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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课程理念下，更加强调创新教学方式。在初中数学的学习中，

融入生活化教学，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学生的认知能力，促进学生对数学

学习的兴趣，更使教师隐身为课堂的构建者、引导者，在给予学生更多
思考、探究的空间中，促进初中数学的课堂教学效率得以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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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化教学的概念 
所谓“生活化教学”，即运用生活中的常见的现象、道理、

经验、事物等作为教学中的鲜活例子，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启迪。
进以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对知识点的生活体现有一定的了解，加
强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使其能够运用学科的理论知识，解答生
活中的问题，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认知水平。 

二、初中数学中实施生活化教学的必要性 
应试思想影响下，教师授课方式比较守旧，多以“板书、课

本定天下”。大部分教师只是围绕课本理论知识，简要结合课堂
实践进行教学[1]。很多学生都会存在对数学“不理解、吃不透”
的问题。且这种枯燥、单一的授课方式就会让学生在理解上过于
片面肤浅，不能形成透彻领悟，严重影响教学的效率。而开展生
活化数学教学，将生活中常见的现象、问题与数学密切结合，使
学生在生活中体会数学之美，在生活中培养数学的智慧，进以促
进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生活化教学在数学课堂上的应用 
生活化教学的取材便利，符合中学生心理和认知发展规律，

在初中课堂上应用比较多，方式也比较灵活，笔者根据自身的教
学实践，从以下三方面进以浅析： 

3.1 链接生活元素，学以致用 
新课改的全面实施中，更强调对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以往

的教学中，教师强调知识点，让学生在大量习题中掌握数学知识
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教学发展所需。且生活中有很多
的事物可以作为我们教学中的例子，以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问题
入手，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启发和引导，让学生了解知识点的实际
用处。 

教学中添加一些学生身边发生的生活常识，对学生已经理解
的内容适当减少讲解时间，提升课堂效率的同时，达到学以致用
的效果[2]。例如：在华师大版七年级上的“正书和负数”的教学
中，为了促进学生更好的掌握正、负数的意义，可联系气象播报：
初春时节，哈尔滨的预报温度是-5℃-10℃，向学生提问温差是
多少。此外，还可通过微课件播放家庭开支，让学生进行记录，
本月的收入、开销是多少，要求还需定期储存 2000 元/月的备用
金。以学生们熟悉的话题、生活元素进行授课，提升学生运用新
知的能力，并提出遇到特殊情况：本月开支延期，需要从备用金
中进行预支，在家庭账薄中，就要做出相应的“-”体现，以便
到期补足。以链接生活元素的方式开展教学，不仅提升了教学质
量、学生运用数学的能力，在拉近师生距离、促进学生动手实践
中，更使学生具备了运用数学思维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3.2 挖掘生活素材，课堂补白 
数学具有指导生活的意义，并且生活中有很多现象可以作为

教学中的素材，使学生一边进行理解一边联想到其他的生活实
际，对教材中的一些“空白”进行有效的补充[3]。 

在教学中，经常会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思考，挖掘一些知识点
在生活中的实际体验，有效填补教材空白。例如：在进行“统计
与概率的教学中”，教师可播放《星光大道》的季度比赛数据结
果，第一名获 732 支持票，第二名获 598 支持票，第三名获 320
支持票，让大家简化表达，使教师一目了然 1、2、3 名选手的支
持率是多少，并绘制相应的统计图。在教师抛出问题后，学生会
独立思考，这个图标的整体应该是第一名票数+第二名票数+第三
名票数总和，然后三者分别占总数的多少，为了检验运算是否正

确，有的同学还将三者的支持率相加，看其是否为 100%。还可
以发动大家统计班级中身高情况，给出少年生长的平均身高范
围，比较一下“互相帮助”下，本班是否达标了。进以让大家运
算，使其强化对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的理解。同时，为了使学
生明白概率问题，教师可引入“抓球游戏”，两个不透明的袋子
均装有 20 个彩色球，第一个袋子中有 20 个红色的球；第二个袋
子有 3 个红色的、17 个蓝色的。学生们参与游戏，通过归纳总
结，以实际的在第一个袋子中摸到篮球是不可能的，第二个袋子
中摸到红球是不确定的，会有很大可能摸到蓝球，进以来阐述必
然发生的事件、随机事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分别有怎样的特点。
进以使学生认识到很多“偶然”中也有数学知识、数学问题。在
生活元素引入下，学生很快就理解了数学知识的实质。同时，这
样的生活应用举例也有效的填补了课本上的空白，使课堂氛围更
加活跃和融洽。 

3.3 融入生活实践，强化应用 
理论教学不能让学生完全掌握知识点的实际应用，只有联系

实际生活，进行具体的生活实践才能帮助学生进行更好地理解。
教学中，我们应该将学生所学的知识进行具体的应用，组织学生
融入到实践中，在实践中总结和思考，进而对所学知识真正地进
行了灵活掌握。例如：在进行“黄金矩形”的教学中，设计数学
活动。课堂结束结束后，教师让大家帮助要装修的李伯伯进行瓷
砖切割。在不借助量角器的情况下，得到 60°、30°、15°的
角。瓷砖无法进行折叠，这时候学生会发动智慧，找到一张与瓷
砖大小一致的纸，运用折叠纸张，再与瓷砖角度精确对比的方式，
帮助李伯伯顺利的切出了相应所需的瓷砖角度。由本次教学活
动，我们可以看出，学生们的思维是很灵活敏捷的，而生活化教
学恰好能够激发出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可
以通过生活中的经验进行实际的参考学习，强化了学习应用的本
身，促进学生具有良好的数学思维。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课改不仅为初中数学教学指明了新的方向，也

对教师授课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作为初中数学教师，需不
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强化授课能力，合理、恰当、科学的运
用生活化教学策略，在突出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同时，培养学生
学以致用的能力，进以促进其数学核心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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