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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如何进行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 
◆黎月香 

（浏阳市人民路第二小学） 

 
摘要：小学数学，作为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对于新课改的推进有

着重要的意义。实施数学生活化，使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知识与日常生活

紧密相结合。在新课标改革理念下，小学数学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数学是知识与实践一体的学科，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为了将数

学理论应用于现实，就给数学生活化赋予了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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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指的是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为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搭建一个可以联系的桥梁，促进学生
感悟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新课改要求数学课堂教学
中实施数学生活化，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并灵活运用知识。
新课改赋予了小学数学教师更高的要求，数学课堂中不仅使得学
生学到知识，还要与生活实际密切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达到数学“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目的。 

1.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小学数学生活化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理解能力，数学

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小学数学知识相对比较简单，但与生活联
系性极高。学生常常可以通过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生活中，做到
学以致用。但是传统的学习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比较关注，给
学生较大的心理压力，造成了学生对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不高，教
学效果不够理想，学习素养也达不到要求。所以在新课改背景下，
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新的教学模式当中体会
到学习的乐趣。 

2.新课标改革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途径 
2.1 在数学课堂中营造生活化的场景 
小学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应用数学知识可以更好

地服务于生活。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生活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营造生活化场景有着重大的意义。让学生置身于自己熟悉的
生活场景当中，可以更好地激发学习积极性，更高效地掌握数学
知识。因此，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生活中
的数学，发掘生活中的数学，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
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的能力。 

例如：在学习《用加减法解决问题》时，教师可以将课堂模
拟成一个由学生自主买卖的交易市场。教师指导学生准备好水
果、文具等商品，并将所有的商品明码标价。课堂上安排好小组
学习任务，学生在交易过程中轻松掌握了知识。这样的方式既锻
炼了学生的口算能力，而且让学生发现了数学的乐趣，激发了学
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2.2 将生活经验数学化，数学问题生活化 
数学当中一些抽象的知识点是学生难以理解和汲取的。有的

教师对待这类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反复练习来达到巩固的目的。
枯燥而机械化的练习可能在短时间内能够提升分数，但是如果长

时间采用这种方式，会使学生失去学习数学的兴趣，阻碍了学生
的发展。如果教师能引导学生将生活经验带入数学问题当中，使
数学问题生活化，能够大大的减小数学教学的难度，使复杂的问
题简单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例如：解决“1 千克棉花和 1 千克铁块哪个比较重”这个问
题时，教师可以准备天平和相同重量的棉花和铁块让学生进行自
主探究。这样的课堂教学更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学生的求知欲
更强，学习效果更优。 

2.3 在学习活动和分层作业中体现数学生活化 
数学课堂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体验数学带来的乐趣

的同时能够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教师应该做到公平、公
正地为学生营造一种轻松的学习氛围，创造出用良好的学习环
境，引导学生适时地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主学习。学生的每一
项学习活动完成后，都需要教师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积极进行补
充，开启学生的乐学之门。不仅如此，因为每一个班级中的学生
都是基础不同、能力不同、性格不同的个体。完成相同的作业，
部分学生只需要几分钟，而基础较差的学生则需要半个小时甚至
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时候就需要老师联系学生的个体情况和
实际的学习情况，给不同层面的学生设计有生活气息的分层作
业，让学生从中感悟到数学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并从中体
验成功的愉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教师在讲解《两位数乘两位数笔算乘法（不进位）》
时，由于学生的学习水平有差异，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对于基础
较差的学生，可以在作业中设置学生熟知的生活场景，让其能够
根据自己生活经验用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不进位乘法解决一些简
单的问题。这样有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巩固之前学过的知识，以
便吸收新的知识。对于成绩较好的学生来说，可以添加一两个两
位数乘两位数的进位乘法的题目以及思考题，让他们体验“跳一
跳，摘桃子”的乐趣。 

结束语： 
生活化已经慢慢成为我们新课改背景下的新趋势，而实现小

学教学生活化也是今后我们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和一个重要指
标。这样不仅有利于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数学知识，还可以对学
生的基本素养起到了提升的作用。我们要不断摆脱传统的束缚，
让数学走进我们的生活，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主动性，提升
教学效率和水平，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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