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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指出“课程内容要贴近学生的生活，有利于学生经验、思考与探索。”“了解数学可以描述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感受数学与生活有密切联系。”数学来源于生活，并且服务于生活，数学和生活的关系息息相关。在小学数学中如果可以将数学知识和生活实

际有效的结合起来，那么在小学生眼里数学将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学科，而是他们看得见、用的到的学科。这对学生来说，学起来亲切、真实，

有利于更好的学好数学，培养学生用数学眼光看待世界。基于此，本文探寻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的途径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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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生学好数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逻辑

思维能力、运算能力等等。我们作为数学教师，将数学知识和小学生生

活相联系会帮助学生改变看法，让学生知道生活之中处处有数学。 

1 生活化教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意义 

生活化教学突出了数学学习的实用价值，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

理解，缩小数学与生活的距离，提高学生的综合数学素养。小学生处于形象

思维发展阶段，对生动的东西感兴趣，不喜欢抽象的数字概念，他们学习数

学的兴趣不高，通过实践活动，教师可以使学生在生动的学习情境中充满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数学的主动性，学生的数学学习效率

和质量得以提升。教师采用生活化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积极从数学的角度，

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问题，为学生提供“全面实践”的机会。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习运用数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高他

们的实践能力。通过将生活中的数学资源整合和应用到数学学习中，有助于

学生运用他们在实践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问题。 

2 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对教学目标的重视 

教学中，大多数教师对实践教学的内涵理解不够，认为数学教学的

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忽视数学的应用：有些教师

没有考虑在数学教学中设计生活化教学目标：一些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没

有考虑到目标的需要，只关注形式，而不是真正的实现教学服务的目标。

一些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过分强调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或过分强调学生

应用数学知识的能力，忽视了教学体系，导致生活化教学目标不理想。 

2.2 生活化教学情境与学生的生活脱节 

在创造实际生活化教学情境时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生活，创造出

不符合学生兴趣的情境，与学生实际生活无关的数学情境只会激发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而不会在教学环节中发挥作用。这不会促进数学教学

的顺利进行，往往会导致学生的厌倦，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很

难，学习效率会大大降低，学习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的目标。 

3 小学数学生活化教学的途径与策略 

3.1 提高数学教师的生活化教学能力 

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密切相关，在以数学生活化教学中，教

师要有丰富的生活化教学理论知识，通过不断实践努力提高生活数学的

教学能力。良好的数学教学的要有一个良好的数学教学设计，这要求教

师加深对生活化教学的认识，提高教学设计能力。教师应始终关注学生

的行为，并努力让学生感受到他们所学的数学知识并不乏味，难以理解，

而是有趣而且源于他们熟悉的生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也可以积

极参与讨论和探究活动，因此学生就比较认真。在课堂上，教师应根据

实际需要，尽可能以各种直观的形式呈现教学内容，特别是要将抽象的

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具体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消除学生对数学的陌生感。 

3.2 重视组织数学生活的教学内容 

在小学数学的生活化教学中，教学内容与生活的关系非常重要。如

果教师不能恰当处理教学内容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数学生活化教学的质

量就会大打折扣。这要求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应用价值，培

养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达到“数学生活”的目标，还要引导学生用数

学思维考虑生活中的数字问题，体验“数学化生活”的乐趣。在不违反

数学知识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数学学习认知规律，知识背景

和生活经验，整合数学课程内容，不断丰富教材，弥补教材的不足。使

教学活动贴近儿童的生活，引导儿童积极地感知数学知识。教师应有意

识地创造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现实生活，提高学生实践能力，鼓励学生运

用数学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使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紧密结合的

情境，让学生体验‘数学生活”的过程。例如，在教授有关钟表的知识

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列出起床、吃饭、上课、休息等时间，然后借机取

出钟表，让学生逐渐了解钟、分、秒，从而通过生活达到教学目的。 

3.3 灵活采用教学评价方式 

在数学教学中，教学方法不是唯一的，在实际教学中，要采用灵活

的教学方法，协调使用，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在教学应用中，可以进

行各种数学实践活动的课外作业，例如在学习“统计学”知识后，学生

可以计算四个季度家庭用水和电费。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可以巩固

他们学到的数学知识，还可以用它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从而

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在选择教学工具或生活用品时，教师应

充分尊重学生的不同，尽可能采用因材施教教学方法。采用各种教学方

法，如数学竞赛法，游戏法，实用操作法等。在教学中引入生活化教学

方法。例如，在教授“圆柱’侧面区域的知识时，学生可以提前制作纸

盒，并在教学介绍中进行现场展示。通过实践操作，学生的学习兴趣得

到了极大的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得到了有效的培养。在数学教学活动

中，教师应采用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评价方法。在评估学生

的学习情况时，教师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实践创新能力。 

总之，生活化教学在数学教学中非常重要，只要使用得当，就可以

事半功倍。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把握数学与实际生活的关系，

注重生活中数学资源的整合，创造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环境，采用多种

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评价，以促进学生的数学素养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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