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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化课程是现如今幼儿园教育工作中的核心，而本文则是对幼

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希望能够以此来进一步提高幼

儿园数学教育质量与效率。 
关键词：幼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南之中明确的提到，数学

教育作为科学教育之中的重要构成，也是帮助学生探究具体事
物、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实际能力的重要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一定要从生活出发，借助于和幼儿实际生活具有紧密联系的课程
来对幼儿展开生活化教育，从而让幼儿在自然的状态下体验到数
学学习的乐趣，真正实现从生活中寻找数学、学习数学，最后学
以致用应用于生活。 

一.幼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的必要性 
数学这一门课程本身就和社会生活之间相互依存与融合，数

学问题可以说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而且数学学习最终的
目的就是有效的将数学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之中。而在幼儿
园数学教育之中对幼儿展开生活化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加强
幼儿数学知识应用能力，通过生活化教学情境、环境与氛围来让
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能够得以有效提升。比如说，让学生在
学习测量之后能够使用各种工具对身边事物长度进行测量，同时
能够学会对不同物体长短进行对比；在学习认识人民币之后则让
幼儿能够尝试使用零用钱在家长的看护下进行自主的购物等等。
由此可见，幼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简单的数
学知识讲解，其更是为了让幼儿能够在实践、感知与体会过程中
更好地掌握知识技能，从而真正使用数学知识有效的解决数学问
题。就好比皮亚杰所说：“儿童学习途径一定要具有生活性，让
幼儿在实际生活情境之中学习，而非在数学情境之中学习。” 因
为生活才是幼儿学习知识的源泉与内驱力，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
幼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的必要性。 

二.幼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的措施 
1 在生活中寻找教学素材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数学世界”，教师在对对

幼儿进行数学生活化教育的时候，就可以积极在生活中寻找教学
素材，通过素材积累来对学生进行生活化教学。例如，在时间方
面，教师可以让幼儿在早上按时上课、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相
应的任务等等；而对于数学统计、数量等知识点，在生活之中则
可以体现在班级人数、考试成绩统计等多方面；对于形状、颜色
等知识点，在实际生活之中则可以对玩具外形进行观察……这些
不经意的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成为幼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素材，
教师可以积极借助于这些生活化素材来进行生活化教学，从而有
效的提高学生对于数学知识与现象的感性认知。 

2 积极创设各项生活化小活动 
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数学教育生活化设计的时候，教师可以在

幼儿园数学教育时积极创设各项生活化小活动。比如说，一般在
幼儿园放学之后，幼儿大多会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电视，教师就
可以在数学教育课堂之上让幼儿每天观看天气预报，借助于电视
来激发幼儿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同时让幼儿在观看电视节目的
时候更好地了解到每个月有多少天、每个星期又有多少天。在教
学课堂之上，教师可以专门为幼儿准备几张挂历贴在墙上，让幼
儿每天来到学校就将今天的天气填写在挂历之上，因为幼儿还不
会写字，教师可以指导幼儿使用画画的方式来进行书写，这样就
能进一步提高幼儿参与的积极性，让其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
到这一项活动之中。在幼儿坚持一个月之后，教师就可以提出问
题：“这一个月我们一共经历了多少天的晴天、阴天、雨天？”
这样幼儿就能回顾之前的挂历踊跃的回答，从而就能让幼儿在这
一过程中有效的掌握月份和天数，真正保障这一数学教育工作开
展的有效性。 

3 幼儿园数学教育生活情境化 

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数学教育的时候，还可以积极为幼儿创设
出良好的生活化教学情境，将数学教育有效的融入到生活化情境
之中，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幼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还能有效的引
导幼儿将数学学习与实际生活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从而鼓励幼儿
能够自主进行实践与探究。例如，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序数”相
关知识点教学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为幼儿设置“乘
火车”的情境，在教学过程中将小椅子排成火车的样子，然后为
每一位幼儿发放座位牌，让其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座位。这种生
活化的教学情境能够有效地实现生活与数学知识的有效融合，而
幼儿则能够在实际体验中更好地感受到车票所代表的含义，从而
真正在体验中感受到数学的趣味性与魅力，进一步提高幼儿园数
学教育生活化质量与效率。 

4 在生活中实践数学知识 
数学教育之中的知识与经验本身就是来源于实际生活，幼儿

所积累的知识也大多和我们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较强
的真实性。为此，具有较强的指导现实生活的价值，教师在对幼
儿进行数学教育的时候，如果能够在生活中实践数学知识，就能
让幼儿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的养成使用数学思维与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习惯，同时也能让幼儿在这一过程中对数学知识有着更
为深刻的认知域把握，真正实现幼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例如，
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数字与运算”相关知识教学的时候，传统教
学方式中教师大多是让幼儿记住、背住数字，或者是用黑板演示
数学运算，但是学生根本无法理解“数字到底表示什么”。但是，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组织生活化实践活动，让幼儿一起去生活
中寻找我们所熟悉的时钟、日历、衣服、图书与电话等物品的话，
不仅能够让数学教育变得更加的有趣活跃，还能让幼儿在玩中更
好地发现数字现象，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对于这一知识的理解，
让其能够在无形之中养成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的习惯。 

综上所述，数学本身就来源于生活，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也
处处都充满着数学，数学课堂本身就是学习大课堂，教师如果能
够在教学过程中将数学教育进行生活化设计，就能够通过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引导幼儿了解、发现数学，从而更好地感受到数学的
魅力，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有效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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