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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高效课堂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宋  姗 

（陕西省咸阳市游凤镇渠子小学  712100） 

 
摘要：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正一步步回归生活，走向实践，

生活化教学成为了一种核心教学模式。目前对于生活化数学教学的探索

越来越深入，但仍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的教学组织经验还不

够丰富。为了构建高效的生活化数学课堂，还需要展开更深入的教学研

究。本文就将试论几点教学策略，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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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的根本作用在于解决实际性问题，它是作为一种工具存

在的。教师必须认识到，学生学习数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
掌握一门有用的技能。因此，以应试为核心的教育思想需要转变，
生活化数学教学要占据课堂上的核心地位，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
大力应用。我们不应局限于某些方法当中，要不停的开拓创新。 

一、利用生活素材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体验生活  
数学课程标准要求数学教学要使学生体会数学与自然及人

类社会的密切联系，体会数学的价值，增进对数学的理解和应用
数学的信心，获得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重要
事实以及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必要的应用技能。这表明数学教学要
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引进与现实生活、科技等密切相关的具有
时代性、地方性的数学信息来处理教材[1]。因此，教师必须创造
性的利用数学教材，将教材作为典型，适当引入一些从生活中选
取的资料，使教学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消除学生的认
知局限。  

例如，在教学“万以内数的读法”时，我在上课之前布置学
生收集日常生活中见到过的万以内的数，学生通过上网查找，到
商店调查，询问教师或同学等方式获得万以内的数，加深了学生
对万以内数的感知。再给学生读自己收集到的相关知识：青藏高
原面积 240 万平方千米，海拔大约 3500 米，高原内还有唐古拉
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等这些山脉大多超过 5500 米，其
中喜马拉雅山有 16 座山峰超过 8000 米。这样把枯燥、缺少生活
气息的数学知识改编成学生耳闻目染的题材，学生就会自发产生
一种探索兴趣，萌发出一种“自我需要”的强烈求知欲，乐于学
习。  

二、借助生活化情境让学生在现实情景中感受数学  
著名教育家杜威曾提出：“为了激发学生思维，必须有一个

实际的经验情境，作为思维的开始阶段。[2]”特别是数学教学，
由于数学知识的抽象性、简洁性和普遍性，学生学习起来往往感
到枯燥乏味，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把数学知
识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去，借用有关生活实例，创设与教学
内容有关的学生熟悉的或感兴趣的生活情境，使学生感受学习数
学如身临其境，就会产生亲切感，有利于形成似曾相识的接纳心
里。  

例如，在教学“元、角、分”时，我把生活中的操作与现实
课堂相结合，把“商店”移进课堂。我拿出课前准备好的玩具、
学具等物品，师生互当售货员和顾客进行买卖游戏，学生通过付
钱、找钱等环节，很快就了解了“元、角、分”之间的关系以及
它们之间的兑换和简单的加减计算。在这样一个有趣而又充满了
生活气息的情境中，学生们学的十分愉快，并且也在一些模仿性
的行为中掌握了有用了生活技能，这对生活经验匮乏的小学生而
言是至关重要的，充分发挥出了数学的实践性教育作用。  

三、设计生活化活动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组织动手实践活动每每都能取得好的效果。这是因为动手实

践的过程十分有趣，也将理论性的抽象知识点进行了简化和形象
化处理，学习的难度在不知不觉至降低。利用好动手操作活动，
同样能够渗透生活化教育，巧妙的将知识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在
开展数学操作学习活动时，应因地制宜地将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材
料当作数学操作材料。  

提供这些环境材料时应注意两点：一是要利用学生喜欢和熟

悉的物品，用它们作为操作材料，能激发学生进行数学操作活动
的兴趣。二是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创设适当的环境将数、形、序
溶入其中，帮助学生学习数学。学生在课堂上的生活应该是有趣
的，有意义的。课堂上应该让学生在具体、直观、形象的生活情
境中学习数学知识、发现数学问题、探究数学规律、构建数学模
型，体会感悟数学思想和方法[2]。如：《厘米的认识》一课，课始
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探索材料：牙签、火柴、硬纸条等，让学生
量一量数学书的长边。有的学生量出 4 根火柴长，有的量出的是
3 根牙签长，有的量出 1 个硬纸条的长。教者提问：“为什么同
样的数学书，量得的结果所表示的数却不同呢？”学生根据刚刚
测量的经验，发现这些材料的长短是不一样的，看来得有一个统
一的测量工具，学生马上想到尺子，这是在生活中看到和用到的，
但对二年级的学生来说，还不了解，一下子激起学习的愿望。  

四、加强生活实践让学生学会应用数学  
数学课程标准强调学生用数学的眼光从生活中捕捉数学问

题，探索数学规律，主动地运用数学知识分析生活现象，自主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3]。因此，对于所有的知识点，最终都要将
落脚点放在生活问题中，让学生趁热打铁，利用刚刚掌握的知识
去分析过去难以理解的问题，这对于成功培养数学实践型人才具
有重要意义。 

例如，在教学“认识钟表”之后，我让学生从起床、睡觉、
学习、玩耍等方面设计自己星期天一天的作息时间表，这样既可
以巩固学生学习的知识，又能够让学生学会如何合理地安排时
间。又如，教学三角形的稳定性后，我让学生解释我们住的房子
的屋顶为何要做成三角形？教学平行四边形的特点后，我请学生
说明为什么栅栏门要做成平行四边形的网络状态而不做成三角
形？学生通过运用数学知识解释一些生活现象，感受到数学的价
值所在，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更有利于学生养
成在生活中用数学的好习惯。  

五、结语 
总之，想要促使生活化数学教学更加高效，组织教学的方法

就要不断变更，对已有的方法进行优化和完善。除了以上提到的
搜集生活化教学素材，创设情境，组织实践活动等方式外，相信
还有更多有效的方法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打造高效化小学数学课
堂，还需要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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