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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有效策略 
◆张远辉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陂湖小学） 

 
摘要：数学是一门基础课程，数学教学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在

日常生活中数学是相当重要的，学生要利用所学数学相关知识去解决生

活中的某些问题，但是目前的小学数学教育已经与实际生活出现了很大
的偏差。某些家长、老师不重视教育过程只看重教育的结果，也就不去

关注学生在生活中的实践，结果学生只会生搬硬套，不会举一反三，灵

活运用。学习数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感知世界，解决实际问题，而小
学数学教学生活化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

力，充分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本文分析了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

重要意义，提出了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方法，希望帮助学生提高数学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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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是一门枯燥无味、抽象的科目。它不像语文一样具有故

事情节，而是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关系，但是小学生的思维逻辑
关系不强，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的心理。另外他们的注意力容
易分散，自我约束能力很差。这种现象极不利于数学的教学。要
想使数学教学生动起来，就要使数学教学出现在学生的生活当
中，在实践中探讨数学的发展方向。 

1.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如果可以与生活中的数学知识相结合，就

能更好地使课堂气氛变得活跃起来。将学生数学知识实际应用能
力重视起来，培养学生使用数学思维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还有助于学生形成创
新的思维。数学运算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通过数学教学
的生活化，老师可以引导学生重新认识与计算相关的生活问题，
使数学更加的贴近生活，通过老师从学生熟悉的生活中对学生数
学运算能力的培养，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新思维模式的形成。提
升数学的教学水平和质量，增加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增强学生
的自信心及动手能力。由此可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融入生活化
教学至关重要。 

2.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现状 
第一，在小学数学学习中主要是学习理论知识，但最终的目

的是为了服务生活，解决实际生活问题，所以最有效的教学方式
无疑是将教学活动与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但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虽然许多老师可以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在教学方法上不够成熟，效果不够明显，存在错误之处极多，
甚至有些老师面对实施中的困难便退缩回到原来的教育方式上
去。也因着我国应试化教育模式的影响，小学数学教师承受着学
生升学的压力，因此小学的教学目标普遍是以升学率为主，这也
就是为什么在教师在小学数学实际的教学课堂中会以传统教学
方式的原因了。由此可见，生活化教学大多被教师视为表面工作，
实质还是为了升学率。极不利于学生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第二，虽然生活化教学逐渐受到教师们的注意，但是教师对
此教学的概念理解不够深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常常会忘记数学
生活化的教学目标是为了培养小学生在生活中对知识的探索和
感悟。部分教师认为生活化教学一定要通过还原生活实际情境的
方式来完成教学活动，难以将知识的内容生活化，小学生无法有
效形成缜密的生活化数学学习思维，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
与培养。 

第三，教师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教学质量。而目前小学教师
的综合素质及修养有待提高，真正的教育者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为目标的，但普遍小学数学教师只看重学生的成绩，以成绩
论贵贱，不能及时更新教育理念，妨碍教学水平的提高，不能对
学生进行研究，因材施教，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生活化教学模
式不够深入，加上不能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于教学内容相匹配，
最终将导致教学课堂氛围沉闷无味，使学生进入不了学习状态。 

3.实现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措施 

3.1 营造相互尊重与合作的氛围。 
在教学环境中营造出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氛围有助于

教学的进展，在现实生活中，学生之所以缺少分析及解决问题的
能力，就是因为老师不能够正确地引导学生。当学生有问题或提
出不同观点时，老师不予理会或不能及时进行引导，甚至某些老
师，在教学过程中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学生，不允许学生进行反
驳或者提出疑问，渐渐使得学生对老师也产生畏惧的心理，与老
师的距离越来越远，久而久之，当学生有问题的时候，只会问其
他的同学而不会去告诉老师，若问题能够解决还好，若问题没有
得到及时解决。必然会影响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所以，施行教育
的第一步是要教师将相互尊重与相互合作的氛围营造起来。，使
学生相互合作并参与其中，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3.2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有助于学生形成生活化的数学思维模

式。教师在进行课程导入的时候可以融入创设教学情景的步骤。
可以转移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小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
教学的进行。如，在讲解平均数、众数、中位数等这一知识点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对班级里最近一次测验的成绩进行分析，进而找
出其中的中位数、众数，并求出平均数。在此基础上，可以让学
生将自己的成绩与测验成绩的平均数进行对比，看看自己与班内
平均水平相差多少，这样一来，学生对于平均数与众数等特征数
的理解也就加深了一个层次。学生在数学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实际
上是在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这就使其学习充满了主动性。将教学
内容融合到学生感兴趣的实际问题中，可以使教学效果事半功
倍。结合小学生日常学习资料素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
教师进行本节课的教学。 

4.结语 
小学阶段的数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将对学生今后的学习

生活产生长旧的影响。实现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有利于数学教
学贴近于生活。教师应善于创设生活化的数学情景，努力为学生
营造富有生动个性的数学课堂，带领学生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帮
助学生形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问题的习惯。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旦有了学习兴趣，即便没有老师的
指导学生也会努力钻研。教师应以学生为重心，真实有效地实现
小学数学教学的生活化，促进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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