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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数学这门学科的教学本质来说，其知识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这同样是弗莱登塔尔提出现实性数学教育思想，将其运用在小学数

学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与教学意义。基于此，教师应思考如若创新现实化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可以将所学到的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

紧密联系，提高学生对数学的认知。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学生的学习进行数学学习效果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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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现实性数学教育，即为让学生通过身边的实际生活，进行对现

实中数学问题的探究与学习，这样不仅符合小学生自身的学习心理与学

习兴趣，同时加强了学生对数学问题的感知能力，保证学生学习数学的

积极性。而如若让小学生直接进行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学生将会对数学

知识的学习流于表面，无法运用在实际的生活中，严重阻碍学生的数学

学习和发展。因此，将现实性是数学问题进行生活化教学，可以有效的

开发学生的逻辑示威能力，提高学生学习进步。各个小学数学教师应站

在学生的学习角度，创新对学生的现实性教学方式，使得学生能够真正

理解与掌握数学知识，为学生今后的数学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弗莱登塔尔提出的现实性数学教育思想 

弗兰登塔尔是 20 世纪 有影响力的数学教育家，现实教育的提出是

弗兰登塔尔和团队研究得出的。这种新型教育，可以让学生改善传统接

受数学知识的方式，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兴趣。他所提倡的数学教育是通

过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式，将生活化教育融入其中，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经验和能力进行数学知识理解，从而进行对数学现实性问题的探究与分

析，主动地建构属于自己的数学知识框架。在学生亲身经历数学知识形

成的知识后，将能够形成对数学知识的深刻理解和记忆，有效提高学生

自身的数学学习效果与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从数学的历史发展与实际运用可见，数学知识的原型就是实际生活，

组织学生进行对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应从现实中的数学问题引导学生

进行学习，进行对学生的现实性数学教学，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数

学知识的本质。如若不以这种数学思想进行数学教学，将数学学习单纯

地当成培养学生计算能力的学科，不仅会使得学生产生对数学知识的错

误认知，更不利于学生后期步入社会发展，所以进行对学生的现实性数

学教学非常重要。 

2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意义 

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都普遍较小，直接按照课本中的数学为学生进

行教学讲解，学生只会感受到数学知识的学习枯燥和压抑，会出现各种

对数学知识记忆混乱的不良现象，根本无法理解课本中的数学知识，更

无法将所学的数学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长此以往，小学生会越来越

厌烦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在数学课堂中会出现各种不认真的学习心理与

学习行为，这会使得教师无法顺利地进行数学教学，学生同样无法得到

良好的数学教育。 

但是运用现实性教育在小学数学教学课堂中，教师就可以运用各种

现实中的数学问题，进行对小学生的数学教学，全面激发小学生的数学

学习兴趣，这样学生不但能够从实际的数学问题中，形成正确的思维与

价值观念，加强自身的数学学习积极性，还能够认知到学习数学的重要

价值，使得学生朝着更高层次的学习方向良好发展。 

3 在小学数学教学课堂中实施现实化数学教学的对策 

3.1 教师要树立现实性数学教育理念 

小学数学教师作为对小学生的直接教学指导者，应正确认识到现实

性数学教育的价值，积极地思考与探究有效的现实性数学教学方式，切

实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教学水平，为学生的数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教

学保障。在对小学生进行数学教学之前，数学教师应结合小学生自身的

实际学习情况，以及这个年龄阶段所能接触到的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为

学生设计契合其自身数学学习需求的现实性数学教学方案。运用这种现

实性数学教学理念与方式，将课本中枯燥的数学知识转化为现实化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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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例，使得学生能够从生活的角度进行数学学习，充分调动学生的数

学学习积极性。并使得学生能够从现实性的数学实例中，加深对数学知

识的理解，使得学生自身的数学学习能力与效果都能够不断提升，加快

学生数学发展的步伐。 

举例来说，在学习《图形的运动（一）》这节课时，先为小学生讲解

在现实的生活中，为什么人们在买东西的时候要将物品转动观看，检查

物体是否受到损坏的实际事例，使得小学生能够初步认识到图形运动的

方式。之后，拿出实际生活中的轴对称图形物品，让学生进行自主观察

与操作等，使得学生能够积极地投入到数学学习中，加强自身的观察与

想象能力，并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轴对称图形的美与基本特征。 后，教

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效果，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学指导，强化学生的

数学自主学习能力，并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数学知识与现实中的数学图

形问题。 

3.2 创设有趣而又现实的数学问题 

为确保对小学生进行现实性数学教育的效果，教师可以根据课本中

的数学教学内容，设置可以吸引学生主义的问题，在趣味性问题开展下，

让学生对数学问题产生兴趣。另外，教师可以通过问题的启发，深刻认

识到数学学习的重要作用，加强自身学好数学的信念。与此同时，教师

应尊重每个学生不同的数学回答与数学学习见解，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

深度学习数学知识，充分发散自身的数学学习思维，切实提高自身的数

学学习效果。以此，让学生可以将数学和生活联系到一起，从而解决较

为抽象的数学问题，改变学生对于数学的认知，随之使得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能够不断提升，促使学生自身数学学习的长远发展。 

举例来说，在学习《混合运算》这节课时，小学生都经常到超市中

购买玩具与零食，根据小学的这一特点，以及课本中的混合运算教学内

容，教师可以在讲台前开设一个小卖部，并为学生分配一些人民币数学

模具，组织学生进行实际的物品购买活动。并向学生提出趣味性且现实

性的数学问题，如“小明同学，你要买一个羽毛球拍，还要买个 5 个羽

毛球，那么总共需要花多少钱呢？”，充分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

能够在实际的现实性数学实践活动中，进行对数学知识的现实化与自主

学习。活动之后由教师进行对学生的补充指导，使得学生都能高效地掌

握本节课的数学知识。 

3.3 通过教学评价彰显数学教学现实性 

在进行现实性数学教育的小学数学教学课堂中，教师应通过教学评

价获得学生真实的学习反馈，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以及现

实性数学教育的可实施性，使得现实性数学教育的效果能够显著提升。

一方面，在对小学生进行教学之后，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效果，

对学生进行综合性与激励性的教学评价。让小学生都能够时刻保持进行

数学学习的自信心，并能够正确认识到自身数学学习的不足之处，有效

提高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使得教师能够从学生的实际

反馈中，及时发现与反思自己在进行现实性数学教育中的问题，并进行

相应的教学调整与改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数学课堂学习氛围。让学生

能够真正融入到现实性的数学课堂中，不断提高自身进行数学学习与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举例来说，在学习完《克和千克》这节课时，教师可以为学生设置

出一道在现实生活中，如若运用克和千克的单位进行换算的数学题，检

查学生的数学现实性数学学习效果。之后，教师应结合学生在课堂中学

生状态与对数学题的完成情况，进行对学生的综合性教学评价，使得学

生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数学学习，将现实生活与数学知识良好地结

合在一起学习，并运用激励性的教学语言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信息与学

习能力。 后，教师应在课下根据对学生的评价情况，进行对自身数学

现实化教学方案的及时与有效调整，促使学生自身数学学习的良好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学课堂中，教师应重视进行现实性数学教

育的价值，采取有效的数学现实化教学方式，将其现实性的数学价值充

分发挥出来，为学生构建现实化且高效的数学课堂。让小学生能够从小

正确认识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从实际的生活中深化对数学知识的理

解，从数学知识的学习中加强自身阶级实际问题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

自身的数学学习能力，从而将学生都培养为国家所需的优秀数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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