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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生的认知以形象思维为主，对于一些抽象的数学知识很难理解。借助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数学情境呈现这些数学知识，可以

化抽象为直观、变静态为动态，引导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接受新知、解决难题。但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一定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

际，符合学生的“数学现实”，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动性，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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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教学观提出：“学习应在与现实情境相类似的情境中发生。”

从数学教学的角度来说，数学情境是为体现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服务

的，也就是为学生的学习服务。由于很多数学知识很抽象，小学生的认

知又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很难理解、消化这些知识，如果借助學生熟

悉的、感兴趣的数学情境呈现这些数学知识，就在学习内容的抽象性与

小学生思维发展的形象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化解了这一教学矛盾。因

此，越来越多的教师在小学数学课堂上应用情境法辅助教学。下面，笔

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几点建议。 

1 明确情境教学中要承载的数学问题 

在小学数学课堂上，一个好的问题情境必须恰当、清晰地承载着实

现教学目标的某个数学问题，并能在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发挥明确的

导向作用。因此，数学情境的创设一定要紧紧地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教

师要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本课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及学生在探究核心

问题的过程中可能生成的问题；要从学生的数学现实出发，将某个大的

数学问题或者某个问题串蕴含于特定的情境中，化抽象为直观、变静态

为动态，引导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接受新知、解决难题。 

2 情境创设要符合学生的“数学现实” 

这里的“数学现实”主要指小学生已有的数学积累，包括他们的知

识经验和认知特点。小学生的认知特点以形象思维为主，主要通过直观

感受来认识事物、接受新知，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由形象思维逐渐向逻

辑思维发展。因此，数学情境的创设要以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发

展水平为出发点，要符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

才能在课堂上真正发挥情境教学的优势。 

例如，情境内容可以选取学生熟悉的或者可以直接触摸到的事物，

也可以选取与学生直接相关的、可以引起学生共鸣的事物；呈现的方式

可以是画面感较强的故事或者动画、直观形象的模拟表演、活泼有趣的

游戏等。创设这样的情境既能满足小学生天真活泼、喜欢新奇事物的天

性，又能通过情境唤醒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并且与新的数学知识建立

某种联系，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掌握了新知。因此，教师在围绕

某个知识点创设情境时，一定要“蹲下来看学生”，要试着用“儿童的眼

光”看问题，以一颗“童心”接近学生、听取学生的心声。 

3 情境创设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学生的认知系统中最深刻的就是生活中经常接触或者用到的知识。

如果把学生现实生活中熟悉的数学问题用类比、模拟或再现的方式转化

成课堂情境，就会有助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把潜意识中的知识

经验经过系统的分析与整理，上升到新的高度。在这个把生活问题数学

化的过程中，不仅帮助学生建构了新的数学经验、获得了新的数学方法，

而且发展了学生的数学思维。 

例如，在教学《最大公约数》时，笔者创设了这样的教学情境： 

笔者把两根木棒（一根长 12 厘米，另一根长 18 厘米）分发给每个

学习小组，并提出问题：“如果把这两根木棒截成同样长短的小段（整厘

米），可以怎样截？有几种截法？”让学生根据问题探究讨论。学生通过

探究交流后得出四种截法：（1）每小段 1 厘米；（2）每小段 2 厘米；（3）

每小段 3 厘米；（4）每小段 6 厘米。笔者接着追问：“每小段截成 4 厘米

不行吗？为什么？”学生经过讨论后得出：“不能截成每小段 4 厘米，因

为 4 不是 18 的约数。”接着笔者让学生思考“如果一根木棒长 24 厘米，

另一根木棒长 36 厘米，把两根木棒截成同样长的小段（整厘米），可以

怎样截？”学生经过探讨很快得到答案，在学生探究交流的基础上，笔

者再引申出“公约数”和“最大公约数”两个新概念。 

在这个案例中，如果教师直接讲解或者演示“公约数”和“最大公

约数”的产生过程，学生的理解就不会很深刻，就会有很多学生一知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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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影响学生对于“公约数”和“最大公约数”这个知识链的建构，在

