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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实践研究
刘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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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源于生活，是生活组成的一部分。同时数学运用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也非常高。在核心素养理念下的数学教学

课堂中提倡培养学生对数学知识生活化的实践运用和现实迁移能力。通过对学生的数学生活化教学培养，可以帮助学生加强

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强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生活实践运用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数

学基础思维，为以后高阶段数学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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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国家对小学教育
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意在将小学数
学教学与生活实际相融合。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可以提升数学教学的课堂效率，从而促使学生完成自
主学习的能力。因此，本文通过以下内容的阐述，来完成对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有效策略进行研究。

一、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数学源于生活，生活中的数学运用处处可见。尤其在小

学阶段的基础数学知识，更是生活中的影子。数学学科在小
学学习中属于偏复杂和困难的，尤其是一些几何图形的数学
知识，更是抽象而难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免会产生一些
畏难情绪和枯燥无味的感觉，导致学习缺乏动力和兴趣。而
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教学时对基础知识的生活化引入，在课后
作业布置中对生活实际和数学基础知识的有机结合等方式，
可以有效地将数学基础知识生活化，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数学基础素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理念下的综合能力。

二、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一）用数学眼光观察身边事物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以数学眼光去观
察身边的生活环境，让学生对周围生活环境有一个数字化的
认知，引导学生留意周围事物，增强学生对数字的亲和力，
从而加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学生可以先观
察教室里有几扇窗户、几个人等，也可以探索身体的数字化
组成，每个人有几根手指、几条手臂等，激发学生们的想象
力和实际观察能力。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而定。因
此，数学教学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环境，从学生的经验和
已有知识出发，创设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情境，
在教师建设的趣味课堂中，学生可以通过观察、操作、归纳、
类比、猜测、交流、反思等活动获得数学知识。由此来提高
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对生活的观察力。

（二）用数学语言解释生活常理

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规模巨大，而数学本身就是一种语
言，具有工具性和基础性。信息时代下，数字可以用来编写
代码，存储信息，更加突出了其重要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尽量将抽象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有机结合，可以通过
将生活数字信息与教育结合的方式，提高学生对数字信息在
生活中应用的认知，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创设数学问题情
境，让学生凭借生活经验做出解答，例如，早晨几点起床？
几点出门？几点到达学校？由此来推断每天上学的准备时长
与从家到学校的用时多少，使学生认识到数学就在人们的生

活之中。时间是生活中最常见的数字形式，教师在小学数学
教学中也可以对其合理运用，例如，以当时的时间为起点，
问学生们 5 个小时后是几点，或者给学生讲解一天有 24 个小
时，用数字为学生解释生活常理，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角度出发，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三）用数学思维分析生活问题

数学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数学知识与生活具有紧
密的联系，数学思维是一种缜密的、逻辑性的思维，生活中
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数学思维解答。在小学的教材中，有
许多问题都来源于生活，例如，你今年几岁？你的父亲几岁
2 年后你们分别几岁等问题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教师通
过趣味性的提问，可以与学生达成良好的教育沟通，让学生
意识到数学源于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常与学生的交
流中，教师也可以通过聊天的方式与学生进行问答，例如，
全班有多少名学生，现在在教室里的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没
有在教室中。让学生们通过计算，去了解生活中的数字规律，
从而产生数学思维。让教材上的数学思维回归生活，并在生
活中得以应用。数学思维的培养是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
过程，小学阶段正是人学习观念和思维习惯的形成时期，而
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就是要致力于夯实学生数学思维基础。

（四）用数学意识提升生活质量

小学是学生成长与培养意识的重要阶段，小学数学教育
是培养学生逻辑性思维、数学化理念的重要过程。对小学生
来说，要理解小学数学知识具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可以通过
生活中各种数学的应用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加强学生对数
学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是指教师通过教育培
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看到生活中的问题时，自然
形成数学意识。

三、结论
总而言之，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开拓教育思维与空间，

给学生自由思考、积极学习的生活教育环境，是每个教育工作
者的职责，注重数学眼光、数学语言、数学思维、数学意识在
现实生活中的合理应用与结合，是教育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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