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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程中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与效果分析 
张雅敏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三迪小学  陕西宝鸡  721000）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应用愈发广泛。本文试图就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

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通过课堂实例对学生知识掌握、能力培养、情感态度发展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并针对情景教学法

在应用过程中所会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希望能给小学语文教师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法；应用策略；教学效果 

 

一、引言 

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基石，是培养学生语言文字

运用能力，发展思维，启蒙文化素养的重要方面。传统单一

的讲授式教学难以充分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情境

教学法应运而生。它以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为

依据，把抽象的知识寓于生动、具体的情境之中，使学生在

“身临其境”中学习语文，给小学语文课堂注入了活力，开

启了学生语文学习的新征程。 

二、情境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灌

输，而是基于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生活实践所积累的阅历，

主动地去构筑、完善知识架构。对于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来说，

其意义非凡。当教师精心创设出一个与教学内容相符合的情

境之后，学生就仿佛进入一个新的知识探索的天地。如学习

描写四季更迭的课文，学生们在过去的成长岁月里，感受到

过春天的繁花似锦、微风拂面，夏日的骄阳似火、蝉鸣阵阵，

秋季的硕果累累、金风送爽以及冬日的白雪皑皑、寒风凛冽。

此时，他们置身于课文所对应的四季情境中，自然而然地将

这些沉睡在记忆深处的感知唤醒出来，与文中细腻的四季特

色相互映照。无论是对文章中的词句的精辟剖析，还是对作

者借景抒情手法的感悟，都能在自身体验的基础上，逐步建

立起一套完整且充满个人感悟的关于四季的文学认知体系，

让语文知识的学习不再浮在表面，而扎根于生活体验。 

（二）情感教育理论 

情感教育理论始终把教育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放在首要

位置。小学语文教材好比一座情感宝库，每一篇课文都蕴涵

着作者特定的感情脉络。情境教学法恰恰是开启这座宝库的

钥匙，用匠心独运、充满深情厚谊的情境来触动学生的心灵

琴弦。就如教学抒情的《十里长街送总理》时，教师利用多

媒体资料，倾情讲述，创造出庄重肃穆、悲痛难抑的送别情

境。街头，自发送行的群众，人人面带哀伤，眼含热泪；灵

车缓缓走过，人痛欲绝望又抑哭欲绝，只为总理安静下来。

这样的情景，使学生仿佛置身于那个心碎的时刻，体会到人

民对总理的无限爱戴与难舍之情。这种强烈的感情共鸣，犹

如强大的动力，促使学生带着心灵的震动和感动，全身心地

投入语文知识的汲取中，从字词的斟酌到篇章结构的探究，

全方位提高语文素养。 

三、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应用策略 

（一）生活情境创设 

语文是一门非常生活化的学科，它与人们的日常起居、

社交交往息息相关，深深地根植于生活的土壤中。生活情境

创设这种策略，犹如一座坚固的桥梁，可以很好地拆除学生

和知识的隔离，使他们从熟悉的生活情境中顺利地进入语文

知识的殿堂。以小学语文教材中取材于日常生活的课文《买

菜》为例，要让学生真正体会其中的精髓，教师不妨充分发

挥自己的创意，精心模拟出一个熙熙攘攘、充满烟火气的菜

市场场景。教室的一角，错落有致地摆着各种逼真的蔬菜道

具，翠绿的青菜、通红的番茄、修长的黄瓜，应有尽有，瞬

间将课堂装饰得仿若市井一隅。紧接着，教师巧妙地安排学

生分别扮演顾客与摊主，一场别开生面的“买卖大戏”就此

拉开帷幕。学生迅速进入角色，顾客们游走于摊位之间，仔

细打量蔬菜的颜色，不时拿起一把青菜，问摊主：“卖青菜

的？老板，这青菜多少钱一斤呀？看着挺新鲜的。”摊主则

满脸笑容，热情地回应：“三块钱一斤，早上刚摘的，可嫩

了！”在这一来一往的讨价还价声中，学生们不仅对买菜的

流程了如指掌，诸如询价、挑选、称重、付款等环节烂熟于

心，而且对于文中出现的诸如“斤两”“新鲜”“便宜”等词

语，以及买卖双方自然流畅的对话模式，都有了更为直观且

深刻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生活中语

文运用的妙处，学会如何在日常交流中精准表达自己的需

求，如何礼貌回应他人，为日后的写作积累了丰富而鲜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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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真正实现了语文知识与生活实践的无缝对接。 

