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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课程的学习不仅强调掌握基础的汉字和语言知识，还需

要通过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语文兴趣，锻炼学生
的语文技巧及所学知识实际应用能力。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创新
性、灵活性和趣味性不足，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标，要求创新和
优化教学方法。基于课程教学的内容和目标要求创设特定的场景，
并合理的应用多媒体技术、视频、音频、图片等，有助于打造高
效语文课堂，也是小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教学和学习方式，受到
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1  小学语文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的语文课程教学中存在学生课堂上打瞌睡、开小差、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高，
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和要求。一是，以往小学语文教学大多
比较的简单，往往是“老师讲、学生听”，或者是简单的阅读并背
诵文章内容、画出并默写和掌握生字词、完成课后简单练习，总
体上来说学生在学习中过于的被动，不利于学生交流互动和思考
讨论。二是，语文课程教学采用的方式和方法比较单一，且强调
学生大量记忆和背诵各种知识点，课堂教学整体显得过于枯燥、
互动性不强。三是，未能有效将语文课程教学与学生的生活实际
密切联系起来，很多学生认为语文课程过于的空洞，就像是空中
的楼阁，学习和理解起来比较的困难。

2  小学语文教学应用情境教学法的对策
2.1基于课程内容科学创设情境
总体上来说，小学生受心理和生理因素的影响，其认知能

力水平和理解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学习一些古诗词和文言
文的时候一般都比较的困难，情境教学法在小学古诗词和文言文
教学中的应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候的难度。
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情境的时候，可以科学利用多媒体技术，或
者是根据诗词的内容加入一些视频、音乐、图片等创设趣味情境，
将古诗词的内容以更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提高学生参与古诗词
学习的兴趣。而且，一般情况下古诗词的学习都比较的抽象，要
求学生从短短的几十个字里面把握作者的情感、诗中的意境以及
写作技巧等，在课程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利用简笔画的形式将诗
中内容展现出来，加深学生理解记忆，引发学生联想想象，促使
课程教学取得更理想的效果。例如，部编版小学四年级下册课文
中包含了大量的古诗词和文言文，如第一单元的《四时田园杂兴》

《清平乐.村居》，第七单元的《墨梅》《塞下曲》等。但是，无论
是“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等，所描绘的淳朴乡村生活及情感，还是战场上的情景、墨梅的
品格等，现在的孩子很多都无法诗词中短短的几个字中去理解和
深刻的体悟，借助情境教学法及简笔画等可以将这些景象更直观
的展现，从而增强学生的代入感和体验感，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
解诗中想要表达的情感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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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也强调创新和优化教学方法，以打造高效语文课堂，符合小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满足新课标对
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学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和教学目标。情境教学法是教育教学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有效教学方法，能更好的凸显学生的
主体性，增强课堂的互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以及课堂教学质量效果。本文主要探究分析了
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的措施和方法，希望对打造高效化语文课堂，强化课程教学质量效果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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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设互动情境，打造活跃课堂
打造高效化的语文课堂，则要求充分的激发学生在课堂中的

主体性，确保语文课堂的活跃性以及学生参与语文课堂学习的积
极性和兴趣，注重引导学生在课堂中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也就是
说，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安排和创设教学情境的时候要科学设计，
多增加一些互动情节，并根据课程内容和教学的目标要求科学布
置一些教学任务、设置适合的教学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和任务
去思考和深入学习。例如，在学习部编版小学四年级下册第二单
元课堂内容的时候，要引导学生就课本中的知识点以及课堂的内
容和不懂的问题及时提问，课堂教学中还要引发学生展开奇思妙
想，教师可以设置诸如“你能用自己的话简单描述这块琥珀形成
的过程”“你对纳米技术了解多少？你认为纳米技术在生活中的哪
些方面可以利用？”“谈一谈我国在科技等方面取得的优秀成果和
重大突破”之类的问题和任务，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课
文中的内容，也能促使这一单元课程教学目标更好实现。

2.3创设生活实践情境
语文课程其实并不枯燥，语文也是与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

的，科学创设生活实践情境，可以使语文课程教学不显得那么的
枯燥无味，也方便学生理解和掌握课文中的知识及表达的各种情
感。而且，创设生活情境，也有助于增强语文课程教学的互动性，
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切实做到“学以致用”。例如，小学
部编版四年级教材内容有很多都是与学生生活相联系的，如第四
单元的“猫、母鸡、白鹅”等，在学习完相关内容之后可以引导
学生仔细的观察身边的动物有哪些特点，并尝试着完成一篇习作，
或者是与他人进行分享和讨论；第五单元描写了很多美丽的景观
和奇观，仅仅从文字中学生很难体会到那种美，而引导学生在课
余的时间走出课堂，走向户外，能更真切的感受和体悟大自然的
美，还可以引导学生将自己旅游和参观的经历以及看到的事物写
成一篇习作，从而锻炼学生的语文能力和技巧。

3  结语
综上所述，情境教学法是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也是当前

教育教学广泛应用的一种方法。利用情境教学法要求教师准确的
把握语文课本和教材的内容、课程教学的目标和要求、学生的特
点等，科学合理的设置情景，并将多媒体技术等先进的技术手段
应用其中，以打造高效化语文课堂。

参考文献：
[1]陈凤侠.浅谈创设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J].魅力中国,2015(14):70.
[2]窦燕.浅谈创设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

课程教育研究,2015(2):51.
[3]王明亮,王明宏.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J].天天爱科学(教育前沿),2020(07):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