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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散文教学化进程中，教师要把散文内容与中学学生
的认知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巧妙地构建学习，以提高中学语
文散文教学的质量。

1　概述初中语文散文教学情境创设
在构建初中语文散文教学情景的过程中，需要教师结合好语

文教学的实际内容，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学生的注意力充分的集
中，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语文学习的过程中，从而更好的理解文章
的内容和思想。中学语文散文教学中，情境占上风，通过情境体验，
有助于学生对所引用内容的理解，顺利完成中学语文散文教学索
引。对于初中生的认知水平来说，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对语文散文的
内容和思想进行理解，这也是初中语文教学目标的必然要求。通过
创设出语文散文教学情景，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兴趣，使
学生感受到作者文章中带有的情感和思想。

2　初中语文散文教学中教学情境创设措施
2.1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
中学语文课文语文教学化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技术，既可以

提高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又可以增强学生的阅读经验。应用多媒
体技术，在场景语文教学中发挥了巨大的效益。借助多媒体技术，
开发散文教学，能使优美的笔墨如画，体会声墨，展现散文之美。
另外，图片、声音等多媒体元素可以激发学生的感官，使学生处
于愉悦状态，从而调动学习积极性，融入到学习课堂的散文教学
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开发初中语文散文教学的学习行为，举例来
说，学习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第二册七年级第二册的

《安塞腰鼓》一课，老师可以提前组织学生观看安塞腰鼓的录像，
并在课堂上播放。通过强有力的卖弄和激动人心的鼓声，激发学
生的视觉和听觉，促使学生跟着视频跳舞，从而将文章的表现力
感受到淋漓尽致，体会到作者的感受，学生在欣赏视频中的体验
有益于学习。为了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教师必须做好课
堂教学指导。通过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播放相应的教学视频，
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观看视频的同时找出其中与文章思想相似的
地方，学生在全神贯注的观看视频的同时，其认知水平和思维能
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2.2做好课堂导语创设教学情境
开发初中语文散文情景教学，要做好课堂导入工作，确保学

习教学发挥作用。就现实学习教学而言，采用猜谜技巧就有很好
的效果。学生猜题行为的结构，活跃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阅读
散文的热情。面向问题。连结学习内容，安排问题，激发学生思
考，再把学生教学带到学习课堂。问学生你的答案，例如你第一
本书的书名是什么，读完后有什么感受。使学生思考作者的感受
是否和自己相似，激发学生的共识，完成课堂介绍。设定方向。掌
握作文写作中的常识性问题，对于提高学生的参考意识具有重要
意义。使学生更好的融入到语文散文教学情境中。中学文言语文
教学化的第一步是课堂导入，它能帮助学生从情境中学习。中学
语文散文语文教学化过程中，通过引入教师情境，使学生主动获
取文章文本，提高了初中语文散文语文教学的质量，利用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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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散文教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和地位，通过加强学生的散文阅读教学，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语文
学习素养。中学语文散文语文教学建设中，建立语文教学的经验，既可以保证学习的有效性，又可以促使学生进入散文意境，促进
学生自我学习思考能力的发挥。中学语文教学采用情景教学的方法，开发了散文教学。与多媒体教学一样，教学的建立也可以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文章的美，提高教学的效果。探讨初中语文散文语文教学教学现状的使用途径，以提高教
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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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标题设计出向相应的问题，能够有效的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欲望。比如，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八年级第一
册《苏州园林》一课中，老师可以让学生讲讲他们到过的景点，在
阅读过程中，教师可以总结风景描写的方法，让学生体验阅读，并
将文章与姑苏园相联系，学习作者是如何风景描写的方法，自然
会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可以向学生们进行示范阅读，使学
生很快的进入到阅读情境中，

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表现作者的情感，塑造学生的情感。更
加精致悠扬的音乐作品，就像轻音乐一样，营造出一种高雅的气
氛，让学生在作品中陶醉，感受浩瀚的园林与笔墨之美。开发散
文视景语文教学，必须合理选用语文教学材料。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要注重对于参考性原则的利用，使学生能够学会对于材料的自
自主运用，并且能够从中感悟到一定的经验，提高学生对于语文
散文学习的兴趣。

2.3结合生活经验创设教学情境
教师在创设初中语文散文环境时，要考虑现实生活于语文散

文内容之间的联系，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理解文章的内容，中学语
文散文教学内容为对象，在内容上与学生生活进行亲切接触十分
重要。教师要将现实生活作为语文散文教学内容的连接点，使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近，。比如说，在初一阶段上半学期的语文
课本中，有一篇叫做《济南的冬天》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冬季
的济南进行了描写，许多学生可能就会向老师问到相似的问题，
教师可以将此作为教学环境创设的依据。文章不仅描写了济南的
寒冬，也在平淡无奇的风景中表达了作者的心声。教师在对这篇
散文进行教学时，可以先引导学生回忆自己脑海中关于冬天的印
象，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干感悟老舍先生的情感，从而提升学生
对于文章的理解水平。又如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二
年级第二册“社戏”一课中，文章生动地描写了水乡的生活情景，
充满着水乡情。老师可以用这个图像来展现水乡的风景，让学生
更多地了解水乡的风土人情，然后和同学们分享关于家乡的趣事，
然后再将文章主题月夜和乡土融入到这样的环境中，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散文水平，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和想
象力水平。

3　结语
以最基本的语文素质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从而调动他们

的写作能力和口语能力。为达到语文教学化的目的，语文教师应
结合语文教学化的实际，设置学习教学场景，提高学习教学的实
用性，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细节，与作者在思想上达成共识。为此，
初中语文教师应采取多种方式，构建语文教学情境，提高散文语
文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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