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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小学数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学科，数

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素养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应该具

备的基本素养。其中，小学数学应用意识也是基本数学素养之一，因此，

小学数学教育必须重视数学应用的教学，必须加强对学生应用意识的培

养，将应用意识的培养和应用能力的发展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使学生具

有适应生活和社会的能力，使他们能亲身应用所学知识和思想方法去思

考和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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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强调培养数学的应用意识，要让学生认识到现实
生活中蕴含着大量的数学信息、数学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面对实际问题时，能主动尝试着从数学的角度运用所学知识
和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面对新的数学知识时，能主动地寻
找其实际背景，并探索其应用价值。因此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
识，提高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数学教育中尤为
重要。教师在教学中应关注学生数学应用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
养，让学生感到数学有趣、数学合理、数学有用。增强学习数学
的信心。 

一、以实际为基点培养应用数学的能力 
当前我国数学教材中的问题和考题多半是理论化的数学问

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解决现成数学题的能力很强，而把实
际问题抽象化为数学问题的能力却很弱。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
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它的许多概念、定理和方法
都从现实中来。但它有更多结论去为生产和社会各行各业服务。
因此，教师可在遵循教学要求的前提下，精心编制一些与生活、
科学有关的问题，可以使学生感到自己的周围处处有数学，从而
使其萌发学好数学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愿望，把学和用结合起来，
达到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效果。如在教学垂线段一节时，为了让
学生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可以这样引入：小兰的家
在公路边，为了出行更加方便，小兰的爸爸想修一条水泥路直通
公路，怎样修才能使路程最短。请在图上画出来并说明理由。通
过教学不仅使学生知道了从直线外一点到直线上连接的所有线
段中，垂线段最短，同时使学生体会到了学习垂线段在生活中的
实际意义，也学到了运用垂线段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以生活问题为背景培养数学的应用能力。 
有的孩子数学考试成绩很好，但只是死记硬背，机械的重复

操作，是一部学习数学的工具。不会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生活中有许多数学问题，发动学生在生活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既增强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又增强了数学的应用能
力。例如，组织孩子出外游玩，怎样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怎样租车，准备多少食物和矿泉水，怎样买门票最合算，每个孩
子应缴多少钱……这些都与我们所学的数学知识有关。又如怎样
帮助农民伯伯算出堆在墙角的谷堆的重量，通过思考学生知道要
求谷堆的重量，先要求出谷堆的体积，怎样求谷堆的体积呢先要
知道谷堆底面的半径，……通过一番讨论，操作、研究。学生获
得了解决问题后的成功体验，对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更加
充满了兴趣。在教学平均数时，学生理解平均数的实际意义，是
一个难点。通过丰富的实例让学生理解了平均数的意义。我让学
生思考：一条河的平均深度是 1 米，一个小孩身高 1.4 米，他虽
然不会游泳，但肯定不会在这条河里淹死。你说对吗？为什么？
学生通过学习知道了“1 米”是一个平均数，但并不是说河里的
每一个地方的深度都是 1 米，而是可能有比 1 米浅的地方，也有
比 1 米深的地方。在教学长方形的表面积时，让学生给磁带设计
包装盒，如果有 4 盒磁带，有几种包装方式，哪一种更省包装纸
若有 8 盒呢？生活通过在实际的探索中增强了运用数学的能力。 

三、以实际需求为切入点培养数学的应用意识 
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要强调数学的存在价值，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改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被动状态，促使其更为积极、
主动地进行探索。例如“分数的初步认识”这节课，首先要认识
“1/2”，我出示一个月饼，分成两半，让孩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表示出一半。有的用画图的方法，一圆分成两半；有的学生画了
一个正方形，分成两半。有的画一个三角形分成两半，其中的一
半涂上颜色，等等。这时教师出示“1/2”这个分数，告诉孩子
所有这些都可以用 1/2 来表示。有的孩子就提出可以继续用自己
的方式来表示吗？我同意孩子继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随着
教学的进一步深入，孩子们已理解了什么是 1/3、1/4……但在表
示上老师并没有强求学生一定要用分数来表示，有的学生还是用
画图的方法来表示。这时老师出示了 1/100，让孩子们来表示，
这是那些画图的孩子才认识到分数的存在意义，终于接受了分
数。他们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一看似抽象却简洁明了的数学语
言，感受到了数学的价值。 

四、以动手操作为手段强化应用意识 
学生能否发现和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是其数学应用意识

强弱的重要标志。例如，在教学周长的概念时，我先让学生动手
感知周长的实际意义，让学生用水彩笔沿着各种图形的边缘描一
描，用手摸一摸数学书边沿，观看蚂蚁绕树叶的边沿爬一周，再
总结周长的概念。在测量周长时，我把学生分成小组，让学生自
己动手去测量数学书的周长，硬币的周长，树桩的周长等等。通
过这类实践性活动，让生活问题数学化，学生不仅感受到生活中
处处有数学，强化了数学应用意识。 

五、以实际应用为形式培养应用兴趣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引出数学知

识的学习，而且还要引导学生善于把课堂中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应
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把所学的知识和思维方法迁移到解决实际问
题中来，形成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有效策略和能力，以适应社会
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学习“三角形的认识”一课时，让学生通
过推拉等实践活动认识三角形的稳定性后，并运用它来解决一些
实际生活问题，如修补摇晃的椅子，学生会马上想到应用刚学过
的“三角形稳定性”，给椅子加上木条形成三角形，从而使椅子
稳当起来。又如学习“平行四边形”的性质以后，学生知道为什
么电动门、防盗门容易变形？这样使学生学得容易且印象深刻，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如学习“圆”以后，知道为什么自行车
的轮子是圆形的，且车轮轴心在这个圆的圆心上呢？知道大街的
下水道井盖为什么设计成圆形的？这些问题，便是数学在日常生
活中的简单应用。在实际生活中，数、形随处可见，无处不有。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让学生把所学知识和周围的生活环境
相联系，帮助他们在形成知识，技能的同时，让学生感受数学应
用范围的广泛性。   

小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提高和发展，并非一朝一夕
的事，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是一个经历渗透，反复，交叉，
逐级递进，螺旋上升，不断深化的长期的过程。教师应当在适当
的时机，把各种实践活动作为载体，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意识地启
发学生的应用意识，通过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加强数学与生
活的联系，增强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了学生应用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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