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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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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实施，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教授学生知识，还要全面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从而为我们的国家培养一批良好的继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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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生活化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教师通常会受教学目标的影响，

在一堂课中为了保证知识理论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讲解完，
教师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进行相应的知识讲解。而枯燥无味
的知识讲解会使学生很快进入疲倦期。因此，教师在实践教
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生活化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课堂
学习效率。比如，在讲解如何认识时间这一章节时，相关数
学教师可以通过对学生进行设疑提问，让学生了解时间的概
念，并学会如何认识时间，比如在课前导入过程中通过询问
学生本节课的上课时间是什么范围来进行引出课题，挺长情
况下学会对于上课时间会比较了解，因此他们会很快回答出
来，那么借此教师可以继续询问，如果当前的时间为 8：00，
老师在这讲完 20 分钟之后让大家进行小组讨论，同学们能
不能快速回答出具体时间呢？学生会很直接的回答出 8：20。
这样的生活化教学方式还可以运用到学生的课后习题练习中，
比如让学生将自己一天的时间安排列出一个表格，从而在课
后练习中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生活化教学效率。

二、培养小组合作模式
当前的教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引导的教学模式。这就要求相关数学教师应充分尊重
学生的主体性，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积极丰富教学
活动内容。比如在练习学生的小数加减运算能力时，可以采
用对学生进行分组的形式来完成生活化的教学，教师通过让
每个小组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设计一道与小数加减有关的计算
题，规定每组有一次出题的机会，其他的小组则参与答题环
节，比赛规则就是看谁计算得最快，如一组同学可以根据与
妈妈买菜的经历来设计应用题：小明和妈妈一共带了 20 元去
超市买水果，买了 7.6 元的香蕉和 12.3 元的苹果，问妈妈和
小明带的钱够不够？如果够，还剩多少？然后其他小组进行
快速运算。这种通过竞赛的形式进行教学不仅将生活化教学
很好的融入，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小组荣
誉感，学生们通过教学活动可以很好的将实际生活中的所见
所闻运用到理论的学习中去，同时这种教学模式还可以具有

反馈作用，帮助学生提高对知识理论的实践运用，也就是在
实际生活中学生会更加重视对知识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寻
找课堂学习的对应点，从而激发了学生探索的精神以及自主
学习的兴趣，从而达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三、对学生进行有效地思维引导
运用小组教学的方式，可以很好的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充分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性。而在此过程中，教师作为学生
学习的引导者发挥着巨大的运用，如果教师起不到很好的引
导作用，那么学生的课堂活动就会变得杂乱无序，整节课都
在混乱中度过，从而达不到有效的教学目的更不能培养学生
的教学生活化意识。

因此，在小学数学知识理论教学过程中，相关的教师应
该做好引导者的本职工作，架起学生与知识内容沟通的桥梁，
并引导学生将新的知识理论融入到实践应用中去。比如在学
习了相关图形以后，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去发现所学的图形
以及特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如红领巾是等腰三角形，凳
子腿一般设计成三角形，而不设计成平行四边形是因为三角
形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而平行四边形具有不稳定性。同时，
对于学生小组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应该及时的指出，否则
学生在实际情况中遇到与课堂理解不一致的情况，会对现实
情况产生怀疑。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的研究，不仅可以

帮助学生有效地掌握知识理论体系与实际情况结合，还可以
通过提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相关技能应用，如悬疑设置、
思维引导等方式，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生活化的教
学模式充分尊重了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在丰富课堂内容，提
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将教学的知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不
仅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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