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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情境教学法，提高小学语文古诗教学质量
张雪敏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师寨镇中心小学）

摘要：古诗词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将古诗教学质量的提升作为重点教学内容，如教师可将

情境教学法应用至教学过程中，以此可在激发学生古诗学习兴趣的同时，帮助学生针对古诗形成更为透彻的理解，提高小学语文古

诗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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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持续推进背景下，教师需借助科学有效教学手段的采取

推动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情境教学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

式，教师可借助此手段的应用，帮助学生对于晦涩难懂的古诗形成

透彻理解，推动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情境教学法应用意义
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教师应用情境教学法意义主要表现在如

下几方面，首先为可将古诗内容更为生动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

教师借助具体情境的设计，将古诗中所描述的情景呈现于学生面

前，促使学生身临其境，帮助学生针对古诗中所蕴含的意义及诗人

的情感、思想等加以理解，通过教学情境的创设，教师还可通过形

象化的古诗情境帮助学生对古诗中所传达的思想、含义加以理解。

其次为创新古诗教学方式。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多采用灌输式教

学法，使得古诗魅力难以得到展现。因此，教师应重视教学方式的

创新，帮助学生对古诗形成更为透彻的理解。教师通过将情境教学

法应用至古诗教学中，教师除可通过教学语言帮助学生理解古诗

外，还可借助情境的创设，将更为丰富且多层次的信息内容向学生

传达，帮助学生更为深层次的理解古诗。最后，激发学生古诗学习

兴趣。通常情况下，教师所应用的教学方式，将会对学生学习兴趣

产生直接影响，而古诗语言针对学生而言较为晦涩难懂，加之学生

认知能力较为薄弱，使得在古诗学习方面存在一定障碍，而教师通

过情境教学法的应用，可将晦涩难懂的内容通过生动形象的图片向

学生展示，可同学生认知特点相符合，实现学生古诗学习兴趣的激

发，提高学生古诗学习效率。

二、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创设多媒体教学情境

我国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推动多媒体教学技术在教育领

域中，得以更为广泛的应用。通常意义上，多媒体教学实则借助互

联网的应用完成教学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动画、图片、音频及视

频等诸多内容，针对教学内容展开教学展示，以此实现学生学习兴

趣的激发，还可吸引学生课堂注意力，推动学生良好学习状态的转

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便可借助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应用实现良好

古诗情境的创设，促使学生可积极主动参与至古诗学习过程中。教

师在引导学生学习《静夜思诗》此首古诗时，教师为将诗词意境更

为直观、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便可借助多媒体教学方式的应用，

实现课堂情境的创设。教师可将静夜思歌曲向学生播放，还可借助

相关视频课件的应用引导学生联想并解读诗歌内容，借助短片展示

的方式除可将学生带入至诗词创作环境中，还可引导学生对于作者

在创作过程中的心情展开深层次剖析，对于古诗内容形成更为透彻

的理解。大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针对低头、举头两个动作并未

形成深刻理解，而教师可围绕低头及举头两个动作完成视频画面的

设计，以此帮助学生感知作者思想的心情，并体会到诗歌中所传达

的孤独的心情。

（二）构建角色扮演情境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可借助多媒体教学方式的应用实现声色

俱备的古诗情境创设外，还可借助角色扮演教学方式的应用，实现

良好课堂氛围的营造，帮助学生对于古诗情境加以体会。教师在小

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分析教材中所收录的古诗类别发现，其中存在

如《望庐山瀑布》及《题西林壁》等古诗词，此类古诗词均为作者

在游玩过程中产生感触而创作的古诗，将人对于自然风光的理解作

为核心理念，通过借景抒情的方式，对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个人

政治观点等加以阐述，而教师为帮助学生对于古诗中所传达的情感

形成更为深层次的体会，便可借助角色扮演的方式展开教学活动。

教师可要求两名学生分别朗诵两首古诗，再以作者口吻想学生提

问，讲述创作此首古诗的原因、创作理念，为何会选取此种写作手

法等，以多视角出发，帮助学生对于古诗形成更为深刻的理解。因

为两首古诗均为对同一事物所展开的描写，因此，教师可引导学生

分别解读“遥看瀑布挂前川”及“不识庐山真面目”此两句诗词，

并深层次剖析两句诗词在意境刻画方面的异同之处，借此除可帮助

学生对于古诗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解外，还可有助于学生展开思维碰

撞，提高学生理解能力及语文素养。

（三）设计合作学习情境

近几年合作学习模式因具备良好教学效果，所以在教育实践中

得以广泛普及。教师通过此种教学方式的采取，除可促使学生在教

师所设计的任务导向下展开自主学习及创作活动，还可有助于学生

良好合作意识的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要求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展开学习活动，并将小组学习成果展现于班级师生面前。教师

引导学生学习《田园四时杂兴》《村晚》此部分教学内容时，教师

便可将学生划分为不同学习小组，学生可借助角色扮演或多媒体教

学等方式，通过网络资源、教学资源的合理应用完成一台节目的设

计，以此实现诗词内容的阐述，帮助学生理解诗词中所传达的思想

感情。

结束语：综上所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情境教学法应用古

诗教学中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手段，因此，教师可借助

多种教学策略的采取，推动情境教学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深度

融合，如多媒体教学、角色扮演及合作学习等，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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