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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教学中生活教育理念的创新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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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高中数学教学中对生活教育理念的应用逐渐加强，该理念在教学实践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指导作用和不可或缺的影响。通过将生活教育理念有机融入高中数学教学中，我们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在

具体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并促进其学科思维的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高中数学教学中生活教育理

念的创新应用策略。这些策略着重于将真实生活场景和实际应用引入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数

学概念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从而培养对学科的深刻理解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生活教育理念在高中数学教

学中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还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分析能力，为学生未来的学术和职业

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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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 of life education philosophy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has been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playing a crucial guiding role and exerting an indispensable influence in practical 
teaching. The integration of life education philosophy into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not only helps students 
learn to solve real-life problems in specific contexts but also enhances their disciplinary think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life education philosophy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By incorporating real-life scenario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to the curriculum,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to their daily lives, fostering a deeper appreciation for the subject and promot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e utilization of life education philosophy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not only 
enhances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but also cultivates their creativity and analytical skills, preparing them 
for success in both academic and real-world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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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在现阶段的高中数学教学中，明确提出要使学生在掌握更多学科知识的同时，要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

此门学科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此，对于数学教师而言，在教学时，要通过多种

方式，促进生活教育理念在课堂中的渗透，其需要考虑到学生的需求，将知识与实际案例结合起来，促进课

堂的高质量进行，进而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1 新知导入生活化，强化课堂趣味性 
在课堂教学中，导入的作用十分重要，虽然作为第一个环节，所占用的时间不多，但是却直接影响着后

续课堂的教学效果。在进行导入时，一方面注重学生已掌握的生活经验，要从他们比较熟悉的案例入手，引

出对应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比较注重导入的作用，要求要通过导入，提升课堂的趣味性，但是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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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不能仅仅将趣味性的提升作为首要目标，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导入内容的设计都需要与课堂内容相

符，不能偏离所学的内容，要以课堂成效的提升为目标，设计出对应的导入内容。对此，要通过生活化地导

入问题，使学生体会此门学科的实用性，进而推动整个课堂的顺利进行[1]。 
比如，在学习“统计与概率”这方面的内容时，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在生活中，你们有没有玩过

抛硬币的游戏呢？相信这个游戏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陌生，细心的同学有没有统计过，或者留心过，出现正

面的概率是多少呢？反面的概率又是多少呢？不知道的同学，可以先简单地猜一猜、想一想”。然后，可以

让他们站起来简单地说一说，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再为他们提供硬币教具，让他们动手尝试，验证自己的

猜想，在尝试的同时要做好记录，最后再根据记录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最终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能够

快速引出本节课的内容，将新知识与生活中的现象结合起来，并且能够使学生对需要学习的新内容有初步的

认识，然后再自然而然地引出接下来的内容，课堂效果将会得到大大提升。 
2 学习情境生活化，激发课堂活力 
通过对高中数学学科的了解发现，此门学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具有逻辑性较强的特点，要

求要能够根据已知的条件，通过推理和计算，得出正确的结果；第二，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简单地来说，在

此门学科中，不难发现涉及到较多的概念类内容，还有一些符号，要求要将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进行

解决；第三，综合性较强。在学习此门学科的过程中，涉及到多个分支。比如，包含统计类内容、几何内容

等等，要求要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将多个分支的知识结合起来，进而解决复杂的问题。通过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到，由于此门学科的特性，对于高中学生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此门学科学习起来难度较高。针对这一

问题，可以运用生活化理念，将数学元素与生活相关的内容结合起来，将知识进行转化，以比较常见的案例

的形式展示出来。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新知识的学习，在与生活内容进行结合时，要重点考虑学生的情况。

具体地来说，可以通过对现阶段社会背景下学生情况的了解，从他们比较熟悉的，或者比较关注的生活内容

入手，以此来对他们的学习进行引导，进而使他们在思考中、分析中，逐渐建立起数学思维，同时也能够运

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2]。 
比如，在学习“空间几何体”这一部分的内容时，这部分内容涉及到与图形相关的概念，在进行理解时，

要求需要具备一定的空间思维能力，而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在理解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对此，可以先从简

