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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的有效性策略
吴拥媚

广西藤县藤城中心校　广西　藤县　543300

摘　要：随着教学方法的发展和变革，问题情境创设法已然成为小学课堂教学最实用且有效的方法之一。有效的情境创设策略

可以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专注力，激发学生对数学问题的探索精神和解决问题的积极性。通过这种将数学问题情景化的办法使

学生面对书本枯燥的文字之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可以切身体会到数学的实用与奥妙，在增强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方面有极

大作用。因此不管是对普通教师还是教育学者来说进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有效性策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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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学课堂情境创设的现状

我国特级教师李吉林在探索出语文情境教学之后又将这

一思想延伸到理科的教学之中，自此在理科的教学中又增添

了这一具备创造性的新方法。2011 年版的课程标准相比较

2001 年版的课程标准更加强调情境在教学中的作用，将数学
的抽象性与情境的形象性相结合，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

而经调查发现，现在的数学课堂情境创设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情境的形式化

情境创设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形象化的情境中更好地理

解数学问题，从而内化数学知识。但是情境创设与数学问题

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才能让学生真正置

身其中。但在当前的教学中情境创设存在为了创设而创设的

情况，刻意给数学问题套上不太合适的包装，反而适得其反。

这种生搬硬套的情境创设不仅难以激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

也脱离了我们的实际生活，不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伪情境

情境分真情境与伪情境，真情境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活意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具有重

要的数学价值。脱离了这三个条件的自然就是伪情境。第一，

伪情境的创设与我们的教学目标大相径庭。第二，伪情境在

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或不符合科学规律，这样的情境不具

备科学价值。第三，伪情境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偏离，增强了

学生的学习难度，违背我们搭建学生与抽象知识之间桥梁，

让学生与抽象知识距离更短的初衷。

二、小学数学课堂问题情境创设应具备的几个特征

小学数学课堂问题情境创设应该设置明确的、科学合理

的应当具备的特征，基于这几个特征和原则开展课堂情境创

设教学，才能为后期进行有效性策略的研究奠定基础，实现

小学数学课堂情境创设的优化和教师的教学目标。

（一）真实性

具备真实性的情境应该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生活的情境

可以加强学生的课堂专注力和代入感，激起学生的共鸣，让

学生体会到数学与生活的相关性和不可拆分性，从而激起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情境创设也应与生活客观规律相符，

不切实际、脱离了现实客观规律的情境反而拉远了学生与抽

象知识间的距离，让学生摸不着头脑。

（二）可接受性

小学数学课堂的情境创设应该以不同年级、不同年龄段

的学生的思维、生活经验、知识基础、认知规律等为基础，

作出难度水平不同、复杂性不同的情境创设，这样的量身打

造的情境创设符合不同阶段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在他们知识

基础以内的情境创设更容易被学生接受，也更容易激发学生

思考、提高学生兴趣。

（三）层次性

对小学生来说，我们教师的数学课堂的情境创设多是简

单直接、通俗易懂的，但是学习是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有时

过于简单的情境难以引发学生的思考。在实际教学中，情境

创设必须结合学习的进度，有一定的层次性，层层递进，从

易到难、由浅入深，带领学生在不同难度的情境中遨游，持

续引发他们思考，在思考中将数学知识内化。

（四）趣味性

小学低年级学生在课堂中以无意注意为主，而有意注意

的时间较短，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尽量去创设趣味十足的情境

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例如在情境创设中加入小学生喜爱的

卡通动画、故事、小游戏等元素以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

兴趣，同时减轻学生的课堂压力，让学生在“玩”中学。

三、小学数学问题情境创设有效性策略

（一）重视并强化教师对数学问题情境创设理论知识的

学习

现今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展并普及情境创设课堂学

习，但是教师在理论学习方面还有所欠缺，许多教师仍旧缺

乏相关的情境创设理论知识，在课堂实践中以以往的教学经

验为主，少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这样的情境创设常常是

不够科学合理的。一方面，我们要明确提出问题情境教学的

基本含义。所谓问题情境创设，应该是一种问题的刺激模式，

即问题的呈现形态和组织方式。显然“问题”是核心的、本

质的，而“情境”是问题的辅助。我们教师在问题设置上应

该严谨科学，问题设置科学合理，情境创设才有意义，盲目

追求情境的形式反而是本末倒置了。只有具备正确的理论理

解，才能将学生通过情境创设正确地引入到我们的数学问题

之中。在另一方面，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和实践问题的局势需

要数学小学教学创造新的课程标准，才能让情境创设更有效

地运用于我们的实际教学之中。

（二）创设形式丰富的情境

情境创设可以放在课程导入部分，也可以贯穿我们整个

数学课堂的始终，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应该创设形式足够丰

富的情境方能引人入胜。在大多情况下，教师都会选择应用

情境创设作为新内容的开端向学生输入新知识。课堂导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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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很多，常见的导入形式有故事、游戏、音乐、图片等，

以上都是情境创设的范畴。一个丰富的情境可以快速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求。教师可以集思广

益，在以往的经验上多加创新，结合多种情境创设的方法以

达到丰富情境的目的，发挥小学生无意注意的作用。但是必

须注意的是，创设的情境需与本节课的教学重点联系，而且

情境中需蕴含数学知识与数学逻辑。情境的外在形式丰富性

固然重要，如何丰富情境的实质内涵也是我们必须进行思考

和研究的课题。

（三）成立“问题情境创设”教学课题小组，分工合作集

思广益

学校可以以年级为单位，学科为单元，组建创设问题情

境教学课题小组，课前组织小组成员进行头脑风暴，集结各

位教师的经验加以创新，针对如何创设更有效的情境输出一

套科学合理、受大众认可的方法；课中让其余教师以评委的

身份进行评分、输出改进意见，从而加以改进，提高教师情

境创设和教学能力；课后对问题情境教学实践效果进行研讨

和反思，进而不断改进完善实践中的情境创设方法，最终推

动情境创设教学方法理论体系持续发展、创新和进步。但是

在小学数学教学之中，情境创设的备课需要耗费教师们大量

的精力以及时间，使得教师压力增大从而无暇顾及情境创设

的细节，也有许多教师难以分出精力进行情境创设的研究讨

论。因此，我认为可以考虑实行轮流制小组问题情境创设，

通过集体备课，集思广益，分工合作，资源共享的方法途径，

减轻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最终实现共赢。同时学校领导也

应提高重视，积极鼓励教师的情境创设备课活动并给出一定

的指导意见和建议，才能让情境创设全面发展起来。

四、结语

要想增强情境创设有效性，除了科学有效的策略，少不

了在实践教学中不断反思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策略固然

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教学反思与总结，也就不会有教学水平

的提高，更不会有教学方法体系的发展进步。以上我对小学

数学课堂情境创设有效性策略研究的几点想法，希望能为课

堂情境创设的发展进步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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