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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用“生活数学”理念构建小学数学问题 
◆陈夏芳 

（湖南省娄底市娄底一小  417000） 

 
摘要：小学阶段，是同学们进入正规学习的第一个阶段。在同学们进入

这一阶段开始学习以后，各科的学习都会面临着很多困难，数学的学习

尤为如此。因为对于同学们来说，数学需要耗费一定的脑力，具有一定

的逻辑思维要求，因此同学们在学习数学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数学学习上的困难，从根本上看数学学习的内容与生活不相关，造

成了同学们接受知识和理解知识的困难。因此，本文将结合生活数学的

理念，对小学数学的教学进行阐述，希望能够帮同学们进行高效的数学

学习，提高数学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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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这一门学科与我们的生活是有非常深的联系的，但是在
传统的教育模式中人们通常把实际的数学学习和生活相分离，这
样一来就造成数学学习的非现实性，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面
临着很多困难，理解问题时也比较抽象。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积极探索能够提高同学们学习效果的方法。生活数学作为在
数学里教学领域中新出现的一个理念，对于数学的学习非常有帮
助。有效运用这一理念，可以帮助同学们提高数学学习的效果，
帮助老师们进行高效课堂的建设。 

一、将数学问题转化为生活问题 
平时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里面涉及到很多知识点同学们都

难以理解。同学们在想象的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困难，在具体解决
问题时，也就会进展非常缓慢。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对数学知识点
接受的更加容易，老师们可以将数学知识点转化为实际生活知
识，这样同学们可以感同身受，理解起来也会比较容易。比如，
在学习加减法运算时，传统的课堂中总是教授同学们通过教辅工
具，如木棒来进行加减法，让同学们通过摆木棒或者摆铅笔学会
加减法的运算。其实，这样同学们虽然能够理解，但是缺乏生动
性，知识接受的有效程度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能让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加有乐趣，老师们可以将
原来枯燥的题目融入生活的气息，让同学们感受到数学中有生
活，生活中有数学。例如，在学习加法运算时，老师教授同学们
一加一等于几？这时候老师们不应该告诉同学们这里有一个木
棒，再拿来一个木棒，一共有几个木棒呢？同学们对木棒并不感
兴趣，所以对于解题也没有积极性，如果这时候老师说今天早饭
妈妈做了同学们 爱吃的荷包蛋。妈妈给了你一个，爸爸也给了
你一个。那你一共可以吃到几个荷包蛋呢？这样一来，这个问题
就变得生动有趣的，同学们也就会愿意认真的学习这次加减法的
运算。 

二、在生活中寻找数学问题的解决方法 
生活中有很多数学问题，在课堂上解决时，总会费尽心思才

能让同学们了解解题思路。其实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认真观察
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在解决问题时也可以给自己提供极大的帮
助。比如，在学习多边形时，我让同学们计算多边形的边长，同
学们看着多边形这一个陌生的图形一筹莫展。然后我让同学们思
考一下，自己在家中所见的篱笆，对于一个不规则的篱笆是怎么
计算它们的边长的呢？这时候同学们就想到多边形虽然复杂，但
是也是有不同的边进行组成的，只要计算每一个边的长度，其
后的长度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样同学们在计算多边形的边长
时就会知道如何计算。 

三、在生活中应用数学解决问题 
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是为了进行知识的补充， 终的目的还

是要让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可以灵活的运用数学解决生活中
的问题。教师在教学数学的时候，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教学目标
导向，告诉同学们在生活中要尽可能的运用所需的知识来解决问
题。例如平时练习涉及的应用题解题，我会要求同学们观察生活
中的现象，用生活中的问题来自己设计一个应用题，然后由班里
的同学进行一起进行解答。课上，我要求同学们对自己设计的应
用题来进行假设，然后由别的同学进行解答，有一个同学提出这

样一个问题：我的妈妈经常要去菜市场买菜。一天，妈妈一共带
了 20 元钱，芹菜 3 元 1 斤，冬瓜 2 元 1 斤。妈妈一共要买 8 斤
的蔬菜，一共要八斤的蔬菜，应该怎么买？有同学对这个问题作
出了解答，他列出了两个式子，第一个式子是 x+y 等于 8，第二
个式子是 3x+2y 等于 20 两个式子进行合并算出 x 和 y，得出结果，
妈妈可以买 4 斤冬瓜和 4 斤芹菜。经过这样的训练，同学们在生
活中面临各种问题时，都自动会想到用数学问题进行解决，而不
是被动的等待一个结果，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觉得比较有
趣，愿意参与进来，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增加了同学们数学学习的
能力。 

四、生活数学理念的培养 
想要真正的融入课堂，帮助同学们进行高效的课堂学习，首

先要加强生活数学的理念。这一意识的加强，主要涉及到两个主
体，一个是老师，老师们只有在进行数学教学过程中，能引入生
活的地方，尽可能的引入生活，让同学们看到数学与实际生活的
联系，同学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才会自觉地向生活中靠拢。另
一个主体是同学们，同学们生活数学意识的培养主要是依靠老
师。老师要教授同学们自己去寻找生活中的数学以及数学中的生
活，让同学们能够自主的进行学习，并能够将数学就是生活这一
意识深深的刻在心中。 

比如说，在数学学习过程中，我经常会要求同学们，进行生
活数学的思考，让同学们说出他们观察到的生活中的数学有哪
些。在面对一些呆板的，枯燥的数学问题时，我也会要求同学们
的将其进行转化，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整个题目的内容，这样一
来同学们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课堂氛围也会更加活跃。 

总之，数学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充斥着数学的影子，我们不
应该把数学和生活割裂开来。老师应该培养生活数学这一概念，
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将其转化为切实可感的问题，而不是单独的
数字，这样一来，同学们容易接受，学习效果也会更好。本文针
对生活数学理念在数学课堂中的问题构建提出了这几点建议如
果我的建议能够在你们的数学教学课堂中提供一些思路，我将倍
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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