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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情境沉浸式教学”模式的
构建与应用效果研究

曾德兰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第三小学，中国·江西　赣州　342300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持续推进，小学语文教学模式持续创新。情境沉浸式教学法作为一种新兴教学模式，借助创

设合适情境，引领学生于情境交互中主动构建知识体系，提升学习成效。此模式采用虚拟仿真平台、互动剧场等多种载

体，促使学生在情境交互里可主动构建知识体系。本文剖析小学语文情境沉浸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应用效果，为新时代人

才培养给出创新途径，经由对情境沉浸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构建策略以及应用效果深入剖析，期望为小学语文教学提供

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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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研究聚焦于小学语文情境沉浸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其

应用效果展开探讨。情境沉浸式教学法是依据具身认知理

论而形成的，借助虚实融合的场景搭建方式，把知识要素

和教学环境进行整合，文中给出了教学环境创设、教学内

容情境化设计以及教学方法手段创新等构建策略，并且以

三年级上册《大青树下的小学》作为实例，剖析了情境沉

浸式教学的过程以及应用效果。

1　情境沉浸式教学的概述

情境导向型沉浸教学法以具身认知理论为学理基础，强

调借助虚实融合的场景建构，将知识要素与教学环境进行

有机统整。该模式依托虚拟仿真平台、互动剧场等多样化

载体，引导学生在情境交互中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其多模

态刺激机制能激活学生的情绪参与度，更凭借项目化任务

链设计促进知识的内化迁移。这种教学形态突破传统课堂

的时空局限，在认知深化、技能养成与情感培育三个维度

实现协同发展，为新时代人才培养提供了创新路径[1]。

2　小学语文情境沉浸式教学模式构建策略

2.1　教学环境的创设

构建适宜的课堂情境是实施小学语文沉浸式教学的首要

环节，教师需要从视觉环境与心理氛围两个维度进行系统

性设计。视觉层面可依托教室空间进行主题化布置，悬挂

主题诗词挂画、摆放盆栽植物与文房摆件，使教学空间兼

具美学价值与文化意蕴，以古诗教学为例，可布置古风卷

轴和仿古灯笼装饰，配合古典音乐背景，使学生产生身临

其境的代入感[2]。心理维度则需要教师运用亲和力强的沟通

方式和激励性评价，构建平等的对话关系，消除师生间的

心理距离，使学生在轻松安全的心理氛围中实现深度情境

融入，这种双重环境创设策略为开展沉浸式语文教学提供

了必要的支持条件。

2.2　教学内容的情境化设计

语文教学中的情境创设应立足教材文本特点，将静态

的语言文字符号转化为多维互动场景。教师可依据单元人

文主题与文本叙事逻辑构建沉浸式任务情境，以《揠苗助

长》为例，依靠设计"寓言侦探社"项目式学习，引导学生

在角色扮演、情节推理等环节中逐步把握深层寓意，需深

度挖掘学生有的生活图式资源，如讲授《四季之美》单

元时，可组织学生依靠自然观察日记、节气民俗采风等活

动激活个体记忆，借助搭建生活经验与文本解读之间的桥

梁，使知识建构过程有现实支点又充满情感共鸣，有效提

升学习体验的真实性和认知参与度。

2.3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在小学语文情境化教学实践中，教学策略的创新性转化

是构建深度认知体验的关键突破口。教师可引入角色体验式

学习模式，引导学生依靠文本角色代入与行为复现，在具身

认知中建构人物形象图谱，以《狐假虎威》教学为例，当学

生依靠即兴表演呈现狐狸与老虎的互动时，能激活文本语言

的生命力，更能在戏剧冲突中自然领悟寓言深层寓意。数字

化教学资源的整合应用可突破时空限制，如《观潮》授课时

配合潮汐实景纪录片与立体声效，促使学生在视听震撼中建

立地理认知与审美体验的联结，这种多模态刺激能有效调动

学生的多感官参与认知过程，在协作学习层面，基于项目的

团队剖析模式可创造动态知识建构场域，依靠思维碰撞形成

认知跃迁，这种社会化学习机制能保持个体思考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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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实现集体智慧的有效整合[3]。

