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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探究

刘苗苗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燕子矶校区　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是提升学生数学素养的重要手段。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情境，教师可以

活跃课堂气氛，开阔学生视野，深化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本文探讨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包

括依托教材内容精心设计情境、巧借数学游戏激发探索兴趣、结合实践活动强化应用意识、立足真实生活增强情境关联以

及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情境呈现。通过这些策略，教师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应用数学知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

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旨在为小学数学教师提供实用的教学策略，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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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现代教育理念中，数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小学阶段是学生数学

思维和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在教学中创设有效的问题

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数学素养，成为教

师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情境的创设不仅可以使数学知识更加

生动有趣，还能帮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和应用数学知

识，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将探

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以期为一线

教师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的价值

1.1. 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

创设问题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具有显著的价值，尤

其在活跃课堂气氛方面。通过设计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数

学问题，教师能够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例如，在教授《认识人民币》时，教师

可以模拟购物情境，让学生扮演超市售货员和顾客，使用数

学书本、粉笔、教具等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这种情境不仅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民币的面值，还能使课堂氛围更加轻松

愉快，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的过程中，感受到数学知

识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

此外，创设问题情境还能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促进他们积

极思维，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

仅能够掌握数学知识，还能在实践中锻炼发现问题、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数学思维和应用能力。创

设问题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还能

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 [1]。

1.2. 有助于开阔学生视野

创设多样化的问题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能够有效引

导学生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开阔他们的视野。例如，在讲

解几何图形时，教师可以将课堂内容与建筑设计、艺术创作

等实际应用相结合，展示世界著名建筑的图片或视频，介绍

这些建筑中几何图形的运用。学生不仅能学习到几何知识，

还能了解到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艺术美感，激发对建筑和

艺术的兴趣。同样，在教授统计与概率时，教师可以设计与

体育比赛、天气预报等相关的问题情境，让学生通过数据分

析和概率计算，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通过这

种方式，学生能够认识到数学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解

决实际问题的工具，从而培养综合素质和跨学科思维能力。

通过创设多样化的问题情境，教师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接触

不同领域的知识，开阔他们的视野。

1.3. 有助于深化学生理解

创设问题情境能够帮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和应用

数学知识，深化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例如，通过实际操作和

实验活动，学生可以更直观地掌握抽象的数学概念，从而提

高学习效果。在学习分数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切割蛋糕

或披萨的方式，直观地感受分数的意义和操作过程。这样的

实际操作不仅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分数的概念，还能增强他们

的动手能力和合作意识。同样，在学习几何体积时，教师可

以组织学生进行水量测量实验，通过将不同形状的容器装满

水并测量其体积，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体积的计算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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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通过这些具体的情境和操作，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数

学知识的理解，还能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综合素质。

2. 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问题情境的策略

2.1. 依托教材内容，精心设计情境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依托教材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

情况，精心设计问题情境是非常有效的策略。例如，在学习

加减法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个购物情境，让学生通过模拟购

物来练习加减法运算。结合苏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下册《100

以内的加法和减法》这一内容，教师可以设置一个虚拟的商

店，提供各种商品及其价格，如铅笔 2 元、橡皮擦 1 元、笔

记本 5 元等。学生可以扮演顾客，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并进

行购买。通过这种方式，学生需要计算总价和找零，从而练

习加减法运算。例如，一个学生选择购买一支铅笔和一个笔

记本，总价为 2 元加 5 元，学生需要计算出总价为 7 元；如

果学生支付 10 元，则需要计算找零 3 元。这种情境不仅使

数学知识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增强他们的数学应用能力。通过模拟购物，学生能够在

