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1 期） 

945  

教学实践 

创设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刘小英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金石镇连村小学  湖南邵阳  422700） 

 
摘要：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不断的提升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学习质

量，活跃小学语文课堂中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在语文课堂的学习中取得

综合的进步。情境教学模式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应用会有效的促进学生

在语文学习中学习能力的提升，也会为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构建教学气

氛。教师在教学中积极的在课文的基础上设置教学情境，就会让学生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更加的深刻，也会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中取得高的学习成

果。文章中就主要讲述了情境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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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教师在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应用设置科学情境的方
式，会打破传统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弊端，在教学中应用设置教学
情境的方式会让学生语文学习更具备效率。情境教学的设置会让
学生清晰的感受到语文学习的价值，感受到语文学习的意义，这
样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学习兴趣才会更加的高涨。教师在教学中
结合文教材中的基础内容，完成教学情境的设置，就会让学生的
语文学习热情得到激发，进而活化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成果，提
升学生语文学习的认识，最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文
学习素养。 

一、应用多媒体，设置教学情境 
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利用在教学中的优势，利

用先进的教学设备为小学语文课堂中的教学设置教学情境。教师
在教学中依托多媒体技术为学生设置学习中的教学情境，就会让
小学语文课堂中的教学提升趣味性，也会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
教学提升内涵性。情境教学模式的应用在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
转换的课堂教学模式中的刻板，会不断的提升语文教学的有效
性，进而现实语文课堂教学的内涵和意义[1]。 

例如：在教学《春的消息》的课堂中，教师可以引用多媒体
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为学生的设置教学情境，在多媒体中教师可
以为学生展示春天刚刚萌芽的柳树、春天刚刚出土的小草、春天
回归的燕子等，教师通多媒的展示为学生在课堂中展示春的消
息，就会加深学生在课堂中对教学课文的理解，在教学中教师依
照课文中的教学内容应用多媒体的方式为学生设置视觉上的教
学情境，直接加深了学生的语文学习感悟。 

二、应用故事，设置教学情境 
教师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中可以应用故事的模式提升学生在

语文课堂中的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对语文课堂中的教学内容产生
好奇心。此外，教师可以应用故事的模式为基础在小学语文的课
堂教学中设置教学情境，故事的教学模式符合学生在课堂中的学
习特点，也会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想象力，促进学生语
文学习思维的形成[2]。 

例如：在《夸父追日》的课堂中，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设
置故事教学情境的方式在课堂中实现课文的教学导入。教师在教
学的一开始设置教学情境，为学生讲述夸父追日故事的片段，让
学生在课堂教学一开始集中注意力，激发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好
奇心。教师在教学的一开始为学生的设置故事的教学情境，会让
学生在语文学习提升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教师也会在课堂中加
深对学生学习内容的理解，这样会让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增强教
学效果。 

三、应用疑点，设置教学情境 
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同样可以通过设置疑问教学情境的

方式促进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思考。通过语文教材中的重点教学
内容，在课堂中设置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教学情境中完成语文学
习的思考，就会逐渐的提升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思考意识，学生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积极的思考，也不会逐渐的实现学生语文学习
学科素养的培养[3]。 

例如：在教学《塞翁失马》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课文先简单
的为学生在课堂中讲述课文中的故事，在通过故事的内容向学生
设置疑问的教学情境。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同学们觉得塞翁失
马的事件是好还是不好呢？”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设置这样的教学
问题，就会让学生主动的在课堂教学中完成思考。培养学生在语
文学习中的思考能力。问题教学情境的设置会将学生导入到思考
的教学环境中会让学生逐渐的形成语文学习的思考模式，让学生
在思考中感受语文学习的价值，提升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积极
性。 

结语：综上所述，教师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中要注意应用合适
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挖掘学生的语文学习潜能。情境教学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会为小学语文课堂构建活跃的教学气氛，打破
传统语文课堂中的教学陋习，让学生提升在语文课堂中的思考和
感悟。教师在教学中融入情境教学的模式，也符合新课程改革中
的思维模式，会不断的在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文
学习素养，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学习更加的综合全面，进而实
现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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