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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之我见 
◆徐淑娟

（惠东县港口中心小学  广东惠州  516359） 

摘要：陶行知说过：“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
而数学呈现给学生的大多是严谨的术语，抽象的概念，严密的推理，学
生学习起来会觉得枯燥无味、难以理解，最终导致偏科。因此，本着数
学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的这一教学理念，去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挖
掘生活化的数学知识、捕捉生活中的数学现象，让数学内容与学生生活
整合起来，去给学生体验数学就在身边，也是自己熟知生活事例，凭借
熟知事例，学生就会更主动和感兴趣投入数学学习中去探索、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从而激发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数学的兴趣，还达到提
高数学实践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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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离不开数学，数学离不开生活，数学知识源于生活最终
服务于生活。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应从学生生活出发，去架起
数学与生活的桥梁，去激起学生学习数学兴趣，让学生用心学习
数学、深刻用数学，去达到提高数学实践应用能力和课堂教学效
果。那如何让数学教学生活化呢？那下面结合自己教学实践、认
识和点滴体会浅谈如下： 

一、优选生活资源，激发学生探究和学习的兴趣。 
《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日常生活

环境中与数学有关的信息,开发成为教学资源。”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年龄特征、认知特点、兴趣爱好、等去挖
掘生活中的数学素材，把熟悉又蕴含生活资源的数学知识引进课
堂中，去为数学提供观察、操作、实践、探索的机会，让学生经
历数学知识的形成，去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趣味和作用，从而对数
学产生亲切感，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探究。例如：一年级
上册《整理书包》这一课里，为了让学生体会分类的含义和方法
时，我先选取从学生最熟悉书包进行分类，让学生通过观察、比
较、交流的活动中去把学习用品进行整理分类，这样及时联系学
生生活实际教学，整节课下来，学生都能激情高涨，主动参与到
各个学习环节中，即便是学困生，面对自己熟悉的事物，也会积
极投入，学习自然变成简单的事情。所以只要数学存在我们的生
活中，我们都要善于去开发和利用，这样就能搭建通向学习数学
知识的桥梁，开启学生联想和创造的智慧大门。 

二、创设生活化的情境，让数学教学情境生活化 
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当学习的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越接近

时，学生自觉接受知识的程度也就越高。因此，在数学教学中，
要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去创设学生熟悉和感兴趣的生活化
情境，让学生身临情境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这样下不仅能激起学生学习兴趣，还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
投入学习中去探索生活中的数学。例如：三年级上册《需要多少
钱》这一课里，为了让学生掌握两位数乘一位数学的口算方法以
及体验算法的多样化，我首先利用多媒体平台播放一个即熟悉又
美丽动人港口东山海，让学生一边欣赏家乡美丽的大海一边听着
动听海浪声来到了海边的沙滩上，到了沙滩上，创设一个学生要
去游泳但没带游泳必备物品的情景，进入情景后，在班中分好小
组，并在各小组店里都放有泳衣、泳帽、救生圈、沙滩球等物品
和价格，然后再让小组成员轮流去当海滩小商店老板，其它成员
做买客，让他们买到东西在具体情景进行交流、分析、探索口算
的计算方法等，找到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在这个过程中，
让学生置身于具体情景，去领悟、去体验、去认知，去从具体操
作中解决生活中数学问题，通过这有效的生活情境，不仅提高了
课堂的有效性，还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数学教学方法生活化 
数学教学方法生活化是为数学课堂教学服务一个重要的关

