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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应用 
◆李琳玉 

（陕西省渭南高新区第二小学  陕西渭南  714000） 

 
摘要：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不但是古代诗人的传世经典，更是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生活时代不同以及古诗的难理解，学生普遍

表现出学习兴趣不高或失去信心等问题。而情景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的应用，能够让学生体会和感受古诗的意境，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

氛围，在为古诗增添生机与活力的同时，还能够激发学习学习兴趣，提

升其学习能力与鉴赏能力，为学生今后的语文学习奠定基础。本文对情
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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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情境教学是在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探索出的一种新型
教学方法，其自身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等特点。将其应用在小学
语文古诗教学中，不仅能够改变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还能
够增强学生学习热情和主动性，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与语文素
养。教师在运用情境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时，依据古诗相关内容，
为学生创设针对性的教学情境，让其置身于古诗情境中，从而加
深学生学习印象，与诗人产生情感共鸣，更好地理解古诗的含义
与思想感情，有助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与鉴赏能力，实现其全面
发展。 

一、情境教学法的概述 
将情境教学法应用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对提高教学质

量和教学效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基本含义指的是教师在讲
解教学内容时，有目的、有计划地创设或引入一些包含生动形象
以及情绪色彩的现实情境，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其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有助于加深学生学习印
象，提高其学习能力，培养他们的语文素养，进而实现学生全面
发展。情境教学法主要应用在教学领域，主要目的是激发学生情
感，利用生动形象的言语描述、角色扮演、多媒体技术等方式，
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促进学生思维扩展，提高学生的认知
能力。 

二、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应用 
（一）巧用意境，让学生产生情感共鸣 
意境是诗人在创作中所使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如借景抒情、

托物言志等。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与，要想充分发挥情境教学
法的优势与价值，就要善于利用古诗中的意境，为学生创设学习
情境，在情景交融的氛围中，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还能够让学生在立足于诗人的角度去理解古诗的深层含义，
并与诗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有助于提高其学习效率。例如，学
生在学习《静夜思》这首古诗时，需要注意“床”、“疑”、“地上
霜”、“举头”以及“低头”等词汇，这首古诗主要表达了诗人在
秋日夜晚，于屋内抬头望见明月，用其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
从表面意境来看，诗人主要是描写秋日夜晚的明月，实际是在抒
发自己的客居思乡之情。学生在学习中，只有抓住意境，才能够
真正了解古诗的含义，体会到诗人的情感。 

（二）营造氛围，让学生如若身临其境 
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利用情境教学法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

堂氛围，让其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有助于加深
学生学习印象，提高其理解与感悟能力。为此，在今后的小学语
文古诗教学中，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要与教材中的相关内容
紧密联系在一起，创设出与古诗中环境相同或类似的情境，以此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可以基于以下几
点：首先，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自身所具有图片、视频、
音频等功能，将其融入到所创设的情境中，并适当的对古诗中相
关内容进行拓展与延伸；其次，教师要深入了解和把握古诗的意
境，如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作者的价值观念等，教师还要注
意语言的运用，将学生代入所创设的情境中，让学生身临其境去
体会诗人的意图。例如，在《山行》教学中，教师就可以结合有
关资源创设与诗中情景类似情境进行教学。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收
集与秋天有关的声音，如“马车行走的声音”、“风吹树林的声音”、

“秋雨下落的声音”等，再配上古诗朗诵的声音，在课堂教学中，
将这些声音通过多媒体播放给学生，指导学生闭上眼睛认真听，
将学生带入到古诗的情境中，让学生感受体会“白云深处有人
家”、“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意境。 

（三）激活思维，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小学语文古诗教学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有效教学活动，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鉴赏能力，并通过古诗中的重点语句，对
学生进行指导和教育。情境教学法的应用，能够有效实现教学目
标。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创设教学情境，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
同时，还能够提高其思维能力与想象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与探究能力，让学生在优美的诗句中感悟生活、提高审美、陶
冶情操，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今后身心健康的全面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例如，在《悯农（其一）》教学中，教师可以
用生动的语言为学生描绘农民春种和秋收时的情境，让学生闭眼
聆听，品味和思考其中的含义，当读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时，教师可以变换语气，给学生另外一种感受。通过教师
的引导和学生的思考，能够体会农民的辛苦，有助于学生养成节
约粮食，珍惜别人劳动成果的优良美德。再如，在《登鹳雀楼》
教学中，诗人运用磅礴大气的方法对鹳雀楼周围景色进行描写，
不仅能够体现出诗人对相关景色的赞美与喜爱之情，还能够让学
生通过思考，深刻体会到诗人能够催人抛弃固步自封的浅见陋
识，登高放眼，不断拓出愈益美好的崭新境界。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不仅能够对鹳雀楼具有一定了解，还能够感悟出积极探索和无
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对其今后的成长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
响。 

三、结语 
总之，情景交融、寓情于景是小学语文古诗的重要表现方式，

也是诗人传递思想情感的表达。将情境教学法应用在小学语文古
诗教学中，不但能够改变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对学生而言
还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教师在教学中要予以重视，以此来提高
学生学习效率与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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