三只小猫应该如何标记？学生
回答：“第三只小猫没钓到鱼，标记为 0”。老师继续引导：“那
么 0 表示什么呢？”学生回答：“表示没有”。这样，通过一个小
故事，学生对数字 0 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 

2.2 创设问题情景 
所有学习的过程都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数学教学中，学生进入数学教学也是需要问题的引导的，需要
老师向学生提出一些学生陌生的问题，或者让学生自己提出问
题，创设一个问题情景，引导学生根据问题一步一步进入到数学
知识中来，更好的学习数学内容。比如，教学《圆的面积》时，
老师提出这样几个问题：“长方形的面积如何计算？那么圆的面
积又该如何计算”，学生在解决前两个问题之后，被圆的面积难
住了，老师有提出新的问题：“有没有办法把圆的面积转化为平
行四边形的面积？”学生陷入了沉思。这是老师乘胜追击，提出
问题：“圆的面积大小到底与什么有关？有什么关系？我们能否

用割补发像推导平行四边形面积那样推导圆面积的计算公式？”
学生在老师一步步的引导下，将圆的面积进入了探究，得出了计
算公式。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望被激发出来，
其印象更为深刻。 

2.3 创设操作情景 
在教学中，老师尽量要创设动手操作的机会。只有通过学生

动手操作、动眼观察、动脑思考获取的知识，学生理解的才最深
刻。在教学中，特别是探求新知识，老师要善于为学生提供必要
的思维材料，创设“丰富的活动情景”，使学生借助已有知识和
多种感官参与新知识的探究活动。例如：在教学“长方形与正方
形的认识中”，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
让学生拿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学具，作用直尺和三角板亲自动手
量一量、比一比，再让他们拿出长方形和正方形动手折一折，想
一想长方形、正方形和角各有什么特点，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
观察和思考，学生亲身发现了新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开拓
了思路，充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4 创设实践情境 
实践应用就是将所获得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用于解决问题

的实践中，更好的拉进数学知识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是学生
真切认识到数学与人类生活的紧密相连，体验数学活动充满了探
索和创造。学生学会从数学角度，用数学问题去解决和思考实际
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也是学生应用意识的发展
过程。 

综上所述，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要结合学生实际，结合教学
内容的实际，将教具、学具的操作与现代信息技术等多种教学手
段有效的结合，精心创设情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双手亲自体验，
运用自己的大脑主动去思考。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才能真正改变教学方式，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切实有效的实施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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