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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体验式学习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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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改革步伐的日益加快，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在语文教学中得到了体现，如何强化学生获取知识、掌握知识的体验，

提高其语文综合能力，是教师开展教学的重点任务。通过将体验式学习融入语文课堂，能够引导学生从“体”“验”出发，强调其学生

参与真实的合作类活动，在体会知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观察、验证，促使其语文知识水平和学习技能得到提高，更能为其提供多变的授

课场景，促进其学习能力思维和想象能力得到提高。本文对体验式学习的内涵和应用价值进行分析，结合传统语文教学不足，提出了在

语文教学中应用体验式学习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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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角度看，体验式学习的开展需要以指向性情境的构建

和创设为前提，让学生不再单一地从教师解读中获取知识，而是

真正从活动中发现、感受和感知知识，在具体实践中领悟和领会

知识，达到良好教学效果。在基于体验式学习的课堂环境下，教

师和学生固定教学关系被打破，二者可以构建起融洽的对话、交

流关系，在突出学生主体性地位的环境下推进语文教学目标的实

现。因此，教师应深挖体验式学习的价值，结合学生实际、语文

教学需求去“熔炼”体验式教学设计，打造风格多样、趣味多多

的语文优质课堂。

一、体验式学习内涵及应用价值

从内涵角度看，体验式学习是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发

生认识理论等衍生而来，强调学习者的共同参与性、共享性、应

用性，主要是为学生主体提供贴近知识传授的真实或模拟场景，

使其发挥个体智慧、群体力量实现知识经验的获取，并在有效的

引导下进行反思、总结，高效率地处理知识、内容。在教育领域，

体验式学习强调教师的引导者作用，要求学生自由、自主地体验

内容，结合自身经验、知识进行感悟，在知识迁移中实现能力的

获取。

从应用价值角度看，首先，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能动性。参

与到课堂活动中的个体，面对不同的问题、情境，往往会产生独

特的个人感想、思维活动。在体验式的语文活动场景下，学生思维、

情感活动可以尽情地展现出来，有效地辅助其领悟知识、接近文

章主题，使其成为自主发展、自由学习的个体。其次，有助于激

发学习热情。小学生个体都具有无穷的想象力，对变化性强、新

奇度高的事物充满了探究热情。通过将体验性的画面、场景植入

语文课堂，能够刺激学生的内在心灵和外在感官，使其主动将个

人想法分享给教师、同伴。这样，对于学生在思考中出现的误区，

教师可以引导其他同学给予其帮助，让学生产生持续学习、独立

思考、协同发展的意识，在与同伴、教师对话中找到语文学习的

快乐。此外，促进教学风格转变。与传授式教法相比，体验式学

习关注到个人情感、思维、能力的发展。通过将语文活动与体验

式学习结合，学生能够被贯穿全过程的情境、动画所吸引，注意

力也始终能够放在知识和内容上，促使其产生深入思考的积极性，

培养其良好的学习心态。

二、传统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不足

首先，课堂授课理念有待创新。在当前的语文教学活动中，

课程改革已经深入到教师理念中，但受限于改革经验、创新理念

等因素，尽管运用了新型的教育技术和工具，仍然遵照既定的方

式进行知识传递，难以为学生提供展现思维、发表意见的机会。

其次，教育引导方式有待优化。目前，越来越多教师认识到发挥

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教学活动中，学生主观参与

性不足，课堂教学活动仍过于强调教师传授式状态，导致学生对

知识、内容的关注度不高。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教师引导方

式针对性不强，未能围绕不同阶段的学生制定个性化引导方案。

此外，部分教师已经形成了运用教学大纲布置语文学习任务，开

展的学习活动缺乏趣味性，学生知识接受效果不佳。

三、小学语文教学应用体验式学习的实践对策

（一）注重信息化体验，激发学习情感

阅读教学在学生语文学习中占据着重要一部分，是学生学习

文字、发音等知识的关键，还能引发学生在情感、思想层面的共

鸣。阅读文本往往是通过叙述完整事件，向读者传递情感体验，

这恰好与体验式教学内涵相契合。例如，在讲解“金色的草地”

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采取信息化模拟草地画面。首先，教师

可以呈现绿色、金色两种草地的视频动画，在复古的乡村建筑一

旁，大量金黄色的花朵与绿色草地相互辉映。这时，教师可以询

问大家“大家去郊游过吗？”“你们都见到过什么颜色的草地呢？”

这时，学生们都在优美的视频动画下受到情绪感染，自觉地分享

“紫色的草地（薰衣草）”“蓝色的草地（牵牛花）”……针对

类似的视频场景，教师可以让学生跟随课文两名主人公进行感受

生命的魅力。比如，针对绿色草地变成金色草地的原因，教师可

以让学生们根据视频情境和自身实际进行分析，这时，有同学将

紫色草地、蓝色草地与金色的草地联系起来，认为草地变成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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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花朵的出现，顺利地找出关键词“一大片”“长满”。然后，

