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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活情境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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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情境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随着新时代教育的不断发展，小学数学的课程教学要进行革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成为

小学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通过积极探索小学数学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在小学数学中创设生活化的情境，将理论知

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解决问题，由此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本文旨在阐述现阶段小

学数学课堂教学存在问题，探讨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引入生活情境的意义和实施策略，促进小学数学的革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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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tuational teaching is a teaching method.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needs to be innovated,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y actively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real life, we 

can create a life-oriented situation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apply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real life to solve problems, which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This paper aims to elaborate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at this stage,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introducing life situations into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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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数学是一门梳理逻辑思维较强的基础性学科，由于其复杂性和抽象性，对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学习的难度较大，在学习的过

程中很容易产生抵触心理，导致数学学习的兴致不高，影响小学数学的课程教学发展。因此，为了顺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理念，小学数学

课堂教学进行全面革新，在教学方法上融入了情境教学法，积极构建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教学情境，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鼓励学生在数学实践中探索数理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逻辑能力，

从而有效地提升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效果。

一、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1.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较差

一方面，小学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尚不成熟，缺乏足够的

自我控制能力，在面对需要较高逻辑思维的数学问题时，会呈现

出兴致不高表现，甚至会下意识的逃避问题，增加了学生学习

数学的难度，这些心理问题就会导致小学数学的教学效果不甚

理想。

另一方面，教师并未站在学生角度进行教学创新，仍采用传

统的宣讲模式进行授课，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导致

学生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一直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这让本

就对数学学习兴致不高的学生更加感到枯燥厌烦。

2.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薄弱

通常情况下，小学阶段的学生尚未形式完备的逻辑思维体

系，对抽象化的概念、定义等数学知识无法得到良好的消化。[1]比

如，在“空间图形”的课程教学中，即使教学内容大多是具体的

图形，但由于学生缺乏成熟的空间想象力，无法灵活的运用所学

到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图形问题。再者，数学学科的知识体系具有

较强的连贯性和联系性，随着教学的深入，学生基础的逻辑思维

没有打好基础，就这会导致后续难度升级的数学理论得不到及时

的接收，从而导致学生对数学学习愈发吃力，学习进程跟不上教

师的授课进程，渐渐的失去对数学学习的信心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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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明显

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下，小学数学的课程教学往往更加重

视教学的进度，教师通过重点、难点的知识讲授，最终以学生的

测验成绩来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忽视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

的主体地位。《初中数学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不同的人在

数学的学习上应得到不同的发展。”这就要求小学数学教师在实

施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必须关注每一名学生，注重学生之间的差异

性。然而，部分小学教师为了达到课程的教学进度，仍采用集体

教学的方法，常常忽视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长此以往，不均衡

的教学授课会导致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违背了素质教育的

教学初衷。

4.教师的专业素养较低

由于学生正处在系统学习的初级阶段，小学数学教师具备的

专业素养是保证教学工作顺利、高效进行的前提。[2]情境教学法需

要教师投入大量的精力，教师需要对教学内容惊进行系统的掌握，

明确其中的重点和难点，再对学生的生活实际进行考察，将相关的

数理知识融入到生活实践中，这就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程度的生活经

验常识和实践创新能力。然而，现阶段小学数学教师可能缺乏运用

生活中的实例来阐释数学理论知识的经验，只一味的根据教材来授

课，无法将数理知识很好的融入到课程教学的革新发展中。

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引入生活情景的意义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教学是传授知识、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一个良好

的课堂教学氛围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根据新课标的要

求，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帮助学生掌握数据分析、数学

计算、逻辑推理等方面的数学能力。然而，由于小学时期的学生

正处在逻辑思维能力的初级养成阶段，往往难以消化数学学科中

具有复杂性和逻辑性的理论定式，长此以往，学生会逐渐失去对

数学学习的兴趣和信心。[3]面对这种情况，教师需要基于生活情境

对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创新，将课程教学同

学生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使枯燥的数学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将抽

象的理论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并掌握。通过生活化的情境教学

模式，学生可以更直观的感知数学知识，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积极参与对数学知识的探索和发掘，帮助学生重新树立起学

习数学的信心。

2.便于学生理解学术知识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教材中数学理论、公式概念等较为抽

象，对学生的数理逻辑思维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导致学生难以

接收、理解。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数学知识，教师在教学中

通过创设生活化的情境，将晦涩难懂的数理知识转化成学生熟悉

易懂的生活经验，使原本抽象的概念变得亲切、具体、形象，推

动学生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索的思维转型。比如，在“图形面

积”的章程教学中，教师通过创设“铺地砖”“换桌布”等实践情

境，让学生在生活化的情境教学中理解“面积”的定义以及相关

的实际应用，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数学知识和实践技能，体验教

学中的乐趣与满足，从而提高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教学效率和教

学质量。

3.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教师的课堂教学往往是单向的知

识输出，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接收地位，这种“填鸭式”的教学

模式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性降低，教师无法及时获知学生的

学习情况，从而导致教学水平的参差不齐。鉴于此，教师通过引

入情境教学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让学生积

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在日常生活的情境里探索数学知识，并引

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结局问题，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动手

操作能力，启发数学逻辑思维，使得学生的自主创造能力得到提

高，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4]

