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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根据这一理念，结合新课标，在现实教

学中应做到以生为本，联系生活实际进行教学。人们将生活中的经验予以数学化，数学的

问题再给予生活化，充分体现了数学教学应源于生活，寓于生活，并且用于生活。

揖Abstract铱Tao Xingzhi pointed out that "life is education, society is school". According to this
idea, combinedwith thenewcurriculum standard, students shouldbe thebasis of teaching in reality,

and teaching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life. The experience of life is mathematicized,

and the problems of mathematics are given to life, which fully reflects that mathematics teaching

shouldcomefrom life, livein life,andbeused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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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陶行知先生说过：“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能

真正成为教育[1]。”新课标也强调数学教学和现实生活的密切

关系，指出“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提出简单的数学问题，而后

尝试解决”的教学目标。一切知识都来自生活，在小学数学教

学中，许多知识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应把教学与生活紧密联系

在一起，让数学思想方法走进生活、指导生活，用生活资源促

进教学的充实与丰富。这样不仅符合小学生的年龄认知特点，

而且也提高了他们学习数学的驱动力，激发了其学好数学的

浓烈兴趣。

2 教学内容“生活化”，让生活走进数学的

课堂。
生活经验是学生学习数学的出发点。《新课标》指出:“数学

课堂的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与知识经验

的基础之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努力创设与学生生活环

境、知识背景紧密关联且感兴趣的学习情景，让学生能在观察、

思考、交流等教学活动中逐步体验数学知识的产生、形成与发

展的过程，感受数学的魅力，同时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2]。

2.1 优化课前准备

陶行知说过：“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即教师要勇于突

破教材，并能灵活运用教材，把“活知识”教予学生，把学生都

“教活”。即使教材在不断改革，但是教科书上例题与与时俱进

的现实生活仍有着差距，导致学生一说起学习就以为是探究

学习课本知识。若在学生平日生活经验中去提取教材，把看到

的景象与教学中的问题结合呈现给学生，使他们比较、分析、

整理、总结，就能在学习之余体验所学价值。

如“克、千克的认识”这节课，安排学生课前到商店或菜

场事先去了解一些重量单位；“乘法应用题和常见的数量关

系”这节课，告知学生提前做好步测，需了解每分能走几米，

家到学校步行需用多少分，测试 1 分钟能做几道口算……让

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去搜集整理信息，再从中发现并提出

与数学相关的问题。故在教学新知识时，学生的脑海里不会是

一张白纸，而是一连串已整理好的信息。这样一来，学生在课

上将会轻松自如地理解掌握知识，课上的重点、难点亦会迎刃

而解。

2.2 创设生活化的情景

教学和生活脱离是教学中广泛出现的现象。抽象的教学

内容与实际的生活环境在孩子脑里争锋相对。心理学家说过：

教学内容与学生熟悉的生活坏境越贴近，就越容易接纳掌握

所学知识[3]。教师须依照不同学生的生活环境与已有认知，寻

觅数学和生活相结合的契机，使学生在观察、思考、验证等一

煽动数学和生活的双翼，构建有效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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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教学活动中探索新知。

教学“接近整百、整十的加减法”这一课，就可将枯燥乏味

的数字变成鲜活的生活情景，如今天是小头爸爸的生日，大头

儿子有 525元钱，想给小头爸爸买生日礼物，用课件出示：运

动鞋 234元、剃须刀 98元、眼镜 199 元。仔细观察礼物，提出

两个数学问题，并解答。你想怎么买？此时，课堂分外活跃，学

生各抒已见。

再比如：“圆的面积”这课，创设以下教学情景。师：同学

们，校园两边的大梧桐树陪伴着大家的学习，给大家供应绿

荫，那么哪位学生会算梧桐树树干的横截面面积呢？要算梧桐

树树干的横截面积，我们先要学习“圆的面积”。这样安排教

学，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而且提升了学生对数学学习

的兴趣以及学好数学的欲望，更锻炼了学生分析生活经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学问题生活化，寻觅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蓝本，让学生身

