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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教育中情感教育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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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感教育能够有效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追求真理的欲望。因此，教师在数学教学中，要促使学生提高主动学习

的意识。本文简要阐述了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现状，并提出一系列策略将情感教育渗透至数学教学中，希望能够全面培养小学

生的发散思维，从根本上培养小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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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数学是小学教育工作中的基础课程，数学教学能
够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创新实践能力，
对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小学生身心发展不够
成熟，在学习数学知识时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导致数学教
学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因此，有必要利用情感教育激发学生
的数学学习兴趣。

一、当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现状
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对于一个高楼而言，地基是最重

要的，同样对于学生而言，基础是最重要的，而小学阶段就
是打基础的阶段，对之后初高中的学习至关重要，尤其是数
学，数学是一门结构紧密，需要逻辑思维的学科，相比于思
想品德等重点在于背诵记忆的学科，需要学生大量的脑力活
动，根据菏泽市某一实验小学的调查统计显示：学生中喜欢
数学的占 30%，对数学表示还行的占 45%，有 25%的学生表
示根本不喜欢数学；在喜欢数学的学生中出现了男女分化的
情况，男生占其中的 70%左右。很多学生在遇到数学难题的
时候懒得动脑筋而选择跳过或是找学习好的学生直接抄上结
果了事，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和不信任，是不可取的。

二、情感教育在小学数学教育中的渗透策略
（一）在课堂中营造情感氛围
小学数学教师在讲授不同知识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讲

解知识，要营造出学生喜欢的良好情感氛围，用来调节课堂
气氛，彻底打破课堂教学沉闷的情况。教学情景进行特定的
创设，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情感，实现情感与情景的交融。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情感教育能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内
驱力”，促使他们去主动学习、积极探究，从而表现出集中的
注意力［1］。在教学“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减法中，一开始
我便带领学生走进这样一场情景之中：老师有一位好朋友叫
猩猩博士，他可有学问啦！他家呀，就住在森林王国里。森
林果树上长满了智慧果，等会儿谁表现得好，老师就摘一个
送他。博士就住在森林深处的聪明屋里，你们想不想去他家
做客呀？去他家一路上会遇到很多难题……充满情感色彩的
语言和美丽画面的展示，使学生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
的求知欲望，唤起了他们学习数学的情感。接着，带领学生
集中注意力到屏幕上复习了有关的知识，将他们的情感极速
地导入正确的思维轨道。
（二）应用富有趣味性的课堂导入
课堂导入对于学生来说，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教师

只有运用趣味性的输入法，实现情感教育与趣味教学的有效
结合，才能实现两者的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为
此，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运用趣味性的导入方
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情感，激发学生潜在的探究情感。

例如，教师在讲“小数”的相关内容时，可以通过有趣的问
题情景导入，激发学生的思考热情。教师可以在黑板上分别
写 1、10、100 这三个数，让学生开动脑思考这三个数在何种
情况下能够相等。此时，学生会非常的好奇，这三个数分别
是另一个数的倍数，或是十分之一，这三个不一样大的数字
怎么会相等呢？这时，有的同学会说，可以在这三个数后面
分别加上单位，如长度单位 1 米 =10 分米 =100 厘米［2］。此
时，教师可以再次提问，那如果长度单位相同的情况下，这
三个数会不会变成等式呢？这样便引出知识点“小数”的知
识。教师在知识点讲解完毕之后，学生就会明白 1 米 =1.0 米
=1.00 米，厘米和分米为单位也是同样的表示方法。通过这样
的趣味导入法，学生会带着浓厚的兴趣及探究欲望开展学习，
增加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三）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技术

情感视域下对小学生开展数学课程的授课活动需要着重
突出小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小学生能够在兴趣的激励下积
极主动的开展数学课程的学习活动。教师在讲述“鸡兔同笼”
问题时，教师可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根据教学要求制
作与“鸡兔同笼”有关的动画小视频，以播放视频的方式将
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展现出来。生动形象的动画视频能够有效
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将小学生的思维意识集中到课堂之上，
“鸡兔买卖”问题是一种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就如同小学生到
文具店购买铅笔、橡皮一样，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十分容易
接受，有效规

避小学生在数学课程学习中“理解难”的问题，充分发
挥小学生的想象力。使小学生能够在动画视频的引导下，自
主开展“鸡兔同笼”问题的讨论研究活动，通过自主探究与
小组探究，寻找到解决“鸡兔同笼”问题的方法，有效调动
学的主观能动性［3］。提升数学课程的学习质量，开发学生智
育，深入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

结论：综上所述，通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与情感教
育的有效结合，教师可以充分运用情感的力量，促使学生的
个性发展。教师利用以上方式渗透情感教育，用自己的真情
真意感动学生的内心，促使师生情感良好互动、协调发展，
培养了学生的课堂参与意识，形成了良好的数学素质，从而
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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