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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生的成长过程中， 心理健康教育
尤为重要，它不是一种附加的教育，而是一项
完整的育人工程， 应渗透在学校教育教学的
全过程中。 数学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在
消除教学设计、 评价和管理中一切有害于学
生心理健康的不利因素， 预防学生的心理失
常，使学生能在宽松、和谐、愉快的情境中，无
过重心理压力的状态下学习， 以维护和促进
学生的心理健康。那么，在数学教学中如何渗
透心理健康教育呢？ 我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

一、挖掘教材的心理教学内容，有的放矢
地进行渗透。

语文、思品教材中的内容，其定位就是对
学生进行良好的品质教学， 而数学的内容更
多地倾向于理性化的知识， 人文性相对要少
一些。然而，我们仍能从中发现许多有利于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内容。数与代数一类的课，
我们主要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计算、估算能
力；综合实践应用较多的课，我们可以让学生
主动探索， 体验一下自己发现结论的喜悦与
自豪感；图形认识一类的课，我们可以重点培
养学生的空间观念、空间想像能力；统计与概
率方面的课， 我们可以增加与社会生活的联
系， 使学生学会学以致用。 比如第六册中的
《移多补少使两数同样多的应用题》 这一内
容，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渗透公平性，平等互
利等思想，培养学生平和的心态；又如不少应
用题中大量出现国民生产总值、原煤产量、人
均年收入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可以使学生
产生一种自豪感， 从而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
民爱社会主义的高尚情操。

在上完《圆的周长》这一课后我深深的感
受到数学课也能上成像语文课那样具有感召
力，像思品课那样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在
上课之前， 我充分考虑了教材中有关祖冲之
的这一知识，查阅了不少资料，并将它打印在
了投影片上。当上到圆的周长计算时，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发
现圆的周长总是它的直径的三倍多一点时，并揭示了圆周率
的概念，同时打出了投影片，告诉学生关于祖冲之的一些知
识。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发现居然和伟大的数学家的发现
一致，有一种“我其实也能成为数学家”的喜悦感；另一方面，
祖冲之的发现比国外的数学家的发现要早 1000 多年， 作为
一个中国人，自豪感油然而生，纷纷发表议论，此时我并不急
于将数学知识一古脑儿往下讲，而是放了几分钟时间，让学
生痛快淋漓地发挥了一下豪气，满足了学生的成就感和自豪
感。 尽管占用了一部分课堂时间，但学习效果却没打一点折
扣。课后，还有学生意犹未竟，自己到处找资料，互相交流，体
验作为中国人的优越感。

小小的一个课后注释，引起了学生如此大的反响，那么，
课本中还有许多的小知识，新信息，只要处理得当，相信也能
取得不错的效果。

二、注重学习过程体验，诱发学生积极参与学习。
心理学研究表明:直观、形象、新奇的东西更能引起学生

的注意。 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总是与学习材料直接相关的。 而
且小学生好奇心强，求知欲强，容易被新奇的事物吸引。 因
此，要解决数学知识的抽象性和小学生思维的形象性之间的
矛盾，教师必须多组织学生动手操作，以“动”启发学生的思
维，让他们产生更多的新问题、新想法，活跃课堂气氛。 例如
在教学“认识物体”这一课时，我首先组织学生一起玩积木，
让学生在玩积木的活动中认识了正方形、长方形、圆柱和球
的形状及其特征。 这样，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不但不会感
到枯燥，而且还兴趣盎然。教师运用生动的语言、适当的直观
教学手段对学生常常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的同时还能发展兴趣。

三、教师自身的行为，也是进行健康心理渗透的良好渠
道。

教师的行为渗透，不需要讲很多大道理，只要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从小事中来透射好品质。 比如说，整洁的办公室，
可以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地方干净也能给别人带来美感，明白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看到扫帚倒了，随手扶起，就
是告诉学生爱护公物也是一种美德； 面对别人的无理吵闹，
教师能平和对待， 可以让学生明白平和的心境也是一种素
养；对别人的困难能乐于相帮，能使学生明白“雷锋精神并不
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

综上所述，数学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互渗透、相互配
合、相互促进，组成一个协调统一的教育整体，这不仅是新课
程改革的要求，也是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 在数学教学
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开展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途径之一。作为教师，我们要转变教学观念，不仅要教书还要
育人；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以教学为载体、为桥梁来
挖掘学生的潜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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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新课
程标准提倡从生活走进化学， 从化学走
向社会，科学探究贯穿始终。 因此，在平
时的教学实践中，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已
有经验和心理发展水平， 结合教材内容
对引入的社会生活内容进行筛选并确定
合适的结合点来开展教学， 以激发学生
化学的学习兴趣。

