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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情境教学进行现代散文阅读教学的研究 
◆江明娟 

（广东省云浮市第一中学  广东省云浮市  527300） 

 
摘要：散文是重要的文学艺术，作者通过随性或犀利的语言表达自己的
人生感悟与人生见解。学生由于年纪人生阅历有限，往往很难理解散文
中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且因为散文“形散”这一特点，学生进行散文
阅读时很难抓住文章的要领。为此，语文教师在进行现代散文阅读教学
时可以利用情境教学法进行现代散文阅读教学，帮助学生感受现代散文
阅读中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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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属于记叙类文学题材，抒发了作者的真实情感，“形散
而神不散”是其文学特点[1]。语文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可以发现，
现代散文虽然可以归类为记叙类，但在实际的阅读教学中又与一
般阅读教学中涉及到的记叙文不同，文章的故事性相对较弱，而
作者的感悟较强。为此许多学生在学习现代散文阅读时反映抓不
住文章的核心。情境教学法是通过创设特定的教学情境，让学生
置身于特定的背景环境中，去真正的感悟作者的所想所思，从而
和作者达成情感上的共鸣。故此，本文将从现代散文阅读教学应
用情景教学的必要性出发，进一步探讨现代散文阅读教学中如何
应用情景教学模式，进而促进我国语文教学的发展。 

一、现代散文阅读教学中应用情景教学的必要性 
（一）符合现代散文阅读教学要求 
现代散文阅读教学相对于其它类型的阅读教学模式来说，运

用了大量的暗喻、象征、讽刺等多种写作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
加大了学生对于散文内容与散文精神理解的难度。学生在进行现
代散文分段时，往往会出现“似是而非”的现象[2]。现代散文阅
读教学无论从内容上以及文章主旨上都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中
运用简单、易懂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散文。 

（二）情景教学法的本身特性 
情景教学法是通过创设特定的教学情景，让学生直观的感受

情景中所包含的知识点，从而将该知识点内化到学生的脑海之
中。可以说情景教学法的教学具有直观性、便捷性与现代散文阅
读教学的要求有效的契合，弥补了传统散文阅读教学中的不足，
让学生在情景教学法中更加容易的把握散文的“神韵”。 

（三）学生语文学习认知特性 
语文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可以发现，学生在进行语文学习时，

往往对于感官直接认知的知识点记忆比较牢固，对于记忆抽象的
知识需要通过将其具象化与反复的复习才能够记忆牢固[3]。根据
学生语文学习认知特性可以发现，情景教学法将学生置身于特定
的情景当中，让孤立的知识点更加具有情感气息，便于加深学生
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与记忆。语文教师利用情景教学法可以有效的
解决学生在现代散文阅读学习中的困境，更加容易作者所要表达
的情感。 

二、情景教学法在现代散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一）情景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的结合 
语文教师在散文阅读教学中应用情景教学模式时，可以通过

多媒体创设特定的情景，让学生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中，感受作者
深处的时代背景，更能理解作者表达的具体情感。语文教师在利
用多媒体创设情景时要注意，情景要契合散文的内容，并能够引
起学生的心灵共鸣。同时语文教师可以巧设课堂问题，深化学生
对于情景的认识，吸引学生的散文学习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抽
象思维，帮助学生把握课堂知识重点。 

案例一： 
语文教师在朱自清《背影》的这一课教学中，语文教师可以

通过为学生播放车展中亲人道别的各个场景，让学生进行通过具
象化的背影现象，让学生感同深受作者与父亲惜别时的父子之
情。 

师：同学们，你们看大屏幕上是什么图案！（教师为学生展
现一个老人的背影图案） 

生 1：老师，这是一个背影。 
生 2：老师，这是一个老人的背影。 
师：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个老人的背影？ 
生 2：老师您看，这个背影的后背都驼了，年龄大的人后背

就很容易驼！ 
师：这位同学说的对！但老人的背影是驼的不仅仅是因为上

了年纪，更重要的原因是，老人在年轻时需要承担整个家庭的重

担，照顾妻儿与父母，生活的坚信将他们的后背压驼了！老师为
你们播放几个片段视频，你们观察一下，视频中是什么地方，这
些人在干什么？（教师为学生播放亲人在火车站惜别的场景） 

生 3：老师这是火车站！ 
生 4：老师他们在与亲人分别，每年过年之后我都要与父母

告别。（学生说完难过的地下了头） 
师：同学们，这就是亲人之间的感情，我们今天一起学习朱

自清的《背影》，去感受作者与“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 
通过所举案例可以看到，语文教师通过多媒体创设特定情

景，让学生同样感悟作者的情感。 
（二）情景教学与音乐之声的结合 
散文是一种文学艺术，在内容与情感上更加自由奔放，文章

蕴含着强烈的情感。音乐之声中同样蕴含着强烈的个人情感，节
奏是音乐之声情感的体现，文字是散文情感宣泄的表达，音乐与
散文具有情感的艺术共通性[4]。为此语文教师在进行现代散文阅
读教学时，可以让学生朗读散文，并为学生配上适当的音乐，让
学生在音乐的情境下去感悟散文中的“神韵”。语文教师在利用
音乐之声创设特定的情景时，应该注意音乐与散文内容感情的契
合性，配乐不合适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5]。为此语文教师
可以选用钢琴曲来配合学生进行散文阅读，学生在音乐之声中更
易理解作者的感情。 

案例二： 
在《紫藤萝瀑布》这一课的教学当中，语文教师可以选取《梦

中的婚礼》的钢琴曲作为文章的配乐。教师可以先为学生播放音
乐，让学生细细品味音乐中的美感，在学生欣赏音乐结束后，语
文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音乐之声中阅读《紫藤萝瀑布》。 后语
文教师选取几名学生进行配乐朗诵，让学生在欣赏音乐之声与朗
读之声中感受“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那“深深浅
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 

（三）情景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 
散文相比于其它题材的文学作品艺术气息与情感气息更强

烈些，但散文的内容往往来源于作者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 
案例三： 
在《济南的冬天》这一课的教学中，语文教师可以带领学生

到室外感受自然环境，从而加深学生对于作者情感的认知。 
师：同学们，你们感觉冷不冷！ 
生：冷！ 
师：同学们，你们觉得《济南的冬天》冷不冷？ 
生 1：肯定冷，冬天会下雪！ 
生 2：可是老舍先生说，济南的冬天虽然下雪却一点也不冷

啊！ 
师：济南的冬天不冷有一部分地理因素在其中， 重要的是

老舍先生的心情。同学们在冬天打雪仗时开心吗？ 
生：开心！ 
师：那你们觉得打雪仗时的冬天冷吗？ 
生：不冷！ 
师：济南的冬天在老舍的心中是温暖、可爱的，老舍先生对

济南有着特殊的感情。 
通过所举案例可以看到，语文教师通过实践教学为学生再现

特定的情景，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老舍先生对于济南冬天的喜爱
之情。 

结语：散文一种优美的文学艺术，在无声的文字中表达自己
强烈的个人情感。为此语文教师在运用情景教学进行散文教学
时，可以融合多种教学模式创设特定的情景，让学生在情景中感
悟散文的艺术与“神韵”，从而加深学生对于散文的理解，把握
文章中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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