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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视域下新情境课堂教学模式路径探析
万 云

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0
摘 要：情境课堂教学是一种直接作用在学习主体上，充分利用多种教育资源，激发学生认知能力和学习自主性的现

代教学方法。通过李吉林等学者的研究，我国情境教学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实际应用中也暴露出“情境

模式单一”，“情境创设形式化”“情境缺乏创新”“教师忽视自身情感代入”等弊端。传统意义上的情境更侧重于情感

体验，而新情境教学更关注培养学生的能力，与建构主义强调知识的情境性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基于建构主义理论

提出了“开拓学习体验空间”；“创设情境生活化”；“开发跨学科资源”；“VR空间新情境”等举措促进学生更好的改造

经验，完善情境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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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New Situa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Yun Wan

Nan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Jiangsu Nantong 226000

Abstract: Situa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is a modern teaching method that directly acts on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makes full use

of a variet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timulates students' cognitive ability and learning autonomy.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Scholars such as Li Jilin, China's situational teaching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practice. However,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also exposes the drawbacks of "single situation mode", "formalization of situation creation", "lack of innovation in situation",

"teachers ignore their own emotional substitution". Situa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are more focused on emotional experience, while

new situational teaching is more focused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ies, which is similar to constructivism's emphasis on the

contextuality of knowledge. Therefore,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theory, he proposed to "open up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space";

"creating contextual life"; initiatives such as "develop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ources" and "new contexts in VR space" promote

students' better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s and improve contextual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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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是主体在进行某项社会活动时所处的具体场景，

是一种建立在个体感官感觉之上，调动个体神经感觉和心

理感受参与的特殊环境。传统的情境教育往往偏重于情感

体验，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情感教育”，忽视对学生能力

的培养。建构主义理论中的知识观提出在原有经验中改组

甚至创造的知识，只有应用在情境中具体问题时才是动态

的，有价值的，真正被理解的。学生在这样的问题情境中

可以增加实践活动的体验度，提升高阶的思维水平和实践

能力。新情境教学强调实用性，并不是忽视学生对情境的

情感体验，而是发现情境除了塑造情感，还兼具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能力的作用。

1 研究现状

国外对情境教学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产婆

术”，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知识不是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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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来启发学生思考。西方自然主义学

者认为儿童应遵循自然规律，在大自然情境中调动感官获

取知识，使教学更生动自然。1989 年，Brown、Collins

和Duguid联合签署并出版了《情境认知与学习文化》，首

次定义了情境教学的概念，提出“知识寓于情境”，打破

了课堂单一的教学模式，其实质是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和深刻的情感波动。

我国近现代最早提出情境教学是李吉林老师。她从 1
978年开始情境教学的实践探索，从小学语文情境教学到

情境教育、情境课程，巧妙把儿童的情感和认知活动结合，

充分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首次把美学引入情境

教学，让教学成为一项艺术美学。她的《李吉林文集（上）

情境教学实验与研究》开启了我国情境教学的第一扇大

门。她在其中详细阐释了情境教学的本质特征；情境教学

与儿童的关系；情境创设的途径等，是我国情境教育理论

的第一人。

当下我国学者对情境教育的研究层出不穷，学者们抓



教育与学习 4卷 10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113

住情境教育中的各个细节进行突破，有的研究情境理论中

知识的情境性；有的研究学科的情境性；更多的学者则把

关注点放在情境理论在具体学科中的应用，搜索数据中发

现比比皆是“情境教学法在某某学科中的应用研究”，涉

及最多的是中小学语文阅读和英语学科阅读方面。我国对

情境教育研究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近 10年来关于情境

教学的研究在 2015年达到巅峰，2021年有所下降，可能

的原因是国家颁布了新的教育政策，重点有所转移。然而，

关于情境教育的研究并没有中断。从最初的“情境教育教

学思考”到“小学语文情境教育的应用”再到“大学课堂

情境教育的价值与应用”。可以发现继李吉林老师之后，

情境教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情境理论的应用范围也不

断扩大。

综上可以发现国内外的教育家们强调情境在教学中

的重要性，但把情境教育与大教学理论进行联系分析的研

究偏少，情境在教学中的应用的手段和策略不够完整明

确，更多是一线教师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暴露出课堂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

