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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文知识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学习语文知识的时候，

需要教师按照学生心理需求以及学科特点考虑。教师教学期间，

需要以学生的年龄特点、课文内容创设适合学生心理的教学情

境，让学生能够融入课堂，引起学生知识求知热情。情境模

式，让学生产生浓厚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目光。

1　以情感人

课堂教学的时候，需要教师面带微笑面向学生，让学生感

受到春天般的温暖。这种微笑是关怀和热情的融合统一。能够

让学生开心、束缚，全身放松[1 ]。教师用柔和但响亮的声音、

激情的语言、自然大方的神情化解学生的学习抵触感，并耐心

解释文章中的喜怒哀乐，表现文章情感和形象。这样学生就能

从情感层面更积极主动的和教师互动，建立情感共鸣，获得非

常好的学习效果。

2　以信激人

教师在提问学生的时候，一定要多用一些鼓励、激励的手

段。学生回答教师问题的时候，如果主动且正确，教师一定要表

扬学生。如果学生的答案无法令人满意，则教师需要从不同角度，

其他方向点评学生，寻找学生的闪光点。

教师应当多使用一些耐心的语言、温柔的话语，让学生感受

到尊重和信任，营造温暖和谐的班级风气。

语文教学中，教师提出问题，学生答案不正确，但声音

响亮，教师仍旧要表扬学生，说出：如果能够更完整深入一点会

更好，让我们来参考一下其他同学意见，为我们的答案进行补

充。这时候学生的神情会变得十分高兴与自豪，想要了解别人的

答案[ 2 ]。

3　设置悬疑

语文教学期间，教师使用指令信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设

置悬念，营造课堂情感互动气氛。学生融入问题当中，对问题进

行深度思考[3]。在教师的引导中，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教师提

出问题，营造愉快、活泼、紧张的课堂气氛。

比如在《桂花雨》的学习中，教师可以先创建氛围：同学们，

知不知道桂花，听没听过桂花糕、桂花饼。对我们来说，提到桂

花，我们要么想到的是美丽风景，要么想到的是甜甜的美食。今

天我们学习一篇课文，题目是《桂花雨》，大家都听过桂花，但相

信大家都没听过桂花雨，那么桂花雨对作者而言又是什么，是美

景还是美食。让我们走进文章，了解文章作者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看一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此时学生

内心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探索热情。学生带着积极向上的情感对文

章进行研究和分析。学生从侧面视角对作者的思乡之情进行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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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走进文章当中，展开文章的深度分析。教师完全可以按

照课文的故事情节以及内容切入，把握文章难重点内容，做好问

题的设置。巧用悬疑，启发学生思想感情，让学生表现出强烈的

求知热情和欲望。学生在理解了文本内容以后，利用课文的某一

个部分，设置教学情境，让学生形成浓厚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思

考问题，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浪花都是一个高潮，教师必须耐心设置

问题，使学生走进情境当中。翻滚的高潮中，学生能够学习到很

多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展现的是师生之间的情感碰撞。

4　创设情境打动学生

教学期间，需要教师做好情境设计，利用录音、投影等现

代教育方法，带领学生展开知识的研究和探索。在融入情境以

后，形成独特的感情与文章认知。比如《将相和》这篇文章

的学习。很多学生最开始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头都大了，根

本看不懂，觉得很难啃读和理解文章。教师教学期间，使用大

屏幕，播放《将相和》的视频，包括为什么廉颇找蔺相如的

茬。学生观看视频的同时，结合对教材内容的理解，深度学习。教

师必须做好引导，带领学生走进文章的背后，充分使用文章内容，

让学生能够明白和理解知识。授课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让学生给

视频中的廉颇、蔺相如配音，或是让学生用角色扮演的方法，播

放配乐，让学生走进文章的故事中理解、体验情感。学生亲身经

历文章的故事，才能明白，原来蔺相如如此的宽宏大量，胸襟宽

广，廉颇也能知错就敢，负荆请罪。语文教学中，关键点并不是

让学生明白字、词意思，而是明白文章和故事传达的情感与人生

道理。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人文性功能，对于小学生来说理解相

对困难。使用现代工具手段创设学习情境，能够提高学生的知识

理解和消化能力。学生走进知识，完成知识内化与吸收。

5　结语

语文教学中，教师需要灵活使用情境教学手段。学生融入

情境当中，感触情境传达的感情与理解。学生迸发了浓厚的学习

激情、学习热情。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学生内心世界的需求，重视

课堂教学合理性设计，提高课堂教育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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