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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谈小学四年级数学情景教学法的运用 
◆杜文红 

（广东省肇庆市第四小学） 

 
摘要：新课标要求小学数学教师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为此，教师们开始了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变革。情景教学法

就是其中一项变革成果。此教学方法通过创设学生生活中熟悉的情景，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能力，提升课堂效率，顺

利实现教学目标。本文对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中情景教学法的应用进行

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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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是为数学打基础的阶段，这个阶段教师教学效果的
高低，影响到学生未来整个阶段数学学习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数
学学科是一门抽象性和逻辑性比较强的学科。基于小学四年级学
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教师在进行学生数学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
的培养时，要注重教学的趣味性[1]。通过情景教学法，可以创造
良好的课堂情景，让学生身处其中，既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又利
于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 

一、情景教学法的作用 
数学理论知识来源于实践，最终要应用于实践。创造与现实

生活相匹配的课堂情景，可以使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形象化、具
体化，易于学生进行理解。小学数学教学，应当充分了解学生的
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立足学生的数学基础，将逻辑性较强的数
学知识进行转化。变成一些学生比较熟悉的生活情景。利用情景
教学法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让学生在熟悉的课堂情景中，
实现数学知识的掌握和提高。将生活情景融入小学数学教学当
中，也可以增加学生的体验过程，通过将数学知识和生活实际相
结合，增强了学生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 

二、小学四年级教学中情景教学法的应用 
（一）利用情景教学法提升学生应用能力 
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又最终应用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数学知识和生活实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了提高学生数
学知识能力，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生活中的情景，将其应用到日常
教学活动当中。通过创设合适的课堂情景，可以不断地提高学生
对数学知识的认知和吸收水平，提高学生数学素养，培养他们将
数学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这也是小学数学的教学目标的内在
要求[2]。例如。在学习《条形统计图》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
叫学生进行提前预习。让他们对自己家和邻居家一个月内的用水
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好的结果带到课堂上。教师对条形统计
图的知识进行讲解以后，学生把自己的调查情况制成条形统计
图。通过自己家和邻居家一个月用水情况的对比，看看各家水资
源利用和浪费情况。通过条形统计图的结果，将节约水资源的知
识讲给自己父母和邻居听，让他们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通过将
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导入到小学四年级课堂教学当中，让学生在学
习中联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将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有助
于学生数学知识应用能力的提升。 

（二）利用情景教学法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实践操作是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内容之一。科学合理的实践

教学，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抗挫折能力，还能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
提升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教师要充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创设合理的教学情景，增加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的机会，让学生在
和谐的课堂气氛中提高实践能力。例如，在学习“图形的运动”
相关知识点时，为了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图形平移和轴对称的概
念。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一些轴对称图形和物体平移的
例子进行展示，让学生结合生活中的情景对数学知识进行理解。
在学生观看完视频以后，教师可以试着让学生就自己喜欢的图形
或者图形平移运动亲自动手操作。有的学生会利用轴对称的特点
画蝴蝶、双喜字、枫叶等，也有的学生会对缆车、推拉门、观光
车的运动感兴趣，自己动手做一个简易的图形平移装置[3]。这些
都是锻炼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好方法。这种情景教学法的应用，
便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课

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三）利用情景教学法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在小学四年级数学教学当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

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也是教师的教学目标之一。创设
一定的课堂情景，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吸引他们进行深入的探
索，能够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学生数学思维，提高学生
学科核心素养。为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创设科学合理的探
究情景，激发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构建高效的课堂体系。例如，在学习“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时，教师给出这样的一道问题：“小明一家有 3 口人，每人每天
喝 250ml 水，小明家一个月要喝多少水？”对于小学四年级的学
生来说，这道整数乘法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问题在于，题目并
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个月。一年有 12 个月，每个月的天数都是
不一样的。因此，这道题目有很强的探究性。在笔者的教学经验
中，第一次给出这道问题时，全班只有 20%的正确率。这样的情
景创设，能够让学生通过开放式的题目，拓展数学思维，提高数
学解题能力。通过认真的思考，学生最终给出详尽的正确答案。
可见，合适的情景教学法的应用，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究能力。 

（四）利用情景教学法巩固数学知识 
情景教学法不仅可以在课堂上使用，为了巩固学生的学习成

果，教师可以将情景教学法延伸到学生的家庭作业当中。例如，
在为学生布置家庭作业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准备一下平行四
边形和梯形的物体。可以是收集现有的材料，也可以自己制作。
第二天，在正式课堂教学中，学生可以将这些素材进行展示，并
讲述他们在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情景教学法的应
用，学生能够提高对数学知识的形象化认识。在动手过程中，还
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数学知识源于生活，又将指导于生活实际。利用

生活情景开展小学四年级教学活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提高学生知识掌握程度，还能够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增加动手操
作能力。不仅培养了学生掌握数学知识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学科
核心素养，还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帮助教师高效的完成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李秀霞. 浅谈情境教学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运用[J]. 

情感读本, 2017(17):66-66. 
[2]严继勇. 改革教法创新学法——浅谈小学四年级数学教

学[J]. 考试周刊, 2018(8):90-90. 
[3]汪毅. 小学数学教学中情境教学法的应用研究[J]. 小学

科学(教师版), 2018(2):103-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