2 建构主义理论关于教学的基本观点

随着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传统的认知结构的局限性逐

渐暴露，人们开始意识到学习认知的能力也会受到学习者

自身的认知方式，情感取向，环境价值等影响。因此，建

构主义理论吸收了各种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形成现代教

学的理论框架。第一知识是建构性的：知识学习本身也是

建构性的。第二是知识具有情境性：学习知识要在一定情

境背景下才能更好被理解和掌握。第三是知识具有社会

性：需要在交流和实践中发展，存在于社会团体共识知识

链体系中。知识认知理论深刻影响到教学观。关于教学，

建构主义最核心的观点如下：

2.1关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知识的主动建

构者，教师的角色则是引导者、服务者，要让学生通过问

题解决去学习，让学生对学习充满好奇，带着问题去探索，

寻找答案，消弭认知上的困惑并且完成新知识的建构。

2.2提倡情境式学习，运用现代教学方法营造学习氛

围

在类似生活场景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解

决问题的思路，而不再是直接灌输准备好的知识。学生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

运用多种教学技巧和方法创设情境。

2.3注重教学前的知识理论框架

建构主义要求授课前必须构建科学的知识总体框架，

建构便于理解、吸收和掌握的知识结构，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重构新旧知识，让他们能够有机结合，从而帮助学生

可以利用既有的知识来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3 建构主义学习范式下的情境教学

大卫·库伯认为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知道关注

最后的结果。教师的主要精力应集中于让学生参与到过程

之中，而不应过分强调其学习结果，摒弃功利性教学，这

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

建构主义中以学生的经验为中心的观点来自杜威的

从中做学。杜威主张儿童通过观察日常生活来获取经验。

建构主义理论定义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创设适合学习主

体意义建构的学习场所，而这种学习场所就是有助于学习

者学习的真实生活情境。学习者能够通过与环境有意识或

无意识地接触与互动产生意义建构，为新的学习和更深度

的理解提供稳定的认知工具。情境学习强调新旧知识的整

合，学习者在掌握新知识的同时可以联系已有经验，并将

相关知识正向迁移到新知学习中，从而保证知识的完整性

和学习的系统性。

4 建构主义理论对情境教学的有效性分析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不是带着空白的脑袋开

展新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即使没有接触过新知识，学生

也可以利用相关的经验，依靠认知能力，改组知识解决问

题。

教师把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作为新知识的增长基点，

创设一个符合学生实际生活的情境，让已有知识在这个情

境中生长出新的知识。因此在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当有意

识地考虑学生建构知识意义的条件，为创设情境提供了有

效的认知工具，促进了学生建构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转

移。

4.1意义建构：情境教育的最终目的

建构主义倡导学习的终极目标就是意义学习。与机械

学习相比，它主张在运用相关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把握事

物的内在本质。情境既是情境教育的逻辑起点，也是情境

教育的理论内涵。李吉林认为情境的本质是“人为优化的

环境”。这种根据教育目标优化的环境会和儿童的心理和

情感上同频共振，在和谐中稳步发展。

4.2协作与会话：情境学习的实现途径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学习是社会性活动。学习新知识需

要与学习共同体合作互动完成。在情境教学模式下，教师

任务是引导激发，搭建与学生的沟通桥梁，将学生带入学

习情境。学生在经验的基础上整合新元素，建构新的知识

体系。同时知识的社会性要求学习者通过与他人交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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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与共同体进行沟通交流的同时，加深对新知识的认

