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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实践 
◆杨国友 

（湖南省泸溪县兴隆场镇中心完全小学  湖南泸溪  416107） 

 
摘要：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既是课程标准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开展数学课教学，教师须选择合理的生活情景用以展现数学问题，在课

前预习时安排生活实际问题引起学生思考；课上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

兴趣，同时借助生活经验，突破教学重难点；课后开展主题活动，让学

生能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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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和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数学学科是生活经验
积累与总结的产物，生活中的问题与困难都可用数学知识介入解
决，可谓“互为因果，不可分割”。《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也
指出：“数学教学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开展观
察、操作、猜想、推理、交流等活动。”那么，如何使小学数学
教学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降低学习难度，增加学习兴趣呢？ 

一、联系生活实际，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延伸 
在学习数学新知识前，提倡学生课前预习，但是这种预习，

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走进生活，解决实际问题。如五年级上
册“植树问题”讲授前，笔者就安排学生去公园和道路两侧实际
调查所植树木的情况，并让大家设计记录表格，以便更好地记录
自己调查的数据。通过实际调查，学生得出几种不同的结果（封
闭图形的、一端栽树的、两端都栽树的），然后课上再学习植树
问题的计算方法，学生理解“间隔长”和“间隔数”就容易多了。
结合实际体验，学生扎实地掌握了相关知识，而且获得的知识有
理有据，利于其整体知识的建构。课后延伸也要联系实际情况，
让学生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例如五年级上册“关于分段
计费的问题”一课后，笔者安排学生在课下计算出租车费用、电
费费用、水费费用等，既锻炼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培养了
学生的生活意识。 

二、创设生活情景，课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生活中常用或是常见的内容较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同时还能

促进知识纵向与横向的迁移。所以，在小学数学课堂上，教师须
积极创设生活化的学习情境，如多媒体音像的加入、课桌椅的摆
放方式、花卉或卡通小动物的使用等等，让学生感到不是在教室
里干巴巴的学习，而是体会一个丰富的生活或玩耍过程。同时，
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内容，在教材的深度与宽度上加以补充，或
是创造重组，使之真正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如在进行五年级上册
“可能性”一课时，笔者设置了“买彩票”与“彩票中奖”的生
活情境，立即引起学生的深思。有的说“能中奖”；有的说“可
能中奖”；有的说“不能中奖”；有的说“一定能中奖”。在课堂
上通过思考、交流和争论，同学们逐渐明白了“可能、不可能、
一定”三种情况的产生条件，以及各自的不确定性。如此设计教
学，把枯燥的数学学习过程转变为兴趣盎然的实践活动，学生通
过充满乐趣的一次买彩票经历，收获到了数学知识及其形成的整
个过程。 

三、借助生活经验，突破教学重点与难点 
通过生活的积累，学生的头脑中已经收获了不少的可用经

验，这些正是新知与旧知的桥梁与纽带。因此，教师教学过程中
应努力把数学知识置于实际情景中去，让学生利用已有的生活经
验来理解问题，思考解决的方法，探索推理求解的步骤，总结同
类问题解决的策略，突破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如教授六年级下
册“利息”一课时，在笔者将例题出示后，没有直接启发学生数
学思考，而是组织了一个讨论交流会，交流大家随同家长在银行
存取款的经验。通过讨论交流，同学们知道了存款的过程及意义；
明白了存款和利率的种类；大致了解本息的计算方法。这些实践
经验无疑成为了今天学习新知的有利铺垫，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学
习就变得轻松自在，乐趣无穷。教师课后再安排到银行存压岁钱
的小任务，对学生来说既巩固了知识，又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四、应用数学知识，课后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数学来源于生活并为生活服务，不论对多么高难度的数学知

识进行探究，其目的还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小学数学课堂要让
学生带着数学问题走进生活，要用数学的眼光看待生活，要用数
学的思维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如教授“长方形面积”一课时，笔
者首先让学生自己测量教室的面积，看有几种方法。有的同学测
量长与宽，通过计算得到答案；有的同学通过数地板砖的块数计
算答案；有的同学将教室分割成多个小格数一数。总之不管哪种
方法，学生都是自己动手动脑，确实做到了学以致用。再比如讲
完“三角形面积”一课后，笔者给学生安排了各种课后活动，如
测量出红领巾的面积、三角板的面积、汽车后备箱里三角架的面
积，以及自制一个面积为 15 平方厘米的彩色卡片来布置教室等。
再比如，六年级学习了统计的相关知识后，笔者又安排了这样一
个课后活动：学生自己设计统计调查表，记录家中每日丢弃的塑
料袋数量，统计本学习小组内一周的塑料袋丢弃情况，估算这些
塑料袋展开后的面积是多少，相当于多少个教室的地面？思考这
些塑料袋对我们环境的影响有多大？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在生活
中巩固了数学知识，提高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又培养了学生的数
学意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五、在实践中学习数学，提高思维能力 
按照课标的要求，数学课要通过“观察、操作、思考和比较，

掌握新的数学知识”，而以上一系列的活动无疑都离不开动手实
践。例如，教学完“长方体”一课后，因教材内容比较浅显，仅
是一些概念和计算公式，单单借助这些，还不能应对生活中的情
况。为了让学生遇事考虑更加周全，也为表现出数学知识与生活
之间的联系与不同，笔者设计了一个活动：好朋友的生日要到了，
我给他准备了礼物，现在需要做一个礼物包装盒，我拥有的材料
是长 2 米、宽 1 米的彩色电光纸板 1 张，请问怎样裁剪才能得到
一个容积 大的长方体包装盒呢（纸板厚度不计）？学生对此活
动充满兴趣，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他们利用手里的纸片多次尝
试裁剪，终于找到了答案。笔者又接着说：“如果这个礼物包装
盒无需上盖，该怎样做呢？如果我需要先剪下 10 厘米宽 1 米长
的一段做拉花装饰一下，又该如何裁剪？”学生们陷入了沉思，
同时明白了生活中出现的数学问题是千变万化的，思维不能拘泥
固守，要能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通。大千世界，奥妙无穷。只
要我们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发现，善于动手实验操作，许
多看似复杂繁琐的数学问题都会被我们利用巧妙的办法解决。作
为一名数学教师，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学生创设研究探索的
空间，使他们能够在愉悦的氛围中获取新知，让来源于生活的数
学回归我们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