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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引入情景加深学习体验，提升小学六年级数学教学 
◆肖世英 

（廉江市石城镇飞鼠田小学） 

 
摘要：随着课程改革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小学教育的内容也随之变得

更难更深，而这其中尤以数学为主。在现代化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数学

作为小学教育事业的重点学科，被赋予了更高的目标。所以改善教学方

式方法对于提升小学六年级数学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

意义和作用。本文主要就情景式教学在六年级数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浅

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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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发展进程日新月异，新时代新形势的背景下，教育事
业有了新的理念和任务，社会对于人才的培养和需求有了更高的
要求。六年级数学作为小学与初中的分界线，逻辑性更强，难度
更高，为增加教师的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引用情景
式教学这一方式成为了提升小学六年级数学教学整体质量的有
效途径，本文以此为基础提出几点行之有效的策略。 

一、通过故事情节构建课堂情景，提升学生学习体验 
六年级的数学较之低年级来说有着很强的跳跃性和逻辑性，

传统的教学方式很难能够让学生自主的对这些数学知识进行消
化和吸收，顺应新形势下教育事业的形势，顺应小学生的发展规
律，采用情景式教学方式对于加深学生学习体验，提升整体数学
教学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是目前
我国大多数小学生的特征，针对于小学生的心理特点，遵循其发
展规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枯燥的内容转换成故事情境，
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
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的主观意识，将数学知识与实际道理联系
在一起[1]。例如，应用题是六年级数学的一大难点，教师在讲这
部分内容时，就可以充分利用故事情节来构建课堂情景。以学生
们熟悉的故事为背景，穿插进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数字，引导学
生们在故事里探索数字与数字之间的联系。如此一来，可以有效
提升六年级数学的趣味性，降低应用题的难度，活跃学生的思维，
在加深学生学习体验的同时，促进六年级数学课堂更高质量更效
率发展。 

二、通过生活资源构建课堂情景，提升学生学习体验 
数学起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也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更

好的反馈于生活。数学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教师在六年级数学教
学中需加强对课堂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联系，将抽象化的数学知识
层层分解，变得形象化、具体化和生活化。但教师在利用生活资
源构建课堂情景时一定要注重选材的通俗性，要尽可能的选择学
生熟悉的情景，以确保能够充分调动学生思维想象的空间，以确
保学生能够充分理解本节课时的主要内容[2]。例如，教师在讲“比
的应用”这一课时，可以以实际生活中的玻璃球出发，构建这样
的课堂情景：取一盒玻璃球，按照 3:2 的比例分配，每个人能够
分到多少个？引导学生先进行自由讨论，然后将同桌二人划分为
一组，由小组之间进行自主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有效
引导学生明确一个人所占比例为 3 份，另一个人所占比例为 2 份。
学生们一边分配一边做好详细记录， 后交流分配结果，会发现
6:4；12:8；30:20……都与 3:2 相等，由此深化“比的应用”这一
节课时的内容，拓宽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 

三、通过分层问题构建课堂情景，提升学生学习体验 
小学数学的知识点之间往往具有很强的联系性和逻辑性，教

师在日常教学中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将已经学过的知识和将要学
习的知识有效整合在一起，以旧知识为出发点引出新知识。通过
这样的方式，既可以引导学生巩固和复习旧知识，又可以拉近学
生和新知识之间的距离感，从主观意识上降低了新课时的整体难
度。例如，教师在讲“图形的变换”这部分内容时，可以先利用
多媒体技术构建以下几种情景，神州七号火箭发射、汽车行驶、
卫星绕地球旋转、钟表指针转动……然后分层次向学生设置问
题：你对于这些物体的运动都有什么看法？如果把这些物体的运

动分为两类，你会怎样分？哪些是平移，那些又是旋转？通过这
样的问题构建课堂情景，让学生们对于图形的变换有了基础的认
识，如此一来，有利于教师引导学生对这一课时进行更深层次的
探索和研究。 

四、通过自主探究构建课堂情景，提升学生学习体验 
开展自主探究活动不仅仅是课程改革提出来的主要内容之

一，也是顺应新形势下对于人才培养的实践策略，当下与未来社
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要兼具专业知识和动手实践能力。教师在六
年级数学教学之中，可以加强对开展课堂活动的重视程度，以学
习新知识为主要目的，组织学生们进行自主探究活动，在培养学
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同时，深化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印象，在潜移默
化之中加深学生的体验，促使六年级数学成高效率高质量发展[3]。
例如，教师在讲解“圆柱和圆锥”这部分内容时，由于这一节课
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单凭板书和口头讲述很难能够让学生意识到
圆柱和圆锥的形态及性质，会间接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下，严重
的情况下还会影响整节课的教学效果，在这个时候教师可以采取
自主探究的方式，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一点点揭开圆柱与圆
锥神秘面纱，提高学生的主观参与意义。教师可以事先准备好一
些圆柱、圆锥、正方体、三棱锥、四棱锥等，在课堂开始前先简
单向学生讲解圆柱和圆锥的基本概念和意义，然后将学生分成小
组，每组 5-6 个人，指导学生在教师提前准备好的道具中选取出
圆柱和圆锥，每组选取一个圆锥、一个圆柱。然后引导学生们对
二者之间的性质和形态等进行自主探究，每组选出代表进行发
言， 后由教师总结。 

五、结束语 
六年级的数学较之低年级数学来说具有更强的抽象性和逻

辑性，常规口头讲述配合板书的教学方法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学
生消化和吸收数学知识的实际需求，此时引用情景教学的方式就
有了十分显著的效果。本文主要从故事情节、生活资源、分层问
题以及自主探究四个方面对情景教学的构建进行分析和探讨，以
加深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六年级数学教学质量，推动我国教育
事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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