（二）多媒体情境构建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多媒体资源已然成为小学

语文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为原本略显单调的课

堂注入了无限活力，使其绽放出绚丽多彩的光芒。当教师着

手讲解如《桂林山水》这般描绘自然风光的课文时，多媒体

情境构建的优势便展露无遗。教师轻点鼠标，大屏幕上随即

呈现出桂林山水的绝美风光视频，那清澈见底、波光粼粼的

漓江，仿若一条碧绿的丝带蜿蜒于群山之间；两岸奇峰罗列，

形态各异，有的如利剑直插云霄，有的似骆驼伏地休憩，令

人叹为观止。与此同时，舒缓悠扬的音乐缓缓流淌，仿佛是

大自然演奏的一曲美妙乐章，再配上绘声绘色的专业解说，

把桂林山水的神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此时，学生犹如被

一双无形的大手轻轻地托起，顿时就进入了诗情画意的山水

之中，感受着吹拂着微风的惬意，聆听着鸟儿的欢快，看到

了山水相依的美妙景象。”在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中，

学生毫不费力地领悟了文中对桂林山水的细腻入微的描写，

“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如此

形象生动的语句不再是抽象的文字，而是眼前的真切可感的

美景。他们也更加体会到了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大自然

鬼斧神工的赞美之情，内心中涌起对祖国壮美山河的无限热

爱与向往，语文课堂也就变得生动有趣、富有感染力。 

（三）角色扮演情境设计 

对于那些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的故事性课文而

言，角色扮演情境设计无疑是一种极具魅力与实效的教学方

式，能让语文课堂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以经典童话故

事《小红帽》为例，教师一令下达，学生纷纷报名，争抢扮

演小红帽、大灰狼、外婆等。当他们选定角色后，就全身心

地投入角色的塑造中。如扮演小红帽的学生精心挑选一条红

色披风，蹦蹦跳跳地穿梭在“森林”里。教室过道布置之中，

眼里透着天真无邪与不免胆怯，用稚嫩而清脆的声音说：“我

要去看望外婆啦，希望路上不要碰到大灰狼。”而扮演大灰

狼的学生，则压低声音，打扮成凶狠狡猾的样子，躲在“大

树”后，潜心想着如何骗小红帽。”外婆呢，正坐在“屋子”

里，装成虚弱的看守小红帽到来。学生们在这场精彩的演绎

过程中，不仅是简单的复述故事情节，更深入地揣摩每一个

角色的心灵世界，体会小红帽的善良勇敢、大灰狼的阴险狡

诈、外婆的慈祥疼爱。他们以其生动形象的语言，丰富多彩

的表情，惟妙惟肖的动作，把故事讲得栩栩如生。通过这样

的角色扮演，学生们对故事的熟悉度大大提高，口语表达能

力得到充分锻炼，在众人面前能自信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同时，他们的表现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挖掘，懂得运用肢

体语言、语调变化塑造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故事所传达的

安全教育意义为学生牢记，他们明白了在生活中要注意安

全，不可以轻易相信陌生人，真正实现了语文知识学习、能

力培养与品德教育的有机融合。 

四、情境教学法应用存在的问题 

（一）情境创设偏离教学目标 

部分教师在运用情境教学法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一个误

区，即在过多地注重情境的新鲜性和吸引力的同时，在不自

觉中背离了教学的初衷。他们乐于引入各种诱人元素，试图

一举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但对这类元素与教学核心内容的关

联性缺乏充分考虑。以古诗词教学为例古诗词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精妙的韵律美以及

作者独特的感情抒发。但有不少教师在讲古诗词时，在课堂

上浪费大量的时间播放精美的古装秀视频，视频中的华服美

妆固然能引起学生眼前一亮，引发短暂的兴趣热潮。但在这

一过程中，教师却把诗词内涵的深层剖析、韵律节奏的讲解、

创作背景所蕴含的文化线索等关键知识收拾一旁。视频中的

视觉盛宴吸引了学生们的视线，让学生们迷恋于古装的粉嫩

与模特的风采，但是他们没有对古诗词本身的魅力进行深入

的了解。这样，课堂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本末倒置，最

终学生没有达到诗词学习的应有之义，没有学习到古诗词中

的精髓，在知识积累和文化传承上遗憾深重。 

（二）情境创设缺乏真实性 

情境教学关键是要让学生产生共鸣，能自然融入情境中

去，实现知识的有效传递。然而，现实中出现了一些脱离学

生实际生活经验的情境创设问题。如部分农村小学的教师为

了追随教学潮流或参考城市学校的教学模式，在高档的西餐

厅点餐。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他们经常面对的多是农家饭菜，

乡村集市，西餐文化对其是比较陌生的。在课堂上，面对陌

生的西餐礼仪，刀叉的正确使用顺序，各种菜品搭配的讲究，

那些耳熟能详的菜品名称，学生面露茫然，只能照本宣科。

这种状态下，他们就很难真正理解情境中蕴含的语文知识运

用要点，点餐时的礼貌用语、菜品描述词汇、情境写作的细

节捕捉与表达都无法准确把握。如此脱离实际的情境创设，

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学生参与积极性受到挫伤，语文学习

也进入僵局。 

（三）教师引导不足 

情境活动要顺利开展，离不开教师的有效引导，一旦教

师在这一环节缺位，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便会大打折扣。以

经常出现的小组表演童话剧这一情境活动为例，当教师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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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表演任务后，若不能一直关注学生动态，并给予恰当的引

