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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散文及情境教学法的概念界定

1.1散文的概念

散文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取材宽泛、写法灵活，长

于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而关于散文的定义，文学界一直没有

一个明确的定论。在我国古代，散文是一种与骈文相对应的文

体，古人将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在

近现代，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与小说、新闻、诗歌等并

称，其特点在于，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段或生活事件

的描述，揭示其社会意义，表达自身的思想情感。比起小说和

戏剧，散文不长于故事情节的描述，而是更加着重于表现作者

对生活的体验与理解，笔者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初高中语文教材

中的近现代散文。

1.2情境教学法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的李吉林老师所创作的《情境教学实验与研

究》是我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情境教学法的著作，但

李老师在本篇著作中并没有具体给出情境教学法的明确释义。

1996 年，韦志成教授在《语文教学情境论》中提出：“情境

教学是从教学的需要出发，教师依据教材创设以形象为主体、富

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和氛围，激发和吸引学生主动学习，达到

最佳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法。”张华教授于 2000 年将情境教

学界定为：“情境教学就是设置真实的环境，让学生在这种环境下

探索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而获取知识，解决问题。”2002 年，李

吉林老师在《李吉林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情境教育》一书中给

情境教学下了清晰的定义:“情境教学就是从‘情’与‘境’、‘情’

与‘辞’、‘情’与‘理’‘情’与‘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出发，

创设典型的场景，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把情感活动和认知活动

结合起来所创建的一种教学模式。”

综上，笔者将情境教学法的概念归纳为：“在语文学科中，教

师通过真实的情境或创设拟真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观察、感

受、体验、实践，在具体情境中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从而实现

情感活动与认识活动的结合。”

2　情境教学法在散文教学中的意义

2.1提升散文教学课堂的有效性

散文在初高中语文教学中占有较高的比重，以人教版《普通

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为例，必修部分五册书中共计

65 篇课文，其中现当代散文的有 14 篇，约占必修课文总篇目

的 21.5%，散文学习有利于促进学生人文素养、审美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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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应用策略，致力于提高散文教学课堂的有效性。最后，针对教师应用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以保证情境教学法在
散文教学中的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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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目前的语文课堂上，由于大多数教师对于现当代散文

的重视程度不高，导致现当代散文并没有达到应有的育人效果。

情境教学法重视为学生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在教师的引导和推

动之下，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融入情境之中，参与阅读实践，进

而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这种学生自主阅读探索知识的过程

更能锻炼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比直接的知识灌输更有效。有助

于教师摒弃之前老旧低效的模式化教学方式，发展更适合学生学

习规律和身心发展的现当代散文教学模式，将学生带入到文本之

中，增加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提高课堂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从而提高散文教学课堂的有效性。

2.2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版)》提出：“语文具有重要的

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

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

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散文又称为美文，与小说、戏剧等其他

文体相比，散文的格式更加洒脱、语言更加优美深隽，对于学生

审美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运用情境教学法引

导学生学习散文，可以使学生深入文本，细细品味散文优美的文

字、深远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增加审美体验，引导学生欣赏美

进而创造美。

3　散文教学中情境教学法的应用策略

散文教学中的情境教学，有许多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笔

者在此列出了三种情境教学法在散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策略，并

辅之以实例说明。

3.1画面想象法

写景散文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教师可以在宽广的意境中激

发学生的想象力，使得无论形象还是情感都能够立体化、深层次。

其实，从情境教学这几个字我们就能略见一斑，之所以使用“情

境”而非“情景”，是因为“景”只是一副孤立的图画，而“境”

