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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在教学中应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联系

生活学数学；把生活经验数学化，数学问题生活化，体现“数学源于生

活、寓于生活、用于生活”的思想，让学生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感受

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数学的魅力。所以如何运用教材、创造性

地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使数学学习更贴近学生生活，找准每一节内

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的“切合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我们探索的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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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生活教育”下定义是：“生活教
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的需要而
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率上说：
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当前，在小
学数学课堂中践行陶行知先生这一深邃的思想有着非常深远的
意义。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背景
出发，联系生活学数学；把生活经验数学化，数学问题生活化，
体现“数学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用于生活”的思想，让学生体
会到数学就在身边，感受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数学的魅
力。所以如何运用教材、创造性地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使数
学学习更贴近学生生活，找准每一节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的“切
合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我们探索的主题。 

一、联系实际生活中学习数学 
生活就是教育，就是教育的内容，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

中得到了强调。“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的观念相当
明确，他的“社会即学校”学说，更是告诉我们“教育的材料，
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数
学来源于生活，生活处处有数学知识的原型。  

如在学习“接近整百整十数加减法的简便算法”中，有这样
一题：128－96＝128－100＋4，学生对减 100 时要加上 4 难以
理解。我便设计了一个“买东西找零钱”的生活实际：我要过生
日了，妈妈带了 128 元钱去商店买一个 96 元的布娃娃准备送给
我。妈妈付给营业员一张百元钞票（应把 128 元减去 100 元），
营业员找回 4 元，（应加上 4 元）。所以，多减去的 4 应该加上。
这样的“生活教学”例子，通过生活经验验证了抽象的运算，而
具体的经验更提炼上升为理论（简便运算的方法），学生容易理
解且不易忘记。 

二、创设情境，动手操作学数学 
教学本质是学习，而‘学习’也就是实践，学而后能教人。

这一点，就是说教学做合一。”“所谓‘做’是包含了广泛意味的
生活实践的意思”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
现象之说明，在生活中，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
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
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
在做上学”。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
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
法。“事怎么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
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
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一）创设情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如在教学“几折”时，我创设这样的一个情境：有两家液化

气站，已知每瓶液化气的数量相同，开始定的价也相同。为了争
取更多的用户，两站分别推出优惠政策：甲站的办法是实行七五
折销售，乙站的办法是对客户自第二次换气以后以 7 折销售。两
站的优惠期限都是一年，你作为用户，应该选哪家好？带着问题
学生学得非常主动。如在教学“利息和利率”一课时，可以利用
活动课的时间带学生到银行去参观，并以自己的压岁钱为例，让
学生模拟储蓄、取钱，观察银行周围环境，特别要记录的是银行
的利率。学生记的时候就开始产生问题了：“利率是什么啊？”

“为什么银行的利率会不同啊？”……带着问题，学生观察得很
仔细，主动预习新课，上课就成了学生交流自己如何解决问题的
场所。又如学习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后，可让学生观察生活中哪些
地方运用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学习了圆的知识后，让学生从数学
的角度说明为什么车轮的形状是圆的，三角形的行不行？还可以
让学生想办法找出锅盖、脸盆的圆心在哪儿；这样，可以有效地
使学生养成细心留意周围事物，有意识地用数学的观点去认识并
解决生活中周围事物的好习惯 

（二）创造性地使用情景图，让学生动手操作，增强实际体
验 

现在的数学新教材，映入眼帘的是五颜六色的图画，生动有
趣的故事，憨态可拘的动物，深受欢迎的卡通，这不仅仅给枯燥
的数学赋予了生命，更为我们教师的教学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教材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情景图，必须让学生学会看图、用图、
讲图。在实际教学中感到，教师学生拿着实物走进教室，动口、
动手创设一个个比较真实的情境，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学生
能更快的进入学习角色，能产生更大的学习兴趣，能有更具体的
感受和体验。经常根据书上的图找来实物、自做图片等，领着学
生动手、动口，模拟表演来亲自创设情境，使数学知识更具生活
性和趣味性，在恰当新颖、独特而有趣的数学情境 中，学生感
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新鲜与心动，看到了灵动的数学赋予每一个数
字、每一个符号、每一个算式以生命的意义。数学教学不再是主
动授予与被动接受，不再是机械的训练与盲目的练习了。 

如：在教学三角形面积公式时,我让学生用三种两个完全一
样的三角形做实验,自己推导出三角形面积公式后;在进行深化练
习时,又启发学生“除了用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做实验,还可以
用几个三角形或不一样的三角形做实验,也能推导出三角形面积
公式吗?”这个问题使全班学生都感到突然,有的瞅着自己准备的
许多三角形,有的小声议论,一会后,教室又出现了积极探究的学
习热潮。 

 
参考文献： 
[1]苏定发.生活化教学模式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J].教育,2017 
[2]何金库.略谈生活化教学模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J].中外交流,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