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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应用
唐婉莹

（东台市五烈镇廉贻小学，江苏 盐城 224200）

摘要：古诗以平仄押韵、朗朗上口流传至今，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过因为古诗创作背景距离现在较为久远，加上

小学生自身能力有限，因此学习时经常遇到难以理解诗词寓意的问题。为使学生深入理解古诗内容，教师可采用情境教学法，将学习难

度降到最低。本文以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为例，对情境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文中从意义、现状和对策三方面入手，以统筹

语文教学资源，激发学生兴趣，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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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尤其是随着我国传

统文化日益被重视，且“文化自信”的口号提出，这些都让小学

语文教师不得不重视古诗教学。走进古诗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

古人的国仇家恨，也可感受到作者的壮志未酬，这些都给学生编

织了一个别样的古文世界。为了学好古诗，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

时就要突出古诗特色，符合学生年龄，以此创建情境，指引学生

在朗读、想象、表演中不断增强体验感。通过学习古诗，小学生

的文言文知识将会更加扎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会更加深

入，就此可奠定学习语文的基础。

一、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小学语文的古诗教学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抛弃了传统的教学

方式，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教学观念的革新，比如说，情境

教学就是目前很受学生和语文教师喜爱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这

种方式以大量的教学资源、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把抽象的古代文

学作品以现代文本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

加深了他们对古诗的了解。在语文教学中运用情境教学来充实学

生的课堂内容，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引起他们的关注，增强

他们对古诗的学习积极性。

（一）打破课堂教学局限性

情境教学作为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所倡导的全新教学方法，

具有大量的教学资源，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包含实物展示、情境

还原、语文描述、图画再现等多样化的情境体验，为教师的教育

提供了丰富的途径。教师可以结合小学生的兴趣和现实生活，创

造开放而又趣味盎然的古诗教学情境，使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突破了传统的教学局限。

（二）提高学生理解能力

古诗是语文课堂上的重点，它的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单纯

依靠课本很容易造成对古诗意义的误解。而情境教学则是利用一

定的情境对教科书中的内容和知识进行还原，站在学生的立场上，

采用新颖的教育方式，使学生能够吸收和理解教科书中的内容，

进而让他们对古诗的作者和内容产生感情上的共振，增强他们的

理解力。

（三）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我国基础教育出现了很多新颖的教学

方法，其中情境教学是知、情、意、行融为一体，利用各种情境

提高了学生对古诗的领悟。另外，情境教学还把课堂的主动权还

给了学生，让他们在合适的环境中进行自主的学习，使他们的学

习热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发，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二、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一）教师对于情境教学法认识不到位

在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下，小学语文

课堂上的教学方式逐步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大部分教师都

采用了先进的教学工具和科学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教学，情境教学

法应运而生。在运用情境教学法开展古诗教学，教师要全面认识

这种方法的深层含义，找到与教材内容相联系的切入点，并根据

具体的教学目标，使其在课堂中的功能得以有效地实现，然而，

也有一些教师还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方式上，没有正确地理解情境

教学法的内涵，导致情境教学法的运用流于表层，没有得到很好

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

因为古诗和现代文在语法和语义方面都有一些不同，而小学

生因为语言功底还比较薄弱，所以在学习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哪

怕是在小学教科书中选取的古诗都相对比较简单，小学生在理解

和记忆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教师不

但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的知识，还要扩展他们的思维，为他们以后

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式下，教师仅仅

是让学生对诗歌的字面意思有一个单方面的了解，教师把作者要

传达的想法直接告诉给学生，而学生只是进行了机械式的死记硬

背，并没有对作品中的感情进行深刻的理解，这种方式限制和约

束了学生理解力和思考能力的发挥。很多教师没有把学生放到教

学的主体地位，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还是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

于被动学习的状态。即使教师采取多种策略，希望为学生提供一

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还是有一些同学不能完全融入到课堂当中，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情境教学法应用不合理

将情境教学法运用到小学语文古诗的教学中，与其他的教学

方式比较起来，有着一定的优势。古诗是一种感情的表现方式，

学生通过古诗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感情。然而，一些教师在运用情

境教学法时未能抓住其本质，不但不能提高学生的古诗学习效果，

而且还降低语文课的总体质量。从目前一些教师的教育现状来看，

很多教师采用情境教学法把古诗的含义传递给学生，但有些教师

过分强调了创设学习情境，而对古诗的含义的发掘不够，没有将

其与学生的认识层次相联系，造成了对教学内容的片面认识。

三、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体会古诗意境，深化诗句理解

古诗中既蕴含着作者的真情实感，又蕴含着丰厚的艺术理念。

作者会把自己的感情和外部的景物相融合，用形象的文字来描述

大自然的风光，抒发自己的感受。在小学的语文古诗中，以景物

叙述为主体，因此，在进行教学时，要让他们明白古诗的含义，

把他们带到作者所经历的事情中去，结合古代诗歌中描写的景物，

使他们感受到诗歌中优美的词句和诗人的美好愿景。以三年级教

材《惠崇春江晚景》为例，苏轼题画诗，其文字简洁、准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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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画中有诗”的意境，诗中“春江水暖鸭先知”运用了从远

及近的方式，将一只在河里玩耍的鸭子形象地描绘了出来，并且

这一句还体现了季节性的特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诗

歌中描述的场景来营造有关的情境，或者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查找相关意境图，让学生能够从图画的观点来了解诗歌的意思，