单的内容入手，进行空间几何的分类，拿出准备好的教具，使学生通过直观地观察，引导他们总结不同几何

体的特点，使他们对空间几何体产生初步的认知[3]。然后，可以让他们想一想，其实在生活中，这些几何体

都比较常见，他们通过观察这些几何体，想到了生活中的哪些物体，可以让他们大胆地说一说。通过这种方

式，在一步一步地引导下，能够使学生逐渐加深对几何体的认识，进而在不断地思考中总结出对应几何体的

特征，进而达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3 引入生活化实践，驱动学生数学学习 
在生活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在进行教育时，不仅仅是为了接收到更多的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学会

运用知识，还要能够将所掌握的技能运用到实践中。但是在实际的学科教学中，对于教师而言，通常情况下，

其比较注重理论内容的讲解，认为学生只需要掌握了理论部分的内容即可，就能够完成课程对应的习题，没

有必要开展实践活动，认为进行实践活动不仅会造成时间的浪费，并且组织起来比较麻烦，需要考虑的方面

较多，所发挥的作用不大。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对于此门学科而言，开展实践活动是教育创新的重要路径。

通过实践类的活动，学生通过参与活动，走出课堂，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心理上将会更加放松，更有利于

他们新知识的学习。与此同时，在实践活动中，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也是通过合作解决问题、探索、自主学

习的一个过程，能够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活”的氛围将会更加浓

厚，能够更加深刻地感知到此门学科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提升学生学科素养的重要手段[4]。 
比如，在学习“位置关系”时，这部分内容的难度相对较低，但是其中涉及到“位置表示”“相对位置”

等内容，如果仅仅是从表面上理解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使学生能够对其中的内容产生更加深刻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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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够在知识与现实之间建立联系，进而学会解决现实问题。首先，可以先对学生进行引导，使他们能够

结合自己以往所学习的知识，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位置”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基础部

分的内容讲解完成之后，可以带领他们走出教室，到操场中进行跑步比赛，通过对不同位置方向的辨别和标

注，使他们对“位置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解；最后，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操场进行位置的划分，运用教学用

具或者足球运动，展示出教材中所提到的位置关系，将“相切关系”“相交关系”清晰地展示出来。通过这

种方式，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下，能够使学生对概念类知识有深刻的理解，且进行思考，能够使他们的理解到

达更深的层次，促进其对于新知识的消化，进而切实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5]。 
4 巩固练习生活化，发展学科思维 
课后作业的作用十分重要，不仅是对课堂内容的补充，并且也是对课堂知识的巩固，学生通过作业，能

够对自身的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了解自己在哪些模块比较薄弱，进而有针对性地弥补知识上的漏洞。由

于此门学科的难度较高，尤其是在后续的学习中，琐碎的知识越来越多，再加上难度的持续提升，通过作业

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十分有必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往的作业中，作业的内容、形式都

比较固定，内容基本上都为习题的形式。具体的来说，教师认为只需要进行大量习题的练习，就可以更好地

巩固所学内容，在某一个模块的内容学习结束之后，会根据其中的难点、重点内容，设计出对应的习题。这

种做法虽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经过长时间后，由于作业的形式与内容过于单一，长期没有发生任何改

变，脱离了此门学科的生活属性，导致作业效果较差。对此，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不管是作业的形式，还是

内容，都需要体现出生活化理念，通过精心的设计，实现数学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6]。 
比如，在“统计”这一模块的内容学习结束之后，在学生回到家中，可以让他们统计一下家人的体重，

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根据数据进行分析和简单地计算。具体地来说，要记录清楚体重数据、家人的体重

数据，数据要准确。与此同时，在作业中，还可以加入其他方面的内容，“样本估计总体”相关的内容等等，

使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能够将之前学习的内容与新知识联系起来，使他们能够自觉梳理知识，在生活

化作业中强化其对于知识的理解[7]。 
5 结语 
总的来说，将生活教育理念融入到高中数学教学中，对于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科素养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高中数学教师在实施教学时，应当深入理解和把握数学这门学科的本质特征，同时

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将生活教育理念巧妙地融入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不

仅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还能够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帮助学生在学习数学知

识的同时，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从而使学生在高中数学学习过程中

获得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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