具体的情境中理解加减法的实际意义，并在实践中巩固所学

知识。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购物任务，如限定

预算或要求购买特定数量的商品，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

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这种基于真实生活的情境教学，不仅有

助于学生掌握数学知识，还能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和实际操

作能力，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应用所学的数学知识。

通过这种方法，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数学，不仅提

高了学习效果，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 [2]。

2.2. 巧借数学游戏，激发探索兴趣

数学游戏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教师可以

通过设计有趣的数学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数学知识。

例如，通过数独、拼图等游戏，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数独游戏要求学生

在一个 9x9 的方格中填入数字，使每行、每列和每个 3x3 的

小方格内的数字不重复，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数字敏感度，

还能培养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力。拼图游戏则通过让学生将不

同形状的拼图块组合成完整的图形，锻炼他们的空间想象力

和动手能力。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将这些游戏融入教学内容

中。例如，在学习几何图形时，可以设计一个拼图游戏，让

学生通过拼接不同的几何图形来完成指定的图案，从而加深

对几何形状和空间关系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在游戏

中不仅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还能在不知不觉中掌握数学知

识。教师还可以组织数学竞赛或团队合作游戏，激发学生的

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让他们在互动中学习和成长。此外，

教师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学教育软件和在线游戏平

台，提供更多样化的数学游戏资源。这些数字化工具不仅能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提供即时反馈，帮助学生及时发现

和纠正错误。通过巧妙地将数学游戏与教学内容结合，教师

能够创造一个充满趣味和挑战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探索

兴趣，培养他们的数学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结合实践活动，强化应用意识

实践活动是将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重要途径，

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应用意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各种

实践活动，例如测量校园面积，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应用数

学知识。结合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多边形的面积》

这一单元，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测量校园不同区域面积的活

动。学生们可以分组合作，使用测量工具如卷尺和测量轮，

测量学校操场、花坛、教室等不同区域的边长和角度。通过

实际测量，学生需要计算出这些区域的面积，并将结果记录

在图纸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巩固对多边形面积计

算公式的理解，还能体验到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例如，

学生可以测量操场的长和宽，计算出矩形操场的面积；测量

花坛的边长和对角线，计算出菱形花坛的面积；或者测量教

室的各个边长，计算出不规则多边形教室的面积。通过这些

实际操作，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多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

并学会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这些数学知识。此外，教师还

可以引导学生将测量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讨论不同区域的

面积差异及其原因。通过这种实践活动，学生能够在真实的

情境中应用数学知识，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 [3]。

2.4. 立足真实生活，增强情境关联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情境能够有效增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例如，在

学习时间计算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学生一天的作息时间

表，让学生通过计算不同活动的时间来掌握时间的概念。结

合苏教版小学二年级下册《时、分、秒》这一内容，教师可

以让学生记录自己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的各个时间节点，

如起床、吃早餐、上学、上课、午休、放学、做作业、晚餐

和睡觉等。通过这些实际生活中的时间点，学生可以计算每

个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并将这些时间进行加减运算，从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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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理解时间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使数学

知识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他们的数学应用能力。例如，学生可以计算从起床到上

学所需的时间，或者从放学到做完作业的时间，通过这些具

体的计算任务，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时间的流逝和时间管

理的重要性。通过这种基于真实生活的情境教学，学生不仅

能够掌握数学知识，还能培养他们的时间观念和自我管理能

力。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合理安排时间，提高效率，

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应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这种方法不

仅有助于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取得进步，还能帮助他们在实际

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

2.5. 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情境呈现

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使数学问题情境的呈现更加生动

形象，极大地优化教学效果。例如，在教授苏教版小学数学

四年级上册《垂线与平行线》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多

媒体课件和动画来直观展示垂线和平行线的概念及其特性。

通过动画演示，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直线如何在不同情

况下形成垂直或平行的关系。动画可以展示一条直线与另一

条直线相交形成 90 度角的过程，帮助学生理解垂线的定义；

也可以展示两条直线在同一平面内永不相交的情景，直观地

解释平行线的特性。多媒体课件还可以通过动态变化和互动

操作，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线段的移动和旋转，亲自观

察和验证垂线和平行线的形成过程。这种生动形象的情境呈

现，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和掌握抽象的数学概念，提升学习效果。通过信息技术的辅

助，数学课堂变得更加有趣和富有吸引力，学生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学习数学知识，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动画展示铁路轨道的平行性，或

通过视频演示房屋墙角的垂直性，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找到

数学概念的应用实例。通过这些生动的视觉效果，学生能够

更直观地理解数学概念，并在实际生活中找到应用的机会。

这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情境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数学知

识，还能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结束语：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是提

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通过依托教材内容精心设计情境、

巧借数学游戏激发探索兴趣、结合实践活动强化应用意识、

立足真实生活增强情境关联以及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情境呈

现，教师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应用数学知识，

培养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希望本文的探

讨能够为一线教师提供有益的参考，促进小学数学教学的不

断改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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