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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小学数学生活化策略
罗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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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课程的特点具有抽象性和复杂性。小学生年龄小，认知能力差，更是难以学好这门课程。因此，将小学的数学

知识进行生活化的讲解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有利于小学生数学知识的学习和记忆，而且还能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运用

他们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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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是学生不断学习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阶段。小学阶

段学会的知识和生活学习习惯将对未来的学习生活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因此，这对小学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
他们不仅要正确引导学生学好基础知识，还要将学习内容与
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进一步深刻地
理解知识。

一、营造宽松、愉悦的生活化教学氛围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时以丰富

多彩的形式导入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引入新知，就会让学生
对数学产生亲近感，使小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小学
生认知能力、自控能力是比较薄弱的，好玩、好动的天性造
就了他们只对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有趣的学习内容才会
产生兴趣，宽松、愉悦的教学氛围才能为学生学习新知、展
现自我提供契机。而生活离不开数学，数学离不开生活。例
如，在教学“认识圆柱”时，教师既可以利用硬纸板、包装
盒、彩纸等生活中常见的材料，让学生制作圆柱；还可以展
示生活中圆柱体的物品图片，如烟囱、桥墩、罐装饮料、液
体胶、水杯等，将数学教学与学生生活、社会生活紧密结合
起来，营造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使学生“愿学、乐学”，使
学生更好地吸收知识，达成小学数学教学目标。

二、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
数学教学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只有在具体的生活情境

中加以训练，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数学教师在教
学时要充分发挥生活化教学情境的功能，根据数学内容的需
要和学生实际情况，采用实物演示、游戏、多媒体等教学手
段，创设数学课堂的生活情境。因此数学教师要用心观察身
边的事物，捕捉有价值的生活现象，结合现实中与所授知识
相关的教学资源，给学生还原出真实的生活情境，让学生感
觉耳目一新，进而自然地把数学与生活联系起来，实现数学
课堂教学的生活化。例如，教师设计了一个学生都感兴趣的
门票问题，一个旅游区成人门票是每人每张 20 元，儿童为半
价则为每人每张 10 元，如果团购人数超过 50 人，票价为 15
元，我们学校现有教师 20 人和学生 100 人准备观光游览，怎
样买票最省钱。这种与学生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使整
个课堂还原到现实中的真实场景，学生在生活化的真实情境
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数学运算能力，最后得出准确的答案，
这正是数学生活化的真实体现。

三、引入生活化例题
教师要善于结合课堂教学内容，从社会生活、学校生活、

家庭生活和自然生活四个方面去捕捉生活材料，采撷生活中
的数学实例，用于例题教学环节，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从周围

熟悉的事物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提高数学课堂教学的实效
性。例如，在学习“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这节内容时，教
师便可以引入生活化例题。教师授课引入例题：“同学们，你
们谁能告诉我人体各部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吗？胳膊伸直的长
度与身高的比例是 1：1，脚掌与身高的比例是 1：7……我们
知道这些比例关系，那么去买衣服就知道自己穿哪个尺码更合
适。如果作为警察，在案发现场只要通过测量罪犯留下的脚
印，便能很快估算出罪犯身高……”将现实中的鲜活实例巧妙
地作为例题进行教学，这样学生的思维就顺理成章地被牵引
到本课知识的学习中，真正打造出一节高效的数学课堂。

四、实践活动生活化
数学源于生活、归于生活，数学学科的价值就在于解决

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实践活动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环节，
是沟通数学与生活的纽带。组织学生进行生活化的实践活动，
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让他们体验数学的魅
力，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在学生掌握
了更多、更新的数学知识后，可把数学知识和生活紧密联系起
来，让学生学会恰到好处地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例
如，在掌握了“长方形的周长和面积”一节知识后，教师便要
求学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间教室准备铺设新的地砖，那
么，你们测量一下教室的面积是多少，要用边长为 60cm 的方
砖铺设的话，得需要多少块地砖呢？”这样的问题为学生的动
手实践提供了最大空间，大家都亲自动手去测量教室的长度和
宽度，细心计算出实际面积，并用这个面积数除以地板砖的面
积，最后得出正确答案。通过上述生活化的实践活动，培养了
学生处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动手实践的能
力，有利于其逐渐形成自主应用数学知识的意识。

五、结语
数学离不开生活，只有将数学知识与学生现实生活紧密

联系起来，才能激发起学生求知的兴趣和学习的热情，掌握
更多的数学知识，提升自身的数学应用能力。在小学数学教
学中，教师应依据小学生身心成长特征和学习情况，将生活
化的教学资源迁移到教学课堂中来，真正体现数学的应用价
值，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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