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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误区及对策探讨 
◆冯昊朋 

（和林格尔县教研室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数学知识较为抽象，因此教师习惯采取生活化的形式，将一些看

似无法理解的问题转化为更加通俗易懂的信息，在数学的生活化互动过

程中，若是教师主观臆测学生的生活情境，导入一些是无法理解的生活

问题，反而会制约学生的想象力，导致学生对数学产生更强烈的畏难情

绪，教师应综合教学的经验，找到生活教学的误区，从而规避问题，为

了生活化更加合理的导入创造契机，促使学生在生活情境中大胆的展开

数学的畅想，实现数学的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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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生活化教学中，由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年龄的差距，
同时生活的视角也不同，所以生活化的问题也许并不能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部分的生活化知识与教材的重点信息关联性不强，出
现种种误区会导致课堂时间浪费，学生理解不够深入，影响学生
的成长进步，教师在钻研素质教育的同时，应从多视角出发，了
解学生的性格爱好，使得生活化教学紧扣教材，又能够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一、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存在的误区  
1.教材与生活问题关联性不强 
教材上的知识已经明确的指向某些问题，在生活化的问题

中，虽然能够短时间的引发学生的回忆与思考，课堂的氛围变得
十分融洽，学生的思维思考也更加活跃，但课后学生面对对应的
练习题却无从下手，过于轻松的生活情境，反而导致学生理解浅
薄，部分教师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要乐学，过分的关注学生的喜好，
反而忽视原本的教材要求，学生的成绩不高，他们面对数学思考
不够严谨，缺乏逻辑能力，生活的信息如果与教材的知识关联性
不强，那么学生课堂上即使表现的较为积极，对数学也始终停留
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中，难以累积到有意义的知识。 

2.举例子过于模糊，没有具体定义 
生活的举例中，教师没有明确的说明某一地点，某一人物的

名称，举例中数学的信息依旧抽象，甚至利用数字符号来代表其
中的含义，导致学生完全感受不到生活化的愉快与简单，如教师
完全可以利用班级中学生的名字为例，但教师不懂得灵活应变，
采取 ABC 这样的方式代表题目中的名字，学生虽然处于一个生
活化的问题中，但面对的还是难以理解的字符数字，对于题意的
理解仍旧不够透彻。 

二、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对策分析  
1.深入的挖掘教材内容，在生活当中找出基本材料 
数学教材的应用是与教学之间的重要联系者，教师需要从中

深入的进行了解。例如，教师可以在小学的教材当中找出关于生
活化特点的习题，就比如“毛算除法”这是根据学生植树的场景
进行比喻，“位置和方向”则是根据学校的操场实景。或者教师
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进行修改，比如关于“李师傅平均每
个小时能够加工出 150 个零件，而每天的工作时间为 8 小时，那
么请问李师傅一天能够加工出多少零件？”。学生在看到此题目
时并不能够很好地进行思考，因为这道题目并没有吸引学生的兴
趣。教师可以把题目改编为“李老师一天能够批改 150 份作业，
而李老师的工作时间为一星期 5 天，那么请问李老师一星期能够
批改多少份作业？”。  

2.运用生活化教学手段，提升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数学知识，学生能够通过自

己的观察来寻找出数学当中所存在的奥秘。例如，学生可以在学
习圆锥体积的知识内容中，自己动手制作圆柱和圆锥。小学生的
天性都有着爱玩的性质，那么教师就可以根据这一特点进行教
学，让小学生把圆锥里面的沙子倒进圆柱里面，从中得出数学的
规律。教师将这种实际的案例运用到数学教学当中来，是可以有
效的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的。  

3.创建相对应的情景模式，提供学生体验数学生活化的机会 
兴趣的教学模式才是学生对学习产生的最大动力，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所熟悉所喜爱的生活场景进行提出相关问题，给学生一
种亲切感，致使教师在情景模式中对教学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小学课本内容中的“三角形”进行提出问题，
教师可以找来一把不平稳的凳子，让学生寻找出可以修好凳子的
方法，能够让学生把所学习的三角形原理带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情景。  

4.“走出课堂，回归自然” 
要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打破课内外的界限，把数学知

识放在社会大环境中去学习，使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如，
教学“利息”一节内容时，把课堂搬到银行。带领学生参观调查，
积累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了解利息、利率、本金、本息、活期、
整存整取等银行所用的专用名词，最后引导学生思考：怎样求利
息。学生掌握了方法后，让他们帮银行叔叔算一算利息，看看结
果是否正确。这样的课堂模式使了解、领会、掌握、应用“一条
龙”，学生学得轻松愉快、兴趣盎然。“请进课堂，现身说法”。
如，在教学完“求平均数应用题”以后，我要求学生通过社会调
查、数据收集和整理来了解某家、某厂或某队日常生活中的用电、
用水的平均费用，以及自己班上同学的平均身高、平均年龄等情
况。  

5.深入学生现实生活，鼓励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  
多年以来，我们的数学教师忽视了数学的实际应用，不注意

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与应用能力，偏重于脱离实际的机械训练和
题型教学。长期这样的训练导致了学生思维僵化，不利于学生的
思维发展。而新的课程标准指出，学习数学的最终目的就是用所
学到的数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教
学中，每学到一个新的知识点，我就鼓励和引导学生深入生活实
际，去解决一些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如，教
学“元、角、分的认识”，新课结束后，我就创设了一个超市购
物的情境，使学生在“购物”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人民币“元”、
“角”、“分”的认识。课后还布置了一个特殊的课后作业：和妈
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去超市购物，帮妈妈付钱，第二天交流买
东西的情况。这样，既有助于课本知识的消化、理解与吸收，又
能开阔眼界，同时还使学生从中体会到了数学来源于生活，也服
务于生活，更体验到了学习本领后得以运用所带来的喜悦。通过
这些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实践活动，使学生真正感受到了数学在
生活中的价值和应用的广泛性，而且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现
实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数学问题，使学生意识到数学就在自己身
边，同时还使他们养成从数学的角度观察和认识事物的习惯。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如今的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模式是完全符合现

阶段数学发展的需求，它对于小学生来说，能够有效的培养学生
能力以及智力的开发，在一定基础上是具有较大意义的现实价
值。教师在教学生活当中不能够只是过多的注重于现实性和趣味
性教学模式，而更应该重视于日常生活当中小学生所感兴趣的方
式，小学教师需要不断的创新教学模式，才能够让学生在生活化
教学当中获取到真正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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