导，课堂很容易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学生容易被表演的趣味

性所吸引，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玩乐打闹上，根本无暇去

挖掘人物性格特点、锤炼人物语言。他们表演时，可能只

是随便念几句台词，动作夸张无逻辑，没有体现出角色应

有的魅力。而此时，倘若教师没有及时察觉并加以纠正、

指导，这场原本充满教育意义的童话剧表演就会沦为一场

纯粹的闹剧，学生在语文能力方面，如口语表达、角色理

解、文本演绎等，无法得到实质锻炼，语文素养的提升也

便无从谈起。 

五、解决情境教学法应用问题的对策 

（一）紧扣教学目标创设情境 

在情境教学法的实践中，教师务必成为教材的深度解读

者，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析每一篇课文，从而清晰明确每节

课所承载的知识要点、能力培养方向以及情感熏陶目标。唯

有如此，方能围绕这些核心目标，从浩如烟海的素材库中筛

选出最为契合的情境素材，为教学搭建坚实且高效的平台。

以经典课文《将相和》为例，这篇课文不仅展现了波澜壮阔

的历史画卷，更蕴含着深刻的为人处世之道与家国情怀。教

师在备课阶段，需将目光聚焦于“完璧归赵”“渑池之会”

“负荆请罪”这三大关键故事节点，它们犹如璀璨星辰，串

联起整篇课文的主线。进而，教师凭借深厚的历史知识储备

与教学智慧，创设出战国时期朝堂之上紧张激烈的谈判、交

锋情境。学生仿若穿越时空，置身于那庄严肃穆、风云变幻

的朝堂之中，亲眼看见蔺相如的机智勇敢、临危不惧，廉颇

的知错能改、豪爽直率。在这样逼真的情境里，教师巧妙引

导学生细细品析人物的一言一行，从蔺相如面对秦王时的义

正词严，到廉颇负荆请罪时的诚恳愧疚，让学生深刻领悟古

人的团结爱国精神。如此这般，情境不再是华丽的装饰，而

是紧密服务于教学，助力学生吃透课文，汲取知识养分。 

（二）立足学生实际创设情境 

了解学生是教育的起点，情境创设更需扎根于学生的现

实土壤。教师要如同敏锐的观察者，充分洞悉学生所处的生

活环境、已有的认知水平，从而量体裁衣般打造专属情境。

对于城市学校的学生而言，他们周边往往簇拥着科技馆、博

物馆等现代化文化场馆，这些便是绝佳的教学资源富矿。在

学习科普说明文时，教师可精心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让学

生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展品，感受科技的神奇魅力，或是漫

步于博物馆，探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为枯燥的说明文学

习注入鲜活生命力。而农村学校亦有其独特优势，广袤的田

园风光、丰富的农事活动，皆是大自然馈赠的宝藏。当学习

《乡下人家》时，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漫步于农家小院，

欣赏错落有致的屋舍、娇艳欲滴的花朵，走进生机勃勃的菜

园，观察翠绿的蔬菜、攀爬的藤蔓。学生在熟悉的情景中，

心中的情感一下子被点燃了，许多感悟涌上心头，对文中所

表现的乡下生活画面也理解得更透彻了，知识吸收便水到渠

成了。 

（三）加强教师引导 

情境教学就像一场编排好的戏，教师是导演，一开始就

要起关键性指导作用。在情境活动开始之前，教师要像严密

的指挥官，向学生讲明明白白的规则和具体工作。比如角色

扮演，在学生投入角色塑造过程中，教师提前布置分析人物

性格特点，让学生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同时创设经典台词，

锻炼学生语言。在活动进行中，教师又要扮演好一位敏锐的

巡察员，穿行在每个小组中，仔细倾听学生的交流，及时纠

正读音错误，规范不恰当的动作，保证活动沿着正确的轨

道前行。待活动结束后，教师就作为一个睿智的评论家，

有计划地组织总结评价环节，不吝啬地肯定学生的闪光点，

如表现形式有创意、情感表现细腻入微等，也同时准确指

出存在的不足，如情节的连贯性不佳、对文本的理解存在

偏差等问题。如此引导，使学生在反思中成长，一步一步

提高语文素养。 

结论 

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应用为教学带来了勃

勃生机，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情感熏陶多方面成效斐然。

尽管实施过程存在问题，但只要教师精准把握教学目标，立

足学生实际，强化引导，就能让情境教学法大放异彩，助力

小学生在语文学习的海洋畅游，夯实语文基础，提升综合素

养，为其终身学习与发展铺就坚实道路，推动小学语文教育

迈向更高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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