一、联系课外内容，增强学生的实
用感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活动的主体，
课堂教学应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 在课
内渗透社会生活中的化学， 并使其紧密
结合教学内容和进度来进行， 只有这样
才能巩固课内知识， 同时也能及时拓展
课外知识，使课内、外知识有机地结合起
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累赘感，
反而觉得所学知识更丰富，实用性更强。

例如，在“氮和磷”的教学中，以“我
们每时每刻都在氮气的包围之中” 的现
实场景引入氮气的物理性质， 说明氮气
的化学性质不活泼， 进而引出氮气的分
子结构和化学性质。 通过紧密结合教材
基础知识或重点知识的应用性对知识的
补充、讨论与交流，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
化学的角度逐步认识自然与环境的关
系，分析有关的社会现象，培养学生联系
生活、社会中的化学问题的意识，另一方
面可以提供给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基
础的化学知识和技能， 培养学生运用化
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分析和解决的方法。

二、联系生活热点，使化学教学贴
近于社会实践

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与学习内容
相关的各种情景素材，如化学史料，日常
生活中生动的自然现象和化学事实等，

能够强化学生对化学与生活有关、对生活
有用的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如现行高中化学教材中“人类保护
臭氧层的行动”， 这既是一个自然科学问
题，也是一个“人文意识”问题，围绕“从电
冰箱的普及与换代到臭氧层” 开展探究，
指导学生查阅文献，访问网站，获得知识。
在讲授“重金属汞的性质”时，可以结合生
活实际讨论其危害；讲述“汞蒸汽对人体
的危害”可以使学生们认识到用行动防止
汞污染的重要性，例如怎样清理破碎的水
银温度计、 如何处理含汞的废旧电池、废
日光灯管等， 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 这使化学教学更贴近于社会实践，同
学们在学习过程中会觉得所学知识富有
时代感，具有实用价值，有助于培养学生
对未来的人文关怀，将自然科学融入整个
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思考和分析。

三、把实验教学与生活现象结合，增
强学习印象

每一个化学反应都有相应的化学方
程式。学好化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熟
练地掌握学习过的每一个化学方程式。但
是整个高中阶段要求掌握的化学方程式
有很多，如何去记住这些方程式是一个难
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做
实验，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加深对反应实质
的理解。 但是由于教学条件所限制，不可
能每个实验都让学生自己动手做，有些演
示实验是教师做给他们看的，这样学生对
实验有比较直观的认识，化学反应的原理
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可以将化学反应与
生活中有关的内容联系起来，学生对于反
应的记忆就会更加深刻。

例如介绍铝和氢氧化钠溶液的反
应，生成物是偏铝酸钠与氢气。 很多学生

总是忘了金属铝能和强碱溶液反应，或
者知道会反应， 但总忘记生成物是什
么。 所以在介绍这个反应时，可以引导
他们去思考，有些小商贩在街头卖氢气
球，他们是如何制备氢气的。 这时很多
学生都会联想到一个锈迹斑斑的密闭
铁容器。 初中时候讲过利用活泼金属与
酸溶液反应制取氢气，学生的印象都非
常深刻。 如果卖氢气球的用的是这个原
理制备氢气的话，为何锈迹斑斑的铁容
器不会被酸腐蚀掉呢？ 学生会提出这样
的疑问。 这时候引导他们思考铁容器中
不应是酸溶液，那会是什么呢？ 再向他
们解释，其实目前充氢气球所用的氢气
是利用铝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的原理
而不是活泼金属与酸溶液反应。 所以反
应的铁容器才不会被腐蚀。 有了这层认
识， 学生对这个反应的印象就深刻了。
通过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学生对反应的
化学方程式掌握就会更加牢固。

化学实验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
手段，是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有效
途径，在化学实验的基础上，学生从具
体的形象思维转入抽象的逻辑思维，从
而提高理性认识。 化学实验还可以培养
学生谨慎的科学态度，以贴近生活和发
生在身边的化学现象为素材，组织探究
实验活动， 既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
趣，又使学生感受到化学在国民经济及
生活中的实际运用。 例如选取日常生活
的素材可进行“自制肥皂与肥皂的洗涤
作用”、“用生活中的材料制作简易电
池”等实验。 通过化学实验来解释和解
决日常生活和社会实际问题，对于拓展
化学实验的功能，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如何实现高中化学生活化
常德市鼎城一中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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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利用数学体验生活
常德市澧县金罗镇中学 张业新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教师应该充
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指导学生
把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到现实中去，以
体会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学
习数学知识， 是为了更好地去服务于生
活，应用于生活，因而数学教学只有紧密
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才能逐步实现数学
课程的生活化、社会化和实用化。

