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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小学高年级数学生活化教学方法探讨 
◆马明淳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政小学校  637600） 

 
摘要：《新课标》强调：“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

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但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只是简单的将

知识灌输给学生，忽视了学生的学习体验，这样学生很难产生学习兴趣，

学习处于低效状态。新时期教师要采用生活化教学方法，营造生活情境，

帮助学生学习与理解，达到高效学习的目的。笔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

探讨了新时期小学高年级数学生活化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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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改背景下，对小学数学教学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应
该在教学方法上作出改进，既要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也要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对此教师要充分认识到生活化教学方法的
作用，将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在课堂上合理呈现出来，
便于学生理解与掌握。这样才能保证课堂教学过程更加有趣、新
颖，学生既提升了学习效率，也认识到了数学在生活中的价值。 

一、创设生活情境，引导学生思考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入实际生活案例，让学生认

真思考与分析，确保学生的目光始终放在课堂上。教师要充分考
虑到学生的心理特点与兴趣爱好，在课堂上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让学生能够在解决问题中理解数学知识，教师也能获得事半功倍
的学习效果。 

例如：在《平均数与条形统计图》教学中，教师应在课堂上
创设如下生活情境：“超市内商品平均价格是 2 元，小明一共有
7 元，能否任意购买 3 样商品？”接着教师让学生思考，并说一
说自己的想法。有的学生会说可以，原因是商品平均价格是 2 元，
购买 3 样商品后还剩 1 元。也有的学生会说不可能，这是因为可
能一些商品的价格会超出 2 元，无法任意购买其中的 3 样商品。
学生通过自己思考，既发散了思维，也逐步掌握了本节课知识。 

二、结合实际提问，培养思维能力 
数学的学习需要不断的思考，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提出

一些生活化问题，让学生有思考的方向。教师应该确保提问具备
较强的启发性，可以引起学生的关注，能够将学生的求知欲激发
出来，达到高效学习的目的[1]。 

例如：在《三角形的内角和》教学中，教师在授课结束后，
应该将两个不同大小的三角形画在黑板上，并进行提问：“这两
个三角形的内角和分别是多少呢？”学生会很快得出答案，即两
个三角形内角和都是 180°。教师则继续提问：“若是将两个小
三角拼成大三角后，则其内角和为多少？”学生也会说：“也是
180°”。在这种教学方法下，学生都愿意积极探究，也牢固掌握
了本节课所学内容。 

三、开展实践活动，感受学习乐趣 
小学数学知识比较抽象，也很复杂，涉及内容较多，而学生

都以形象思维为主，理解起来难度较大。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参与
实践，自己动手操作，感受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这样可以降低
学习难度，对数学知识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在生活化问题中，学
生都愿意尝试解决，从中对数学知识的概念是有正确的理解。 

例如：在《最小公倍数》教学中，教师要提前准备一些长方
形卡片，代替长为 30cm、宽为 20cm 的墙砖，让学生拼接成正方
形。之后让学生计算该正方形的边长，并为学生讲解几种铺法，
指导学生认真观察与分析，总结出正方形边长与小长方形墙砖
长、宽的倍数关系。在教师的逐步引导下，学生都可以得出答案，
也对学习内容有了深刻理解，在生活化案例下，学生能够学以致
用，达到巩固与提升的目的。 

四、结合现实生活，增强数学体验 
为提升小学数学教学效果，教师除了应该了解数学学科特征

以外，也要对学生学习数学时的心理规律有足够的了解。教师要
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带领学生参与到数学知识形成过程
中，从中了解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充分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2]。此外，小学生通常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教师采取生活化
教学方法后，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认真思考，
勤于动手，既轻松掌握了数学知识，也为今后数学学习打牢了基
础。 

例如：在《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
先让学生观察四周，找出长方体和正方体物体，这样既有利于学
生更好的感知事物，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还让学生对长方体和
正方体的特点有初步了解。教师在讲解结束后，也要让学生观察
实际生活，记录下遇到的长方体和正方体，并在下节课进行回报。
教师采取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实践的兴趣，让学生逐步
形成良好的空间思维，也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结语：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教师应该在思想观念上作出
改进，将生活化教学方法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引导学生深入探
究与分析，对数学知识有更全面的掌握。这样学生才不会觉得枯
燥、乏味，也轻松掌握了抽象、复杂的数学知识，并能够主动发
现、分析和解决问题，逐步实现了数学学习成绩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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