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让数
学学习回归生活” 是小学数学教育的一个重
大命题。 小学数学教学要贴近生活， 联系实
际，引领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数学、理解数学、
应用数学、体会生活化数学语言、在数学活动
中相互交流， 让看似枯燥的数学符号变得生
动具体，才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一、引领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数学
如果想让学生有“数学的眼光”，教师首

先应具有敏锐的“生活数学”的洞察力，时时
把数学融入生活， 还数学以“原型” 的意
识———数学无处不在，生活处处有数学，从而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积极性， 激发
学生的探索欲望。 例如：操场上，高耸的旗杆
矗立在阳光下，地面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几名
升旗手在阳光下望着国旗冉冉升起， 地面上
也投下小小的身影……在这熟悉的场景中，
蕴含着有趣的数学问题。 笔者问学生们：“不
测量旗杆，有什么办法知道它的高度？ ”学生
的思维活跃起来，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一种方
法上———利用竿高与影长的关系， 即比的知
识来计算。 通过联系生活场景引领学生发现
数学问题，解决数学问题，情景教学让数学符
号鲜活起来。

二、引领学生在生活中理解数学
用数学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应联系生活

情景，将数理化抽象为具象，化繁琐为简单，
正所谓于情境中说理，理容易说清；在生活中
寻法，法易于掌握。

例如：小数的“加减法”对 3 年级学生来
说较为抽象， 而学生对生活中商品的价格却
是极为熟悉，因此在教学这部分内容时，在课
堂上模拟生活场景， 让学生扮演营业员和顾
客，用自制的纸币进行商品交易。 营业员负责
“收营”，顾客负责“采购”，一来二去，学生们
对“加减法”有了初步认识。 还有，生活中每时
每刻都要用到估算， 笔者会要求学生估算一
下从家到学校的距离，再引导学生思考：如果
每天从家往返学校 2 次， 大约每天要走多少
路程？ 引领学生寻找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可加
深学生对数学原理的理解。

三、引领学生在生活中应用数学
笔者会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与真实生活

“亲密接触”的机会，尝试用数学知识解释或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教学中突出体现
数学的应用价值，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例如，在学习《圆的认识》一课时，学生掌
握了用圆规画圆的方法后， 笔者提出问题：

“如果手中没有圆规，你能画圆吗？ ”一个学生
说：“我用一根绳子，握住一头，另一个同学握
住绳子另一头，我不动，他拉直绳子绕着我跑
一圈，就是一个圆。 ”又一个学生说：“我不用
别人帮忙，我拿一根长一点的竹竿，原地抡一
圈，就是一个圆。 ”每种方法都应用了圆的半
径知识， 学生对圆的特征有了更为直观的理
解。

四、引领学生体会生活化的数学语言
前苏联数学教育家斯托利亚尔曾说过：

数学教学也就是数学语言的教学。 在课堂教
学的师生交往中，主要是通过言语交流。 同一
堂课，不同的教师教出来，学生接受的程度不
一样，主要还是取决于教师的语言素质如何。
鉴于此， 教师的数学语言生活化是引导学生
理解数学、学习数学的重要手段。 教师要结合
学生的认识特点、兴趣爱好、心理特征等，对
数学语言进行加工， 使其通俗易懂、 富有情
趣。 如教授质数、合数时，学生难以掌握，笔者
编出顺口溜：“质数、质数怪脾气，约数只有 1
和己，最小是 2 大无边，合数是它的对立面”。
又如，学生容易混淆周长、面积的概念，笔者
就编出“周长是一线，面积是一片”的生活语

