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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数学这门科目来说，学生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从问题中了解知识进而掌握知识要点。但是对于尚且年幼的小学生来说，采用普

通、以往的数学问题容易让他们不能掌握知识点还会陷入知识误区，甚至是对数学这门学科失去学习自信心，这对教师而言，无疑是最糟糕

的结局。所以针对小学学生的数学，教师最好能够贴合实际创设问题情境，以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自信和数学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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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小学生会害怕教师设立的问题，而且很容易

因此产生厌学的状情绪。所以，对于小学数学教师必须重视有效地创设

问题情境，这同时也是为学生的小学数学教育添砖建瓦。 

1 根据生活实际创设问题情境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和认知能力水平

再进行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所接触最多的就是生活

实际，小学数学知识也大多来自生活实际，所以说若教师能够根据生活

实际来创设问题情境，就能让学生和数学知识的距离减小，并让学生对

数学也不会产生恐惧感。当然怎样根据生活实际去创设问题情境也是教

师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生活实际设置的问题情境是要根据学生的生活

而不是教师的生活环境，而且必须是学生都知道的实际。这样才能让学

生能够对知识更快的掌握，也更能够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心。 

比如说，学生在学习《小数的加法和减法》这一课的时候，教师要

根据生活实际去创设问题情境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对于学生来说是非

常常见的。例如，关于家长带学生去购物计算所购物品的总价问题，教

师可以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先告诉学生物品的价格，再规定购买不

同的产品数量，但这个数量不能过多，尽量控制在三以内，最后问学生

应该付多少钱？这样不但能让学生进行思索，也能让他们将此运用在生

活实际中，让学生在生活中训练计算能力。所以说，教师在小学数学课

堂将理论知识和生活实际进行有效结合，以此创设出的问题情境，不但

可以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还可以利用生活案例帮助学生加深对

数学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这对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提高和数学学习自信

心的增强也是十分有效的。 

2 根据趣味故事创设问题情境 

小学阶段的学生会喜欢故事，也会崇拜故事中的人物，这也就给了

小学数学教师创设问题情境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因为用这个方式能很好

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数学的兴趣。但是这个阶段的学

生活泼好动，专注力维持的时间也很短，这也就让如何根据趣味故事来

创设问题情境成为难题。在现阶段社会中，动画设计比以前多了许多，

而且很能赢得学生的喜爱，他们往往能花费大部分时间并且将注意力牢

牢地放在动画上，所以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这一特点，将动画中一些有趣

的故事引入小学数学课堂，并以此创设问题情境，这样不但可以使得问

题更加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还可以让学生主动参与数学课堂活动，提

高课堂的活跃度和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例如，教师在教授《因数和倍数》一课的时候，可以结合这个年龄

段比较喜欢的动画角色或者动画片段对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比如说教师

可以使用学生喜欢的《熊出没》中“熊大”、“熊二”和“光头强”三

个角色，假设他们在一个雪天分别寻找苹果这个前提，然后一段时间后，

他们聚集在一棵树下，将自己寻找的苹果拿出来进行比赛，“熊大”找

到了二十个苹果，“熊二”找到了十个苹果，“光头强”运气不好只找

到了四个苹果，问“熊大”、“熊二”和“光头强”三个角色的因数和

倍数。这个时候，学生就会对这个问题感觉更亲切，自然也就愿意主动

去思考。而且利用故事进行教学，不仅能让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还能

让学生在兴趣中获得数学知识，从而使教师完成教学目的。 

3 根据学生实践创设问题情境 

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研究一样事物更喜欢通过自我实践，

要是不能自己动手实践他们就会发挥自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所以

说，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的时候，最好能让学生进行自我实践，让他们

在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和了解数学知识。而且和根据其他形式创设的问题

情境不同的是，教师可以通过实践操作活动，引导学生发现、思考和解

决问题，让学生逐步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体

会动手操作解决问题的乐趣，提高课堂学习的有效性。 

比如说，在《位置与方向》这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选用一个较大

的教学场地，比如操场，教师在操场上标出东南西北，指挥一个学生以某

一点为家，然后向南出发前进一段距离，再向东前进相同的距离，再同时

让一个学生计时，让其他学生计算这个学生离家有多远和这个学生的速度

是多少。让学生在实践中追求数学真理，可以避免学生多余的和无意义的

问题，也能达到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目的，和增加数学的趣味性。 

4 总结 

在小学数学教育中，提高学生的数学兴趣和增强学生的数学自信心

是非常重要的教学计划内容。教师根据生活实际、趣味故事和让学生自

我实践来创设问题情境，是对学生数学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也能更简

单的实现学生的数学有效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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