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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技能可以将学生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学生的数学思维技能中。“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教育与学

习的融合”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根本态度和方向。让学生抓住学科知识与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

学生既要学会从生活场景中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汲取丰富的知识，又要学会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之中，解决自己遇

到的生活难题，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Abstract: Using the skills can apply the knowledge that the students have learned to the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skills. 
“Life is education”“society is the school”“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is the core of Tao Xingzhi’s education thought, 
is the fundamental attitude and direction of Tao Xingzhi’s education thought. Let the students grasp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knowledge and life. Students should not only learn to get a good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learn rich knowledge in the 
life scenes, but also learn to apply the knowledge to the real life and solve their own life problems,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pply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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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是学生生活和成长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阶

段，教师更应该注重数学教学与生活、社会、动手操作的结

合，帮助小学生正确感受数学的魅力，提高数学思维能力，

并将数学知识学以致用，真正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进一步

提升小学生的综合素养。

小学数学是一门与生活十分贴近的课程，在培养学生数

学逻辑思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小学

数学教师要合理融入生活化教学理念，让学生更加生动、真

实、客观地学习数学知识，实现数学课堂生活化，真正做到

小学数学教与学的统一。新课程改革后，小学数学课堂要求

教师将“数学”和“生活”结合起来。这项研究结合了陶行

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并通过案例分析来解释在小学数学教室

中建立以生活为导向的教育氛围和创造有意义的问题情境

的重要性，以便学生了解他们的数学背景并帮助学生了解教

室。并训练他们在外面思考。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效果，发现培养实用技能的价值，这些实用技能可以将

学生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学生的数学思维技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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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即教育
2.1 营造生活化的教学氛围

根据陶行知的“生活就是教育”的思想，需要在教学中

营造一个活泼的课堂氛围和充满生机的教育氛围，使学生能

够积极适应数学氛围，激发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学生可以设

计有关数学主题的黑板报，向数学家们介绍数学或有趣的数

学技巧，还可以组织有关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课堂会议，以

便学生讨论反映数学的哪些方面。数学，思考并培养学生的

数学视野和数学思维能力。

例如，在强制性标准课程测试教科书“数学”（三年级

第 1 卷），第三主题“测量”“知识公里”中，要求学生“与

老师一起走 1 公里，在校外走 1 公里”。老师需要带学生走

出教室，亲身感受一公里的路程，并指导学生在教室外发现

数学。生活中到处都有数学，周围到处都有数学。数学源于

生活，生命高于生命。在整个教室中营造栩栩如生的数学教

学氛围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

2.2 创设有意义的问题情境
新课程改革后，课堂教学中关键素养概念的实施已成为

教育的重要目标。体现核心素养的目的是通过积极地输入数

学知识并让学生亲身体验知识的过程，着重于提高学生的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个人能力。促

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形成与发展。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必

须积极联系学科的数学背景知识，联系数学和生活，努力实

现“问题情境化”和“问题语义化”。

例如，在强制性标准课程测试教科书“数学”（5年级1卷）

的 5 个主题“简单方程式”的“实践问题和方程式”部分中，

有以下代表性示例：小林的家人和小云的房子之间的距离为

4.5 km。周日早晨，两人在早上 9 点在家互相骑自行车。两

人何时见面？其中，小林每分钟 250 m，小云乘 200 m 到盆

当（见图 1）。

这个问题造成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情况。学

生可以介绍和询问有关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如上下学骑自

行车，放学后在遇到麻烦的情况下发现问题以及绘画。

0.25 km / 分 0.2 km / 分

4.5 km

小林 小云

图例 1

题目中的问题是“两人何时相遇”，即可将相遇时间设

为 x分钟，从绘制的线段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数量关系：

小林骑行的车程（0.25x）+ 小云骑行的车程（0.2x）=

全程 4.5 km。

在这道题目中，已知总路程以及两个人的速度，求解相

遇时间只需要套用公式 t=SV 解答即可。即：

即：小云和小林在 10 分钟后相遇。

阅读问题后，从“实际问题和方程式”中可以看到，该

问题是更基本的问题产生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可以帮助学

生利用他们的数学知识来解决并改善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

力。在解释问题时，自己进行数学计算以获得答案不仅很无

聊，不仅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索欲望，而且有些

学生会因为学习方程式而拒绝，甚至无法学习数学。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学生现有的生活经历进行有趣的介

绍，并且在有问题的情况下进行教学时，可以结合“线段图”