临其境。以直接、多彩的客观事物为载体，把枯燥乏味的数学教

学变成学生感兴趣的生活实际，使抽象的数学内容变得妙趣横

生，从而达到活化教材、突破教材的目的。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

对数学内容的好感，也激起了他们的学习欲望，让学生感受到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锻炼其数学的应用意识与实践能力。

2.3 设计生活化的练习

过往人们只注重笔头的练习，而忽略了动手实践的练习。

如今，应多给学生提供综合实践的机会，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学

习的快乐。陶行知先生曾说 :“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

学也不成学。”如教学《认识人民币》这课，可创设超市购物的

生活情景，小组活动，轮流扮演顾客和收银员，按物品的价钱

付给小组收银员相应的人民币，收银员按价收钱并找钱，剩余

同学评价他们的交易是否有误。用模拟的生活情境让学生体

验人民币的应用，可起到巩固知识的作用。

3 日常生活“数学化”，让数学回归社会生活

教育家弗雷登塔尔说过:“数学源于现实，并用于现实，要

从学生的生话环境中创造出数学。”教学时，老师应不拘束学

生的头脑，任他们自己去思考；不拘束学生的双手，任他们自

己去动手；不拘束学生的眼睛，任他们自己去观察；不拘束学

生的嘴，任他们自己去表达。提供学生更多实践操作的机会，

启发学生去自主探索，锻炼学生的数学意识与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3.1 用数学语言描绘生活事件

数学是一种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工具。在信息发达的年

代，数学的语言功能更为卓越，人类可用符号、数、图象等数学

语言来描绘世界。指导学生用数学知识撰写日记，用数学眼光

细察生活和问题思考。下面是一些数学日记：淤购物时体验数

学。萱萱:今日，我与妈妈去姑姑家做客。刚到姑姑家不久，姑

姑说:“我们去逛下超市，看看买些什么菜。”于是便买了很多

东西：一条鲫鱼 9元 7角，一根黄瓜 2元，一袋虾丸 18元 6角，

一只炸鸡 30元。刚到收银台时，我便已经想好要付 60元 3角。

姑姑笑着给我点赞，那时我真的很自豪。于游玩中感受数学。

张明：今早，我吃过早饭与爷爷、爸爸齐去钓鱼，我便坐在河边

看他们俩钓，一边看一边帮他们数：爷爷钓了 3条，爸爸钓了

10 条。而后立刻算出爸爸比爷爷厉害，多掉了 7 条。我便大声

对爷爷说:“爷爷，你要加油啊! ”
3.2 用数学的眼光细察生活环境

督促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细察熟悉的周边事物，学会数

学生活化的理念，主动把所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紧密关联。如在

教学了“直角”一课后，布置学生课后寻找有关直角的一些物

品；教“线段”一课时，课前笔者先带领学生在校园四处寻找线

段，有的在办公室门口寻，有的去篮球场上找。这样的体验让

学生感受到了生机勃勃的数学，了解到数学就在身边。

3.3 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在教完“常见的数量关系”后，可布置“为踏青准备午餐”

的练习。提前让学生到商店了解关于饼干、薯片、牛奶、牛肉等

食品的标价，并制订价目表。让学生通过所了解的食品标价协

助小组学生策划搭配合理经济的购物清单。此项活动不光是

为了解决实际的数学问题，而是要让学生通过已有的数学经

验去分析、解决问题，体验数学的重要性与现实性。

4 结语

“生活即教学”即将教学生活化，注重教学知识和生活实

际的紧密关联：让生活步入数学课堂，多重视课前准备，多创

设生活情景，多布置生活化练习，使数学教学弥漫生活的芳

香，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生活数学”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当

中，注重生活内容，关注学生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引导学生

会用所学的数学知识为自己的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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