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四年级数学
生活中的小数教学反思(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一

课前，我让学生进行预习，不知道学生能不能发现因数的小
数位数和积的小数位数的关系，小数乘小数教学反思。经过
五分钟的口算训练后，我直接就把问题抛给了学生，并且问
你找到答案了吗？你理解了吗？让你做你会做吗？这一连串
的问题，让孩子们都动了起来。就从1.2×0.8开始，学生有
的用昨天学习的方法，有的用刚刚书上看到的，我找了两个
孩子上黑板上展示，将自己算法向大家讲解，接着引导他们
比较两种算法，哈哈，这一会孩子们是真正的理解算理了，
不再是书本上那些难懂的文字。接着我们进行积的小数位数
的判断练习，把刚刚学到的知识进行巩固，教学反思《小数
乘小数教学反思》。把这个算理理清之后，我们才进行竖式
练习1.2×3.5,1.25×4，0.125×0.8.通过这样递进练习，由
易到难，有普遍现象到特殊现象。让孩子们真正明白小数乘
小数的计算方法，先按照整数乘法计算，看因数一共有几位
小数，再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当位数不够
时，要添“0”补足。计算方法不是老师硬灌给他们的，是他
们根据学习的需要，自己总结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应
该做一个学习上的伙伴，而不是那个严厉的教练！

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二

上这堂课时，我先复习一些常见单位间的进率、小数点移动



的规律作铺垫比较好，然后通过实例“比高矮”，引出统一
单位进行比较的必要，接着以自主探索的方式引导学生找出
名数改写的方法，课堂教学效果比较好。

小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教材为我们创设了一
个按高矮顺序给小朋友排队的情境，出示的数据有80厘米、1
米45厘米、0.95米、1.32米，这都是一些不同单位、不同形
式的数据，不便于比较。在实际生活和计算中，有时需要把
不同计量单位数据进行改写，将它们改写成相同计量单位，
更容易比较它们的大小。郑老师让学生展开交流，如何把80
厘米化为（）米，学生发现这就是将单名数改写成小数。

直接利用计量单位间的关系，低级单位改写成高级单位的数
要除以进率，再联系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
律进行改写。在练习中反复强调应用这方法，让学生掌获方
法，形成技能，做得比较好。

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三

生活中的数学，真是数不胜数呀，比如说“打折”在生活中
就很常用到！

双休日时，爸爸妈妈带我到商场里买新衣服，“哇！商场里
的衣服让我看的真是眼花缭乱呀！”转着转着转到了妈妈朋
友的店里。两人一见面就激动得不能行，向磁铁一样根本分
不开，不知过了多久，阿姨说：“你要买衣服啊，来我这儿
买吧给你打个七折！”妈妈一听，更是高兴了。急忙东瞅瞅，
西看看！“就这件吧，多少钱？”“原价320元，给你打个七
折，恩？我的计算器呢？”说着，便找起了计算器。在一旁
无聊着的我，便想和计算器来个竞赛。

经过五年级的学习，我已经对折扣了如指掌了，更何况这种
小问题。打七折就是占原价的百分之七十，也就是十分之七，
打原价的百分之七十，原价是单位“1”单位“1”已知用乘



法。那么就是三百二十乘百分之七十。最后答案就是224元。
当我算完时阿姨才找到了计算机！竟然便宜了96元！这衣服
便宜的真多！我开心地笑了笑。

生活中处处都是数学！

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四

星期天，我和妈妈一起去商场买东西，一进商场，我们便看
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每家店门口，都摆着一个牌子：我妈
一看有活动，高兴极了！她东瞧瞧，西看看，看中了一件豹
纹连衣裙，他问了价钱，原价589元，这件衣服能还能参加
满500，减100的活动，妈妈问我：“这件衣服多少钱？”我
板着手指算了一下，等于209.72元，“你是怎么算的？”营
业员阿姨问，我说：“我先算出一共有，11个50，再
算11×25=275（元）589－275=314（元）