3　小学语文情境沉浸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研究——

以三年级上册《大青树下的小学》为例

3.1　“情境沉浸式教学”过程分析

在《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实践中，教师构建了三维

联动的沉浸式学习场域。预备环节采用视听联觉策略，运

用多媒体技术呈现身着民族盛装的学童穿行林间小径的纪

实影像，配合校园建筑实景和学生游戏场景的图片组合，

在悠扬的芦笙旋律中构建出有强烈地域特色的认知图式，

教学主体环节实施双重情境体验：一方面组织学生分组承

担不同民族学生的角色任务，借助方言对话创编、传统游

戏再现等方式，在模拟上学场景中具身体验多元文化交融

的校园生态，另一方面创新设计"民族文化解说员"实践项

目，要求学生基于文本细节建构校园导览词，运用叙事性

语言向虚拟访客阐释大青树下的独特教育景观。课后延伸

阶段采用跨媒介创作形式，设置"理想校园"主题的图文并

茂的手抄报设计或立体黏土模型制作任务，将抽象的文字

符号转化为可视化成果，在艺术创作中实现知识内化与审

美创造的有机统一。

表1  《大青树下的小学》教学实践环节表

环节 策略/活动 目的/效果

预备  
环节

视听联觉策略，多媒体
技术呈现纪实影像和图

片组合

构建有强烈地域特色
的认知图式

教学主
体环节

双重情境体验：角色任务
分组，方言对话创编，传

统游戏再现

具身体验多元文化交
融的校园生态

教学主
体环节

民族文化解说员实践项目
基于文本细节建构校
园导览词，向虚拟访
客阐释教育景观

课后延
伸阶段

跨媒介创作形式，手抄报
设计或立体黏土模型制

作任务

实现知识内化与审美
创造的有机统一

3.2　情境沉浸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分析

情境沉浸式教学法在《大青树下的小学》课堂实践中呈

现出突出成效。就认知维度而言，依托情境体验式学习活

动，学生对文本中独特的民族服饰、特色校园建筑等文化

符号产生具象化认知，更依靠情境脉络有效串联生字词记

忆网络，在阶段性测评中该单元知识点正确率得到提升。

在实践能力层面，课堂中开展的"小导游"情景模拟与角色

扮演环节，促使学生在动态交互中提升叙事逻辑建构能力

和非语言表达技巧，而以课文为蓝本的创意手工作业，则

成功激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与艺术创作潜能。依靠沉浸式

教学场域的构建，学生在反思日志中提及对"民族团结"内

涵产生了情感共鸣，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更加深入，

这种跨文化共情能力迁移至日常表现为主动剖析不同民族

习俗的学习倾向。

3.3　教学反思

《大青树下的小学》情境沉浸式教学实践在取得较大成

效的仍存在提升空间。本次教学创新依靠紧扣文本内核的

情境建构，成功点燃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使课堂真正成

为学生主动探索的沉浸场域，多元化的教学策略运用值得

肯定，如戏剧化角色代入、跨学科创意实践等活动，激活

了学生的视听触觉感知，帮助学生实现多维成长。在动态

教学过程中，部分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存在情境融入迟滞

现象，其参与深度与课堂节奏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此外，

教学时序的弹性调控有待加强，特定环节的压缩导致生成

性对话与批判性思考空间受限，未来教学实践中，建议构

建梯度化情境任务系统，依靠差异化支架设计让每位学生

可找到适切的学习入口。同时需建立精准的课堂时间轴，

运用可视化进度管理工具优化各环节配比，使沉浸式教学

模式在保持语文味的基础上，焕发更持续的教育生命力。

4　结语

本文围绕小学语文情境沉浸式教学模式展开研究，涉及

该模式的构建以及应用效果两方面内容。该教学模式仍存

在有待提升之处，比如部分学生在情境融入方面存在迟滞

现象，教学时序调控也存在不足等问题。在未来的教学实

践里，建议构建梯度化情境任务系统，对课堂时间轴进行

优化，让沉浸式教学模式在保持语文教学特色的基础上，

焕发出更具持续性的教育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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