知和理解；也容易牢固新体系。

4.3情境：建构主义新学习观的必然要求

情境在《韦伯斯词典》中被定义为“与某一事件相关

的整个情境，背景或社会环境。”情境对人的刺激是直接

的，不仅基于生理神经元，还基于情感和心理刺激。建构

主义的情境认知理论强调如果个体的认知在没有语境的

情况下单独存在，就不再具备智慧性。因此学习应该在情

境下的实践活动中。建构主义教学观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

教学理论就在于创设一个意义学习的场所。

4.4情境课堂：多元评价儿童的即时场所

建构主义视域下的课堂教学更关注学习主体的情感

认知和体会，因此建构主义的教学评价是多元的，让学生

感到安全放松，自由舒适。学习主体在自主完成课堂教学

任务中增加多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与此同时，对学生的知

识能力评价也不仅仅局限于分数，更加强调课堂的即使评

价即形成性评价。不同能力的学生可以为自己找到最佳的

学习内容和方法，最大程度地满足自我效能感。

5 课堂情境教学法的应用现状

5.1情境教学使用频率提高，但方式单一

根据有关调查发现，随着新课改的号召，教师使用情

境教学法的意识显著增强，充分认识情境教学法的重要性

和意义。然而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绝大多数教师使用了

创设语言情境的方法；一多半以上的教师会使用图片音乐

视频等多媒体的方式创设情境；极少数教师会使用游戏角

色扮演或者表演的方式。一线教师为了完成教学目标，更

加倾向于时间短，容易掌控的方式，比如语言描述、图片

展示、音乐播放等，而实物展示、角色扮演、游戏体验等

方式几乎不被采用，造成情境创设的手段单一。

5.2情境创设形式化，课堂人工雕琢痕迹明显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使用多种教学方法，然

而根据现阶段的研究发现：情境教学中几乎大部分的课堂

时间都用来多媒体展示，播放与儿童生活相距甚远的视频

或图片，忽略学生与生活的联系；忽视对知识的体悟；忽

视对情感的把握，没有做到知识与教学目标的结合，导致

课堂情境教学流于标表面。为了情境而创设的情境，失去

对课堂教学促进的作用。学生的兴趣虽然被激发，但是知

识和技能没有被掌握。只有把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实践紧密

联系，基于学生需求创设的情境才能最大的发挥成效。

5.3教师忽视自身情感的带入

在课堂教学中，传道授业是教师的基本要义，但是同

时不能忽视对学生的态度情感培养。情境教学最大的特征

就是以情入境，以自身情感带动学生的情感。教师将情感

输入课堂，传递给学生，让学生接收情感信号，“情感”

是联接教师和学生的枢纽。教师的情感与学生的情感达到

共鸣，那么这样的课堂就是灵动的，是充满活力的。如果

教师带着漠然的情绪给学生上课，那么学生很难进入到情

境中，情绪无法被调动，那么情境创设的将毫无意义。

5.4情境创设缺乏创新，忽视学科融合

许多青年教师依赖多媒体教学，不可否认网络带来便

利，但是不顾实际直接套用经典的案例和教学模式往往会

创设的情境老旧，无法吸引学生的兴趣甚至不适合某学科

的特点，让学生厌烦。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拓展，

学科之间的壁垒正在逐步消融。如果情境的创造能够利用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就可以促进知识的迁移，更好地促

进学科知识的融汇。

6 建构主义视域下新情境教学模式的路径探析

对学生而言，一套的贴合自身实际的教法胜过课程知

识本身，传统教学之所以受到批判不是因为它向学生传授

知识，而是在于它填鸭式的灌输方法。2022 年第二个百

年新征程的开启，教育改革面临新形势，新的情境教学既

要关注学生的主体经验又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通过上

文对理论和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关于新情境教学模式设计

的可行路径。

6.1建构主义理论：从学生的经验出发，

6.1.1开拓学习体验空间策略：重视主体情境体验

在进入课堂之前，学生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背景。教师尊重学生主体，关注学生的体验思维，尽可能

创造学生的个人体验情境。把学生放入情境设计中，开拓

学生的想象空间。让学生循着文本的思维逻辑，展开推理

想象，形成个性的判断和鉴赏，获得丰富的个人体验。创

设个人体验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可以与教材、教室、历

史，现在未来等等，这种的多重的对话空间可以激发学生

思维能力，提升语言品质，培育深度对话的能力。让学生

主动探索和思考，是学生进入情境中的必要学习支架。

6.1.2创设情境生活化，教学活动生活化

在传统的情境教学中，多媒体音乐、图片和视频经常

被搬进课堂；或者采用翻转课堂，学生通过课前观看视频

和课堂互动学习该理论。不可否认，多媒体教学的应用极

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然而为了情境而创设的

情境往往是表面的，脱离了学生的实际生活，很难与学生

达成情感共鸣。学生进入课堂时不是空白的，所以创造与

生活相关的模拟情境，让学生代入生活体验，以亲身体验

为基础，采用角色扮演，游戏体验，即兴表演等方式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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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到抽象，更加直驱学生内心深处情感，激发学生的创造

