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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经典名著情境式教学的探究
——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

莫熙朝

（阳春市第一中学，广东 阳江 529600）

摘要：经典名著是高中语文课程中的重要内容，经典名著阅

读教学有着较高的文本价值与育人价值，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

落实语文课程育人使命的重要渠道。《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经

典名著《水浒传》的选段，教师可在此课程教学中创建教学情境，

结合教材资源挖掘名著中的隐藏含义，带领学生探究文本细节，

感受鲜活的人物形象，以此促进学生知识理解与吸收，发展学生

语文各项能力。基于此，本文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针

对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经典名著情境式教学策略进行分

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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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著能够带给高中生良好的阅读体验，让学生在阅读中

品位独特语言意识，在故事情节变化中感受立体人物形象，获得

人生智慧，促使学生审美鉴赏能力与体验能力等获得发展。为有

效增强课程教学效果、落实新课改要求，教师要注重结合核心素

养内容创设特定教学情境，帮助学生真正把握名著的文本价值，

提升学生语文学习动力。在此过程中，教师要精读文本内容，完

善课程教学设计，创设出适合高中生、促进学生良好发展的教学

情境，增强教学效果。

一、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经典名著情境式教学的应

用价值

经典名著教学是高中生发展自身阅读能力与语文素养的重要

途径之一，通过在名著教学中创设教学情境具有重要价值，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利于提升名著教学效果。教学情境的创

设能够促进教学活动的更新，有利于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经典名

著章节冗长，学生阅读学习起来容易感觉枯燥困难，通过引进教

学情境能够改善枯燥乏味的教学内容，改变传统沉闷的学习氛围，

帮助学生更好理解名著内涵与哲学道理，对学生后续学习与未来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二是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热情。态度决定行为，

热情的态度能够推动学生自主学习。高中生普遍对新鲜趣味的内

容感兴趣，教师可选择高中生喜欢或关注的内容创设情境，对学

生展开积极引导，调动学生学习热情，提升教学质量，发挥教学

情境对学生的积极作用。经典名著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产物，创设

不同的教学情境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名著创作背景与经历，拉近学

生与作品的距离，让学生更好参与到阅读经典中，激发学生创作

热情。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情景式教学能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

果，更利于高中生接受，提升学生学习热情，增强学生对名著经典、

语文课程的认同。三是有利于营造良好教学氛围。高中阶段的学

业压力较大，班级中经常凝聚着紧张氛围，这就使得很多学生的

注意力不够集中，学习状态不理想。基于经典名著的教学情境能

够营造出活跃的课堂氛围，让学生的学习更加灵活，在轻松氛围

中学习新知识与新事物，以此减轻学生的夜袭压力，促进师生之

间的良好互动交流，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高中生是国家未来发

展的希望，教师应探索有效教学路径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多

元能力，推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语文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经典名著情境式教学——

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例

（一）明确课程教学目标，趣味化设计课程导入

趣味化的课程导入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深

度参与课程学习。经典名著的教学本身具有一定难度，教师要合

理设计课程教学目标，明确好经典名著的教学方向，促使学生朝

着明确方向前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经

典篇目，是第六单元的内容，教师应从细节入手合理设计教学活

动，带领学生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丰富的人物形象，引导

学生建立个性化解读，培养学生阅读能力与思维能力。因此，本

课程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1. 分析文本细节描写，感受故事人物

形象；2. 仔细揣摩文章语句，分析文章的描写手法；3. 引导学生

个性化解读文章主题，深化学生理解。本课程的教学重点为：结

合文本描写，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等，理解课程主题。教学难点

为：学生对文章内容的个性化诠释。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选择

适宜的内容作为课程导入，先应用多媒体课件展示文章情境，学

生可以看到视频中大雪覆盖野原的画面，感受优美凄凉的背景音

乐。教师此时可应用问题活跃氛围：“大家知道这首背景音乐是

什么曲子吗？”学生表示不知道，教师回答：“这首是贝多芬的《英

雄交响曲》，结合这首音乐和课文，你认为林冲是你心中的英雄

吗？”教师应用多媒体课件展示林冲的形象，为学生营造自由讨

论的空间，鼓励学生围绕课文表达个人想法。有的学生表示“我

觉得林冲不是英雄，他的人生追求是能和妻子过上安稳的人生，

可以理解他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好人。”有的学生赞同了这个观点，

并表示：“我也认为林冲不是英雄，因为他老是在隐忍，不敢报仇，

总是忍气吞声。”有的学生则表示不同意，认为“我觉得林冲是

个英雄，他是八十万禁军总教头，他在最后也报仇雪恨，手刃了

仇人，是个英雄。”学生讨论纷纷，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教学氛围良好。经过短暂讨论后，教师对学生讨论进行总结：“大

家的讨论和课文内容很接近，看来大家心中的英雄形象都不一样，

有的学生认为英雄就该出手时就出手，就该力拔山兮气盖世，但

真正的英雄并不是靠外表和官衔决定。罗曼·罗兰说过真正的英

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教师借助名人名言带领学生分析林冲这一人物，林冲曾经受到思

想的操纵，最后超越自己开始反抗黑暗，是被世道逼出来的英雄。

教师为学生简单介绍北宋末年时期的历史背景，让学生感受该时

期朝廷官逼民反的黑暗。以此为课程做好铺垫，调动学生学习热情，

促使学生能够沉浸在经典名著学习氛围中，深度探究林冲这一角

色形象。

（二）创设师生互动教学情境，带领学生品味细节

名著经典中有很多细节值得人们揣摩与品味，教师要注重引

导学生进行鉴赏与品味，从审美体验视角感受文本描写，直观感

受作者精心雕琢的技艺，夯实学生语文写作基础。《林教头风雪

山神庙》从环境、人物语言、动作等方面展示了人物性格，教师

可带领学生从多个角度分析。以“道具”描写为例，文中有很多

道具细节，比如多次提到了“石头”，教师可引导学生找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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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石头”的部分，感受以“石头”为切入点的情节变化，比

