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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实施策略分析 
◆刘小平 

（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港小学）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教育的不断创新，教育方式也发生了

大改变。新课改的教育要求是从生活实际深入，让学生们从生活经验进

行学习思考。新课改的这一理念对于小学数学的教学尤为有效，因此，

小学数学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重注生活化。本文将从教学生活化为出

发点，让学生们掌握生活，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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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学阶段正是学生的成人阶段，他们的学习习惯以及
思维习惯都会在小学形成，只有在小学阶段打下深厚的基础，才
能在以后的中学生活中有更高的发展。因此，数学教学生活化，
能够不促进学生的数学素质的发展。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寻找生活素材、设置生活情境，通过生活化的手段，向同学们展
示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通过数学知识与生活的相互应用，从
而培养学生们的思维能力、逻辑能力以及创造力。 

一、创设生活情境进行教学 
数学教学生活化就是指贴近生活，由生活创设出来的情境进

行教学，让学生们贴近数学，在潜移默化中理解数学，从而调动
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在小学阶段，学生们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
奇心，因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生活化嗯教学，能够让学生们
产生共鸣，能够很好的调动课堂积极性，让学生们在熟悉的场景
中进入自身 好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例如：在讲《观察物体》这部分的内容的时候，小学数学教
师就可以让同学们观察自己家中的物体。在课堂 开始的时候，
让学生们举例家中有哪些物体，有的同学会说“电视、衣柜、电
脑、桌子”等等，然后教师就可以让学生们描述这些物体是什么
形状跟教室哪些物体的形状相似？让学生们根据自己家中的物
体进行思考回答，当他们对回答产生兴趣时，教师就可以在抛出
新的问题：这些物体有什么相同点？学生又会进行一轮新的思
考，能为接下来的学习进行很好的铺垫。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们
到达 好的学习状态，还能对学习的知识点进行延伸，让学生们
感受到数学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自己思维
拓展，让学生们感到学习数学的乐趣。 

二、激发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对小学生而言，学习不应该是枯燥无味的，应该让学生们在

生动活泼的课堂进行学习、思考、探究，这些都是学习数学的关
键。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以及
学习能力，让学生们主动的投入到学习中。 

例如：教师再讲《时、分、秒》这一课的时候，教师就可以
通过创设生活情境把学生们带入课堂当中，每个家庭当中都有钟
表，就可以让学生们根据家中钟表的样子进行制作，分小组进行，
让学生们在小组中进行探索研究：钟表有什么形状？钟表上的时
刻分别代表的是多少时间？一分钟秒针会转几圈？一个小时分
钟又会转几圈？让学生们在小组中进行回答讨论，讨论的结果肯

定大不一样，这时候教师就可以在讲解的过程中告诉学生们正确
答案，这样既让学生们听课认真，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
教师看到课堂活跃起来之后，就可以在向学生们提出更深层次的
问题：国外钟表的时间跟我们所见的钟表一样吗？这时候学生就
会根据自己在电视上所见的或者自己亲身感受到的讨论起来，
后探讨出的结论就是钟表是一样的只是时间不一样。这样既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层面。 

三、数学教学要注重实用性 
学习数学不仅仅是为了应付高考，而是为了生活的实用性。

在小学数学学习中，进行数字运算、认识钟表、认识人民币都是
生活中常见的数学知识，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
数学问题，学习数学不仅仅是为了锻炼学生们的思维、逻辑能力，
更是为了学生们能有更好的生活，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比如在讲数字运算时，就可以结合生活实际进行教学。教师
可以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提出问题：小红买了一支笔花了两块钱，
买了一个铅笔盒花了十块钱，小红一共花了多少钱？学生们就会
进行简单的运算 2+10=12 元，然后教师可以在这个的基础上提出
更高层次的问题：小红又返回去买了一个笔记本，小红总共花了
多少钱？学生们会回答两个公式：2+10+10=22 元，2+10×2=22
元。这时候教师就可以向学生们提问，为什么要先算 10×2 呢？
学生们就能很清楚的理解混合公式先算乘除后算加减的算法规
则，这样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四、进行教学延伸 
学习数学知识不仅仅凭借着课上的知识点，而应该进行课外

延伸来丰富学生们的知识层面。教师应该让学生们了解学习数学
不仅仅是为了考试，数学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教师应培养
学生们善于观察的习惯，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 

例如在讲《位置》这部分的内容时，教师就可以结合学生们
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让学生们观察自己的前后左右都是哪位同
学，这样既清楚了自己周围都是哪些同学，又可以培养学生们善
于观察的习惯。教师在课上讲了这些之后就会有一部分学生进行
观察，比如在逛超市的时候，学生们会观察货品排放在哪里，世
界地图上我们的国家位于什么位置，周围的国家有哪些等等，这
样让学生们自然而然的进行了课外延伸，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高
度。 

结束语：在小学教学中，教师要联系生活进行教学，这样既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不会对数学产生排挤心理，在生活化
中进行学习，提高了教学质量还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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