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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情境教学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郭晓霞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教师进修学校  046500) 

摘要：本文从分析中职语文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意义出发，探讨情境教学法的具体应用策略，为相关教师提供参考。在实际教
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提高中职语文教学的质量，推动中职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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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法，不仅能够提高课堂教

学的趣味性，让传统教学形式变得多样化和灵活化，激发出学
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更高的教学效果。在实际教学中，还
能使学生在情境教学中直观感受所学知识的历史背景，作者的
创作经历和人生经历等，更好的去领悟知识，使得语文学习不
再枯燥、无聊，而是让学生在深入学习情境中进行探索，提高
学习兴趣。[1] 

一、中职语文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在良好的语文情境教学中，具有很多对学生学习有帮助的

信息，这些信息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唤醒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并能够结合所学过的知识，将新旧知
识点进行连接，将知识结构进行重新组合。 

（二）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探索精神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法，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

一种更新和改变，让学生感到教学的不同，并在亲身体验中，
对知识的学习充满探索兴趣，让学生在情境中，充分发挥主体
地位，不再是只听教师讲授，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探索而得出
知识，提高自主学习的效果。 

（三）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语言教学不仅是教授学生语言艺术，还要教授学生语言的

应用能力，能够用语文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情境教
学中，设置一些问题，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深挖知
识的前因和后果，发展发散性思维，逐渐提高自身的语言技能。
[2] 

二、情境教学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注重课堂导入 
良好的教学开端能够为教学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

中职语文教学中，课堂导入是实施教学的重要内容，能够烘托
出课堂教学的良好气氛，一个好的课堂导入能够有效提高学生
的学习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教师的教学任务也随之轻松解
决。传统课堂教学单一、无聊，并不注重课堂导入环节，学生
不愿意听讲，尽管教师再怎么努力，教学质量依旧无法提升，
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只侧重自己讲授，希望自己积极的节奏能
够带动学生一同参与，但是却对学生的实际需求选择忽略，因
此教学效果不明显。[3]而应用情境教学法，却有效改变了传统教
学方式的弊端，并提高对课堂导入的重视程度，活跃课堂氛围，
学生的学习热情也随之提升。在实际开展教学时，教师可以采
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情境的导入，将动画、图文、视频等形式组
合在一起，刺激学生的感官，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
在学习《山居秋暝》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将诗人王维导
入其中，苏轼曾经说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这句话中的摩诘指的就是王维，说的是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山居秋暝》这首诗正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对这首
诗的了解，明白这首诗描写了一幅美丽的傍晚秋景图，因此，
教师可以将诗中表现出来的景色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现在学生的
眼前，让学生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还能更好的体会诗人的心情，
诗人不仅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也表达了自己想要归隐的愿
望，学生从分析和鉴赏中获得了观察生活及欣赏大自然美的能

力。 
（二）创建朗读情境 
新课标指出，要让学生能够充分的读，在读书过程中进行

感知、感悟和理解，进而培养良好的语感，提高语言能力和语
文素养。中职语文教学中，很多文章具有较强的朗读性，因此，
教师就可以拿出具有典型朗读性质的文章，让学生进行朗读，
比如《再别康桥》这篇文章，教师首先在教学之前，利用 PPT
为学生详细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展现康桥的景色，以及作者
徐志摩的写作心理，眷恋之情，并以此为基础，让学生明白这
首诗是将具体景物和想象力有机结合的一首诗，景中有情、情
中有景，同时，了解到当时的徐志摩即将回国，想要再看一眼
康桥，看到眼睛里，珍藏在心里，他的心情应该是一种恋恋不
舍的心情，包含对康桥赞美的同时，也饱含了归国的喜悦之情。
因此，学生在朗读过程中，要带着作者的这种心情变化进行朗
读，同时也要注意节奏的快慢、轻重等，让学生在自己富有感
情的朗读中，加深对徐志摩的认识。另外，教师还可以为学生
创建良好的朗读情境，在学生朗读时，利用投影技术，将诗中
的场景展现在屏幕中，学生仿佛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体会作
者的心情，这样的情境教学，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朗读能力，
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三）设计问题情境 
在中职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合理的为学生设计问题

情境，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了解文章的内涵，并有效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4]比如，在学习《拿来主义》
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多个问题情境，可以向学生
进行提问：“作者在文中提到了几个‘主义’？”这时学生就会
对文章整体进行阅读，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并从文章找出答
案，有些学生就会积极回答：“闭关主义、送去主义、送来主义
和自己来拿。”接着教师在提问：“这些‘主义’分别是什么意
思？”学生就会深入到文章中进行分析，了解到文章写作的真
实背景，以及作者鲁迅所披露的文化遗产形式，着重分析如何
对待外国文化，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到文章中词汇的
讽刺和幽默效果，体会文章的语言特色，让学生理解文章内容
的同时，还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结 
总而言之，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要科学合理的应用情境教

学法，注重课堂导入环节的作用，在实际开展教学活动中，为
学生创设朗读情境，设计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朗读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程度，提高学习兴趣，
进而提高中职语文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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