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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情境设定在小学数学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许吉祥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油坊店三岔教学点  安徽六安  237332） 

 
摘要：如今，教学方法在不断调整，课堂上教师设置问题的形势也在不

断的突破和创新。问题以情境的方式出现从很大程度上调整了学生对于

解决问题的态度，使课堂教学重新焕发了生命力，教学发展也找到了新

的突破口。在教学数学教学中如何有效设定问题情境，成为了教学研究

的新课题。本文就将谈一谈如何有效的设定问题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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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目前的教学实践情况来看，问题情境对教学起到的促进作

用是十分明显的，但由于这种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存在很大区
别，教学设计也更为复杂，因此一些教师取得的实践效果并不理
想。针对问题，我们还需从教学设计和组织方法上找漏洞，不断
完善。我认为，小学数学问题情境的设定应体现以下原则。 

一、问题情境的设定要体现创新性  
如果教师设定的问题陈旧，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毫无新意，那

么与传统的问题提出无异，又何谈效果呢？因此，创新是教学效
益的第一大保障，教师要力求为学生带来个性化学习体验，使他
们的思维、个性、智力发展和情感体验需求均得到满足。在教学
“循环小数”时，我游戏引出循环小数后，让学生看题目提出自
己想了解的问题，学生提出：“这些数怎样读，怎样写？这些数
是怎样组成的？”经过学生提问这一环节，学生在自己提出问题
的驱动下，积极思考，不但渴望获得知识，且渐渐培养了质疑兴
趣，提高了质疑水平。 

教师也可创设实践性的问题情境，使学生积极并有目的地参
与实践操作。在动手操作过程中，我主要采用小组合作，通过激
励性的语言，看看哪个小组合作得 好、发现的问题 多，形成
了合作氛围，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比如在教学“空间与图形”
中有关平面几何图形的知识时，由于学生的生活经验、思维能力
不足，可以准备相应的教具和学具，让学生通过看一看，摸一摸，
说一说等形式，在头脑中初步建立起空间与图形的概念。随着年
龄的增长，知识量的积累，以及思维能力的提高，在中高年级阶
段，就可以逐步脱离直观的教具学具，而让学生在头脑中想象有
关几何图形的立体图像，从而逐渐增强学生的抽象空间思维能
力。  

二、问题情境的设定要体现生活性  
将数学问题联系生活问题，体现出了数学这门学科工具性的

特征和教育的实质性作用，将学与用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强化了
学生的实践意识和建模能力。我们在设计生活化问题情境时要注
意，小学生的生活经验是有限的，要在他们仅有的认知范围内设
计问题，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如在教学 “24 时计时法”
后，可以引导学生制作一个“周日活动安排表”，计算出一天一
共活动了多长时间，或为附近的商店、超市、邮局、小卖店、菜
市场等设计营业时间，说明这样设计的理由。这样就把数学知识
紧密地与生活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理解，培
养学生用数学的意识，使这种意识深入到心灵深处[1]。在小学数
学教材中，与生活密切联系的知识点有很多。比如“认识人民币”、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面几何图形及立体几何图形的有关计
算的实际应用”等，在教学这些知识点时，对问题情境的创设就
要注意体现其与生活的联系，又要体现数学性。比如在应用长方
体的表面积公式解决问题时，可以创设这样一个情境：快开学了，
学校准备把全部教室重新粉刷一遍，每间教室的长是 8 米、宽是
6 米、高是 3 米，门窗和黑板的面积是 25 平方米，每间教室要
粉刷的面积是多少立方米？从而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
生活的意识，促进思维水平的提高。  

三、问题情境的设定要体现开放性 
实践证明，开放性问题对学生发散思维以及创新能力的形成

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引导学生展开个性化探究的有效手
段。这类问题往往要比有固定答案或者思路狭窄的问题更利于学

生的智力发展。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鼓励猜想、质疑来体现问
题情境的开放性，给学生更大的思考空间。 

教学“三角形分类”时，为了巩固三角形的分类知识，提高
学生的判断能力，我遮住三角形的一部分，只露出一个 60°角，
让学生猜想被遮住的三角形可能是什么三角形，并说明猜想的依
据。生 1：“可能是直角三角形，有一个直角被遮住了。”生 2：
“可能是钝角三角形，有一个钝角被遮住了。”生 3：“可能是锐
角三角形，有两个锐角被遮住了。”生 4：“可能是等边三角形，
被遮住的两个角都是 60°”。我分别只露出一个直角、一个钝角、
一个锐角，让学生猜想信封里三角形的类型。由于受“有一个角
是直角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有一个角是钝角的三角形是钝角
三角形”定理的影响，当露出一个锐角时，学生常常会猜测信封
里的是锐角三角形。这种错误的猜测正好可以强化“三个角都是
锐角的三角形才是锐角三角形”。这样的教学，不但能激活学生
的发散思维，还能修正思维的不严密性[2]。  

再如，在教学《梯形面积的计算》时，我先让学生根据已有
的知识，推导出梯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有学生提出：“除此以外，
还有其他的方法能求出梯形的面积吗？”对于学生的质疑，我首
先表扬他们善于思考提问的精神，接着放手让大家充分展开讨
论，各抒己见，综合得出：①沿梯形的一条对角线剪开，把梯形
分割成两个三角形；②沿梯形的中位线剪开后，拼成一个平行四
边形；③在梯形的下底上找一点，把梯形分割三个三角形；④沿
着梯形的上底的两个端点画出两条高，把梯形分割成一个长方形
和两个三角形。这样，不仅使学生通过合作与交往，自己“释疑”，
而且通过质疑问难，学生对新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有进一步理解，
对数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更加全面[3]。  

四、结语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总是与一定的社会背景即“情境”相联

系的，在实际情境中进行学习，有利于知识的建构。因此问题情
境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应用价值是不容否定的。教师要打破条条
框框，敢于尝试和创新，在实践中积累方法，制定出更适合学生
的问题情境设定模式，为他们提供一条学习的捷径。只要每一名
教师都贡献力量，我们的数学课堂将永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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