教师可以再次播放草地的颜色变化视频，让大家关注太阳变化与

草地颜色变化的规律，并分析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通过精准设

置草地动画视频，能够帮助学生用想象去勾勒美好的草地画卷，

感受其中的生命色彩，增强其内心对蒲公英的喜爱之情，产生与

作者的思想共鸣，使其保持高度的学习热情。

（二）导入生活体验元素，提高习作能力

语文体验式教学活动，更关注学生实际经历，要求教师创设

接近学生实践体验的活动，让学生将已产生的经历、情绪和情感

代入课堂实践中。比如，对于缺乏写作经验的小学生，其看待生活、

问题的视角不够全面，更欠缺充足的社会、生活经验，很难将领

悟的课本知识运用到实际中。但是，生活元素始终是学生提取素

材的第一资源库。所以，不论是写作还是阅读活动，教师都应向

学生强调生活体验的重要性，使其注重观察生活的各个角落、细节。

例如，教师可以根据习作任务，让学生联想个人经历、生活体验，

围绕“推荐一个好地方”展开回忆和想象。比如，学生们可以抓

住放学后厨房的身影，对爸爸、妈妈和自己做的事情进行详细地

叙述和描绘，并对最终的成果和一家人的感受和体验进行总结，

也可以专门围绕父母在做饭时、做饭后的表情进行描绘。通过细

致地品味生活元素，能够让学生学会运用文字记录生活，完美地

展现厨房这一地方的“好”。再如，可以让学生们回忆某次探险、

旅游的经历，让学生对和小伙伴捉蝴蝶的田野、摘水果的果园、

艰难攀爬的泰山等事物进行描绘，使其学会用文字表达个人的实

际经历，通过写作方式总结内心的感受和收获，促进其写作能力

和水平得到提高。

（三）打造沉浸体验场景，培养学生阅读素养

语文知识、学习技巧，往往隐藏、穿插在阅读课堂的各个环

节。通过解读阅读文本，学生可以在教师帮助下梳理故事情节发展，

把握文章情感基调。为了将活力注入到语文学习场景中，教师可

以将课文转化成课本剧，让学生们逐步分析各个自然段的故事情

节，使得大家深入地感受剧情的发展脉络，一举掌握文章的思想

和主题。例如，在讲解“陶罐和铁罐”这部分内容时，为了构建

沉浸式课堂场景，教师应开展“剧本编写大比拼活动”鼓励大家

根据前一部分课文内容续写、改写故事情节，并选用续写优秀的

剧本进行话剧演绎。在主要内容上，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课文的

中心思想，设想“千年后两个罐子被挖出后的对话场景”围绕这

一主题，教师可以先组织学生成立剧本编制小组，让四人组成剧

本续写单位，在通过小组、教师的审查后，组内成员可以邀请同

学参加剧本演绎活动。比如，有这样一组同学，他们将千年后的

陶罐比作一名精神抖擞的老爷爷形象，而铁罐则被比作新生的小

孩。在人们挖出陶罐的同时，发现了旁边红色的土壤（铁罐所化）。

面对永葆青春的陶罐兄弟，铁罐看向自己近乎消失的影子，虚心

地求教陶罐秘诀。这时，负责扮演陶罐的同学对烧制陶罐的过程

展开了讲解，并着重说明了“釉质材料像一层坚实的盔甲保护着

它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化为土壤养分的铁罐想起过往，

带着悲伤、懊悔的情绪向陶罐表达了歉意。通过开展沉浸式演绎

活动，发挥了学生们编写、编制剧本的想象力，语言表达能力，

让大家在表演中展现了相关知识，有效地传递了阅读本身的乐趣，

促进其阅读素养和能力得到了提高。

（四）设置主题体验活动，强化协同学习能力

主题体验活动的设置，主要是以某个题目、文章中心、单元

设置主题，强调不同个体展开协作式学习，在互动氛围下增强学

生们的收获感、体验感。在语文学习活动中，包含了文言文、诗歌、

生字等内容。要想培养学生语文素养，教师可以围绕学习进度、

学生兴趣，选取体验性、探究性、协同性强的体验类活动。例如，

在讲解“记金华的双龙洞”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设置旅行探

险主题活动，让学生们围绕小组单位，让大家讨论是否去往金华

游览双龙洞，或是拥有类似的景观游览经历。这样，各组学生可

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头脑风暴，主动地进行团队协作、独立思

考和自主表达，使其在同伴帮助和纠正下陈述个人经历。然后，

教师可以让拥有相似经历的学生分享个人体验，若没有，则可以

呈现出双龙洞的游览资料，如文字传记、图案和图片等。通过开

展协同讨论活动，学生能够在根据他人分享、直观的资料，逐步

地分析课文写作风格、特点、写作手法等内容，还能在与同伴交

流中把握景物描写特点、文章行文线索，让学生在阅读、交流中

产生无限的遐想，对外洞的特点形成正确认知，提高语文课堂的

协同学习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体验式学习与语文课堂的融合是变革教师教学思

路和理念、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渠道。因此，教师结合学生

个性化需求构建语文体验学习环境，通过活用信息化条件、引入

生活元素、实施课本沉浸体验、开展主题体验活动等方式，拉近

学生与课文场景的距离，使其自主地根据情境分析语言特点，在

语言赏析和分析中升华个人情感、体验，促进其语文写作、阅读

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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