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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下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设计探讨
李榜红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湄江街道核桃坝小学　贵州　遵义　564100

摘　要：：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现代教育要求运用新型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教育理念开展教学工作，融现代化多元

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风格于教学活动中。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只有通过生活教育，才能使数学教育成为真正的数学教育。

课本的知识单一、课堂教学枯燥，但一旦将数学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数学的教学内容也就丰富了起来，可以使学生对学习

过的知识印象深刻，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创新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小学数学；生活化；探讨

《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是人类生活的工具；
对数学的认识不仅要从数学家关于数学本质的观点去领悟，
更要在数学活动的亲身实践中去寻找。”数学与学生的经验有
着密切的联系，如何把数学教学生活化，把学生的生活经验
课堂化，化抽象的数学为有趣、生动、易于理解的事物，让
学生感受到数学其实是源于生活且无处不在的，数学的学习
就是建立在日常的生活中，学习了数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生
活中存在的数学问题，更好地体现生活。实现“人人学有价
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
到不同的发展”。

一、数学语言生活化设计。
生活语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来交流的普通语言，它

通俗易懂，生动形象，随意性大。数学语言是用来表达数量
关系和空间形式的数学化语言，是数学特有的形式化符号体
系，它具有简练、严谨、抽象和形式多样的特点。学习数学
的过程也就是数学语言不断内化、不断形成、不断运用的
过程。
（一）借助生活语言说清思路。

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有时可以借助生活语言来说清
思路或算理。如有这样一道题目：瓦工的工资是每人每天
55 元，小明家砌房子，请了 8 个工人做了 6 天，一共应付
多少元？学生很快列出如下算式：① 55×8×6 ② 55×6×8 
③ 55×（8×6）。在讨论解题思路时，对于第一、二种解法，
大家都能说出道理，对于第三种解法发生了争执，认为 8×6
这一步没有意义，所以是错误的。这时，有位同学站起来说：
“这样做是对的，我家砌房子，爸爸就是这样算工钱的。爸爸
说，一个人做一天就是一个人工，8×6 就表示一共做了 48
个人工。”“对。”有人补充说，“这也可以认为是总的工作时
间”。大家听了他们的发言，连连点头。一种较难理解的思
路，借助于生活语言很快得到了解释。
（二）借助生活语言形象记忆。

数学语言有时比较抽象，学生记忆有些困难，这时可以
编出一些儿歌，借助于生活语言，帮助学生形象记忆。例
如教学“9 加几”。它是教学用“凑十法”口算 20 以内进位
加法的起始课，怎样让学生又快又准确地记住“几与几凑成
10”呢？我与孩子们一起编出了“凑十歌”：小朋友，拍拍
手，大家跟我一起走，我出 1，你对 9，2 和 8，4 和 6，3、7
相加刚好够，和是 10，互为凑，剩个 5，找朋友，两 5 相加
刚好够。把“凑十”生动形象地比喻成找朋友，符合孩子们
的认知理解水平，从而有效地将数学学习与生活经验紧密联
系在一起。

二、数学情境生活化设计。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努力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去贴

近学生生活，将数学与学生的生活、学习联系起来，使课堂
充满生活气息，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掌握数学知识。
（一）创设生活画面情境。

小学数学教材的内容来源于生活实际，但生动的内容被
列入教材后就成了抽象的概念。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创造性
地再把教材还原于现实生活，将数学教学与生活融合，勾勒
出“生活画面”，就可帮助学生学好数学。
（二）创设生活体验情境。

在数学教学中，要求教师教学时去配置生活原型，但有
些问题在课堂中不能真实展现，却日常生活中学生已经经历，
教师可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际材料，用问题情境模拟出来，
让学生亲自体验。
（三）现场体验数学知识。

如：又如教学“平行四边形的特征”时，我把学生带到校
门口观察电子伸缩门的构造，并通过操控电子门，观察到平行
四边形容易变形的特点。如此引入，给学生以新、奇之感，以
“趣”导航，把僵化的课堂教学变成充满活力的学习乐园。

三、数学作业生活化设计。
（一）对书本作业形式作有效改进。

传统的作业有其形式单调的不足，而且在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方面也没有予以体现。为此，我将传统的作业进行了
改编，力求找出所学知识与生活的联系的基础上，结合学生
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各种贴近儿童生活，具有
很强时代性、应用性的作业。在既达到作业练习目的的同时，
又体现新课程所倡导的理念。
（二）做好生活中数学资源的有效挖掘。

小学数学知识与学生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
上，学生生活经验是否丰富，将影响着学习的效果。例如学
生在学习了《认识时间》一课后，虽然能认识一些时刻，但
还缺乏时间观念。在教学中，发现了“我晚上睡觉是 5 时”
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我设计了一个作业：快乐的星期天，
让孩子们将一天的活动时间记录了下来。在反馈时，我们看
到了孩子们认真、细致地记录。

数学课堂教学应该将课堂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生活
课堂化，让课堂生活化，引导学生把数学知识运用到学生的
生活实际中去体验感受，让学生展开想向的翅膀，吸引学生
的参与，变“苦学”为“乐学”，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数学来源
于生活又是解决生活问题的基本工具，达到数学课堂教学生
活化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