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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情景，激发兴趣——试论小学语文情景教学法 
靳彦荣 

(漳县贵清山中学， 甘肃漳县  748306)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景教学法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当代小学语文教师应针对这一方法进行深入研
究，为教育效果的提升丰富理论指导。本文结合教学实例，以小学语文情景教学法应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为中心点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并对情景教学法的有效策略予以合理探究，希望能够为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提供建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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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情景教学法是当代教育中氤氲而生的一种新式教学

方法，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随着我国新课改的步伐不断深入，
在实践中探索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已经成为当代教育改革的
主要趋势。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情景教学法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未学生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条件之下，应用情景教学法能
够将学生与课堂之间的距离拉近，使教学内容更加生活化，并
以此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以显著
提升。 

一、小学语文情景教学法的实际问题 
（一）实用程度不高 
作为新课改中的典型教学方法，情景教学法具有一定的实

用优势，但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却未能长期应用这一方法。
由于许多学校在新课改理念落实的过程中，存在着新思想与旧
思想之间的冲击，而部分语文教师对于这一方法的理解仍停留
在单纯的环节设计上，因此在教学方法融合的过程中，仍无法
完全剔除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那么长此以往，情景教学法也
就成为了教育中的“一时新鲜”，无法得到长期沿用。 

（二）使用形式单一 
由于指导教师的理解程度不同，故在实践过程中缺乏理论

指导的情景教学法也就无法体现出其教学价值。指导教师往往
只注重在形式上借用情景教学法的轮廓，以此来应付一些重要
的公开课，而在日常教学中却并不能够维持情景教学法。从形
式上说，情景教学法的“情景”，应是通过生活实例将学生带入
进课程的环境中去，增强学生的“感同身受”，但教师往往只流
于形式，创造“场景”后，并不注重学生的客观感受，单一的
情境创设使课程反而显得单调。 

（三）情景与教学不符 
从本质上说，情景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应为实际教

学所服务，也就是说，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应是相辅相成的，
而并不能起到替换作用。但有些教师在针对课文进行情景创设
的过程中，为了利用这一方法，在实践时并不注重课程的基础，
所设置的课程内容已经超出了小学生能够理解的范围，这无疑
是教学上的本末倒置，也就必然不能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小学语文情景教学法的有效策略 
（一）重点分析词语，引起共鸣 
文章是由字、词、句、段等基本要素构成的，而连字成词、

连词成句、连句成段，又是语言的组成形式，所以作者的情感
也会依托这些基础的组成形式来展现出来。对于小学语文的教
学而言，培养学生的文字感受能力与文字表达能力都是非常重
要的，学生能否透过文字看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也就间接
的决定了学生能否在写作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词句融入情感。对
于课文讲解时，指导教师可抓住一些重点的词汇进行剖析，透
过这些核心的词汇就能够分析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也就等
同于把握了文章的主旨。如《林海》一课中，简单的“林海”
二字，就能够给人直观的苍茫之感，透过这一感觉又能够展现
出什么呢？教师就可以此来设计问题。“林”之所以能够构成
“海”，可见其无边无际的广阔美景，那么作者在看见这一美景
的感情是怎样的呢？教师可任由学生畅所欲言，最后对学生的
回答予以规范。这种通过词语分析的方式，能够有效的引起学

生的共鸣，为学生把握文章的整体感情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设置导语问题，层层深入 
小学语文课文的学习需要教师通过指引的方式，带领学生

层层深入到作者的情感世界，通常来说，导语的作用是为启发
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能够直接且准确的分析文章的情感方向。
但就情景教学法而言，设计关于情景方面的导语问题，能够充
分的调动课堂的积极氛围，使学生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课堂前期
的讨论中来。如在学习《竹石》这首诗时，指导教师就可提出
文化常识的问题，“你知道‘岁寒三友’是什么吗？”或者“你
知道‘花中四君子’是什么吗？”学生可能会凭借猜测说出一
些植物的名字，指导教师再根据回答进行适当的规范，最终引
出“竹”这一概念。接着，教师又可提出关于“竹”的问题，
如“你认为‘竹’具有怎样的品格，才能被世人成为‘君子’？”
学生就会进入思考，并得出一些结论，与此同时，教师就可引
出《竹石》这首诗，通过“千磨万击还坚劲”一句，对学生的
回答进行推敲和印证，也达到了层层深入的分析效果。 

（三）借助教学器材，丰富情景 
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教学已经在中小学课堂

中得到了普及，作为现代科技的代表，在教育领域中也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对于语文教学来说，推动情景教学法的应用，就
需要通过化抽象为形象的方式，来进行情景化的渗透。巧用多
媒体设备，要从课文的内容与图像的有机结合做起，如现代多
媒体教学中可融入 PPT 或视频短片等形式，都能够为课堂的情
景化提供丰富的素材。在学习“邯郸学步”等成语故事时，教
师可利用大屏幕投影，将邯郸学步故事以动画短片的形式播放
出来。使学生能够在动画的形式中，更加直观的了解故事的起
因、经过与结果，并且成语故事所带来的含义是什么，通过多
媒体丰富教学情境的形式，能够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使
学生能够更加自主的思考问题。 

结束语：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教师应注重课堂氛围的营造及
教学中的趣味性，由于小学生的年龄阶段对自身的控制力较差，
故上课时的注意力集中问题就需要指导教师不断的引导和激
发。而情景教学法不仅能够推动课堂设计的有序开展，还能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基于实际应用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也需要教育者根据课堂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能使情景教学
法确切有效的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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