键。因此，教学中要尽可能使用生活化的教学方法，去激发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 

（一）运用生活化导入教学
在教学课堂实践已经表明“当课堂教学内容来自于学生现实

生活时，学生学起来会兴趣加倍的高涨。”因此，在新课导入时，
我会特别注重从学生生活经验中去选取学生身边感兴趣的事物

进行生活化的导入，这样做，不仅是上好一节课的关键，还能让
学生在生动具体的现实情景中兴趣盎然地学习新课程和体验学
习数学的乐趣。例如：三年级下册《平移和旋转》这一课，我的
导入：同学们都去过游乐园吧，你们都玩过那些游乐项目呢？今
天我们再来玩一次，就在这时利用课件出示各种游乐项目，有激
流勇进、小火车、摩天轮等，让学生跟随画面用自己的动作和声
音把看到的表演出来。然后让学生在这么生动有趣生活化表演
中，去想一想自己最喜欢的游乐项目是怎样运动的呢？这些项目
的运动都一样吗？那你能不能按它们不同的运动方式分类呢？
从而引出课题，并说出今天我们就来研究这两种运动方式。这样
设计意图是想从学生熟知的生活入手，去初步感受平移与旋转同
时让学生发现数学就在身边，使数学与生活的距离接近，从而提
高学生的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运用生活化游戏教学。
游戏、玩乐，是儿童的天性。根据数学学科特点和小学生好

新、好奇、好动、好胜的思维特点，用生动有趣生活游戏情境，
调动学生动脑、动手、动口多种感官参与数学学习中，去把数学
知识运用于生活的数学游戏，这样不仅能吸引全班学生积极主
动、愉悦地投入到学习中去，还使教学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例如：三年级下册分一分（一）这一课，我是这样做的，今天老
师和大家做个游戏，听清楚游戏的规则，我们今天回答问题不用
嘴而用手，答案是几，就拍几下。1.出示实物（苹果）问：看，
老师手上有 4 个苹果，要分给 2 个小朋友，平均每个小朋友分几
个？（拍手表示）；2、现在老师手上有 2 个苹果，要分给 2 个小
朋友，平均每个小朋友分几个？（拍手表示）3.那老师手上有 1
个苹果，要分给 2 个小朋友，平均每个小朋友分几个？这时学生
无法用拍手表示，激起学生们的好奇心，去引出在现实生活中用
刀把它平均切成两半，每人拿其中的一半，那“一半”可以用什
么数表示呢？让学生大胆创造表示“一半”方法，引出“一半”
可以用分数二分之一表示，在这个生活化问题游戏中，学生不仅
感受分数二分之一是怎么样分过程，还从分得体验过程中理解分
数的意义。所以在这样下即能使学生在游戏中愉快、轻松自如获
取知识，又能从中增长智慧。 

（三）运用生活化语言教学。
数学不是只有数字和符号，一节优秀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有一定
的语言组织，将抽象的数学问题、单调无趣数学数字和符号，转
化成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语言教学，去让学生发现枯燥乏味的数学
里面却蕴藏着生动有趣的东西，使学生更形象接受、理解数学，
从而又达到提高学生主动学习数学兴趣，增加对数学的亲近感。
例如：三年级上册《年月日》这一课里，为了让学生知道和记住
大月、小月，平年、闰年的有关知识， 我会用简单易懂语言把
教材内容利用一首歌诀“一三五七八十腊（12 月），三十一天永
不差；四六九冬（11 月）三十日；平年二月二十八，闰年二月
把一加。”“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又闰。” 用这些富有生
活气息的数学语言，学生学起来又容易又能朗朗上口，还能感受
到学习数学趣味性。又如：在教学大于号和小于号时，要区别这
两个符号对低年级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那在教学中，为了让
学生区别出它们和运用它们，我先让学生找出它们内在规律，在
找到后再让学生归纳出无论大于号还小于号，它们开口的方向都
对着哪 一个数，哪个数就大，尖尖的小嘴对着哪一个数，哪个
就小。然后我再利用生活化语言去转化成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大
于号，小于号，两个兄弟一起到;尖头在前是小于，开口在前是
大于;两个数字中间站，谁大冲谁开口笑。”用这些富有童趣的生
活化语言，学生学起来即轻松愉快、又记得深刻。所以用简单而
有趣的语言，课堂气氛顿时沸腾，还能促使学生积极主动投入学
习中去,提高学习效率和提高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数学教学应该将课堂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日
常生活课堂化，让课堂教学生活化，使课堂教学充满了对智慧的
挑战和对好奇心的满足，让课堂充满了生活气息，焕发了师生的
生命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