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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的进步，数学被用作广泛领域和学科的工具。本研究探讨了中学数学教育生

活化的策略。通过分析当前数学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生活化教学的理念，并探讨了实现生活化教

学的具体策略。这些策略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数学应用能力，促进数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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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the-
matics is used as a tool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and disciplines. 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strategy 
of life-oriente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By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life-oriented teaching, 
and probes into the concrete strategies to realize life-oriented teaching.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aiming at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mathematics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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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在世界无处不在。只要你集中注意力，勤于思考，你会发现，生活与数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数学也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数学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助于数学的发展；数学服务于社会，

是人们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数学将是本世纪每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和技能之一。 
数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用于生活。数学教育要走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道路，才能让我们更好

地从周围环境中体验数学的现实世界。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数学应用技能。 
中学阶段正处于学生从思维的具体性向抽象性过渡的关键时期，而数学作为基础学科，在此阶段的

作用至关重要。教师应针对学生当前的教学挑战，如学习数学的低效率和对数学学习过程的兴趣低下，

探索有效的数学教学方法。通过将数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融入数学教学中，可以消除学生对数学知

识的空洞感，逐渐让他们明白学习数学知识的重要性。 

2. 生活化数学教育的策略及实践 

2.1. 以生活化问题进行课堂导入，吸引学生注意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注重将学生的生活经验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

决日常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从而实现数学教学的生活化[1]。课堂导入作为教学工作的首要环节，该环节

的成功与否往往会对整个课程的教学效率和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若中学数学教师想要打造一个

富有生活气息的数学课堂，必须从导入环节入手，将一些与数学学习密切相关的生活现象或实例融入课

堂中，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案例一，在讲解等差数列求和公式时，向同学们提出实际问题：“同学们，我如果在一周内每天给

每一位学生 200 元，但是在这一周里，你们必须做到：第一天需要返还 2 元，第三天要返还 5 元，第四

天要给 8 元……也就是说，第二天给我的金额比前一天多三块钱，你们愿意吗？”。 
通过挖掘日常生活中的难题，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学生须自主求解收支管理问题，需要比较支出

与收入。事实上，“支出”是计算等差数列的总和。因此，我们需要依靠实际应用，发掘等差数列总和

的科学方法与推导通项公式的技巧。在这个例子中，学生不仅可以运用计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还能够

对相关知识点保持浓厚兴趣，并且很容易理解等差数列求和公式。 
案例二，在讲授集合的过程中，老师向学生讲述了一个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有一个渔夫

很爱数学，但是他不能明白它的意义，所以他向一位当地有名的数学家请教：“老师，我有一个数学问

题，它究竟是什么？”[2] 
因为“集”这个词没有明确的含义，所以即使是数学学者，也不知道该如何给渔人答案。就有无数

的鱼儿在网子里蹦来蹦去，数学家快乐的告诉渔夫：“这就是集合”。 
紧接着教师向同学们提出两个问题：问题(1)：数学家所说的集合是指什么?问题(2)：渔民的渔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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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鱼”是否能构成集合呢? 
通过教师的提问引发学生思考，对于集合的定义以及性质同学们就会有一个疑问，从而达到了启疑

的作用。通过教师讲述的小故事和提出的问题，教师可以顺势进行本节课的教学。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

间并组织学生进行举手回答。 

2.2. 构建生活化课堂，强化教学氛围 

案例一，在讲解直线与平面平行这节课时： 
教师利用同学们生活中极其常见的物体对学生进行直观教学。 
教师提出问题：同学们，请你们把自己的书放在桌子上，打开书皮，看看书皮的边沿和桌子之间的

距离是怎样的。在平时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过，门的两侧是怎样的一种位置？当门绕着门轴一方旋转

时，其另一方总是与门框所处的平面是否有共同点，而这时门扇转动的一方与门框所处的平面是怎样的

位置关系。 
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教师通过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实际例子，启发学生对于直线与平面平行

判定定理进行思考探究。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一与问题二的共性，最后总结。 
案例二，证明平方差公式： ( ) ( ) 2 2a b a b a b+ − = −  
分析：启发学生通过计算面积得出平方差公式。在边长为 a 的正方形中剪去边长为 b 的正方形，并

