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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创设小学数学课堂情境

◎ 辛春莲 ／内蒙古通辽市霍林郭勒市沙尔呼热镇中心校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小学数学本身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小学生的理解能
力和思维能力还比较差，因此，数学学习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

如果教师还是按照陈旧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学生在课堂上就

会昏昏欲睡、枯燥无趣，不但不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学

生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在这样的形式下，教师要改革和创新教

学手段，创设课堂情境，努力让数学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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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小学数学学科的特点，创设一个好的数学课堂情境，

串联起整堂课的所有环节，让数学知识的逻辑性达到水到渠成

的效果，是教师设计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因此精心创

设情境是提高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一项重要策略。

1　系统、科学地整合教学资源，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小学数学里有关于角度的章节。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进行

角度的分类教学时，教师会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各种不同的角

度，再用尺规和量角器测量出每个角度的度数，然后根据课本

上的概念，分出直角、锐角以及钝角。如果运用多媒体教学，教

师利用投影仪和电脑进行授课，用绘图工具代替尺规作图绘制

一系列角，用白板上的量角器按钮代替真实的量角器，让学生

直观地看出每个角度的差别和度数，可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

趣，加深理解。在教师操作结束以后，可以邀请有兴趣的学生

上台，尝试用多媒体绘制出角度或者测量现有角度的度数。通

过这样互动的模式，抓住了学生的兴趣点，激发了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和学习兴趣，使课堂教学效率最大化。

2　引用名人效应，创设课堂情境
名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所从事职业的公共效

用，所取得的令人仰慕的成就，是大多数学生都想知道或者乐

于了解的。巧妙利用名人创设情境，串联起课堂教学的所有环

节，会收到水到渠成的效果。例如在教学《最小公倍数》这一内

容时，可以创设如下情境：第一步，乒乓球奥运冠军张继科来我

校给同学们指导乒乓球的攻守技术，我们全班同学负责手持彩

旗举行欢迎仪式。如果从校门外每4米站一名同学，同学们都
应该站在哪些点？学生自然就会根据倍数的知识找到：4、8、
12、16、20、24、28、32、36、40……第二步，老师想如果每4米站
一名同学，由于全班同学人数少，自然站的距离短，显得不够热

烈。所以老师想改为每6米站一名同学，同学们应该站在哪些
点呢？学生依然会找到：6、12、18、24、30、36、42……第三步，为
了迅速把第一种站法改为第二种站法，其中哪些同学可以原地

不动？学生从线段图上观察到不动的同学有：12、24、36……第
四步，老师提问：这些同学为啥可以不动？据此顺利引出公倍

数、最小公倍数的概念，从而完全达到本节课的授课目的。

3　师生双边活动，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
数学教学过程本身就是教和学的和谐统一，所以，教学过

程要具备多向情感交流的特征。在小学数学课堂上，如果只有

教师的传授，忽略了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课堂气氛就会死气沉

沉，教学活动也难以进行，无法实现对课堂完美的调控。在教

学中，教师热情高涨，学生不主动参与，课堂效果也不会理想。

小学生活泼好动，他们应该成为课堂上的主体，教师要创设良

好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主动参与和表达的欲望。数学教师要

面带微笑走进教室，让学生感觉到教师的和蔼可亲，学生学习

起来也会感觉轻松和愉快。教师面带微笑的提问，缓解了学生

紧张的心理，消除了师生间的鸿沟；幽默的语言，让学生放松心

情，活跃了课堂气氛；和蔼的态度，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学生

感到了教师的可亲，就会从心底里喜欢教师，然后由人及

“科”。在课堂上，学生会大胆质疑，提出不同见解，使我们的

课堂变得激情洋溢，生机勃勃。可见，只有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课堂教学效果才能得到显著提升。例如在教学《3的倍数
的特征》这一课时，教师可以设计如下环节：同学们，我们已经

学习了2、5的倍数的特征，今天我们要学习3的倍数的特征。
平时都是老师考你们，今天你们也任意写一些数考考老师，看

老师能不能从你们写的数中找出3的倍数？当学生写出后老
师很快找出3的倍数并做上记号，然后让学生分组验证（学生
通常会列除法算式）。接下来教师再出几个数字，让学生判断。

学生有的会利用2、5的倍数的特征只看个位，有的会继续列除
法计算。然后老师问：你们和老师比，老师判断得又快又准确，

你们想知道老师的秘密吗？接着老师告诉学生：老师其实并没

有列除法竖式，而是先口算了加法，然后口算除法或乘法。接

着拿实例找出规律，本节课的难点就迎刃而解。由于教师也参

与到探究活动中，在师生互考中，让学生的学习变得兴致盎然。

4　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习兴趣
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实际，学习数学的目的是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激发学生解应用题的兴趣，

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解答应用题，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要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选取应用题选

材，创设教学情景，把生活问题数学化，数学问题生活化。通过

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

趣味和作用，使枯燥的数学问题变为活生生的生活现实。综上

所述，在教学中，教师要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根据数学应

用题的特点教学，引导学生理解、掌握数学应用题解题思路和

方法，进而充分调动起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分析现实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目的。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每位教师都要重视教学

的有效性，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学无止境，教无定法，教学本身

就是一门学问，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计适合学生的课

堂情境，定期审视自己的教学，不断进行深入的剖析、反思，找

出有规律的东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不断“反思”中学习，

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探寻和创新教学方式，并采用多种教学

手段让学生产生积极学习的动力，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从而

实现高效的数学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