学生的认知系统中留下拦路虎，以后遇到相关的问题就会出现理解偏差

和解题错误。通过以上情境教学，用学生生活中熟悉的截木棒推理出“公

约数”和“最大公约数”的概念，学生就能轻松的理解，印象也会更加

深刻。数学知识本就来源于生活、运用于生活。所以，我们在创设数学

教学情境时，一定要从学生熟悉的实际生活出发，变“无形”为“有形”、

变“抽象”为“直观”。 

4 创设的教学情境要具有“四性” 

4.1 趣味性 

“趣味性”是指创设的教学情境要富有童趣，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发学生积极思考。小学生爱幻想、好奇心强，遇事喜欢刨根问底，教

师正好可以利用他们这一心理特点，创设富有启发性、能引起学生探究

欲望的教学情境，充分调动他们的思维能动性，取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

果。像故事导入、多媒体动画、游戏环节、实验探究、营造生活情境等

都能让学生很快融入情境，并且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4.2 挑战性 

“挑战性”是指创设的教学情境能够对学生的思想、情感产生巨大的

感染和冲击，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挑战能力和探究欲望。 

例如，教学“计算面积”时，笔者创设了这样的问题情境：“如果你

家的房子要铺瓷砖，地面的大小要怎样计算？每块瓷砖的大小怎样计

算？需要买多少块瓷砖呢？”学生的好奇心马上被“勾”起来了。笔者

顺势导入本节课的学习内容：“我们这节课就来探讨如何计算面积，学完

这一课后，你就可以用计算面积的方法算出你家房子的地面面积，告诉

爸爸妈妈需要买多少块瓷砖了！”这样一来，学生个个跃跃欲试，学习效

果特别好。 

4.3 实践性 

“实践性”是指创设的教学情境要有利于学生个人或者小组的探究实

践活动，让学生通过实践探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例如，教学计算圆锥的体积时，笔者设计了这样的情境：“如果把圆

锥体里的水倒入与它等底等高的圆柱体里，需要倒幾次才能把圆柱体装

满？你们从中可以发现什么规律？”接着笔者让学生分组做实验，再让

学生汇报实验的结果（需要倒三次），以及从实验中发现的规律（圆柱体

的体积是等底等高的圆锥体体积的三倍）。笔者接着引导学生：“通过刚

才的实验我们知道了圆柱体与圆锥体体积的关系，那圆锥体的体积该如

何计算呢？”由于前面已经学习了圆柱体体积的计算方法，学生很容易

推导出圆锥体体积的计算公式：底面积×高×1/2（V=1/3Sh）。这样，让

学生通过探究实践，联系已有的知识经验（圆柱体体积计算方法）建构

新的知识（圆锥体的体积计算方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而且提高了学生运用知识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4 开放性 

“开放性”是指创设的教学情境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解

决问题的思路灵活多样。教师要有意创设能激发学生求异创新思维的数

学情境，鼓励他们大胆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与思路。 

例题：某工厂生产一批自行车，原计划每天生产 600 辆，7 天完成

任务，实际只用 6 天就完成了任务。实际比原计划每天多生产多少辆自

行车？学生解题时，多数用常规解法列出算式“600×7÷6-600=100”（先

求总任务有多少辆，再求实际每天生产多少辆，最后求出实际每天比原

计划每天多生产多少辆。）但有一个学生举手回答：“用 600÷6=100

（辆）”。我让他说说这样列式的理由，他解释道：“因为 7 天的生产任务

要在 6 天内完成，所以每天就要多生产 100 辆。”笔者发现他的思维是跳

跃式的，省略了很多步骤。这个学生能别出心裁地提出与常规解题方法

迥异的思路，是一种创新思维。也许这种创新思维在成年人看来有些幼

稚、肤浅，但却孕育着未来的大创造、大发明，是珍贵的智慧火花，教

师一定要细心呵护，促使学生的思维从求异性、发散性向创新性推进，

为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素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陈再明 .有效构建小学数学互动课堂策略 [N].贵州民族

报,2020-08-27(B03). 

[2] 曾 宪 才 . 试 析 小 学 数 学 的 课 堂 教 学 [N]. 科 学 导

报,2020-08-25(B03). 

[3]王伟.浅谈小学数学高效课堂教学策略[J].河南教育(基教

版),2020(0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