言，用“长长短短”代替教学长度，用“排排队”
表达比大小等等， 学生对这些生活味十足的
数学知识感到非常好奇， 进而产生浓厚的学
习兴趣。

五、引领学生在数学活动中相互交流
交流能力是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备能

力，它是个人素质的重要体现。 因此在课堂上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显得尤为重
要。 例如：可以组织学生以同桌互说、小组讨
论、集体交流等形式探讨数学问题，让学生在
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强化
对知识点的理解；同时，课堂变成平等交流的
平台，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那些平时害
羞内向、 不敢发言的学生渐渐地敢于表达内
心的想法，交流不再变得可怕。 学生们在此过
程中发现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在提升
逻辑思辨能力的同时， 也巩固了平时所学内
容。

生活中的数学是鲜活的， 脱离了生活实
际的教和学是无趣的。 学生不应该只是在课
堂上听数学、看数学、练数学，而应该更多地
在生活中玩数学、应用数学，只有在数学思维
活动中经历、体验、交流和探索数学，让数学
学习回归生活，体验到学习数学的乐趣，于无
痕中获得广泛的数学价值和意义， 这样的数
学教学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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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真能惩戒“熊孩子”
新闻背景：近日，山东省青岛市政府率先在全国制定地方版的“学校法”，发布地方性规章《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其中提

到“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 据了解，这是全国或地方教育性法规中，首次提出“惩
戒”的概念。 （《新京报》2 月 21 日）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李阳春 “熊孩子” 之所以
“熊”，归根结底是因为孩子同理心尚未形成，对规则纪律缺
乏敬畏感。 因此，山东省青岛市政府首次提出“惩戒”概念，
可谓对症下药， 一方面可以保障多数学生正常学习生活的
权利；另一方面，“熊孩子”也能及时认识错误，调整言行，进
而更好地融入到集体生活当中。

@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第二高级中学陈攀峰 世界
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适合惩戒
教育，作为教师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比如说，对于心理承
受能力差的学生来说，惩戒教育可能会令其身心受挫，导致
更严重的后果；相反，对于屡教不改、顽劣成性的学生来说，
适度的教育惩戒可能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教育惩戒不是
万能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教育还得因材施教。

@ 读者林惠文“熊孩子”因为老师不能惩罚学生，经常
以此“威胁”老师，变本加厉捣蛋，不服管教；家长护子心切，
孩子受一点委屈就要告到媒体告到教育局， 让老师畏手畏
脚，十分头疼。 惩戒不守规矩的学生本就是为人师表者应尽
的职责， 教育惩戒的出台只不过是让老师拿回本就属于自
己的权力，治一治“熊孩子”，也治一治家长的玻璃心。

@ 湖南师范大学吴芝芝 “熊孩子”本就比一般孩子顽
劣调皮，无视规则。 现在老师可以名正言顺地惩戒学生，只
会激起他们内心更深的仇恨， 这不是有意制造师生之间的
对立矛盾吗？ 江西学生因不满老师的严格管理而将其杀害
的案件犹在眼前，这不就是惩戒的负面效果吗？ 在教育的大
是大非面前，鼓励老师惩戒学生，无疑是把老师和学生往火
坑里推。

“双刃剑”当慎用

余娅怎么看

最近一段时间，“熊孩子”“校园霸凌”常常成为
新闻的主角，这些不听话、爱捣乱甚至热衷于“用暴
力解决问题”的孩子，不仅让家长头疼，也让老师、
学校有些束手无策。

恰在此时，青岛率先在全国制定地方版的“学
校法”，允许“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
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 这一新规，于学校和
老师而言无疑是利好，“惩戒权” 重塑了教师的威
信，允许他们让“熊孩子”受点“皮肉之苦”，不再把

学校当成为所欲为的地方；教师也多了一层保护，不用担心因为“惩戒”了
“熊孩子”，遭受责难和报复。

看上去，法律似乎给了学校一把对付“熊孩子”的“尚方宝剑”，但在笔
者看来，这把“尚方宝剑”更像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成风化人；用得不
好，则会“毁人”。

