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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析怎样让小学数学教学走向生活化 
◆李明刚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古宋镇万寿小学校） 

 
新《课程标准》中指出：“数学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思考、

描述、刻画、解释、理解，数学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习必不可
少的工具，它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为此，我经常引
导学生提供他们所熟悉的经验，充分利用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和
他们所熟悉的事物组织教学，使学生能较好地感知和理解所学的
内容。 

一、营造生活化的教学气氛 
生活化的教学气氛是教育教学活动中学生主动活泼、积极发

展的前提，也是学生愉快学习、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实现知识创
新的重要条件。 

⑴创设良好的人际环境。课堂上教师要积极改变优等生“一
统天下”的局面，让全体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而不是充当旁
观者的角色。教师可以把提问分成几个层次，较难的题目让能力
强的学生回答，一般的题目让普通学生回答，容易的题目让能力
差的学生回答，也可以让他们把别人的回答重复一遍，这样可以
使所有的学生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 

⑵确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
学生喜欢某一教师，往往也会喜欢这个教师教授的学科，形成老
师越喜欢我、我越学越起劲的良性循环。所以，教师要爱每一个
学生，要像主持人一样具有亲和力，让学生有向师性。教师的每
一个亲切的称呼，友好的眼神，期待的目光，关切的手势和充满
爱意的微笑，都可以在无形中缩短师生情感上的差距。在学生成
长的过程中，教师应努力成为一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
一位帮助学生发现问题的学习伙伴。 

⑶营造生活化的课堂氛围。过于整齐划一的限制，往往会分
散学生的精力，不利于学生积极思维。在课堂上教师不要对学生
作不必要的限制，学生可以站着听，也可以直接站起来发表自己
的不同意见。教师要正确对待爱插嘴的学生，因为循规蹈矩的学
生不会插嘴，胆小的学生不敢插嘴，不动脑筋的学生无法插嘴，
只有上课精神集中、思维敏捷的学生才爱插嘴。虽然插嘴有时会
打乱课堂秩序，有时还会让教师难堪，但毕竟插嘴的学生在思考，
与其因扰乱课堂纪律而打消学生的积极性，不如顺水推舟，让他
们当一回老师，说不定他们会展示自己更新颖的想法，成为课堂
的一个亮点。 

二、合理挖掘和设置生活化素材  
在数学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生活体验，科学、有

效地挖掘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素材，这主要集中在两方
面：学生感兴趣的素材和展现生活正面和积极一面的素材。并对
收集的生活素材进行科学的蹄选、加工和重组，使之与原本的书
面知识相融合，成为使学生更易于接受、更利于掌握的生活化知
识。 

三、数学探究生活化 
小学数学不仅仅只是传授简单的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

学生的数学思维，尤其是培养学生通过动手动脑探索数学知识的
能力，帮助学生形成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比如，教
师在教授物体的体积时，可以利用身边的实物，让学生知道体积
是一个什么概念，然后通过对体积的认识，推导出物体的体积公
式。教师利用教学模具，取出四个棱长为 1 分米的正方体拼接成
一个长方体，要求学生说出长方体的长、宽、高，然后算出长方
体的体积。教师在指导学生观察模具的同时，进行板书，通过这
种探究方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探究能力。最后给学生布置
任务，让学生回家做关于体积的实验。引导学生在生活中，提出
对于体积的疑问，并且通过讨论得出答案。这样的方式可以极大
地扩展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加强对生活中数学问题的思考与探
索。 

四、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1、开设数学实践课，创造应用环境。在课堂教学中结合学

科活动，强调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开设生活数学实践课，是
培养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重要保证和有效途径。
例如，在教学“面积和面积单位”后，安排学生用面积单位测量
书本、课桌、教室地面、自家客厅的地面面积，让学生把在学校
学到的知识及时运用到实际中去，使学生感到学习数学知识的确
有好处，感到身边的许多实际问题有待解决，从而增强继续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开展数学交流活动，营造应用氛围。把课堂所学的知识
通过精心组织的数学交流活动，化进实际中，应用于生活中。例
如：在教学“认识图形”后，开展了“看谁拼图形最巧妙”活动；
在教学“简单的数据整理与统计”后，开展“学生优秀统计员”
活动；在教学“元、角、分的认识”后，开展了“学做售货员”
活动；在教学“平面图形面积计算”和“土地面积单位”知识后，
开展“农田计算员”活动等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体会到数
学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应用在生活中的各个行业，体会到数学
的实用性。同时领悟到只有具备扎实的数学知识和应用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3、设计开放问题，培养学生应用的独创性。练习设计上，
注重开放题的设计，给学生留下广阔的空间，让学生补充问题、
搜集条件、探索不同的答案，逐步培养学生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
题的独创性。 

例如：一个长方形木板，锯掉一个角，还剩几个角？学生跃
跃欲试，想出无数种答案（1 个、2 个、3 个、4 个、5 个、6 
个……）。 

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开放题，给学生打开一扇窗，让学生感
受到数学的奇妙无穷，同时训练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不是
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能找出所有答案，意义在于在寻求多个答案的
过程之中，培养学生的应用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