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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标准下要求小学数学教学活动的生活化发展，即学生能够将生活同数学知识相联系，利用数学知识来解决生活问题，提高数

学的实践应用。另外是对于小学生而言，数学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枯燥性，其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足，有时候无法理解数学课堂教学的

重点所在，继而导致数学学习效率低下。由此可知去，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生活化情境是小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

量和效率的重要渠道。基于此本文展开小学数学教学中生活情境的应用实践展开探究。 

[关键词] 生活情境；小学；数学教学；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生活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被广泛的应用，并且在小学数学教学活

动中引起了系列化作用。如在小学数学预习活动中，教师利用生活化情

境激发了学生的数学学习的兴趣，从而使得学生能够主动的展开数学探

究，形成自我独立意识；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利用生活情境，创设一个

生活化的数学情境，更好的导入课堂数学教学内容，更好的组织课堂活

动，巩固学生的数学知识和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同时还可以在小学数

学复习练习中引入生活情境，利用数学课堂所学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中所

遇到的难题。所以说生活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的全过程中被应用，并且

发挥功能作用。 

1 小学数学教学中构建生活情境的必要性 
1.1 符合数学教学要求 

数学教学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数学知识基础，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生活问题。小学生处于智力发展基础阶段，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尚未

发育成熟，需要借助生活经验理解数学知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构建

生活情境，符合数学教学要求，有利于实现数学教学目标。数学教师可

通过生活情境，将教学和生活相连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知识点，让学

生真正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降低学生学习难度。学生在生活情境中，

可通过自身已有生活经验感受数学知识，将课本知识转化为知识储备，

建立数学知识框架，增强数学应用能力，提升数学学习效果。 

1.2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趣，是数学

教师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在现实生活中，小学生缺乏数学学习兴趣现

象普遍存在，给数学教学提出挑战。小学数学教师通过生活情境构建，

将生活实例和数学内容相结合，让枯燥的数学知识变得有趣，引导学生

运用数学思维思考生活问题，给学生带来全新体验，有助于学生了解数

学学习目的。在生活情境中，教师通过生活问题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

自主探究、解决问题，能增加学生成就感和喜悦感。生活情境可以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增加学生好奇心，让学生主动学习数学，提高学生数学

成绩。 

1.3 适应课程改革需要 

构建生活情境，是课程改革对数学教学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数学

教师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生活化数学教学随之

兴起，成为小学数学教师研究的重点课题。在数学教学中，数学教师通

过生活情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索，使学生体会生活中的数学知识，让学

生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在生活情境中，教师应用生活事例，加深学

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同时给予学生实践机会，让学生运用知识。教师

会留下大量作业，让学生在课下继续训练实践能力，有助于延长学生学

习时间。生活情境构建，适应课程改革需要，让数学教学系统化，有助

于学生形成数学思维。 

2 小学数学教学中生活情境的构建 
2.1 选用生活化素材 

数学教师应选用生活化素材，编制生活化教学内容，传递数学知识。

首先，教师选用的生活化素材应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符合学生生活经

验，引起学生共鸣。教师需要观察学生生活，记录和学生有关的事件，

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其次，教师选用的生活化素材应符合学生兴趣爱

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学习。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生活，分

析学生兴趣爱好，搜集学生感兴趣的生活素材。最后，教师选用的生活

化素材应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适应，减轻学生接受难度，提高数学教学

效果。例如在教学加法时，教师可以构建买菜付账这一生活情境，让学

生模拟小贩和买主，通过模拟交易，传递加法知识。同时教师可以留下

课后任务，让学生自己买菜，促使学生走进生活，让学生真正运用知识。 

2.2 提出生活化问题 

数学教师应当提出生活化问题，给予学生发言机会，提高学生思维

能力。首先，教师需要分析教材，提取教材重难点，并将重难点和生活

实例相结合，提出有关重难点的问题，以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其次，

教师应做好沟通工作，了解学生实际水平，适当条调整问题难度，利用

问题激发学生潜力。最后，教师应做好总结工作，总结知识要点，加深

学生印象，让学生长时间记忆知识。例如，在学习除法时，教师可以提

出这个问题：班级组织春游，一辆小汽车做 8 人，全班 56 人，需要几辆

小汽车呢？让学生思考问题，并挑选几名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活跃课

堂氛围。教师再引出除法概念，让学生计算问题，帮助学生深化知识，

下课前，教师可带领学生回顾课程，总结课程中心知识，让学生更好地

认识除法。 

2.3 创设生活化情境 

数学教师应当创设生活化情境，发挥情境教学法的作用，提升数学

教学质量。首先，教师要分析教学目标，围绕教学目标创设生活情境，

让学生在生活情境中有所收获，实现数学教学目标。其次，教师应基于

学生生活经验创设情境，避免出现呈现方式错误问题，保证数学课程质

量。最后，教师需要做好评价工作，鼓励学生参与生活情境构建，实现

数学教学生活化。例如，在教学比较大小时，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小组，

让学生扮演老年人、青年人以及婴儿，用数字代表年龄，分别给学生编

号，带领学生玩打联合这个游戏，通过大数学生捉小数学生的原则，帮

助学生认识数字大小关系，同时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的各个年龄段。在游

戏过后，教师可对表现好的学生提出表扬，对表现不好的学生进行鼓励，

给予学生信心，让学生愿意参与活动。 

3 结语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构建生活情境，符合数学教学要求，适应课程

改革需要，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数学教师应选用生活化素材、提

出生活化问题、创设生活化情境，从学生生活出发，结合学生智力发展

规律，为学生提供高质量教学服务，提高学生数学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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