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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方式分析 
◆孙千民 

（克什克腾旗芝瑞总校  内蒙古赤峰市  025365） 

 
摘要：数学源于生活，生活中又充满着数学。教育与生活结合能够让学

生在课堂上大胆想象，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让教学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也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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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
用并真正成为教育。”数学“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用于生活”。
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应重视学生的生活体验，把数学教学与学生
的生活体验相联系，把数学问题与生活情境相结合，让小学数学
教学生活化。现对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生活化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
法。 

一、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的必要性 
（一）可以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生活是现实的、丰富的，而数学的特征之一就是高度的抽象

性。如果不把数学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建立
联系，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学生就会感到枯燥无味、难以理解。
由此下去，学生就必然会对数学产生厌倦，因此数学教师与学生
共同走进生活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可以向学生渗透应用数学的意识 
向学生渗透应用数学的意识要从小做起。如结合主题图问学

生“从这幅图中可以发现那些数学信息？”又如“长短”一课，
除了教材中的比铅笔、比手掌……也可以让学生自己想一想，还
可以利用身边的哪种“资源”进行比较。 

二、小数数学生活化教学的意义  
（一）培养小学生的数学应用思维  
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小，社会经历比较少。他们渴望像大 人

一样，独立地去挑选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 生
活。小学数学教师应该加强小学数学生活化的探索，将学 生的
学习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及生活结合起来。一方面引导学生独立
生活，另一方面让学生在生活中，养成运用数学的思 维模式。  

（二）提高小数数学的教学质量  
小学数学是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数学的基础，所以小学阶段，

教师的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打好数学学习的基础，培养 学生
的数学思维，最终提高小学数学的教学质量。培养数学 思维，
是学习数学这门学科至关重要的学习方法。因此，在小 学阶段
就应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让学生从小就养成运用数学思维的
好习惯。小学数学生活化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好办法，它将生
活与理论学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小学
数学的教学质量，可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三、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的途径 
（一）联系生活实际，从身边发现数学问题 
教师联系生活实际创设生活情境在于为学生提供体验数学

的机会，通过数学活动促进学生不断增强自信心，用所学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享受成功的喜悦，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
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在实践活动中理解知识，
掌握知识。生活情景的创设，改变了传统教学的“单一模式”色
彩，使得数学课堂充满生活气息。 

（二）培养小学生的数学应用思维 
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小，社会经历比较少。他们渴望像大人一

样，独立地去挑选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
小学数学教师应该加强小学数学生活化的探索，将学生的学习与
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及生活结合起来。一方面引导学生独立生活，

另一方面让学生在生活中，养成运用数学的思维模式。  
（三）将生活融入到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无处不在，它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所以，数学

教育不能脱离生活，将生活融入到数学教学中，可以培养学 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比如，教师安排家长周末带领学生去超市买东
西，然后给学生一部分零花钱，让学生通过自己计算，花掉手里
的零花钱，并且分开结账，留下收费的单据。通过这种方式，学
生会更多地观察生活中的数学知识，并且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
决生 活中的问题。等到学生返回课堂的时候，教师就可以让学
生拿出自己的收费单，并且由每一个学生拿着自己的收费单据，
提出新的数学问题，通过小组讨论，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
教师将生活融入教学中，这样能够让数学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都得
到极大的扩展，既可以让学生发现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又
可以切实地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识。 

（四）借助生活实际，培养应用意识，做到学以致用 
《数学课程标准》中指出：＂学生能够认识到数学存在于现

实生活中，并被广泛应用于现实世界，才能切实体会到数学的应
用价值。＂学习数学知识，是为了便于更好地去服务生活。应用
于生活，学以致用。因此，每一次新课学完后，我就编一些实际
应用的题目，让学生练习，每一章节的知识学完以后，我会让学
生自己从生活中找一些类似的问题来解决，完成一定数量的生活
化作业，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的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表面积》后，我要学生测量一
下教室的长和宽，及门窗、黑板的长和宽，然后利用所学的知识，
测算教室要粉刷的面积。通过学生具体搜索信息，并多信息加以
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整个过程都是学生学习长方体表面
积的真实体验。有利于学生数学知识的理解、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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