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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是我国教育教学的基础，在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创造能力、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传统教

学模式下，小学数学教师往往采用单一落后的教学方法，导致学生无法更好更快地理解和吸收数学知识，从而抑制了小学课堂教学效率的提

升。而情境的创设能够营造生动的教学氛围，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学习数学知识。本文结合小学数学教学的具体案例，探讨有效情境的创

设策略，期望能为打造高效数学课堂助一臂之力。 

[关键词] 小学数学；有效情境；创设策略 

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识码：A 

 

情境教学法的运用奠定在情境学习理论与情境认知理论的基础上，

简言之就是围绕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创设生动、形象、灵活的探究场

景，增进学习体验，奠定情感基础，提升学习效果。那么在小学数学课

堂上，如何创设有效情境？如何强化教学效果？本文从创设问题情境、

游戏情境、探究情境及生活情境四个方面为切入点，分享教学体验。 

1 以问导学，创设问题情境 

小学生对数学知识充满了好奇心，他们才能主动探究，多思考“为

什么”，多探寻“解决办法”。因此创设问题情境成为数学课堂第一有效

的情境教学策略，通过以问导学，激起孩子的好奇心，优化课堂教学结

构。 

例如学习《倍的认识》时，创设一个有趣的问题情境：“秋天来了，

勤劳的小白兔忙碌了起来，你们看，小白兔一共拔了 3 根胡萝卜、6 根

白萝卜还有 12 根红萝卜，如果将 3 根胡萝卜当做一份，那其它两种萝卜

的数量如何用‘倍数关系’来表示？”于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有人

说白萝卜是胡萝卜的 2 倍，有人说红萝卜是胡萝卜的 4 倍，在数学实践

中体会了“标准量”的运用。随后，我继续让学生动手摆一摆手中的火

柴棍，任意摆放，自己练习说一说“第二行火柴棍的数量是第一行的几

倍？”，再将第三行的火柴棍摆成第二行的 3 倍。通过反复的训练与实践，

学生对“倍”的概念有了深入的理解，也在自主学习中收获颇多。 

2 引趣激趣，创设游戏情境 

受到年龄的限制，小学生往往不能长时间保持注意力，再加上缺乏

一定的自控能力，课堂上经常溜号，影响学习效果。基于此，数学教师

要从小学生的天性为出发点，遵循引趣激趣思想，创设丰富精彩的游戏

情境，让学生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体验数学知识、理解数学知识，体会

学习数学的魅力。 

例如学习《图形的变化规律》时，我先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各种各样

漂亮的图案，调动了学生的探究兴趣，再让他们利用课前准备的彩纸、

剪刀、尺子等工具，自己动手绘制图案，分享裁剪图案的过程。在生动、

趣味的游戏情境中，学生真正做到既动手、又动脑，发挥主观能动性、

调动数学思维，在解决数学实际问题的同时，强化核心素养。 

3 攻破重点，创设探究情境 

数学教学中经常遇到重难点问题，为此教师通过创设探究情境的方

法，带领学生走入情境丰富体验，创设合理的数学思考环境，在解决矛

盾冲突的过程中，攻破重难点，强化数学知识的认知与理解。 

例如学习《多边形及其内角和》时，以往教学的最大难点就是如何

让学生理解多边形内角和公式的推导过程，于是我用多媒体课件创设直

观的探究情境：“某人民广场是一个五边形的图案，请大家动笔算一算，

五边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刚看到题目时，学生有些疑惑，不知从何入

手；我先在黑板上画一个大家熟悉的三角形，回顾三角形内角和的知识；

再画一个四边形，通过绘制对角线的方式推导内角和，这样也就逐步启

发了学生的解题思路，于是大家拿出笔和纸，尝试画出五边形的广场形

状，再从一个顶点开始绘制对角线，这样问题迎刃而解，顺利得出五边

形的内角和。为了深化理解，我最后又在多媒体课件上展示表格，用“n”

代表多边形的边数，动态绘制对角线，完成推导公式的整个过程，学生

通过丰富的情境体验，解决了问题、掌握了要点。 

4 迁移运用，创设生活情境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数学应用案例，创设生活情境就是最佳的锻炼学

生数学感知能力的机会，通过拓展课外知识，锻炼学生良好的数学思维

能力，将所学的数学知识迁移到生活中，丰富解题经验。  

例如学习《确定位置》时，为了引导学生建立数学与生活的关联，

我在课上提问：“数学课代表坐在哪里呢？”同学们马上就指向数学课代

表的座位，但是我假装疑惑：“这样我怎么才能确定位置呢？不如试试用

数学语言来表达吧！”学生又继续开动脑筋，有人说“靠窗一排的第五桌”，

有人说“靠墙数第三行的第五排”。大家在表达过程中，逐步掌握了“行”、

“列”的概念，我又继续让他们根据班级的排座情况绘制网格，并在网格

上找准自己所在的位置，尝试用“坐标”来表达位置方向。在生活情境

中，实现生活经验与数学知识的双向迁移，学生不仅体会学习数学的乐

趣，也能真正增添教学实效。 

总之，有效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具有积极意义。基于小学

数学新课标为出发点，立足学生实情创设多样化、个性化的有效情境，

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尝试、不断创新，完善更多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让

数学课堂因“情境”而精彩，实现教学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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