同时，该诗除了描写初春的江景外，还融入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细

致观察和对人生哲学的思索，而通过情境教学，教师可以通过对

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想法进行深度的思索，把他们带到

作者的内心世界，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诗歌中的意境。

（二）确定教学目标，拓展阅读活动

教学目标是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和学生自身的文学素质而

设定的，在进行古诗的学习过程中，要让他们能够理解古诗的基

础意思和关键词语，并且能够根据作者的讲述或描述来获得一些

文学知识。要从作者的语言表述中了解作者的想法，所以，教师

可以运用情境教学，用词语激发学生的联想，使学生在头脑中生

成特定的情境，从而加深了学生对诗歌的认识。比如，在教学《清

平乐村居》这一课中，教师可以用这首诗来指导学生创设情境，

这首诗的主题是一家五口人在农村的生存状态，把人和大自然的

美好表现得淋漓尽致。教师可以把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标设定成：

一是让孩子带着感情去阅读文章，了解诗歌中的关键字。第二，

心中观想诗歌里的情境，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把情境描述出来。第

三，感受作者对农村生活的渴望和喜爱。从诗歌中想象出一幅图

画，把握主题来理解作者的感情是这一部分的重点：首先，教师

可以利用主题来引导学生，让他们对词牌名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然后从题目村居中引导出诗歌中描述的景物，在教学中，教师可

以针对“村居”进行提问：“看见了这两个字，脑海里会浮现出

怎样的形象？”其次，在教学结束以后，教师要引导学生把古诗

中所讲的重要词语和定义都背下来，让他们用古人吟诗的方式来

进行诵读。另外，在对古诗意义的解读时，教师可以利用诗歌让

他们在心中形成情境，如“大儿锄豆溪东”，让学生想到了这家

的大儿子在小河东侧耕田，通过情境创建的方式，使学生对诗歌

中描写的景物有较快的了解。最后，教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

何平凡的农村生活令诗人渴望？”在学生发表意见后，再将辛弃

疾的传记影片放映出来，当学生感受到辛弃疾为国家统一奋斗一

生的故事之后，他想要回到农村生活的想法就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拓展情境内容，培养思维能力

小学语文古诗知识的教学中，采用情境教学的方式，可以给

学生创设真实的古诗情境，然而，在教室里创设的情境不可避免

地存在着某些缺陷，降低学生们对古诗的探究效率。因此，教师

要充分调动学生的语文想象能力和抽象思维，让他们把诗歌的内

容联系起来，在自己的头脑里生成形象，更好地体会到古诗的魅

力，从而提升了学生的整体语文素质。例如，在学习小学语文的

一首古诗《咏柳》时，教师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景物描写技巧的

理解程度，来剖析并举例说明古代诗歌中使用的比喻，指导他们

通过具体的修辞法对古代诗歌中的“杨柳”特征进行了剖析。然后，

教师让同学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将自己看到的风景与真实的景物

相融合，让他们的想象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在完成美好景色的

描绘，同时向学生们提出相应事物，以辅助他们丰富古诗的情境，

比如在《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教学中，教师给学生介绍了“剪刀”

这一日常的东西，让他们把它的特点、形态与风联系起来，从而

扩展了他们的语文思考能力。最后，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课

堂之外的课堂活动来促进课堂上的语文学习，从而提高情境教学

的效果。

（四）设置古诗问题，促进诗文理解

创设有利于思维的问题情境，是将情境教学方法与古诗教学

进行有机结合的一种主要手段，是让学生对古诗有更深层次的感

悟，感悟古诗的魅力。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根据

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实际情况，设计出一系列的问题情境，激发学

生的思维，极大地推动了古诗的学习过程，提高了整体的教学质量。

针对统编人教版七本《古诗三首》的教学，教师要根据课文内容

和四年级小学生的学习实践，对其进行科学的问题情境的设置，

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开展阅读活动，并在阅读中思考问题，使整

体的教育活动向着纵深发展。

1. 设计问题，激发阅读兴趣

在小学古诗教学中让学生以问题为导向开展阅读，在思考中

获得学习上的突破，把孩子们带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神圣殿堂。

例如，在故事三首中《雪梅》的教学开始，教师就要构思一系列

问题情境，比如《雪梅》这首诗写的内容是什么？诗人对雪梅的

描写有着重体现在哪里？从中对你的启发有哪些？在学生对问题

进行审视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采用诗歌朗读的形式通过多媒体

播放相关的内容，让学生通过聆听对古代文学和当代语文的差异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且要结合问题仔细地倾听，认真品读，努

力地发现这首古诗中所蕴含的意境。

2. 借助阅读，感悟问题本质

在问题情境中，让学生主动投入到古诗“读”和“悟”的活

动中来。通过对作品的解读，让学生从作品中体会到“傲雪”“梅

花”那种顽强的意志，“永不言败”的气质，还有“雪梅”那种“洁

白而暗香”的高贵气质。在古诗朗读的中，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

问题的实质，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古诗那强大的节奏之美，提高学

生的审美意识，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学习的动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学和情境教学法的融合，可以说从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兴趣较低的问题，这些对于调动学生学习古

诗有着积极作用。通过运用情境教学法，我们可以看到语文教学

更具活力，而这也成为了语文教学中的风景线。身为小学一线教

师，在看到其优势的同时，也要关注到教学中的不足。尽管情境

教学法渲染作用明显，不过并非无所不能。本文结合目前存在的

教学问题，提出了体会古诗意境，深化诗句理解；确定教学目标，

拓展阅读活动；拓展情境内容，培养思维能力；设置古诗问题，

促进诗文理解的建议，希望可以助力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使学生

的学习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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