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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数学的源泉，生活中的数学无时不有，无处不 

在。为此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就明确指出，数 

学教育的目标是 “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 

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数学教育的内容是“引 

导幼儿对周围环境 中的数 、量 、形 、时间、空间等现象产生 

兴趣，建构初步的数学概念，并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 

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题。”依据《纲要》的精神， 

我们对幼儿数学教学的生活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一

、 将数学渗透在幼儿在园的生活环节中 

充分挖掘幼儿在园每一个生活环节 中的数学教学资 

源 ，是数学教学生活化的重要途径 。比如 ，吃点心 、水果 

时，将分配的主动权交给幼儿，可以帮助他们主动地获得 

计数、等分等数学经验；午餐时让幼儿比较碗 、勺的数量， 

或者让他们来分发碗、勺、筷等餐具，能帮助他们理解和 

领会物与物以及数与物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上下楼梯 

时，引导幼儿边走边计数楼梯的级数，可以让他们练习顺 

数或倒数⋯⋯ 

总之 ，抓住幼儿一 日生活中的诸多环节来渗透数学 

教学，既能使幼儿轻松、自然地获得数学知识和生活经 

验，又能让幼儿随时随地地感受生活中数学的有趣和用 

途。诚如皮亚杰所言，像数概念一类的逻辑数理知识代表 

的是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不是由外界传授而获得的，而 

是由主体内部自己建构出来的 

二、让数学从幼儿生活的周围环境中展开 

幼 儿 园 里 的 花 

草树木 、商店里琳琅 

满 目的物 品、马路上 

鳞 次栉 比的建 筑 物 

⋯ ⋯ 这 些 幼 儿 熟悉 

的 生活 环境 都 是幼 

儿学习数学的好教 

材。按照《纲要》中所 

要求的“充分利 用 自 

然环 境 和社 区 的教 

育资源 ．扩展幼儿生 

活和学 习的空间”来 

展开教学 ．就能有效 

地 实现数 学 教 学 的 

生活化。比如。孩子们对秋天树上的叶子掉下来都非常感 

兴趣。为此，我们设计了以“找落叶的树”为主题的系列活 

动 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讨论 、思考 ，想出了用几何图形在 

树上贴标记来区分落叶树和非落叶树的方法；在分组实 

地探索中，又通过个人观察、小组交流、集体分享等形式 

积累了计数、分类、方位等数学经验。外出参观时，我们还 

有意识地指导幼儿观察各种物体所处的位置、距离远近、 

房屋的造型，等等。诸如此类利用幼儿周围环境中的事物 

对幼儿进行分类、排序、认识形体和空间测量等数学知识 

的感知，不仅可以帮助幼儿从中吸取数学的经验，同时还 

可以运用 已获得的相关知识解释未知的世界。 

三、创设生活化的数学教育室内环境 

《纲要》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应通过环境 

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实践 中我们发 

现，创设有利于幼儿探索数学的室内环境对于幼儿数学 

经验的习得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在数学角里。我们和幼 

儿一起共同收集了各种材料，如小棒、钮扣、小磁铁、玻璃 

球、牙签、豆子、树叶⋯⋯幼儿可以随意地对各种数学材 

料进行数数、加减运算 、进行图形的比较、分类 、拼搭。或 

者自制各种数学学具。在娃娃超市里，我们引导幼儿将带 

来的一些形状、颜色不一样的废旧饮料罐头、瓶子或各种 

食品、药品盒之类的东西，根据形状、颜色、大小、品种、用 

途的不同分类 、排列。 自然角里 当孩子们发现不 同植物 

相继发芽时 ，为了了解小苗的生长速度 ．他们学会了用不 

同工具进 行实物测量 ．并 

把每次测量的数据用各种 

统计的方式记录下来 

实践证明，充分挖掘 

生活中的幼儿数学教学资 

源 ．实现数学教学 向生活 

的回归 ，不仅有助于解决 

数学教育内容的抽象性与 

幼儿思维水平的具体形象 

性之间的矛盾 更利于从 

小培养他们的探究兴趣和 

问题意识 ，从 中更好地积 

累和发展数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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