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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小学数学学科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孟庆涛

（东营市胜利第八中学，山东 东营 257513）

摘要：本文深入探讨如何在小学数学学科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通过数学这一基础而重要的学科，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

的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使其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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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研读教育部印发

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你会发现，新课标

把教育市场需求从“有学上”也转为“上好学”，进一步明确“培

育什么人、怎样培育人、为谁培育人”，指导思想中也提到了“聚

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引导学生明确人生发展方向，成长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转变都强调

了小学数学更应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全面融合，以培养

德智体美劳的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在教学中既要高度关注学生数

学自学的水平，更必须高度关注他们在数学课堂教学活动中所整

体表现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缔造一个有助于学生生动活动，

持续发展的教育环境。

一、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一）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理念，

都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应当树立的重要品质。教师通过数学教学，

可以巧妙地融入这些价值观，让学生在掌握数学知识的同时，也

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处事。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数学素养，更能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使他们成为有担当、有责

任感的社会公民。

（二）这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数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智

慧。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让学生更

加深入地了解数学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从而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通过挖掘数学公式、定理背后的故事，

以及数学家们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学生可以感受到数学不仅

仅是数字和符号的堆砌，更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同时，通

过展示中国在数学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如古代的九章算术、现代

的陈景润定理等，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让他

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着传承和发扬数学文化的使命，为他们的全面

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学科素养。

二、如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利用情境导入渗透核心价值观

教师可通过构建一个贴近学生日常生活且充满挑战的学习场

景，激发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塑

造正直诚信的品格，使他们更加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以教师

教授青岛版四年级上册《大数知多少——万以上数的认识》这一

章节为例，设想某一学生家族经营一个小型农产品批发公司，随

着业务的扩大，今年需要对销售额进行盘点。在模拟一些销售额

的数据，让学生们将不同农产品的销售额进行累加，从而计算出

总销售额。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发现比万大的数字，教师就可以

引进十万的认识，以及比十万大的数字，教师都进行引导。在学

生计算出销售总额达到 100 万，教师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

这名统计员在大数计算的过程中发现有一笔销售额被错误地多记

了 10 万元，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错误？是应该隐瞒不报，还是诚

实地向家人汇报并请求更正？”学生纷纷表示，诚信是做人做事

的基本原则，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也应该勇于承认并改正。

教师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可自然而然地渗透诚信的价值观，让

学生意识到，在学习和生活中，面对错误和困难时，保持诚实和

勇敢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二）利用合作探究培养核心价值观

教师可设计一项结合生活实践与动手操作的课堂活动，旨在

通过直观体验和团队合作，加深学生对线和角概念的理解，并在

此过程中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合作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四

年级上册《繁忙的工地——线和角》为例，在教学一开始，教师

可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们能发现哪些与线

和角有关的物体或场景呢？”有的学生回答家里的门框；有的学

生回答书本的边角；还有的学生回答街道上的斑马线……教师可

让学生尝试用身边的材料如纸张、吸管或是小棍子，来动手制作

或模拟这些线和角。学生们组队利用纸张叠出各种不同角度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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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吸管拼接成直线和折线也出现了角，还有用彩色笔在画纸上

勾勒出复杂的几何图形，并用尺子测量边长，用量角器精确标注

角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准确识别和命名不

同的线（如直线、射线、线段）和角（如锐角、直角、钝角、平角、

周角），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相互帮助、共同解决问题，体验

到团队合作的乐趣，学会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不同观点，还可展

现团结友善的良好品格，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他们的

创新思维、动手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三）利用综合实践践行核心价值观

教师在讲解混合运算时，为提升学生的数学技能，在其心灵

深处播下爱国、奉献与社会责任的种子。首先播放一段关于“国

际环保日”志愿者活动的视频，视频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们

身着统一的绿色马甲，手持垃圾袋和夹子，在海滩上、公园里、

河流旁，不辞辛劳地捡拾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地球的清洁与

美丽。教师根据这个视频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在

这次国际环保日活动中，中国志愿者团队共收集了 350 公斤的垃

圾，而日本志愿者团队收集了 270 公斤，韩国志愿者团队则收集

了 220 公斤。请问，中国志愿者团队比日本和韩国志愿者团队多

收集了多少垃圾？如果每名中国志愿者平均收集了 10 公斤垃圾，

那么参与这次活动的中国志愿者大约有多少人？”学生们迅速投

入到计算中，有些不会的学生向同桌进行请教，紧接着，只听一

个学生说道：“中国志愿者团队比日本和韩国志愿者团队多收集

了 60 公斤垃圾；而参与活动的中国志愿者大约有 35 人。”教师

在肯定这位同学答案正确的同时，追问：“那在这些数字的背后，

反映的到底是中国志愿者什么呢？”学生们举手进行发言有的举

手回答说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环保理念，

为地球母亲减负。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回答，以此培养学生跨

学科角度思考，无形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

想道德品格和积极向上的行为习惯。

（四）利用中国数学史弘扬核心价值观

教师可利用数学这一工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

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例如：在教学小数乘法时，教师

可引入一段音配像的开场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我们

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精妙的数学运算技巧，其中就包括了我们今

天要学习的小数乘法。在《九章算术》这部被誉为‘中国古代数

学瑰宝’的著作中，就详细记载了关于分数（在当时可视为小数

的一种形式）运算的丰富内容，展示了古代中国在数学领域的卓

越成就。接着，教师可以介绍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他不

仅精确计算出了圆周率 π 的值，还在分数运算方面有着独到的见

解，这些成就为后世小数运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教

师可给学生出一道小数乘法的应用题：“你今天是家里的小当家，

需要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中鸡蛋每斤 3.5 元，你需要买 4 斤，

请问一共需要多少钱？”最后进行讲解小数乘法应该怎么去计算，

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数学知识，还在他们心中埋下爱国情怀

和民族自信，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利用数学美感体验核心价值观

图形与几何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学学习的重要领域，在小

学阶段包括“图形的认识与测量”和“图形的位置与运动”两个

主题。教师可以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生经历从实际物体抽

象出几何图形的过程，认识图形的特征，感悟点、线、面、体的

关系，逐步形成空间观念和几何直观的同时，领略数学文化的魅

力，体验数学美感，进而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美、

创新美与实践美。例如：在教学认识多边形时，方法一：用多媒

体展示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多边形图案，如：古老的建筑，现代的

艺术装置，自然界的叶子等。方法二：引发学生思考，多边形为

什么会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呢？方法三：实践操作，学生们用纸板、

剪刀等工具，制作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进行组装、分割探

究多边形面积的计算公式。方法四：教师将公式进行讲解。方法五：

教师可为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组织一场“多边形创意设计大赛”，

让学生自己运用所学的知识，发挥想象力，设计并制作一个既美

观又富有创意的多边形图案，并计算其面积。教师可通过这样的

教学方法，使数学课堂变得生动有趣，让学生掌握多边形的计算

方法，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了美的种子，激发他们对数学、对生活、

对未来的热爱与向往。

三、结束语

在小学数学学科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教育

的重要使命，它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授，更关乎学生品格的塑造与

价值观的引导。在学生心中播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种子，

让他们在探索数学奥秘的同时，学会尊重、合作、创新，成长为

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少年。这一过程虽任重而道远，但每一

点滴的进步都凝聚着教育的力量，照亮着孩子们前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张莹.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渗透	[J].

数学学习与研究，2021（17）：122-123.

[2] 张久明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渗透	[J].

小学时代，2019（32）：50-51.

[3] 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