三、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引入生活情景的策略

1.基于教学内容创设生活情景

作为小学课程的基础性学科，数学和人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

关。为了提高小学数学的教学效果，教师需要革新传统的教学观

念，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加强对情境教学的重视，以学生的

实际生活为创设基础，使学生身临其境的融入生活化的教学环境

中，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对

数学知识的探索欲。

（1）生活经验

为了使情境教学法更好的发挥作用，小学数学教师需要依据

教学内容，立足实际，创设出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教学场

景，将数理知识同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将抽象的理论概念变

得生动化、实用化，消除学生对数学的距离感和畏惧感，有助于

学生构建出清晰的理论框架，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教学的学习

过程中。[5]比如，在“图形的运动”的课程教学中，为了方便学生

理解图形平移的定义和特征，教师可以根据商场的电梯运行为教

学案例，利用多媒体技术向学展示商场电梯的平移运动图频，再

让学生结合自己逛商场的生活经验，理解图形运动的客观规律。

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结合生活经验发散思维，联想生活

中其他有关图形运动的现象，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

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

（2）个体差异

教师在创设生活情景时，需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根据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有针对性的进行难易程度不同的生活

化教学场景。比如，在“学术计算”的概论章节教学中，教师根

据学生的生活经验，创设出商店购物的教学情境。对于学生能力

较强的学生，教师可以在购物采买时增设计算难度，比如让学生

计算商品的折后价格；对于学习能力较低的学生，教师可以根据

不同商品的简单叠加，让学生计算不同种类的商品销售总额。如

此，生活情境教学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还可以培养

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促进学生共同进步。

2.用生活化的语言解释数理知识

在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逻辑和理论认知尚未成熟，对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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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材中一些抽象的数学名词、数学定义和相关概念，学生往往

难以准确高效的接收和消化，这就导致后续学习更深入的数理知

识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此，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教

师可以适当引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解释抽象的数学定理，能够让学

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理解数学知识、减轻学习压力，再加上适

当的拟声词和语气词，使教师的教学语言更加亲切有趣，从而有

效的活跃课堂氛围，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情境里学习数学知

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比如，在“厘米”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编

造一个顺口溜：“1厘米，很淘气，仔细找，才见你。指甲盖1厘

米，伸出手指比一比，长短和我差不多，大约就是1厘米。100

个我是1米，我是米的小兄弟，物体长了别用我，要不一定累死

你。”如此，教师通过编织通俗易懂的、富有童趣的顺口溜，可

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厘米的定义和特征，在枯燥的课堂教学中

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复杂的数理知识以形象、简单的方式

展现出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促进师生的教学互动，

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

3.组织生活化的数学实践活动

数学是一门注重实践理论的学科，现阶段的小数数学课堂中，

小学数学教师一味的向学生传授教材的理论知识，小学生缺乏参与

数学实践活动的意识，由此导致学生会对课堂教学感到无聊、厌

烦，甚至会影响学生的综合素养。这就要求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

积极租住课堂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1）课堂的实践教学

教师通过组织课堂的实践活动，有助于调动学生的思考能

力，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在实践中理解数学知识，能够做到灵

活的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比如，在“平行四边形和

梯形”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准备3个等腰梯形的卡片，并

在上面标注上底、下底、腰和高，然后根据教学内容，引导学生

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去剪裁、折叠，不受限制的拼出任何

形状，在此过程中，有的学生将两个一样的等腰梯形拼成一个大

的平行四边形；有的则找到下底的中点，将中点与上底任意一个

顶点连接起来并沿直线剪开，把等腰梯形剪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和一个三角形等。教师通过组织课堂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自动手

进行实践操作，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整体认知

和互相的联系，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效率。

（2）课外的实践体验

课外实践活动是一种将数学知识应用于真实生活情境的教学

策略，通过安排学生亲自参与生活实践，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

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比如，在超市的购物实践中，教

师提前布置给学生有关限购的任务，让学生合理分配不同上坪的

单价和总额。在购物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运用学到的数学知识进

行价格比对和优惠计算，同一类型里不同产品的单价不同，学生

可以通过对比单价和销售量找出最划算的一个。这些生活实践活

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还让学生掌握了有关数学

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

4.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

为了解决学生面对数学知识时出现难以理解的困境，教师可

以让学生在生活化的情境教学中进行自主合作研究，即学生之间

互相分享数学学习的经验和数学问题的解决方式，以此帮助学生

理解并巩固数理知识，促进学生的共同成长。比如，在“统计和

概率”的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小组讨论，每

个小组被分配到到的统计任务都是不同的，每个组员都需要积极

参加，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进行数据分析，小组内部互相分享

自己的数学方法，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解决数学问题，最后由小

组成员进行整合，完成统计任务的图表结果。在学生的自主合作

活动中，学生通过分享自己学习数学时的思路、方法、经验等，

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团体意识，还能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自信

心，有助于营造积极活跃的学习氛围，对学生数学逻辑思维能力

和实践能力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5.加大对数学教师的培训力度

学校应提供专门的实践教学培训，以提升教师在生活情境教

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些培训不仅要包括数学教学的专业

知识，还要包括将数学知识与生活实例相结合的方法。此外，定

期的研讨会可以帮助教师更新教学方法，从而提升创新教学的能

力。针对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个性化

教学。这意味着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兴趣，调整教学

内容和方法。例如，对于理解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设计具有挑

战性的数学问题；对于需要更多指导的学生，则应提供更多的支

持和引导。此外，教师还应鼓励学生之间互助学习，以帮助他们

通过交流和合作共同解决数学问题。

四、结束语

总之，随着我国新课标教育理念的深入发展，生活情境教学

法在小学数学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得到了推广。小学数学教师通过

借助生活化的情境教学创设，让学生在轻松有趣的教学环境里学

习数学知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从实践中理

解数学理论，更好的在生活中探索数学的奥秘。如此，不仅能够

提高学生的数学水平，还能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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