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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七岁的阶段，也是学生的启蒙阶段。这个阶段的学生如同一张白纸，大人

们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而且极难改掉。因此，教师需要将其重视起来。在小学教学中，数学是一门基础科目，但因其抽象复杂，学生理

解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且无法产生学习兴趣，导致教学效果不太如意。鉴于此，本文从“利用生活情境去感知数学模型”“让学生理解数学

模型及生活情境关系”“通过数学模型解释生活情境”阐述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构建生活情境与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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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教学中，数学模型的用法是这样的:教师通过提炼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将其抽象成数学模型，然后根据已知条件去求解、验证合理性、

解决实际问题。鉴于数学模型可以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描述出来，为

社会发展创造一定的价值，所以教师需要将数学模型的构建重视起来。

因为小学生的能力有限，所以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

其产生一定的认知，感知其在数学教学中的运用及建构。以下是具体的

教学方法: 

1 利用生活情境去感知数学模型 

教学 好的方式就是让学生去亲自感知，数学也不例外。如何让学

生感知数学模型呢？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十分密切，很多数学模型都运用

于生活。而情境创设法可以有效的将学生带入相应的情境之中，让学生

去体验知识、感受知识。所以，教师让学生感知数学模型的时候需要利

用生活情境。 

例如在教学“认识平行”的时候，教师不要急着讲解知识，需要让

学生去感知“平行”，对平行有一个大致的概念。生活中的平行有很多，

比如黑板的上下两条边、铁轨、五线谱、门的上下两条边等。等学生对

其有了一定的认知后，教师可以引入概念“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

线互相平行，且其中一条直线为另一条直线的平行线。”鉴于直线是无限

延伸的，无法存在于世间，所以教师只能通过生活中的平行线段让学生

去感知平行，理解平行。通过生活中的平行线段，学生的脑海中会形成

大致的概念，对平行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再如，教师在教学“认

识负数”的相关内容的时候，教师要明白教学目标为:1.让学生知道负数

是小于 0 的数字，2.让学生明白正数与负数是一组相反意义的量。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感知这一内容。教师可以选两位学生来

到讲台上站在自己的左右两边，然后教师自己站在一个位置当做“0”，

左边的学生代表的是正数，右边的学生代表的是负数。左边的学生往左

走一步就是 1，记为+1，右边的学生往右走一步就是－1，记为－1。这

样一来，学生就能在脑海中形成大致的概念，并有效的感知到了负数。 

2 让学生理解数学模型及生活情境关系 

在概念的教学中有这样一个潜规则:学生必须要理解某一种生活情

境，只有这样，才能构建数学模型。想要灵活运用数学模型，教师就需

要让学生理解这一关系，并引导学生充分理解某一种生活情境。 

例如在教学“认识比”的相关内容的时候，教师要明确教学目标为

——让学生理解比的概念。鉴于这一概念无法用实物进行感知，所以教

师在教学中需要利用举例子的方法进行教学。例如速度的公式为路程除

以时间，那么速度就是路程和时间的比。这种教学方式是通过速度公式

构建起“比表示两数相除”这一数学模型，从而让学生理解这一概念。

不过，在生活中也有一些比，如:篮球比赛得分 3:5，这种比与数学知识

中的比有些不同，需要学生去深入的理解生活情境，才可以明白这里的

比指的是差比，代表着各队的得分，而后者比前者多得 2 分，与两数相

除这一概念没有关系。 

3 通过数学模型解释生活情境 

小学生对世间万物充满了好奇，会对周边的事物细心观察，不知不

觉间在脑海中留下了很多数学模型而不自知，也不知道怎么运用。究其

根本，是学生对知识理解的不够深刻，对模型的熟练程度不够。因此，

教师需要通过数学模型解释生活中的情境。 

例如在教学“平行四边形的认识”的时候，学生脑海中有一个这样

的数学模型“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为平行四边形。”教师这时要引

导学生去利用数学模型发现生活中的平行四边形，这样一来，学生就会

被激发学习兴趣，寻找生活中的平行四边形的过程也就是学生利用数学

模型解释生活情境的过程。再如，在教学“用一一列举的策略解决问题”

的时候，教师需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样的题型需要利用列举这一方法去解

决，然后学生在看到相似题型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解题思路，不由自

主地进行解决。例如问题“已知某个三角形的面积为 12 平方厘米，底和

高都为整数，那么它的底和高分别为多少呢？” 

4 结语 

在数学教学中，不一定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需要运用到生活情境，但

是数学模型的建构与生活情境息息相关。鉴于生活情境的多样性，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教学内容去创设教学情境，尽可能地帮助学生感

知数学模型、理解两者的关系、运用数学模型解释生活情境，从而帮助

学生深入的理解知识、运用知识，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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