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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的实施策略 
◆焦静星 

（河南省驻马店市第二十四小学  463000） 

 
摘要：教师在教学中应找准教材内容与生活实际的“切合点”，打通数学

与生活的无形屏障，变课堂数学为生活数学，使教学内容“生活化”，让

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数学就在自己的身边，领悟到数学的魅力，消除对数

学的陌生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乐意学习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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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最终应用于生活。最大限度地将数学
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数学问题生活化，使
学生能够在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并学会运用数学知识去解决生
活问题，实现学以致用。 

一、创设生活情境，发现数学问题 
将生活情境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能够使学

生更加形象地理解抽象的数学知识，进而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
习效率。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要认真研究教材，深度挖掘教材中
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部分，为学生创设生动形象的生活情境，引导
学生发现数学问题。 

比如，在学习《平移、旋转和轴对称》这一课时，学生已经
能够初步感知生活中的轴对称、平移和旋转现象。在教学时，要
充分调动、利用学生的已有认知经验，为学生创设生活情境，引
导学生从中发现数学问题。上课时，对同学说：“同学们，你们
喜欢小白兔吗？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漂亮的小白兔的图
片，请大家欣赏一下。”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白
兔图片，只是右边的眼睛向下移了许多，不对称。 

学生们都惊讶地说：“老师，你带的这只小白兔眼睛不对称
了，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小白兔呀。”看着学生一脸茫然的样子，
故作轻松地对他们说：“哎呀，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撞了一下，小
白兔的眼睛就掉下来了，你们谁可以把它恢复原状呀？”学生都
迫不及待地想到黑板上帮助小白兔的眼睛恢复原状，追问道：“我
们为什么要把右边的眼睛移到这个位置上呢？大家是怎么想
的？是根据什么样的数学知识得出来的理由？”学生回答完毕
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出本节课的知识。 

教师通过创设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使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
生动形象，也使学生在情境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从而提高学
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生活化语言，拉近学生与数学间的关系 
对大多数的学生来说，数学课枯燥乏味，除了抽象的数学概

念和毫无趣味性的知识点外，就是单调的练习题，学生学习起来
毫无兴趣而言。在小学数学教学课堂上，要充分了解学生对数学
知识的理解程度，丰富课堂教学形式，采用生活化的教学语言，
帮助学生理解陌生难懂的数学名词，拉近师生关系，让数学课堂
更有趣味性。 

比如，在带领学生学习“利息”等相关知识点时，利息这一
概念对学生来说有点陌生，为了能够让学生理解利息的概念，知
道利息产生的缘由，在上课时，对学生说：“同学们，老师现在

有两万元钱暂时用不到，先把它存放到家里，但是老师一想，这
么多的现金放在家里多不安全啊？那老师请同学们来想个办法，
老师应该怎么处置这些钱呢？如何让这些钱更安全地存放起
来？”有的同学说把钱放到银行存放起来，顺着这个思路，就问
同学们：为什么要放到银行里呢？我把两万块钱的现金存放到银
行里，一年之后，我的钱还是两万块钱吗？大家想一想，老师以
前是不是跟你們讲过储蓄问题呀？现在哪一个同学可以站起来
给老师解释一下储蓄知识？学生热闹地展开讨论，互相说着他们
知道的储蓄知识。在同学充分感知了银行存款的好处之后，为同
学引出利息的概念，告诉学生利息其实就是将钱放到银行里，经
过一段时间后，这些钱会增加，而增加的这个钱是根据我们所存
的钱在一定比例上增加的，这个比例就叫作利息。这样抽象的数
学概念，在生动的生活化语言中得到了解释。 

利用生活化语言，能够使数学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充满趣味
性，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掌握陌生的数学知识，进而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设计生活化作业，让学生学以致用 
数学课堂要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但在教学过程中发

现，仅仅利用课堂时间，学生是很难透彻理解抽象的数学知识的。
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灵活运用这些知识，可以
为学生适当布置一些家庭作业，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利用学生的生
活，精心设计家庭作业，引导学生把家庭作业与家庭生活联系在
一起，从而激发浓厚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比如，在带领学生学习完《千克和克》这一课后，学生通过
本节知识的学习，已经认识了质量单位千克和克，为了能够加深
学生对课堂上所学知识的印象，灵活掌握质量单位千克和克的相
关知识，在下课时，为学生设计了这样的作业：利用课后时间，
与爸妈去逛一次超市，尝试买一些需要称重的东西，可以是水果，
也可以是蔬菜，选好后请叔叔、阿姨帮称一称。在叔叔阿姨称重
时，仔细观察一下台秤上的数字显示，买好东西仔细看看物品的
标签，注意一下它们的质量单位。还可以去看一下带有包装的物
品，看一看这些包装袋上的质量单位是怎么表示的？等上课时，
与小伙伴交流一下，在这次超市购物中，大家都学到了什么样的
数学知识。通过为学生布置生活化的家庭作业，能够让学生在熟
悉的逛超市的生活场景中，学会仔细观察商品包装图上所蕴含的
数学信息，进而为学生巧妙搭建了数学与生活之间的桥梁。 

因此，小学数学教学应充分联系生活，充分结合学生自身发
展的特性，实施多媒体、游戏、实物演示、直观性的语言等教学
策略，创设一定的生活化教学情境，巧设悬念，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从而使得数学知识不再是抽象化的，加强生活和教材内
容之间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教师通过创设生活
化的教学情境，能让学生感觉到学习的内容来自生活，不但对实
际生活进行了再现，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
得生活和数学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