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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活的小学数学教学有效性研究
敖　芳

重庆市奉节县永乐镇中心小学　重庆　奉节　404600

摘　要：教师应注重数学教学中生活化教学模式的实施，在教学中创造生活状态，使学生能够感受到数学学习的快乐，并将

课堂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本文探讨了如何立足生活，提高数学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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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

学生只有对某件事有了兴趣，才会有学习的动力。因此，

教师就需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调动学生数学学习兴趣。而

生活化情境不仅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还能使他们更好地吸

收数学课本中的知识。

例如，在教学“可能性”时，为了使学生初步体验有些

事件的发生是确定的，有些则是不确定的，经历可能性的实

验过程，知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有大小的，教师引出了这

样一个话题：“同学们，你们摸过奖吗？”学生们争先恐后地

说：“老师，我和我妈妈在超市摸过奖。”听到学生们你一言

我一语地说着，教师说：“今天，我们在班级进行一次摸奖游

戏，你们想不想试试？”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想。”接着，

教师说：“老师手里面有 6 张奖券，一会儿老师抽取 6 名学生
上台来，我们看看他们的手气怎样，摸到‘有奖’的，会获

得相应的奖品。”接着，教师抽取了 6 名学生。学生们依次上
台来，很快 5 名学生都摸完奖了，都没有中奖。教师说：“现
在还剩 1 名学生没有摸奖，你们说他会中奖吗？”学生们纷
纷说：“会。”可是结果还是没有中奖。教师说：“看来他们的

运气都太差了。”学生们回答：“不是他们运气差，是里面根

本就没有奖。”这样的教学设计，不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还充分发挥了学生运用实际生活经验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二、引导学生用心观察生活

现行的数学教材中，大多数知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挑选

出来的。因此，教师在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培养的时候，应

注重对学生生活化学习的引导，以此促使他们在接触数学知

识时，能自觉结合生活，通过实际生活中的观查思考数学课

本中的一些知识，从而能真正意义上将生活化教学的核心作

用发挥出来。

例如，在教学完“角的初步认识”一课时，为了让学生

们初步认识角，知道角的各部分名称，并能初步认识角的大

小等，教师在上课之初向学生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同学

们，今天学完角的基础知识后，你们能说出在生活中有哪些

带角的物体吗？”学生们纷纷举手抢着发言，有的学生说：

“操场上的一些建筑物中有角。”还有的学生说：“老师，我们

的黑板有角。”也有的学生说：“老师，我们的书桌有角，我

家的电视机也有角。”同样，当教学完“长方形和正方形”一

课时，教师可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哪些物体是长方形，哪些

物体是正方形的。这样的教学设计，不仅可以使学生通过观

察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将课堂所学的数学知识与生活进行有

机结合，还能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基于生活的数学语言教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想让学生更容易吸收数学课本中

枯燥乏味的数学知识，应借助生活化教学手段进行课堂教授，
从而有效激发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教师在运用生活化情境
教学时，应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如好动、贪玩、好奇心强、
思维能力薄弱等。

例如，在教学“长度单位”一课时，为了让学生们通过
测量物体等具体操作活动体会长度单位的必要性，知道长度
单位的作用，了解长度单位形成的过程，教师在上课之初向
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都知道《小马过河》
这个故事吗？”学生们纷纷回答说：“知道。”听到学生的回
答，教师说：“那你们能不能帮小马量一量河的长度与深度，
让它过河呢？”学生们便拿起自己手里面的尺子，要量量看。
接着，教师便带领学生们进入了后续的教学中。这样的教学
设计，不仅让学生们不知不觉地学习了“长度单位”，并使学
生认识了厘米和米，知道 1 米等于 100 厘米，初步建立 1 厘
米、1 米的长度概念，还将数学与生活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四、教学过程中结合多媒体技术
如今，很多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被应用到小学阶段的教学

中，多媒体技术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青睐，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数学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教师在制作教学课件时，应当加
入一些生活中的元素，让学生能够结合自己在生活中积累的
经验学习数学知识。

例如，教师在教学有关分数的内容时，就需要先让学生
理解整体与“1”之间的关系。这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动画、
视频等方式，为学生演示切西瓜。将西瓜切成两半时，就要
为学生以分数的形式展示出来，让学生能够理解 1/2 指的就
是西瓜的一半。虽然现在很多教师都开始利用多媒体进行教
学，但是只是将板书内容以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未能结合
一些生活中的情景或实例，学生难以真正理解一些较为抽象
的数学知识，学习的质量和效率可想而知。

五、结语
简而言之，将现实生活与学习内容相结合，学生更容易

理解达到以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教师应结合数学知识和
生活教学，运用生活数学语言教学，引导学生用心去观察生
活，将课堂上学到的相关概念和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逐
步学会辩证地理解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使学生充分感
受到数学带给他们的快乐，以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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