314－100=214（元）妈妈有金卡，再打九八折，等于209.72
元。”“恭喜你，算对了！”妈妈是一个砍价大王，她
说：“180元行吗？”营业员为之一震，居然要她便宜29.72
元！！！她说：“最低200.”“行！”妈妈从来没有过这么
豪爽，平常她总要讨价还价个半天。付了钱后，我们满怀喜
悦的走了。

原来，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问题呀！

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五

摘要：人人学有用的数学，有用的数学应当为人人所学，不
同的人学不同的数学。运用生活经验解决数学问题，运用数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在学习中能走入社会，不再是纸
上谈兵，能够将数学于日常生活，现实世界联系起来，逐步
懂得数学的价值，逐步形成用数学的意识，打破以往数学的
构架，让数学不再是理论上的知识，能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参考文献：《数学课程标准》《小学数学教学设计》等

数学知识博大精深，奥妙无穷，数学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
活。面向21世纪的数学教学，我们的理念是“人人学有用的
数学，有用的数学应当人人所学，不同的人学不同的数
学。”“数学教育应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鼗数学现数
学生的生活、学习联系起来，学习有活力的、活生生的数
学”。这一理论在新课标数学（1-6年级）教材中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如何根据教材的特点，把枯燥的数学变得有趣、生
动、易于理解，让学生活学、活用，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精
神与实践能力呢？通过反复思考，我就从课堂教学入手，联
系生活实际讲数学，把生活经验数学化，把数学问题生活化。

一、运用生活经验解决数学问题

小学生尽管具备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但他们对周围的各种事
物、现象有着一定的好奇心。我就紧紧抓住这份好奇心，结
合教材的教学内容，创设情境，设疑引思，用学生熟悉的生
活经验作为实例，引导学生利用自身已有的经验探索新知识，
掌握新本领。

1、运用学生最为熟悉、常见的、手边上的事物处理突发事件，
达到解决数学问题的效果。

在教学活动课“一亿有多大”时，课件首先出示中国人口数
的资料，学生对这么大的数字概念很模糊，当我拿出一千张
纸时，由于学生已经知道今天要学习数学“一亿有多大”，
让他们猜猜，全班竟然不约而同的说有一万或一亿张。这时，
一动，数数你的练习本，再和老师手中的纸比一比，这时，
学生大部分都猜出了是多少，当算出大约一亿张纸有多高时，
就告诉他们所在教学楼的高度，让他们对照比一比等，让他
们从对身边熟悉的眼前常见的事物作对比，感知了生活中的
大数，了解了大数的实际意义。



2、借用学生熟悉的自然现象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在教学“可能性”一课时，首先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问：“小朋友，你们喜欢听故事吗？我们请小精灵聪聪
给我们讲个故事好不好？”课件展示一段动现，在风和日丽
的春天，鸟儿在飞来飞去，突然天阴了下来，鸟儿也飞走了，
这一变化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这时老师立刻抛出问题：
“天阴了，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学生就会很自
觉地联系到他们已有的经验回答这个问题。学生说：“可能
会下雨”、“可能会打雷、电闪”、“可能会刮风”、“可
能会一直阴着天，不再有变化”、“可能一会儿天又晴了”、
“还可能会下雪”……老师接着边说边演示：“同学们刚才
所说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其中有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如：下雨。有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如：下
雪……”“在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哪些事情
根本不可能发生？哪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呢？”通过这
一创设情境的导入，使学生对“可能性”这一含义有了初步
的感觉。学习“可能性”，关键是要了妥事物发生是不确定
性，事物发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让学生联系自然界中的天
气变化现象，为“可能性”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3、结合生活经验，在创设活动中学数学。