一、观察生活问题，搜寻数学素材
让学生从生活中找数学的素材，感

受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这样会让孩子们
产生一种亲切感， 感觉学习数学犹如身
临其境， 有利于形成似曾相识的接纳心
理，让孩子们观察生活，写写数学日记无
疑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数学与生活的密切
关系， 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用数学
语言或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方法和情感
的机会。 例如笔者尝试着让孩子们去写
数学日记， 试图通过这种形式促使孩子
们去观察生活，记录生活。

由于小学生所学的数学知识有限，
精力和时间也有限， 更由于知识结构等
原因， 他们在日记中无法涉及到具体的
高深的数学理论、知识，但他们确实已经
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 观察周围发
生的一切，并及时记录下来。 从孩子们交
上来的日记来看，虽然都还比较幼稚，但
他们确实在生活中找到了数学， 并且在
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解决了生活中的这些
数学问题。 长期坚持，学生将有着更为敏
锐的感觉， 他们将自然而然地用这种感
觉去感受生活，感受生活中的数学，从而
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投入到数学的学
习中，提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走近生活学习体验数学

学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最有效
率的。 学生喜欢游戏，把数学“蕴藏”于生
活常见的游戏中，无疑是让学生乐学、爱
学的最佳途径。 数学教材中的问题都是
经过简单化或数学化了的问题， 为了使
学生更好地了解数学的思考方法， 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可
以把数学知识包装在游戏中或创设故事
情境串联数学知识，让学生玩中学，学中
玩，让学生学得有趣、愉快、轻松、主动、
深刻。 如一年级学习“元角分的认识”时，
笔者设计了“我是小小采购员”的活动，
要求学生课前到市场、 商场去了解商品
价格情况，选择几种感兴趣的物品，填写
商品的价格牌， 并准备一些模拟的人民
币（分别是 1元的、5角的、1角的）若干。
同时把课堂变成了一个临时跳蚤市场，
举行模拟购物游戏。 在游戏活动中学生
们不仅认识了小面额的人民币， 而且对
于元和角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为直观的
感知和理解。 这样做不仅降低了学生对
新知识的陌生程度， 而且提高了学生的
参与意识，激发了学习兴趣。 让孩子们在
活动、游戏中学到了数学。

三、体验生活，感悟数学教学
为了让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初

步接触和逐渐掌握数学思想，不断增强数
学意识，就必须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加强实
践活动，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生活和
生产实践中的数学问题，认识现实中的问
题和数学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数学
课本中的现实生活场景很多，教学时应尽
量根据实际情况，模拟一些有利于学生数
学问题，让学生轻松愉快的生活体验中悟
到数学。 如一年级学习“同样多”时，笔者

设计了这样的情境：中秋节班上要举行赏
月晚会，10人一桌， 请同学们计划一下；
每桌要几把椅子？几个杯子？几个碟子？要
摆几块月饼？几个水果？为什么要这样摆？
假如一张桌子上只有 9把椅子会出现什
么情况……通过学生的思考、设计、计划，
学生初步明白： 一个人必须有一把椅子、
一个杯子等物品，而且这些用具是没有多
余的，计划完成后笔者又安排学生在活动
课中进行了模拟演示， 学生兴趣很高，在
体验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都一一商
量解决了。 这样的生活体验，有利于孩子
们感悟到“一一对应”的数学思想。

四、利用生活实例学会数学
学生在学习知识后， 若不考虑所学

数学知识的作用， 不应用数学知识去解
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那么，这样的
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 只是适应考试的
解题能手。 学生掌握了某项数学知识后，
让他们应用这些知识去解决我们身边的
某些实际问题，他们是十分乐意的，这也
是我们教学所必须达到的目标。 只要我
们走进生活， 留心观察就发现真是处处
都有数学，处处都是数学。 如：学生在学
习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后， 让学生
回家去量一量，算一算，了解自己家里住
房的实际使用面积。 这样，既培养了学生
的动手能力， 又十分有效地巩固了所学
的数学知识， 真正体现了数学来源于实
际生活，又为实际生活服务。

数学的应用是很广泛的， 我们要让
学生有意识地感到数学就在身边， 生活
中处处都要用到数学， 学习时间和休息
时间的安排是数学，商品的买卖是数学、
吃穿住行更离不了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