思维。

6.1.3开发跨学科资源，拓宽情境知识来源

课堂情境教学可以充分开发跨学科资源，在创设情境

的过程中，穿插其他学科的内容。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并且调动学生的求知兴趣，而且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架

起桥梁，拓展知识的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跨学科知

识进行教学时一要确保该跨学科知识的科学正确的并且

与本课程内容具有相关性；二在使用跨学科知识创设情境

时，要立足本学科保证本学科的主体地位，不能因为穿插

太多跨学科知识而本末倒置，陷入跨学科教学的泥沼。

6.2情境认知理论：在情境中导学

6.2.1“情”动“情”：课堂注入活力

把教师的情感作为课堂上激发学生的情感的触点。学

生的感情是丰富的，以情为纽带，将学生和教师紧密联系，

助推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教师首先怀有充沛的情感，

给予学生真诚的感情，把教材中表达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

融为一体，以情动动情，感染学生。当教师和学生的情感

融为一体，课堂教学就有了活力和生命力。在饱含真情的

氛围中，学生轻松收获知识的同时，又陶冶情操。教师通

过情感的输出，帮助学生正向情感取向。首先，教师需要

做到吃透教材，把握作者隐藏的情感；其次与学生的生活

实际联系找到情境创设的切入点；最后用极具感染力的声

音渲染课堂氛围，让给学生参与成为课堂的主人。

6.2.2 VR空间新情境：智能+教育的完美融合

虚拟技术强化情境教学，助推传统情境教学的深化和

高阶化。李吉林在创造课堂情境时开始使用PPT、视频、

音乐等媒体。虽然在场景模拟方面无法与虚拟现实技术相

比，但它为信息技术参与课堂场景的创建开辟了一条途

径，为新形势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实践依据。随着现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学校教育设备的完善，虚拟现实技术在教

育领域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和应用前景。传统教学情境的

创设对教师的语言能力和室内外教学场地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而目前全国各地中小学建立的智慧教室以及采用V

R教学设备能够弥补这种局限性。这种把教育的诗性、审

美性与高科学、高技术结合的教学手段是情境教育美学实

践所期待的本质回归，也是智能和美育的完美融合。

6.2.3借助网络：丰富情境创设形式

网络技术的飞跃为教育行业带来深刻的变革，也为教

学带来了便捷。成功的情境课堂教学可以成为复刻的网络

资源。一方面，教师通过网络筛选观摩学习构建自己的网

络情境资源库，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情境

教学风格。游戏情境、故事情境、生活情境角色扮演情境、

创设实物情境等点燃师生的激情，极大地丰富课堂教学；

另一方面，通过对经典案例的研究，追本溯源，在经典的

基础创生新的教学模式，为学生的想象插上翅膀，在宽松

友好的课堂氛围中丰富情境创设的形式，是每一位教师在

教学实践中应不断探索的。

7 结语

随着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开启，教育教学的生态

环境也面临深刻的变革。情境教育理论以深刻的教学魅力

和创生的本土气息在当下的教育理论中独树一帜。其中包

含的教育理念，教学与儿童的关系等与建构主义理论、西

方自然主义理论等纵横联系。但由于情境课堂教学的应用

时间比较短，一些教师对情境的理解不够深刻等多种原

因，当下课堂情境教学暴露的一些问题，比如过分关注情

境的创设以及情境的作用忽略学生实际生活经验；过于重

视情感的体验忽略能力的培养等等。

我国的情境教育是从古典文论意境说中汲取思想智

慧，创建融合本土气息与时代精神为一体的新的教育学

派。未来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开发，进一步完善形成新

的情境课堂教学配合当前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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