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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帆

小学数学教学，是奠定学生数学思
想方法、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应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增强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理
解数学、爱上数学。从事数学教学近十
年来，笔者认为，小学数学教学应当注重
生活化，通过生活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

首先，教学关系应当更加生活化。
小学数学教师应当打破过去那种“我站
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认真听”的灌溉
式教学关系，建立起教学互长、学生主

动参与、教师积极引导的新型教学关
系。在小学数学课堂上，应当尽量多地
增加生活化的“教学道具”，比如学习圆
柱体，可以准备水杯、硬币、铅笔等；学
习计量单位时，可以准备电子秤、砝码
等。增加生活化的教学道具，有利于让
学生从被动听转向主动学，让学生置身
生活中积极思考、主动提问、高效交流，
让整个数学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其次，教学内容应当更加生活化。
新课程标准指出，“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
活经验出发，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将实
际问题抽象为数学模型，并加以解释和
运用”。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应当让

学生感受到数学和生活紧密相连。比
如，在学习100内的加减法时，可以制作
一些纸片作为道具，让学生扮演顾客和
收银员，从而更好地让学生知道生活中
处处离不开数学；在学习形状的时候，
可以利用放学后延时时间，让学生在校
园内寻找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的物品，
教师用手机拍照并做成课件，在第二天
的课堂上播放。

另外，教学手段应当更加生活化。
教学手段的生活化应当体现在方方面
面，仅以小学数学习题为例：一般教学
过程中，教师习惯使用现有的习题册，
因为方便、快捷；但现有的习题册往往

不具备特殊性，导致学生缺乏新鲜感、
积极性不高。笔者认为，应当适当增加
一些符合班级特点、符合地方特色的习
题，比如学到分数的时候，可以让学生
以全班人员为分母，以女生数量、男生
数量分别为分子，然后配合一些场景，
制作新习题。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教育要通过
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让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能帮助学生更
好地成为课堂的主人，从而更直接地感
受到学习数学的乐趣。”

（作者单位：临清市老赵庄镇联校）

6月13日，在市城区聊城银座商城二楼的陶艺制作体验馆内，几名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正在开心地学习陶艺制作。据陶艺
制作体验馆负责人介绍，手工陶艺制作有利于学生释放压力、放松心情，是绿色健康的减压方式之一。

杨先博 刘严潞 摄

本报讯（文/图 杨先博 刘严潞）6

月12日上午，在临清市实验中学的“翠

微”农场，学生们正在忙着除草、施肥、

采摘……这一系列本该在田间地头出

现的劳作场景，如今在学校的“翠微”

农场中真实上演，种地的“主角”是满

脸稚气的学生。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义务教育

“双减”政策，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

强化学生的劳动意识，临清市实验中

学把劳动教育纳入教育课程体系中，

全面开展劳动教育课和综合实践社团

活动。

学校负责总体协调，由各班自主

成立管理团队，开展劳动实践，师生共

同参与种植管理。教师带领学生参与

常见蔬菜的种植和蔬菜生长期间的管

理并体验蔬菜采摘。

“翠微”农场成为该校学生认识

农作物、观察植物生长、学习使用劳

动工具、掌握基本农业劳作技术的实

践基地。学生在劳作过程中辨五谷、

学农艺，体验劳动乐趣的同时，也真

正领悟到了实践出真知的深刻内涵。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临清

市实验中学的农耕活动让学生有机会

走出课堂，学习课本上学不到的知

识，享受劳动带来的幸福感和自豪

感，感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的校园

生活。

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高唐县民族实验小学
举办防溺水安全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赵璐敏）6
月 14 日上午，在学校操场，高唐
县民族实验小学六年级全体师
生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演练。

首先，他们模拟学生不小
心掉到池塘里的场景，几名学
生手拉手施救时，也相继掉入
水中。随后教师指导学生采用
大声呼救、抛救生圈、利用竹竿
等正确的方式进行施救。对于
失去意识的溺水者，教师现场
演示了利用心肺复苏进行急救
的方法。

场 景 模 拟 演 练 活 动 结 束
后，学校安全工作负责人进行
了总结，叮嘱学生一定要按照
防溺水“六不”的要求去做，杜
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此次活动丰富了学生的防
溺水安全知识，提高了师生遇
到紧急情况沉着应变的能力。

小学数学教学应注重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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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 学生开心学陶艺制作

劳动强体魄 农耕润心灵
临清市实验中学深入开展劳动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