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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注重情境创设引导学生探索 
——小学数学教学中情境创设与探究学习策略 

◆崔  巍 

（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 

 
摘要：本文结合小学数学教学实际，详细阐述了情境创设和探究学习两

个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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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情境创设。情境创设已经成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的一
个显著特征，以情境为基础的数学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让学生感受学习的快乐；有利于促进知识迁移，实现真实
的数学学习；有利于让小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他们的周围，强化
感性认识，从而达到学生对数学的理解；有利于学生感悟到数学
学习的价值所在，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事物，拓展数学
学习的领域。 

1.生活情境。教学即生活，生活即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善
于发现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如公园中的购票问题，走亲访友中的
购买礼品问题，买书的打折问题，走路开车中的行程问题……这
一切，都可以从中提出一些数学问题，然后搬进课堂，让学生体
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从而增加对数学的亲切感，使他们更加
热爱数学。在教《图形的初步认识》时，可以从网上搜寻到许多
精彩、漂亮的图案并制成课件让学生欣赏：有卡通、建筑、商标、
道路、风景名胜；器材、球类、服装、家庭用品；还有几何体、
优美曲线等，琳琅满目，点燃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如，在进行
10 以内的加减教学时，教师可以结合实际生活，设置一个让学
生买菜的情境，让学生在买菜的过程中体会到数学加减法在实际
生活中的运用情况，帮助学生进行算术练习。不同的学生有着不
同的家庭环境，如家里住房面积的大小，经济收入，水电费支出
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教学情境，引入课堂，帮助学生学习相关
数学概念，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2.游戏情境。小学生集中注意的时间较短，稳定性差，分配
注意的能力较差，教师可创设游戏情境，让学生在游戏的活动中
不知不觉地进行学习，以延长有意注意的时间及增强学习效果。
如在教学 9 的乘法时，引导学生以用双手配合来完成，学生口中
边念口诀，双手动作手指数的变化来比画对出，由慢到快地练习，
还可以让两个学生玩拍手游戏，互相配合着来做。这样一来，大
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既训练了学生手指的灵活性，同时又
让学生的思维得到了训练，口诀在“手势游戏”中就牢牢记住了，
体现了“玩中学”的新课改理念。 

3.社会情境。数学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
学。在教学中，教师应经常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使学生在实践数学的过程中及时掌握所学知识。例如：
在一年级学生学习分类之前，可以指导学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课外
实践活动：收集喜欢的商品，并尝试着当一当小小售货员，把喜
欢的商品摆放好。这个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使学生通过收集、思考，
进行分类的初步尝试，亲身感受到数学知识与自己生活的紧密联
系，从而激发兴趣，增加体验，培养能力，形成良性循环的主动
学习的状 。这次实践活动大体分四步进行：一是收集。以小组
或个人为单位，到超市、商场收集一些喜欢的商品。二是思考。
假如你是小小售货员你会怎样摆放商品，为什么这样摆呢？三是
尝试。大部分学生将自己收集到的商品进行较科学的分类。学生
的体会丰富多彩。有的学生发现，可以按一种标准进行分类，还
有的则认为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四是交流。在实际进行的
分类中，有的学生为某种物品设计的分类方法非常出色。数学的
生命力在于其应用的广泛性，通过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会使
学生体验到一种理智高于事实和现象的权力感。因此，小学数学
课堂教学中设计实践活动环节，以数学知识来解决学生身边的问
题，通过问题创设、调查活动、交流报告等环节的实践活动，可
以使学生经历一个学数学、用数学的过程，引导学生尝试探索与
成功，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注重探究学习。在小学数学课程教学中注重学生的探究学习
能够形成学生之间思想的交流，对其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在探究式的学习中学生通过交流可以对所讨论的问题产
生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思考，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激发其创新
意识。通过设疑、问题、动手等探究式的学习，有利于学生对问
题进行广泛讨论，也有利于找到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1.设疑探究.如，在教学“长度单位厘米”一课时，组织小学
生动手实践：让学生用自己 喜欢的物体摆一摆数学书边的长
度，学生摆出的长度各有不同，产生疑问？接着让学生那相同的
正方形来摆，互相汇报结果，得出了相同的数据； 后引导学生
用尺子来测量身边的各种物体的长度，让学生谈测量时应注意什
么；这样学生在自己的动手探究中一步步学会知识。如：在教学
“时、分的认识”时，读写钟表上的时刻 9 时 55 分，就出现三
种答案：（1）9 时 55 分（2）10 时 55 分。（3）10 时 5 分。这时
教师并没有立刻宣布正确答案，而是开展小组讨论：哪个答案正
确，为什么？通过讨论，学生突破了教学难点，弄清了读写几时
多的时刻，要先看时针，时针走过的数就是几时多，再看分针从
12 起走了多少个小格，这时的时刻就是几时几分，所以第一个
答案正确。 

2.问题探究。例如：在讲《梯形的面积公式》这部分内容时，
为了提高学生的问题探究能力，可组织学生对下面的几个问题进
行讨论，即：（１）如果分割的话，我们能够将梯形分割成哪些
图形？（２）思考：梯形与平行四边形之间有什么关系？（３）
梯形与三角形之间的关系？……组织学生在小组内对相关的问
题进行交流，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之后，引导学生自主动
手对梯形进行分割、移动，自主动手进行推导证明，这样不仅能
够加深学生的印象，强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印象，同时，对学生
知识灵活应用能力的提高，对学生数学学习效率的提高也有着密
切的联系。 后，再组织学生按照教材中的步骤进行自主证明，
比如：将梯形分成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引导学生先求平行四边
形的面积和三角形的面积，之后，通过求和、化简来强化理解，
并使学生在问题探究中获得良好的发展。 

3.动手探究。如，在《认识几分之一》的教学过程中，小学
生对于几分之一的概念并不能准确的掌握。而在教学中组织活
动：通过折一折、涂一涂的办法找到一个正方形的四分之一。具
体步骤：一是请同学们拿出刚才用过的正方形彩纸折一折；二是
然后与同桌交流你是怎么折的；三是并把其中一份涂上颜色；四
是听到老师的三声掌声，活动停止。在学生折叠正方形纸或者在
把正方形分成几等分的时候、在给等分份涂色的时候，让学生在
折叠和等分的时候把几分之一的概念理解透彻。这样一来，学生
不难理解几分之一的概念：把一个物体平均分成几份，每份就是
它的几分之一。通过这样的动手操作活动，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
收获了更多的知识，并能够准确的掌握新知识，以此来提高课堂
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