是存在于一个空间里的，比“景”更具深度和广度。当教师在教

学中给出一个点时，学生可以围绕此点并结合自身经历，去发散、

去想象，和教师共同构建一个既贴近生活又符合文本的意境。

例如《故都的秋》一文景色优美，意境疏朗，在讲授时可以

让学生把眼睛闭上，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画面：（教师以舒缓语速讲

述）北平的秋是一张很大很大的宣纸，微微泛黄。一只巨大的毛

笔，蘸了一点干墨，在宣纸上疏疏画上几道笔直的横竖线条，勾

勒出一间破旧的屋，咦，那就是我在北平居住的院落。再在屋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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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更小或有二孩的家庭相对来说较有养育压力，更需要社区托

育服务。

2　结论

本研究运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事后多重比较等方法，

从家长需求的视角出发，了解到H省C市0-3岁婴幼儿家长对社

区托育服务需求较为强烈，且存在家长对社区托育服务认识不

够、社区托育服务规范和监管不足等问题，基于此现实条件，

提出家长全面正确认识社区托育服务、社区推进托育服务建设、

政府加强支持力度和监管力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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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画过，留下一道墨痕，墨痕上再画上向上的细细几笔，又

轻轻点几个小墨点，哦，那就是槐树。我晨起泡一碗浓茶，向

院子中一坐，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从槐树叶底，细数

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 .（学生闭目静听，进入情境）

由此，可以将学生代入进北平秋景之中，更加身临其境地体会

其景致意境。

3.2媒体渲染法

教学情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创设，例如通过语言、体

态语言、身边的实际场景等等，但是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媒

体是老师情境教学中创设情境的好帮手，媒体具有强大的表现

力，可以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在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可

以选择在教学的开始（即导入环节）或重难点位置，在信息技

术的支持下创设情境，并针对学生具体学情，正确运用图画、

音乐等艺术元素，刺激学习者的感官。当学生面临情境时，能

很快激起强烈的情绪，形成无意识的心理倾向，奠定全文的感

情基调。

例如，在朱自清的作品《荷塘月色》中，作者运用动静

结合、虚实相生的手法描绘出了袅娜雅致、美轮美奂的荷塘景

色，令人为之心折。教师在教授时可以采用配乐朗诵的方式，

可以由教师自己配合音乐进行诵读，也可以直接播放名家配乐朗

诵的音频或视频，营造唯美情境，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朱自清的

文字美，荷塘的意境美。

3.3联系生活法

在进行散文教学时，由于学生的年龄较小，生活经历并不

丰富，对于作者蕴于作品之中的深刻情感的体悟可能并不到位。

老师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法，联系生活创设情境，就是想办法唤

起学生的生活体验，把作品所描绘的生活与学生的生活进行沟

通，让学生与作者达成情感上的共鸣。

例如，在教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可以让学生联

想自己与母亲平时的相处方式。思考如果自己的母亲遭遇了与史

铁生母亲一样的事，她会怎么办？两位母亲有什么不同点和共同

点？通过创设这样的情境，缩短自己与文本之间的距离，从而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史铁生母亲的“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

毫不张扬的爱。”

4　教师在使用情境教学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4.1应针对学情设置情境

教师在备课时可以观摩借鉴名师的课，但必须要了解所教学

生的实际情况，运用情境教学法进行现当代散文教学时更要注意

结合学情，根据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上课的参与程度、审美能

力、阅读鉴赏能力来创设情境，同时还要考虑到所教学生的心

理和学习特征。

4.2合理使用教学媒体

在课堂上，多媒体的辅助作用可以为教学过程增光添彩，

让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更加直观、印象更为深刻。但是，需要

注意的是，多媒体技术只是课堂教学的一种辅助工具，在引导

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还是要以课文文本为中心和出发点，不能

舍本逐末。同时，由于现当代散文风格多样和学生学习情况的

不同，教师要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工具，给学生留下想象的空

间，不能够误用、滥用教学媒体。

例如，教学《荷塘月色》时，教师要引领学生体会意境，

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感受作者的文字美，在脑海中勾勒出

一幅荷塘月色的美景图，而不是直接把荷塘景致的图片展示在课

件上，造成学生思维的唯一性，有损学生对于文字的想象力，

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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