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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作为一名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中等职业学校语
文教学大纲》指出：该课程教学任务是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与运
用语言文字，注重基本知识训练，加强语文实践，培养语文的
综合运用能力，形成强有力的实践技能，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服务。中职学生相对于普通高中学生而言，
情况有点特殊，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进而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师需要采用独特的新颖的教学方
法，例如情景教学方法就能够很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和积极
性，学习氛围增强，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1　中职语文教学中情境教学法的概述
1.1情境教学法概述和缘由
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再教学过程中，有目的地设置一个场景，

让学生进入其中，深刻体会情境中人物的形象，从而能够更好的
理解课文，同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众所周
知，情感和认知两者息息相关，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情感
对认知活动的功能体现在动力、强化、调节三方面。情感对认知
活动的增强或减弱的效能就是动力功能，换句话来说，积极向上
的情感对认知活动起促进作用；相反，消极的不健康的情绪会对
认知活动起阻碍和抑制作用。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用情境教学法，
就是要引起学生积极的、健康的情感体验，让学生更加乐于学习
语文，语文学习活动成为学生主动进行的、乐在其中的体验。情
感对认知活动的增力效能，对于解决当前中职学生中普遍存在的
学习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与实践研究。

1.2中职语文教学的现状
中职学校大多数学生都认为：“我初中成绩就不好，来上中职

就是为了混文凭，三年后读个大专的，语文好不好都没关系。”经
历中考的失败，他们对于学习失去了一定的自信心，更何况是语
文学习，家庭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家长的想法，他们会认
为把孩子送进学校，教师理所当然应该负责孩子的一切。其实这
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教师不是全能的，它替代不了父母在孩子
人生成长中的角色。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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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的学生在课堂学习的效率是十分低下的。在课堂上，我们便
能发现只有部分同学能认真听课，其他学生甚至视若无睹地做着
自己地事情，开着小差。班上男生偏多地话，就会出现上课睡倒
一片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需要很大程度地维持课堂秩
序,如果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可能会采取传统地教学模式
减少双边活动，课堂呈现一言堂的现象。这样的课堂，老师和学
生都会觉得乏味。在这种语文课堂现状下，教师必须打破传统的
教学模式，结合学生所感兴趣的和教学的具体内容，合理应用情
境教学法。但并不是任何课堂都适用，需要掌握其原则[1]。

2　情境教学法的原则
2.1真实性原则
把情境教学法应用到中职语文教学中，一定要选择一个真实

的情境，以便于培养学生善于观察、有敏锐的思维和能够应用的
能力，学生的真实本领也能够慢慢得到培养，学生的真实情感和
态度也能塑造，良好习惯的形成，树立正确的三观。所以，想要
学生能应用所学的语文知识去应对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就一定要
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与应用，课堂效果才会越来越好，而不是让
学生只会机械学习，老师成为课堂的主体，一味地“满堂灌”。

2.2实效性原则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时候采用故事、几个问题、一次实

验操作等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的情感。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学生进入课堂，而不是为营造所谓的假
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所采用的情境创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简洁，追求实效性。如果只是作了表面文章,看上去热闹，
实则苍白，浪费课中珍贵的学习时间，反而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
所在，达不到课堂效果[2]。

2.3生活性原则
一切学习都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在中职语文课堂中

应用情境教学法不得不要联系学生的生活背景。语文知识大多都
是理论性的、故事性的，可以在生活中找到适合中职学生接受的
原型。从学生的生活背景出发，设计生活化的导入情境，可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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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验到语文的价值和魅力，能够激发学生去探索语文的欲望。
2.4趣味性原则
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行为往往受兴趣影响很大。正如

美国教育家布鲁诺所言: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
趣。因而导入阶段设计应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充分关注学生兴趣。
一堂精彩的课，往往是从一个引人注目的导入开始的，可采用故
事导入、谜语导入、游戏导入等。总之，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
来采用不同的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坚持趣味性原则。

2.5启发性原则
学习起于思考，思考又来自于心中有疑惑，有疑惑才更需要

学习。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先让学生积极思考，再进行适时启发。
因此，导入这个环节十分关键，合适的导入能够有效激起学生主
动学习探索的动机，产生十分强烈的期待心理。那么在导入阶段
创设问题情境就很有必要,先让学生产生疑惑，就会去思考，最后
才会有所感悟。教好一门学科，需要讲究艺术，但教学的艺术不
在于有多大的教的本领，而在于去激励、唤醒、鼓励学生，让学
生成为主体。情境的创设能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形成新的意识，激
发学生不一样的认知体验，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会有所提
高，把学生带入情境中去学习，遨游于知识的海洋。

3　情境教学法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3.1利用多媒体展示情境
中职语文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注重教学的实用