在教“垂直与平行”一课的一个片断中，我首先创设了这样
一个情境：体育课上，老师给同学们测量跳远成绩时，小红
跳时，老师从跳板的一个顶点测量，小明跳时，老师从跳板
与小明做垂线段量，这时小明不高兴了。小朋友们，你们知
道为什么吗？你想用哪种方法替你量？于是，激烈的讨论展
开了。到最后通过讨论得出结论，直线外一点到直线可画无
数条线段，但只能画一条垂直线段并且垂线段最短。所以采
取做垂线段量法最合理也很公来。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解决
问题的兴趣，也使他们知道了不管做什么都有一定的规则，
渗透了一定的思品教育。



这样教学，让学生感到数学中的知识有的是我们在生活实际
中已经会的，但没有找到规律，我们可以运用经验，通过创
设活动，把经验提炼为数学，充实和改善自己的认知结构。

4、依托儿童生活事例，渗透数学思想和数学知识。

如在教“统计--最喜爱吃的水果”一课时，我在组织学生对
实际生活情况的调查与统计的过程中，用学生生活中接触最
多的不同颜色积木代替不同的水果，而一块积木代表一们同
学最喜欢的水果。在搭积木的实践活动中渗透统计的思想：
积木要放在同一桌面才能看出谁搭得高，同样在统计中也要
用横线表示相同的起点；谁搭的积木最高，表示喜欢那种水
果的人数最多。正是在这样的活动中，把统计中深层次的数
学思想生活化了。总之，教师要结合数学内容尽可能地创设
一些生动、有趣、贴近生活的例子，把生活中的数学原形生
动地展现在课堂中，使学生眼中的数学不再是简单的数学，
而是富有情感、贴近生活、具有活力的东西。

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数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具体表现在灵活运用之中。特别是
小学数学，它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有着其特殊的应用价值，
能活学还不够，还应在活学的基础上学会活用，使数学知识
真正为我们的学习、生活服务。

1、数学知识贴近生活，用于生活。

在学习了米、厘米以及如何进行测量之后，让学生运用掌握
的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测量身高、测量手臂
伸开的长度，测量一步的长度，测量教室门的宽度以及测量
窗户的宽度等活动，以此加深学生对厘米和米的理角，巩固
用刻度尺量物体长度的方法。同时，使学生获得日常生活中
一些常识性数据。特别是使学生通过对自己身体高度的测量，
感觉自己正在成长的快乐。在这个活动中既提高了学生的兴



趣，又培养了学生实际测量的能力，让这生在生活中学，在
生活中用。

2、增强策略意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

在现代社会里做任何工作或者解决任何问题，为了提高效率，
都要讲究策略，所以在数学教学中应重视策略研究。如
教“可能性”时，设计了这样一道实践练习题，“要过六一
儿童节了，小明要为班里的同学准备一个摸奖游戏，其中准
备了6个白球，2个黄球，3个绿球，设有三个奖：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奖品有铅笔、铅笔盒、一个足球。现在小明
要请同学们帮他设计一个摸球有奖规则，你能帮帮他吗？”
学生在看到题目后，经过讨论都能确定摸到绿球为一等奖，
摸到黄球为二等奖，摸到白球为三等奖。但在奖品的分配上
出现了分歧，这时老师作为指导者告诉学生，在奖品的分配
上要考虑奖品的价钱。学生再次经过热烈的讨论，最后确定
了摸球有奖游戏规则。在这样的实际运用是，学生的思维更
加活跃，创造意识和策略意识有所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也有所提高。

以上是我在探索中的一些实例。我的想法和做法是：

“生活经验（解决）数学问题（获得）数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

旨在使数学教学更贴近学生的生活，使学习变得有趣、生动、
易懂，并会把数学运用于实践，使数学变得更有活力。避免
学生越学越怕、越学越烦，甚至于失去自信。更重要的是，
学生在学习中，能走入社会，不再是纸上谈兵，能够将数学
与日常生活、现实世界联系起来，逐步懂得数学的价值，逐
步形成用数学的意识，打破以往数学的构架，让数学不再是
理论上的知识，能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