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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情境教学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唐莉彬 

（江西省樟树市实验学校  江西樟树  331200） 

 
摘要：情境教学法是目前被普遍应用到教育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方法，通

过在课堂教学中应用这一教学方法，能够有效活跃课堂的教学氛围，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对于促进教师教学效率以及学生学习效率的提

高起着积极的作用。而本文便是立足于小学数学课堂，对情境教学法在

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意义做了深入的分析，并针对情境教学法在小学

数学教学中应用的方式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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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情境教学法，通常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结合教学内容
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生动的场景，从而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
体验，进而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不得不说，随着
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对教师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如何在
教学中有效的应用情境教学这一方法，无疑是值得引起每一位教
师关注的话题。下面，便是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如何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法提出的几点拙见。 

一、情境教学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1、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情境教学法是一种将知识融入到相应情境中进行讲解的一

种方法，与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模式相比，情境化的教学更加的形
象和生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知识灌输的单调和乏味，所以更
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也更容易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
性。 

2、有助于促进学生知识理解 
数学是一门相对抽象的学科，尤其对于小学生来说，思维的

发展还不成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问题。而通过创
设情境的方式，通过将知识融入到一定的情境中，便可以将抽象
的知识形象化，这无疑能够降低知识理解的难度，能够使学生更
加直观的认识和理解知识。 

3、有助于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新课改不仅注重学生知识的学习，更注重学生素质和能力的

发展，尤其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正处在奠定基础的阶段，
教师更应该将学生能力的发展作为其教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
情境化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知识融入到相应的情
境中，让学生进行自主性的思考或者合作性的探究，这无疑能够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以及探究、合作等能力的发展。 

二、情境教学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方式 
1、创设游戏化的情境 
众所周知，喜爱玩游戏是小学生的天性，在游戏活动中，他

们不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更表现出活跃的思维，所以教师可以
充分利用小学生的这一特点，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创设一些游戏
化的情境，从而诱发学生参与的兴趣和积极性。例如，在教学“认
识时间”这一课时，在一年级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初步认识了钟表，
但还不能够准确的认识时间，而这一课的目的就是让小学生进一
步的认识时钟的时、分、秒。但是，对于小学生来说，时、分、
秒的时间概念相对抽象，学生学习起来往往容易出现问题，所以
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并让学生更加容易记忆和理解时间，
教师便可以设计一些小游戏。比如，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便设计
了一个“我拔你说”的游戏，即由两个学生站上讲台，一个同学
表演时钟，分别用两个手臂充当时针和分钟，而另一个同学表演
调表工，“调表工”拨动“表盘”，下面的学生读出几时几分。这
样，通过一个游戏情境的创设，不仅活跃了课堂氛围，调动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更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一举两得。 

2、创设故事化的情境 
如果谈论起小学生的兴趣，除了游戏之外，故事也必然是其

中之一。确实，很多小学生都非常喜欢听故事，当教师在教学的
过程中穿插一些故事的时候，很多小学生的注意力会立马集中起
来，并且也表现的兴趣浓厚。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可以
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创设一些故事化的情境，将知识融入到相

应的故事情境中，让学生一边听故事，一边做出相应的思考。例
如，在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这一课时，笔者为了引入几分之
一的概念，在教学开始的时候便为学生创设了一个“猪八戒分馒
头”的故事情境。话说在唐僧四人西天取经的路上，有一天猪八
戒去化缘，但由于当地农民的收成不好，八戒仅仅化到了两个馒
头，这时八戒要把馒头平均分给他们四个人，请问每个人能够分
到多少？这时学生们会争前恐后的回答“一半”，而教师便可以
反问学生，“一半”如何用数学来表示，然后自然而然的引入分
数的概念。 

3、创设生活化的情境 
数学是一门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的学科，和我们的生活

实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实，自行车的支架、衣架等做成三
角形的形状，是利用了三角形稳定的性质；伸缩门做成菱形的形
状，则是利用了四边形不稳定的性质。而类似的例子在我们的现
实生活中还有很多，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例子不仅能帮助学生更
好的理解知识，更可以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数学知识应用的价
值。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创设一些生活化的情境，
让学生能够将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例如，在教学“认识人
民币”这一课时，教师便可以将整个教室创设成一个大的商场，
坐在里面一排的学生扮演商场的卖家，而坐在外面的学生作为购
物者在“商场”里自由的活动，并用提前准备好的“人民币教具”
进行交易，从而在模拟人民币使用的场景中加深对人民币的认
识。 

4、创设问题化的情境 
问题能诱发学生的好奇心，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所以在小

学数学的教学中，教师要积极的创设一些问题化的情境，用问题
点燃学生的思维。而且，新课改也强调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提
倡学生对知识的自主探究，所以教师更应该积极的创设问题，从
而让学生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能力的协调
发展。例如，在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这一课时，教师便可以
创设一些探究式的问题情境，比如让学生准备一张长方形的纸，
然后让学生去探究有几种方法可以将纸折成二分之一？当学生
折出几种不同的形式之后，再让学生分组讨论，为什么不同的形
式，却都能用来表示纸的二分之一呢？类似这种问题化的探究，
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探究意识，也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所
起到的效果也必然会更加理想。 

总之，面对情境教学法这一被广泛推崇的教学方法，教师要
积极的展开探索和实践，将其更为有效的应用到小学数学的教学
之中，从而推动小学数学的教学能够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潘婷婷.小学数学情境化教学策略探究[J].数学学习与

研究,2018(12) 
[2]李红玉.小学数学教学中情境教学的探讨[J].数学学习与

研究,201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