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1月（总第 190期） 

899  

教学实践

如何实现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  
◆央  甲 

（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关累小学） 

 
摘要：当前小学数学教学应该走向生活化，这样既方便学生理解又能丰

富数学教学内容，有利于提升数学课堂教学的质量。所以，作为一名小

学数学教师，我们应该积极实现数学教学的生活化，才能促使学生感受

到数学课程的学科价值，并激发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兴趣。在农村地

区，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具有其特点和意义。因此，我们想要促进农村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还需要结合当地教学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学习情

况，科学合理地推进数学教学生活化的进程，才能真正实现数学教学的

生活化。下面本文以农村小学数学教学为例，就如何实现农村小学数学

教学的生活化做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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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之下，老师的教学方式需要改进和创

新，才能跟上教育改革的步伐。其中，生活化教学是一种较为有
效和科学的教学方式，使得课程教学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有助于
加深学生对课程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我们以数学教学为例，数学
知识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能够帮助人们解决一些生活和工作问
题。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我们融入生活化教学思想具有一
定的意义和价值。可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
影响，生活化教学工作的进程比较缓慢。为此，本文将结合农村
小学数学教学的实际情况，对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进行深入
地分析和研究，以期总结出有效地生活化教学方式，从而不断提
升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二、如何实现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几点思考 
数学教学生活化主要是结合学生比较熟悉的生活现象和案

例，对课程知识展开生活化教学，以使得学生能够运用自身生活
经验来深入理解和分析知识的本质规律，进而有效的掌握课程所
学知识[1]。但是，农村地区的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工作还存在很
大的改进空间，仍然需要老师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才能总结出符
合农村教学实情的生活化教学途径。接下来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
点，对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进行分析。 

（一）数学案例内容生活化，增加学生的学习感受 
我们知道数学课本中的案例内容十分有限，学生能够参考的

案例内容较少，这样不利于学生理解和分析数学知识。如果老师
想要提升课程教学的趣味性，以迎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必须适
当拓展课程教学的案例内容，以丰富现有的教学内容，才能增加
学生的学习体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数学案例内容的
生活化能够促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具体，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生
运用所熟悉的生活思维来处理实际问题。因此，老师可以结合一
些生活化的案例内容来提升课程教学的质量。但是，农村与城市
的生活环境不同，学生所接触的外界事物也存在差异。所以，在
引入生活化的数学案例内容时，老师需要从农村教学的实际情况
出发，对数学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并引入有效地生活化案例内容。 

我们以“克与千克”教学内容为例，在正式上课之前，老师
可以结合农村当地的生活现象，适当加入一些生活化案例内容，
以增加学生的学习感受和体验。比如，老师可以引入一些农村当
地学生比较常见的生活物品，如收割机、播种机或者简单的农用
工具，并结合相关的农业操作视频，以丰富课本中的教学内容。
这时老师可以利用“克与千克”知识来衡量上述农用工具的重量，
从而引导学生结合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来感受“克与千克”所表示
的物体重量， 终加深学生对“克与千克”理解和认知。 

（二）加入生活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探索能力 
数学知识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不断运用数学知识来

处理实际的生活问题，可见数学知识既来源于生活又作用于生
活。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加入一些生活实践环节，能够有效
地引导学生参与相关的生活实践活动，并通过实践来探究生活中
的数学知识，从而感受到数学知识的无处不在。在农村地区，学
生所接触的生活环境与城市学生不同。农村学生接触 多、看得

多的是一些基础农作活动。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老师可
以引导学生参与一些简单的农业操作，让学生亲身体验具体的实
践操作环节，这样学生既能锻炼学生的实操能力，也能增加课程
教学的实践性，从而有效地改变传统落后的说教方式。 

我们以“长度单位”的相关课程知识为例，在课程教学中，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实操能力，老师可以带领
学生走出课堂环境，前往一些农田地区。然后，让学生利用米尺
来度量农田的长和宽，以锻炼学生的实际测量能力。通过相关的
生活化实践活动，学生不仅可以锻炼自身的实践操作能力，还能
掌握测量的一些技能和经验，有助于加深学生对“长度单位”的
学习和理解。此外，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不再局限于
课本中的案例，他们可以通过测量周围农田的长度和宽度，以及
一些农业生产用具等，不断提升自己对长度单位的使用和理解能
力，以真正掌握和运用具体的长度单位。 

（三）促进课程练习的生活化，以帮助学生巩固新知 
小学数学是一门逻辑性强的学科，学生单纯依靠课堂的学习

是很难深入地理解数学知识。所以，老师除了做好课堂的教学工
作以外，还需要重视课后作业的设计和安排工作，并运用生活化
教学思维来制定课后练习内容，以帮助学生有效地巩固新知[2]。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该如何运用生活化思维来设置课
程练习，才能提升课程练习的教学效用，进而让学生真正从课程
练习中总结学习经验，以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和探索能力呢？首
先，老师需要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思考哪些生活问题与数学知识
具有内在的联系；然后，对不同的生活问题进行仔细的筛选，以
确定出合理的课程练习内容。 

我们以“认识图形”等教学内容为例，首先老师先带领学生
认知和理解课本中涉及到的图形特点及规律。然后，在学生基本
认知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图形之后，老师可以督促学生完成相
关的课程练习作业。例如，要求学生随意选取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并分析这些物品的轮廓特征，同时对物品进行图形分类。通过这
种简单课程练习作业，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数学知识的理解和认
知，进而提高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三、结语 
总之，老师想要实现农村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就必须有意

识加入生活教学内容，并结合具体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课程训
练，以增加学生的学习体验， 终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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