来更直观，更快速地解决问题。

3 社会即学校
“社会是一所学校”是生命教育理论在领域和空间上的

延伸。这包括两个含义：首先，“社会就是学校”是根据“生

活就是教育”和“教学是一体”这两种理论创建的，它将教

育从“读书”教育转变为“行动”。第二，陶行知曾经说过：“社

会就是学校”的原则是释放笼子里的教育。换句话说，陶行

知认为教育不仅限于在学校学习。它扩大了知识的范围、目

的、内容和教育方法，并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学习。这一理

论并没有否认学校的重要作用，而是对学校适应社会和促进

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社会知识

和技能。

例如，在强制性标准科目考试教科书“数学”（第 1 年

级第 2 卷）的第 5 单元“理解人民币”中说明纸币的不同面

额之间的兑换计算时，仅从理论上进行了介绍，并且这不仅

使学生难以理解兑换关系，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很难教授如

何以及如何合理兑换人民币和合理使用人民币。老师说：“你

妈妈帮你为妈妈买菜了吗？”与生活有关的问题，例如“知

道人民币被分成几种面额吗？”，其他与生活有关的问题也

可以作为介绍。将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不仅可以

帮助学生准确地将人民币单位“反应”为真实物体，还可以

教会学生发现和学习如何学习。在讲座中，可以重现成群购

买商品，使用人民币，进行模拟交易活动的场景，并使学生

了解“购买”和“出售”过程中人民币的使用情况。教室外

的社交情境在教室中得以再现，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应用技

能，并激发了学生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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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做合一
4.1 培养动手实践的能力

学习数学需要手和大脑。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外，还必须

学习动手实践，以促进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相互转化。说

明所需的标准课程实验室教科书《数学》（第 3 卷，第 3 单

元“测量”）在本讲座中，将学习如何转换毫米、厘米、分

米和米，如何测量周围的物体，并体验练习的乐趣。例如，

测量数学教科书的长度和宽度以了解毫米、厘米和分米之间

的转换关系，并测量同一张桌子的高度或教室窗户和门框的

高度以了解厘米和门之间的转换关系框架、仪表等。在教育

中真正实现了“教与教”三位一体，这证明了通过实践获得

的知识更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并建立了与所学知识联

系的能力。

4.2 培养学以致用的能力
例如，在要求的标准主题测试教科书《数学》（五年级

第二册）的第三单元“多维数据集和多维数据集”中解释“多

维数据集和多维数据集的体积”课程时，预览工作：将多维

数据集和多维数据集创建为一组对于一个立方体框，测量立

方体的长度、宽度、高度和立方体边缘的长度，并记录数据

以备将来使用。结合先前在课堂上学习的“表面积”知识，

使用 a、b 和 h 表示长方体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并使用 V

表示体积。a1 表示边缘长度。多维数据集，V1 代表体积。

从“表面积”推导出立方体的体积公式为 V=a×b×h，而立

方体的体积公式为 V1=a1×a1×a1。之后，学生测量立方体，

在上课前构建立方体，然后计算出 Out 表面积和体积。然后

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小组中，然后重新分配任务。在学校的

教室，走廊和操场上找到，仔细测量并记录周围的立方体，

回到教室后讨论并交流，看看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找到该

项目，然后将其与本课中学习的体积公式结合起来，分别计

算所收集的多维数据集和多维数据集的体积，以完成三一教

育的“教与学”讲座。

老师的“解释”和学生的“实践”相结合，将教室扩展

到教室之外，用钝的数学符号反映了生动的生活。在上课前

收集信息并在课堂上分析信息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亲自融入

社会，了解数学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在生活实践中展示

观察，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通过使学生发现生活中的数学

问题并使他们感受到数学的魅力，教师应该对数学产生浓厚

的兴趣。具有内在动力和学习主动性的数学学习将是令人兴

奋和有意义的。

5 结语
史宁忠说：“在数学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掌握数学内

容的性质，创造适当的教育环境，提出合理的问题。鼓励学

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与他人交流，需要培养学生，以获得

知识。”同时，学生可以理解数学的本质，让学生积累数学

思维的经验，以塑造和发展数学的核心读写能力。结合数学

和生活教育，创造有意义的问题情境对于学生理解数学背景

非常重要，并训练学生在课堂外思考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

题，在利用数学知识帮助培训学生运用自己的知识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提高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小学数学老师是陶行

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和课堂实践教育，通过结合它们，学生可

以通过深入理解和合理使用来发展理解和应用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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