性、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目标和重点。中职学校的学生语
文基础比较薄弱，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情境教学法在教
学过程中恰如其分地运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身
处于科技时代，运用多媒体教学，是每一位老师的必备技能。
采用多媒体的设备，利用其动态画面、逼真的声响效果、丰富
的色彩使学生的不同感官产生有效刺激，从而让人身临其境。
在讲《促织》一课时，由于这是一篇较长的文言文，中职学
生最不擅长的就是学习古文了，现代文都难以理解，那么如何
让学生感兴趣并且更好地掌握这篇课文呢？笔者便采取了多媒体
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先看视频讲解，听别人用白话文讲课文中的
故事，然后再采取比赛的方式，同学之间互讲故事，看谁讲得又
快又好。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积极性高，并且更好地掌握了这
篇文章。现代心理学表明：兴趣是影响学习活动的最直接、最活
跃、最现实的因素，学生有了兴趣，才能从内心深处对语文产生
主动需要，才能更好地学好语文[3]。

3.2结合生活实际巧设情境
生活可以说是语文课的外延，很多语文知识都可以从生活中

去探寻。发生在身边的人或事，都会有一种切身经历过的体验，语
文学习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教师可以结合生活设计相关
的情境，让学生真真切切地去感受与体会。在上《南州六月荔枝
丹》一课时，这是一篇科普小文，涉及到很多说明方法，“满堂灌”
的教学会显得枯燥乏味，达不到课堂效果。刚好是盛产荔枝的季
节，便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个荔枝，按照从里到外的说明顺序观
察荔枝的外在形态与内部结构，不仅观察并验证了书中所讲荔枝
的形态，更享受到了多汁鲜美的果肉。以实物为例，以学生为主
体，整堂课下来，学生感兴趣，课堂效果较佳。通过角色扮演感
受情境，把自己带入课文中。例如在讲《雷雨》这篇课文时，让
学生先预习课文，找出文中的人物，选好自己喜欢的角色去扮演，
来感受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体会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在
此过程中，学生认真准备，积极投入到角色中，课堂教学顺利进
行，不但学好了课文，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风采。

3.3合理利用音乐渲染情境
音乐能够带动人的听觉感受，温婉的音乐使人陶醉、引发无

尽的遐想，凄美的音乐令人哀思，澎湃的音乐让人内心激昂、奋
发向上。教师通过选择和文章内容情感等相似的音乐，借助音乐
创造情境，引导学生进入作品特定的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听觉,

让学生进入到美的意境，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各种情感，调动学生
的联想和想象，陶冶学生的审美情趣，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进入文本的学习。例如在上《雨巷》一课时，一首曾经风靡大
江南北的网络歌曲《丁香花》将学生带到课文中，漫步在悠长悠
长又寂寥的雨巷，去寻找那一位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
首歌曲调舒缓，曲风很哀伤，容易引起心中的共鸣，让人感伤、感
悟的东西有时更具美的力量。又如在上《琵琶行》一课时，将《琵
琶行》音乐播放给学生听，学生对白居易的《琵琶行》文本的阅
读兴趣被强烈地激发出来,教室里飘荡起学生朗朗的读书声。诗歌
在语文中占了较大篇幅，并且具有音乐美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
让学生感受音乐美，仿佛身如其境一般。

3.4针对性提问题探究情境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智者问

得巧，愚者问得笨 "。作为一名教师，要懂得如何巧妙地通过
问题设计来渲染学生的情绪，在课堂上创设一种激发学生积极思
考，动手动脑解决问题的氛围。尤其在语文课堂上，教师更要
善于在无疑处设疑，投石激浪，创设探究情境。在探究《致
橡树》的主题时，笔者先提问:“课文选取了哪些意象来表情达
意?”学生很快地找出凌霄花等意象。接着，笔者插入问题‘这些
意象有何特点?与橡树有何关系?”针对这些问题，教师可以将学
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展开激烈的讨论。通过讨论，最终要使学生能
够理解作者选取这些意象的意图：宣告自己不愿意成为男性的附
庸，从而表达出内心对世俗的爱情观的否定。接下来，笔者又抛
出问题:“木棉树和橡树在一起是怎样生活的?”学生对这一问题特
别感兴趣，学习热情高涨，在教师的引导下由讨论树到讨论人，在
讨论中明确了橡树与木棉树在一起生活，它们是独立平等、同甘
共苦的，从而感悟诗人的爱情观[4 ]。

4　应用情境教学方法需注意的问题
4.1情境与教学内容要相符
情境是一种表现形式和教学手段，它是为课堂教学服务的，

这就要求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必须考虑教学内容，情境应当以
课文内容、教学目的为中心，要贴近学生、贴近课文、贴近生活。

4.2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中职学校和中职生的特点决定了学科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在选取教学情境时，要充分渗透人文情怀，实现语文学习与
其他课程的有机结合。语文作为公共基础学科，是维系学科与学
科之间的纽带。

4.3要掌握运用情境教学法的适用度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法，一定要掌握适度原则。

乱用、滥用反而达不到效果，表面上看起来氛围很好，实际上学
生没学进去，效果甚微；另外一定要掌握好时间，精简而适宜，不
能过长，避免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把情境教学法应用到中职语文教学中，学生学

习的兴趣得到提高，养成主动学习、思考探索的习惯，语文素养
和综合素养也会相应地提升。中职教师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业务
素质与专业水平，将多种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融进情境教学中，
为学生搭建起展现自我的平台，为将来踏上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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