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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生活化探微
林　珊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柳市镇第十六小学　浙江　温州　325600

摘　要：如今，传统教学方法已不再适应小学教育，生活化教学在新课程改革的潮流中应运而生。因此，在小学教学过程中，

教师必须从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开始进行创新和改革。这不仅是为了教育行业的发展，更是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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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生活即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也明确指出：数学教学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从

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出发，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引

导学生开展观察、操作、猜想、推理、交流等活动，使学生

通过数学活动，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那么，如何使

数学教学生活化呢？

一、教学情境生活化，诱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师要善于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将数学知识融入多姿多

彩的生活中去组织教学，以生活中的数学现象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体验到学习数学的乐趣。

如在教学“分数的意义”这一课时，笔者结合课件的动

画与配音以故事引入教学：“猴妈妈带着 4 个猴孩子住在山脚
下，某天，猴妈妈上山摘得 8 个大小一样的红苹果，她把这
8 个红苹果平均分给 4 个孩子，每个孩子分到了 2 个红苹果；
过了几天，猴妈妈再次上山又摘得 4 个一样大的红苹果，她
把这 4 个红苹果平均分给 4 个猴孩子，每个孩子分到了 1 个
苹果；又过了几天，猴妈妈再次上山了，可是这一次猴妈妈

只摘得了 1 个苹果，她想把 1 个苹果还是平均分给 4 个可爱
的孩子，该怎么分？每个孩子可分到几个苹果呢？”有趣的

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的声音与动画一下子把学生带入了模拟

的生活情境中，学生纷纷举手表示愿意帮忙，并说出自己的

想法，也体会到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当要平均分事物得不到

整数结果时，可以用分数来表示。可以看出，教师认真挖掘

教材的内在因素，根据知识特点设计合适的生活情境，由于

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密切联系，学生学习的兴趣浓厚，思维

得到极大的调动，这时在愉悦的情绪驱使下，探索新知的欲

望随之高涨。

二、数学问题生活化，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

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探索的内

驱力。生活化的数学问题更加贴近学生的思维发展区，不仅

可以拉近师生的距离，同时也可以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

到对新知的探究中。

如“分数的意义”一课，当学生了解了分数的产生后，

笔者随之抓住 1/4 这个分数，让学生小组合作把事先准备好

的长方形、正方形、圆形纸片，通过折一折、画一画等方式

在纸片上表示出 1/4 这个分数。由于与实物操作紧密联系在

一起，单调枯燥的数字随之显得灵动，抽象的数学也变得具

体形象。接下来的小组汇报中，学生展示操作结果，并都能

对自己的折法、画法说得有理有据，自然而然地也就理解了

分数所表示的意义。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笔者提问：“生活

当中有更多表示 1/4 的方法吗？”有学生回答：“可以把一个

班的学生看作单位 1，平均分成 4 份，取其中的 1 份，用分

数表示就是 1/4。”还有的同学说：“一堆沙子也可以看作单位
1，平均分成 4 份，取其中 1 份就是 1/4。”学生说了很多，然
后笔者又问：“1 米长的绳子有办法表示出它的 1/4 吗？”有

的学生就迟疑了，当笔者拿出一条 1 米长的包装带时，学生
们跃跃欲试急于上台操作演示，这就是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

相联系的魅力所在。

三、学习经验生活化，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导学生把所

学的数学知识应用到现实中去，以体会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价值。可见，把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是学习数学的最

终目的。这就要求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会观察、思考、分析，

总结规律与方法，再用于指导生活实践，体验学习数学的

价值。

如“因数与倍数”这一部分知识的教学，笔者以班级学

生人数来设计题目让学生展开因数与倍数的讨论。在集合队

伍时，有学生就指出，班级中共有 28 位同学，站成两纵队人
数正好相等，站成四纵队人数也正好相等。还有学生补充说：

“其实就是求 28 的因数，28 的因数是有限的，找因数一对一
对找就不会遗漏，1 和 28、2 和 14、4 和 7。”随后笔者又提

问：“知道了班级总人数，假如给各位同学分发筷子，这当中

能发现什么数学问题呢？”有学生惊喜地发现：“不管几个人

吃饭，所取筷子的总根数都是偶数。”还有学生答：“肯定也

是合数，因为一定有 2 这个因数。”可以看出实践活动巩固了
所学知识，学生们体验到了数学与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也

体验到了学习数学的价值所在。

总之，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挖掘与利用生活的

丰富资源，引导学生感受“数学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

真谛，通过“生活化”的数学教学，让课堂教学凸显实效与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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