如“旁边只有一块大石头，拨将过来靠了门”林冲进入到山神庙

时，用石头抵住了门；“用手推门，却被石头靠住了”再有来着

前来时因为石头挡着无法推开门，这样一前一后的描写，石头发

挥着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再比如文中多处刻画了“刀”的细节，

教师可引导学生自行寻找，学生纷纷发言，比如林冲听说仇人来

了，立刻到街上“买了解腕尖刀”等。以“环境”描写为例，文

中有很多关于风雪的描写，有的学生发言：“文中提到‘雪下得

越发紧了’，这就表明环境非常寒冷、恶劣。”环境的描写不仅

能够渲染氛围，也能够推动情节发展，有学生表示：“环境也是

影响故事走向的关键因素，因为如果不是风雪大，草厅不会塌，

草厅不塌，林冲不会去山神庙，那样也不会听到仇人的对话，也

可能就被烧死在大火中，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每位学生都是“福

尔摩斯”，能够从文中发现很多细节，从细节中感受故事变化与

人物性格，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与分析，让学生感受林冲

从隐忍到狠心、从屈辱到反抗的过程，对“英雄”建立更深层次

的理解。

（三）梳理故事情节，还原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是学生理解文本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经典名著阅

读的关键内容。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梳理文本内容，

逐渐还原出人物形象，构建出立体化的人物。在此过程中，教师

可带领学生分析人物与环境、人物与情节等之间的关系，从中提

炼相关字眼，来塑造立体、鲜活人物形象。比如分析人物与环境

关系，人物处在稳定的环境会表现出稳定的状态，当环境发生改

变时心境与性格会发生变化，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

逐渐凸显，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在课文中，教师引导学

生找出环境变化的描写部分，从中感受故事主角的变化，比如文

中描写林冲到了草料场时，“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

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此时环境较为恶劣，也彰显了

林冲所处的危险。而到了后文，文中用“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来表示紧张的环境，表明林冲内心积压的情绪愈加激烈，逐渐到

了爆发的境界。通过对文章的分析，学生可以在脑海中构建出在

忍辱负重中逐渐走向觉醒的人物形象。在经典名著阅读过程中，

教师要给学生一些“提示”，引导学生从情节变化、环境变化等

视角感受文本描写，梳理文本的主要内容，理清名著的情节线路，

了解不同人物的命运轨迹与性格变化等，通过分析文本内容构建

出人物形象。

三、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回顾与对后续教学的思考，一

节课的结束是一次反思的开始，成功的语文课就应该多一些感悟

与思考，结合教学反思不断优化与改进教学，促使学生思维能力

发展。

（一）注重创设丰富教学情境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选好教学切入点，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创

设特定教学情境，丰富学生情感体验，激活学生学习思维，有效

增强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创设多种多样的情境，

包括以下情境：一是信息化教学情境。在本次课程教学中，我选

择应用多媒体技术展示与课文相关的画面，带给学生身临其境的

感觉，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学生结合画面直观看到文中人物

所处的环境，带给学生直观的学习感受，提升教学效果。二是问

题化教学情境。在导入环节，我选择用提问方式引发学生讨论，

高中生是极具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群体，提出问题能够引导他们的

热烈讨论，促使他们发表个性化的观点，以此营造出良好的教学

氛围，为后续教学奠定基础。三是师生互动情境。语文本身就是

语言类课程，良好的师生互动不仅能够促使学生保持学习注意力，

同时还可以增强教学效果。在整节课程中，我都用语言来引导学生，

带领学生分析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变化等，鼓励学生讨论分析，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互动，让学生能够跟上我的教学思路，增强教

学效果。

（二）巧妙搭建教学支架

在语文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搭建学习支架，帮助学生理

解课程知识，推动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经典名著阅读是学生与文

本内容进行互动的过程，对发展学生思维与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在阅读过程中，教师应将复杂的学习过程转化为具体阅读任务，

引导学生逐步探究文本内容，深化对课程的理解。在阅读初期，

学生多以故事对话与故事描写等了解故事走向，感受文本大致故

事内容，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能够在脑海中建立相应的想象，从

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高度。比如可为学生设置阅读问题，“你认

为林冲是英雄吗？”“你认为林冲是怎样的性格？从文中哪些部

分可以看出来？”等，以此引导学生提炼文本重要信息，深化学

生理解。课程教学要形成环环相扣，用每一个问题或情境将教学

环节衔接起来，提升教学效果。

（三）注重落实审美教育

语文课程有着良好的美育教育价值，教师要注重在教学中落

实审美教育，从思维角度培养学生能力。比如我们可聚焦于文本

细节描写，从环境描写、动作描写等方面入手，带领学生分析名

著经典的写作技艺与写作手法，丰富学生审美体验。比如文本中

林冲夜宿山神庙时，文中提到“旁边只有一块大石头，拨将过来

靠了门”，这一动作表明了林冲小心谨慎的行事作风，同时也能

推动剧情走向。在分析文本细节时，可引导学生从细节描写的作

用与价值分析，分析其如何通过描写展示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

感受描写中的审美韵味，提升学生审美水平。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语文经典名著课程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法，

不仅能够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同时还可以

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发展学生语文水平。对此，教师要注重结

合教材内容合理设计教学，通过创设多元化教学情境，丰富学生

学习体验，让学生能够全身心参与阅读学习，精准把握名著经典

的方向，深度理解文本背后的思想情感与人生哲理，为学生未来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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