当“惩戒”变成合理合规的行为，潘多拉的魔盒也可能随之打开。笔者
不愿意以恶意揣度我们的老师，但不排除有些老师借着法律打开的“方便
之门”，做出缺少爱心、没有师德的事来。 譬如某些老师，不去了解学生的
实际情况，不去因材施教，反倒开始偷懒，遇到“熊孩子”调皮捣蛋，就简单
粗暴地进行惩戒，而不先采用口头教育等更为温和的方式。更应该警惕的
是，个别师德有问题的老师，以“惩戒”为名侮辱、体罚、伤害学生，给学生
的身体和心灵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如此种种“惩戒”，不仅违背了法律的
善意和初衷，也给学校的教学管理带来隐患。

依笔者之见，“学校法”为教育“惩戒”正了名，但具体实施之前，还需
要在细节上加以完善，明确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实施“惩戒”，“惩戒”的程度
有什么样的标准，针对这些“度”，学校应该有据可依，老师应该心中有数。
总之，“惩戒”这把“双刃剑”当慎用，用它之前，还请为人师者把“爱”摆在
前面！

网友反映，有学校为防止学生攀
比奢靡之风蔓延，要求所有学生一律
穿国产鞋，禁止穿进口鞋进校园。 虽
然这位网友不愿透露学校的具体信
息，不过这样一条强制性的规定引来
不少争议。

（央广网 2 月 24 日）
“所有学生一律穿国产鞋，禁止

穿进口鞋进校园。 ”这真的仅仅是为
了防止学生攀比奢靡之风蔓延？恐怕
学校还在自鸣得意，认为这是支持民
族产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条捷
径吧？

在笔者看来，虽然我们无需质疑
学校良好的出发点，但这分明是一种
简单粗暴式的教育管理模式，体现的
是学校对自身教育理念、模式的不自
信。 要知道，不管是对学生进行行为
习惯的养成教育还是爱国教育，用引
导式、 体验式乃至宣讲式的教育方
式，效果肯定都要好得多，如此“一刀
切”式的禁令式方法恐怕最无助于实
现教育目的， 甚至还会引发孩子、家
长的逆反心理，导致教育效果适得其
反。

其实，这条“禁鞋令”本身便经不
起推敲。 如果是要“为防止学生攀比
奢靡之风蔓延”，应当要求“只穿便宜
的、普通的鞋，不穿贵的、品牌的鞋”
才对，而不是“只穿国产鞋，禁穿进口
鞋”。 而且，既然规定了穿鞋的要求，
那么是否还要规定服装、日常生活用
品、学习用具的价位、档次呢？要不然
又如何全面防止学生的攀比之心滋
长、奢靡之风蔓延呢？

学校要弘扬勤俭节约之美德，要
防止学生攀比奢靡之风蔓延，让学生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小树立起爱
国主义思想，首先还得从学校、从教
师自身做起。 只有学校、教师树立起
强大的教育自信，充分相信自己的教
育理念和能力，持之以恒地运用形式
多样的有效教育方式方法，才能让学
生真正心服口服，从行动上自发践行
学校的教育理念，从而达到应有的教
育目的。

“禁鞋令”
让教育自信蒙尘
武冈市稠树塘镇中心学校 周卫军

“吹”出来的答案
“儿子正在懂事，我却只能写信陪他聊天……”近日，在四

川省资阳市看守所内，段某提及自己 4 岁的儿子，不禁掩面而
泣。 因涉嫌通过网络购买建造师、执业药师、公务员等国家考
试答案，然后组织考生集体作弊，段某被资阳市公安局网安支
队抓获。

段某坦言，做他这一行并不能提供真正准确的考试答案，
因为他们很难获取真正的试卷，“我们的答案来源都是吹牛
的，并不能保证答案准确，只有靠概率。 ”遇到没有通过考试的
考生纠缠，解决方式就是退钱，或者承诺下一次再免费提供一
次答案。 文 /图 王铎

让数学学习回归生活
汨罗市罗城学校 文艳辉 湛彦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