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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大力提倡构建能源节约型社会，而着眼小学生关于“节约”的现实状况却令人堪忧。本文分析了小学生缺乏节约意识的
原因，论述了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将数学教学与小学生节约意识的培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数学德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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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做出关于：“大力弘

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

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的重要批示。全

社会都在提倡节约，创建“节约型”、“和谐”社会。可是我们的小学生，

在节约的意识和行为上却不容乐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出发，力所能及

地培养小学生的节约意识和节约习惯，从“小”做起，从我做起，共同

创建“节约型”“和谐”的社会。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我又该如何面

对这样的挑战呢？ 

1 小学生关于“节约”的现实状况 
在实习期间，小学生的一些现实行为引起了我的注意：学生在用水

后常常没有完全关闭水龙头，造成水白白流掉；白天光线较好时，日光

灯却依然亮着；做作业边写边玩，大大延长了完成时间……看到此情此

景我不禁为之一颤，要知道人的良好行为习惯应该从儿童时期就养成的，

而现实状况实在堪忧。 

主题班会上小学生对于“什么是节约”存在着或深或浅的理解。什

么是节约？——有的学生认为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就是节约；有的学生

认为应该节约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有的学生认为节约就是节省，

不该花的钱不花；而极少数小学生认为节约是一种意识，节约无处不

在……当问及为何要节约以及自身节约行为时，让不少学生感到尴尬。

有些学生坦言书上教我们节约是美德，我们只知道节约是件好事；更有

甚者对此话题感到不屑一顾。 

根据以上的种种现象，我认为可以将小学生浪费的原因归结为小学

生缺乏节约意识。 

2 小学生缺乏节约意识的原因分析 
2.1 社会风气的影响 

“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剐赤”，来自于社会环境的现实存

在的浪费现象对小学生节约意识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小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也使人们在价值观上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大环境当中，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良社会

风气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大于学校教育的正面引导，因而仅仅依靠教育手

段施之于学生，其效果难免大打折扣，教育目的的达成则更难以得到保

障。 

2.2 学校教育的缺失 

当前，小学数学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重

结论轻过程、重智育轻德育、重讲解轻学习、重课内轻课外、重“学会”

轻“会学”的现象。我们关心学生的分数，而不太关心学生的品德；关

注学生的升学，而不够关注学生的修养，由此造成以往各种以勤俭节约

为主题的班队会多有失效。的确，教师在应试教育与勤俭节约教育上几

乎无法做到均衡施力，在督促学生“应试”上往往精力充沛，而在节约、

勤俭方面常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这些活动缺乏新意，难以吸

引学生的兴趣，从而事倍功半，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2.3 家庭引导的不足 

而家长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很多家长为在生活中图个

方便、省个麻烦，不随手关灯，长流水洗脸洗手、电视机长期待机等浪

费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司空见惯的“无意识浪费”在潜移默化的

影响下一代。习惯成自然，孩子也就在日常生活中复制着浪费的习惯。 

3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节约意识 
3.1 利用教师正面引导 

记得上中学时我曾有一位数学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她其貌不扬、少

言寡语，她板书时常常握着小的不能再小的粉笔头，从不任粉笔被“践

踏” ，可她的一个小小的习惯却影响我至今。她用行为告诉我们节约是

一种境界，只有以节约为美德，以节约为光荣的人才会真正感到节约对

人的心灵的真正的滋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

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在学生心中萌芽。所以，榜样！榜样！没

有榜样，你永远不能成功交给儿童以任何东西。 

3.2 充分挖掘教材素材 

小学数学教材中的例题与习题中包含许多生动、富有教学意义，具

有说服力的统计材料，作为教师只要努力钻研、认真备课，就可以利用

这些材料在课堂教学中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意识教育。如，教学六年

级的《节约用水》时，我们就要用数据和统计材料来说明问题了：目前，

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水资源现状已形成危机。据

有关人士测定，“滴水”在一个小时里就可以集到 3.6 公斤水，一个月里

可集到 2.6 吨水。如果是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集水 17 公斤，每

个月可集水 12 吨。而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平均用水量则是 10 吨左

右……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成为了无声而有力的证据，学生通过客观

的视角体会到节约的重要性，从而建立节约意识。 

3.3 在课堂教学中渗透 

通过对教材的充分挖掘，根据教材内容，结合相关的素材，充分落

实教学三维目标。这意味着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要

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根据课堂的生成，找准新旧知识的生长点，培养小

学生的节约意识。 

3.4 开展数学课外活动 

数学课外活动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续，更是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另一条重要渠道。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结合开展教学，势

必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如，在教学《节约用水》时，我们要适时引导学生把“节约”化身

到具体的行动中来。教育孩子要节约用水，并不是一节课的结束，而是

另一堂课的开始。给学生布置课外活动，让学生实际体验节约用水的重

要性及必要性。在数字面前，让学生自己总结出节约的好处，从而树立

牢固的节约意识。在行动中养成节约习惯、形成节约意识，从而将“节

约”实践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开出文明美德之花。 

小学数学课外活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教师有意识的关注、引

导、督促、参与、评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作用。 

小学生的节约意识和行为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需要家庭、

学校、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做好的一项伟大的工程。特别是作为一名小学

数学教师，更应从各方面出发培养学生节约的意识，从而让小学生从现

在做起，真正创建“节约型”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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