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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在法律兴趣小组活动中实施情景教学法的一些思考
黄　佳

（重庆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重庆 400055）

摘要：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

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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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引入

在法律兴趣小组的课外活动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故意”

和“过失”，我特意创设案件情景：甲打算枪杀乙，他准备了枪

支在乙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乙在回家途中巧遇丙，于是乙和

丙并排同行。当甲看到乙时，掏出手枪，开枪射击。结果子弹穿

过甲的袖口，对乙毫发未伤，子弹却命中了丙，丙当场重伤，送

往医院医治无效死亡。思考：案例中，甲的行为属于（      ）？

A 故意杀人                     B 故意伤害  

C 过失致人重伤        D 过失致人死亡

学生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对法律有宏观的认知，但是并没

有涉及法理知识，而在课外兴趣小组中能够让学生接触一些具体

知识，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于是学生很快地自发进

行场景模拟，分组讨论。

二、问题反思

（一）教师应在情景教学过程中做一个倾听者

生 1：甲为什么要杀乙，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吗？！

生 2：乙运气太好了，丙好倒霉哦！

生 3：甲的枪法也太糟糕了！

……

学生的思想空间往往是教师无法想象的，在以上的互动讨论

环节，教师应把时间和空间让渡给学生，努力让不同层次的学生

充分表达，特别是注意倾听来自“弱势群体”学生的声音，不要

让“强势群体”独霸课堂，在“教学相长”的情景中交流思想，

在互相信赖的氛围中启迪心智，从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师应在学生自我建构知识时做一个辅导者

师：《刑法》对行为人的主观态度有明确界定。希望、放任

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疏忽大意、轻信避免又是什么样的心理状

态？

师：杀人和伤害有什么区别呢？你认为《刑法》会更加严厉

地打击哪种犯罪行为呢？原因是什么呢？

……

教师要努力为学生提供相关信息资源，让学生根据需要加以

选择和运用，帮助学生学会知识的自我建构。教师要在世界观、

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给予学生适时的建议与指导，以体现

教育的“引导”职责。这需要教师摒弃统教育的“权威”姿态，

而以“顾问朋友”的身份给予学生适当的帮助。

（三）教师应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中做一个激励者和促进者

生 1：甲的行为肯定是故意的，因为他准备了作案工具。

生 2：甲的行为也有过失，因为他不打算伤害丙。

……

在学生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候，教师要以激发学习兴趣为

前提，还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学生在自主探究中体

验收获知识的快乐，从而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开发和创造能力的

养成。

三、技巧探究

（一）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习兴趣

创设情景、激发兴趣对于有效的教学是十分关键的，它关系

到学习主体将以怎样的态度参与教学活动。在教学设计中构建有

意义的问题情景，使其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能够引起学生强烈

的参与意识，从而唤起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

（二）营造问题氛围，鼓励学生质疑

教学中，最能够引起学生好奇心的就是一些“一知半解”

的现象或问题。质疑是学生对知识的一种发现探究活动，它既

有利于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形成，又能给学生带来愉快的情绪

体验，以此作为教学的切入点，更有利于知识的建构和学生主

体能动性的发挥，也能够提高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

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整合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交流的能力

等。在情景教学活动中，学生的知识就是在一定情景下产生质疑，

再借助教师的帮助得到解决，最终通过有意义的师生互动而建

构获得。为此，教师应转变教学观念，首先对学生的提问或者

情感动向给予充分肯定，努力营造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教

学氛围。

（三）教师难点点拨，实现认知飞跃

情景教学中，教师精心设计层次分明的问题，学生步步为营

地揭开疑团。在师生互动环节中，学生可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解

决问题，这时，教师就从“问题引导者”转化为“顾问角色” ，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材料。此外，教师也应指导学生按照科学

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将零散的知识点汇集成一定的体系框架，

把知识线索顺理成章、编织成网，及时查漏补缺，抓住知识的精

华和内在联系，完成学习知识过程中“由厚到薄”的飞跃和升华。

教师指导学生这一步既是对探究知识的巩固，又是对探究效果的

检验，其作用在于使学生对所得知识能够融会贯通，实现知识的

利用和再生。

（四）开展激励评价，实现自我肯定

情景教学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学生在知识的获得过程中愿

学、乐学、会学、善学。其实，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各种状态，

无论是以言语，还是以行为、情绪方式的表达都是源于师生互动

中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师生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每一个学生都

会在意教师对自己的看法。在教学实际中，教师应注重与学生的

交流沟通，倾听学生心声，强调人性化关怀，在课堂互动环节可

以侧重在眼神、表情、语言和手势表达等，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被

关注的滋味，尽量找出他们的“闪光点”，并尽可能地在“大庭

广众”前提出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