沿虚线剪开，得到两个长分别为a a b−、 ，宽分别为a b b− 、 ，的长方形，再将这两个长方形沿着长为

的边拼接成一个大长方形，大长方形的长为a b+ ，宽为a b− 。 
通过实物举例给学生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实物具有直观、形象、生动、鲜活、真实的特点，能使

学生准确理解教材，掌握教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迅速掌

握，不易遗忘。因此，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2.3. 走进实际生活，组织生活化的学习内容 

中学阶段数学的学习，具有抽象性和严谨性。如果教师直接根据教材中的概念定理对学生进行数学

教学，学生将无法很好地理解和接受，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承担自己的责任，让学生感知

到富有生活气息的数学教学，激发他们的学习主动性。 
可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中学习数学：  
首先，利用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鼓励学生自主设计活动方案，让学生在实践中去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课堂，才能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3]。 
其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吸引学生注意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教师可以创设一

些有趣的活动来使学生更好地接受知识并掌握所学内容。这样做有利于促进师生之间交流感情，增强合

作意识，也利于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最后，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出相应的游戏或小组合作练习，促进学生间的交流沟通；通过这样一种形

式来培养学生良好合作意识，引导他们在游戏中学习数学知识，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3. 数学教育生活化的实施建议 

3.1. 教师要把数学知识的学习与生活实际相联系 

使学生在生活中能够应用数学，学会用数学解决问题；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数学知识和生活是密不

可分的，认识到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数学问题，为学生更好的学习数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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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讲解等差数列求和公式时，向同学们提出实际问题：“同学们，我如果在一周内每天给每

一位学生 200 元，但是在这一周里，你们必须做到：第一天需要返还 2 元，第三天要返还 5 元，第四天

要给 8 元……也就是说，第二天给我的金额比前一天多三块钱，你们愿意吗？” 
通过挖掘日常生活中的难题，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学生须自主求解收支管理问题，需要比较支出

与收入。在这个例子中，学生不仅可以运用计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还能够对相关知识点保持浓厚兴趣，

并且很容易理解等差数列求和公式。 

3.2. 教师要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 

学生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感兴趣，他们想了解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数学知识与原理，他们想

知道怎样用所学过的数学知识去解决这些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去观察、探究生

活现象，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运用所学知识，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4]。 
例如，在讲解“椭圆及其标准方程”这节课时。 
老师要求学生在课前准备一块纸板、一根线和两个钉子。在课堂上，老师要求学生用钉子将绳子的

两端固定在纸板上，然后用笔拉直绳子并将笔尖滑过纸，这时询问学生画出了什么图形，引导学生思考[5]。
教师再用提前准备好的动画演示验证这个动态过程。紧接着引导学生对椭圆的定义以及性质进行总结。 

3.3. 教师要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师在开展“数学生活化”教学时，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学生为

主体，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要注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例如，教师在讲解《二次函数的图象》一课时，系数对函数图象的影响是本节课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只单纯的去理解书中的定义对学生来说的困难较大。此时，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中的几何画板

软件画出二次函数的图形。 

3.4. 开展“数学生活化”教学的评价机制 

当代数学教育评价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方式不够科学、评价主体单一等

[6]。因此，我们在开展“数学生活化”教学时，一定要充分发挥学校、家长、社会等方面的作用。首先，

学校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评价理念，重视对学生数学学习活动的评价。其次，要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

表现，将学生的发展状况作为评价学生学习活动的重要依据。同时，教师也要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表

现纳入到评价体系中。 

4. 结语 

在中学数学教学过程中，采用“数学生活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学生也可以从中学数学学习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同时，教师也要不断地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

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使得中学数学教育生活化教学模式能够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数学生活化”教学模式是一种较为新型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使其能够积极地参与

到教学活动中去，通过对所学数学知识的应用，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但是，由于该教学模式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问题，从而使其不能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

此，在今后的数学教学中，教师要不断地加强对该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地总结和创新出一套更

为科学合理的“数学生活化”教学模式，从而使得中学数学教育生活化教学模式能够真正地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 
总之，在新课程的背景下，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要立足于学生的发展，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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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作为一名数学教师，我们要从新课程的标准出发，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

法，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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