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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有效策略 

◆欧福丹 

（湖南省永兴县朝阳实验小学） 

 
摘要：伴随着新课程的改革，人们对小学数学的生活化教学方式越来越

关注。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通过数学更好的了解生活。同时生活

化的教学模式可以进一步开发学生的智力，发散小学生的思维，让学生

愉快的学习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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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要求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要与生活实际相联
系，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挖掘他们的潜能。教学形式的生
活化可以让学生在愉快的环境中学习，了解数学学习的作用，提
升教师的教学效果，也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要注重训练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记忆和

基本技能的掌握，这是学生能否学好数学的关键[1]。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挖掘他们的潜能。
小学数学教学的生活化，可以让学生更好的融入到学习中。 

在小学数学中生活化的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积累学
习的相关经验，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除此之外，教学的生活化，可以更好的发掘学生
在数学方面的能力，让学生热爱数学，从而可以将所学数学知识
更好的运用到生活中。 

二、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教学生活化指的是教师在了解学生的前提下，选用合适的与

生活有关的素材进行教学，从而让学生更好的融入到教学中。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列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例子，用这些常见
的例子替换教材，从而让学生可以更轻松的学习。小学教学生活
化如何有效的实施，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让学习内容生活化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学会捕捉生活中与数学

有关的一些现象，从而让数学更趋于生活化，得到良好的教学效
果。例如，在小学数学年月日的教学中，如果教师可以把生活问
题巧妙的转变为教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就会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
兴趣和他们的求知欲。教师在把握教材内容的同时，又走出教材，
将教材内容更好的延伸，去挖掘生活中与年月日有关的数学素
材，将其更好的应用在自己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已经准备好的
近几年的年历发放到学生手中，让学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分析
其中的问题：一年有几个月？一年一共有多少天？每个月它们的
天数是不是一样？在学生的认真观察分析中，很快就可以得到问
题的相应答案。可以让学生用拳头记忆法去记忆大月和小月，同
时可以要求班长每天在黑板上写上对应的日期。此外教师还可以
利用一些相应的节日或者同学们的生日等，让学生在日历中做出
标记，这样的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学生进行了思想教育，
让学生明白数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二）创设生活场景，凸显数学问题的生活化 
在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时，教师可以多使用一些生活中的例

子，例如，在乘法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先让学生们提前预习，
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认真思考，在我们的生活中，哪
些地方会使用到乘法呢？这个时候同学们都在思考，然后有学生
回答说：“昨天晚上妈妈带我去买鸡蛋，营业员阿姨告诉妈妈鸡
蛋是 3.5 元一斤，妈妈一共买了两斤，就是 3.5×2 元钱。”还有
一位学生回答到“有一天爸爸给我买了一盒巧克力，巧克力一共
有 3 层，每一层一共是 5 块，也就是 3×5 块巧克力。”在同学中

的讨论中乘法教学也就完成了[2]。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让学
生更好的掌握乘法的相关知识，也激发了学生探索的能力。在数
学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学到相应的数学知识，而且更学到
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语言的生活化，简化数学知识的深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将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由于小学生心智不是很成熟，某些问题可能需要教师不
断的耐心解释，因此教师的语言也就成为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途
径。所以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务必注重教学语言与实际情
况相结合。小学生的思维抽象能力相对来说较弱，教师在课堂上
可以尽量使用生动的教学语言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所学习的知
识。例如，在关于钟表时间的教学上，教师就可以通过相应的顺
口溜进行教学：“秒针跑得快，个子高高，身材好；时针跑的慢，
个子短短，身材胖；分针不高也不矮， 速跑步作用大。”教学
语言的生活化，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 

（四）实践活动的生活化，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教师教给学生的不单单只是知识，更应该是数学的思想和学

好数学的方法。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教学的 终目的是为了让
学生可以更好的融入到社会这个大集体中[3]。当他们在生活中遇
到问题，可以通过所学的数学知识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情境教学，也可以多开展一些实践活动，
让学生积极参与。 

（五）培养学生的兴趣，激发其创造分析能力 
教学方式的生活化，可以让学生更加的热数学知识的学习，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不断挖掘他们的潜力。例如，在针对三角
形三边关系的教学时，可以先让学生回顾上节课学习的知识，在
同学回顾以后，可以将已经准备好的三角形发放到学生手中，让
同学们拿出自己的尺子去测量这个三角形三边的长度，在同学测
量结束后，教师可以进行提问：“任意一个三角形它的两条边相
加一定大于第三条边，这种说法对吗？”同学们在思索后都踊跃
的发言：“不对，因为我们在测量的过程中，有的三角形两边之
和刚好和第三边的长度相同。我认为一定这个词说的有些绝对。”
同学们一致赞同这位同学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便可以更好
的找到学生的质疑点，这对于锻炼学生的思维分辨能力是一个非
常好的机会，然后在教师的有效引导下，让学生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授课方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学到知识，也更好的激发了学生
的创造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结束语 
数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小学数学中，教学方式生活

化的应用，可以让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逐渐爱上数学，同时让
学生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做到学以致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应
该多观察勤思考，将自己的教学方式更加的生活化。相信生活化
的教学方式会更好的激发学生的潜能，为他们今后步入社会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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