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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中情境教学的实施方法 
◆周小梅 

（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春晖小学） 

 
摘要：情境教学法是当前各个科目教学过程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教学策略，

其对提升学生课堂教学的参与度、激发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兴趣等均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法，能够帮助学生
融入到教学情境中，对教材内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对提升学生

语文知识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均有积极帮助。本文将针对小

学语文教学中使用情境教学法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同时针对情境教学
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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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课程标准要求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学生
语文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对学生语文思维能力的培养，促使学
生能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体验到良好的人文素养，对学生道德
观、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提升小学语文的教学
效果、优化小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已经成为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
教师必须着重思考的重要内容。情境教学法作为小学语文教学中
的一项常用教学方法，其在新课程标准的实施过程中也发挥了极
为有效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针对小学语文教学中使用情境教
学法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同时针对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的应用策略进行分析总结。 

一、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总体来说，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以下重要作

用： 
1.1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小学是学生人生教育的启蒙阶段，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基

础阶段，对学生后续知识能力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因此在小学阶段激发学生对各项科目的学习兴趣，对学生后续的
学习成长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的应用，能够通过多种情境的创建设置，利用小学生天性活
泼、好奇心强的特点来激发学生对情境教学的参与程度，将小学
语文知识与学生生活内容形成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对语文学习过
程产生兴趣，提升学生对语文知识内容的感知程度和领悟程度。
因此情境教学法能充分结合小学生的思维天性，对激发、培养学
生语文知识学习兴趣有重要作用。 

1.2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能够通过多种情境来

帮助学生融入到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交流合作、交谈思考、
分析总结来达到相应的教学目的。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的应用，能够帮助学生充分掌握语文教材的知识内容，还能帮助
学生充分拓展其思考能力、交流能力、总结能力，也是教师帮助
学生掌握语文科目学习方法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学生自主思考、
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对学生各项思维
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全面进步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1.3 改善教师与学生关系 
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要求教师必须能够从

小学生的思维角度出发，结合小学生的实际生活内容，结合小学
生感兴趣的内容事项来为小学生创造合适的情境，同时在情境中
与小学生进行积极交流。同时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
用要求教师和学生必须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在此过程中教师要
充分发挥学生的教学主体作用，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监督和
管控作用，双方必须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互相反馈，才能达到
相应的教学效果，完成相应的教学目的。因此情境教学法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对改善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2.1 音乐情境 
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在情境创建的过程中恰当的融入部分音

乐元素，以此在帮助学生放松身心的同时使其能够更好的从听觉
层面感受课文内容，帮助学生更加快速的进入情境教学过程中，

通过强大的情绪感染来给予学生丰富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更加
深刻的理解教材内容中的思想感情。例如教师可以在《蒲公英的
梦》的授课过程中，可以先带领学生朗读课文，而后播放春天的
旋律，让学生在旋律中重新阅读课文，以此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2.2 实践情境 
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教材内容为学生构建实

践情境，帮助学生实现教材内容、生活内容与实践内容的有效结
合，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更好的理解教材内容，更好的解决生活问
题。例如在《少年闰土》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电
脑操作来体验瓜扡刺猹和雪地捕鸟的实际感觉，吸引学生主动参
与到课堂活动中来，通过课堂活动的实施帮助学生更加实际的体
验到课文内容，同时强化学生记忆，提升学生理解。 

2.3 生活情境 
新课程目标要求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实现

学生生活内容与语文教材内容的有效结合。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
情境创设的过程中也应恰当应用生活情境，通过学生生活与教材
内容的有效结合，进一步对教材内容中的描写有更加深刻的体
验，也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感知能力，帮助学
生更好的理解相关教材知识。例如在《邓小平爷爷植树》的授课
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先回忆一下自身以往植树时的情况，而
后结合教材内容对其思想内涵进行更加深层次、多元化的讲解，
使学生能够充分理解植树的意义和作用。 

2.5 问题情境 
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可以以问题目标为内容设置

教学情境，结合教材内容设置趣味性、合理性的问题，引导学生
进行思考并对其思考过程进行巧妙诱导，使学生能够通过自我独
立思考寻找到问题的解决目标。教师也以此为基础对教材内容进
行更加充分和细致的讲解，以此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联想能
力，促进学生语文思维模式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三、结语 
综上所述，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要求语文

教师能够结合学生的思维特点、生活情况等多项内容，通过对物
品、音乐、道具、语言、人物等多项内容的运用来创造出一种合
理、有趣、生动的情境，帮助学生深度体验创造情境并在情境中
完成对教材内容的学习和领悟。学生在情境教学法的应用过程中
能够通过交谈、思考、学习、创作、联想等多种措施来掌握语文
知识内容，解决语文知识问题，实现其学习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全
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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