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75  

教学实践 

浅析生活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运用 
◆柳  智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榔梨街道大元中心小学） 

 
摘要：一直以来，数学学科都是一门具有很强逻辑性的奥妙课程。所以，

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应在日常的教学中积极引

导学生不断创新学习方法，及时摒弃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视

学生为课堂主体、教师为辅，并融入生活情境，引导学生充分联系生活

实践与数学学习，以提高他们理解和学习数学的能力。基于此，本文就

小学数学教学，探讨了生活情境的运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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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基于特定的情境来营造教学
环境，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以此将教学质量有效提
高。近些年来，在我国教育领域，情境教学法获得了十分广泛的
应用。其中的生活情境教学法一般是指根据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情
境来创设一定的生活情境，还原真实生活情境下的气氛，让学生
得以更好地结合知识与生活，从而学会并灵活运用知识。在小学
数学教学中，以这样的启发式教学模式，能在开发小学生智力的
同时，提升教学水平。 

一、激活小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众所周知，数学知识大多源自日常生活，所以在讲授数学知

识时，教师适当引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能促使小学生更快速地
理解并吸收所学的数学知识。例如，教师在讲解“100 以内加减
法”时，便可以问小学生自己是否有使用人民币，再追问他们在
具体的使用过程中计算商品总价格的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导入课堂教学内容。又如，教师在讲解“认识人民币”时，也可
以询问学生有没有见过或使用人民币，再拿出各种面额的人民
币，问他们在进行使用时，人民币会怎样转变，然后基于这个生
活情景创设一个情景，以引导学生更直观地体会数学的巨大魅
力，从而将课堂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二、激发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目前，新课改提出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中应体现学生的主体

地位，努力调动并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生活情境教学，
能有效激发小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由此教师应创造性地运用教
材。比如，改进传统简单讲解例题的做法，有机结合教学内容与
学生熟悉的生活实践，以吸引小学生集中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
趣。比如，在讲解“分数的基本性质”时，因为其抽象性很强，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教学难点内容。这样教师便可以在课堂教学
中，引入小学生喜欢的小故事：借助多媒体，教师可以为小学生
播放他们喜欢的《西游记》中的片段。经过女儿国时，国王赐给
唐僧师徒一块饼，唐僧原本想要平均分饼（分成四块），但猪八
戒吃得多，想要多分一块，由此孙悟空建议平均将饼分成八块，
并给两块猪八戒。然后教师带领小学生一起去探究：原本猪八戒
想要多分饼，那他有没有达到目的呢？原因是什么？这其中蕴含
着怎样的数学知识呢？从而小学生纷纷动脑思考，并跟同组同学
热烈讨论，从而充分激发了他们的兴趣。   

三、增强小学生应用数学知识的能力 
教师在课堂上运用生活情境教学法，应擅长发现日常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并将其巧妙用于创设情境。同时教师还要鼓励学生
多观察生活，逐步数学化生活，并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探究并解决
生活中发现的数学问题。这样学生在解决问题时，便能很好地巩
固知识，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在锻炼思维的同时，增强逻辑
思维能力，提升运用所学知识来指导生活实践的综合能力，使数
学教学体现出应有的实用价值。比如，教师在讲解“统计”时，
便可以创设以下情境，来组织学生进行教学实践活动：认真统计
班上包含多少男女生；统计一次小测验中成绩超过 90 分的学生

人数；统计上学时十字路口一定时间内的人车流量等。以这样的
生活实践教学情境，不仅能培养小学生认真观察的好习惯，而且
还在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时，提高了他们应用数学的能力，促进了
他们的能力发展。 

四、提高小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数学这门学科源自生活，反过来又服务生活。应试教育下，

强调通过小学数学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致使很多高分低
能的学生出现。新课改提出小学数学教学应加强对学生数学能力
的培养。教师应将数学学习延伸至课堂外，引导学生在生活实践
中学习并运用数学知识，充分感受数学这门学科的巨大魅力，彰
显数学学科的超强实用性，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
真正学以致用。比如，在讲解“长方形和正方形”时，其中的基
础定义太过抽象，小学生往往无法深入理解并加以掌握。教师为
减轻学习该部分知识的难度，便可以通过创设生活情境，来引导
小学生找出教室、学校、生活等之中的各种正方形或长方形物体，
以吸引小学生将思维集中到课堂教学活动之中。又如，教师在讲
解“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计算”时，也可以引导小学生分组展
开探究，使其灵活运用教室中的各种物品，如铅笔盒、课本、课
桌甚至窗户等，均可以成为学生进行测量、计算的选择。这样学
生在动手操作的实践过程之中，便能在提高学习数学知识积极性
的同时，还增强了自身的实践动手能力。 

五、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数学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通过运用生活情

境来组织教学活动时，首先要充分明确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学的积
极影响，然后再积极引入生活情景来展开教学，以便有效调动学
生产生浓厚的数学学习兴趣，并激发他们的思维活动，以此来全
面提升他们的综合应用实践能力。这样一来，势必会促使小学生
不断提高学习小学数学的能力，从而促进教学质量与效率的进一
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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