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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体验式学习在课堂教学中的实践 
◆孙淑梅 

（新平县扬武镇小学） 

 
体验式教学法应该以学生主体的体验为出发点和归宿，所

以，无论通过既定的主题活动，还是通过创设特定的情景来体验，
抑或是通过鲜活的生活场景来体验，都需要紧紧围绕学情来进
行。“学起于思，思源于疑”，体验的产生，首先缘于体验者对体
验对象有了切身的感受，因此，亲身经历和直接经验对于体验的
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重点体现在让学生体验学习的过程和学习
的快乐，教师要为学生创造并提供体验的学习氛围和体验的时
空。“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经验”、“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满足不同
学生的学习需要”等要素，转变着全体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
教学方式，促进了体验式学习在教育教学中的实践。 

1、创设情景，诱发体验欲望。 
由于儿童好奇心强，对什么事情都会感到新奇，在教学伊始

时，要运用多种情境方式导入，让学生产生“入境始与亲”，一
下子就激发起学生的兴趣，萌发儿童参与体验的欲望，让他们能
够喜欢学习，能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例如讲带问题的生活
故事、小品表演、模拟活动等，去引导孩子听一听各种问题，引
他们认真去思考，让他们有自己的见解，建议，在生活体验中得
到感悟，在感悟中又进一步“学会生活”，把课堂变成展示学生
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舞台，老师只是引导学生在课堂这个舞台上
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展示自己的情感世界，展示自己的道德
行为，要让学生在主动参与、充分展示的过程中，在心灵上有那
么一点触动，在情绪上有那么一点感染，在情感上有那么一点体
验。如教学《诚信是金》一课，教学开始，我结合教材，讲给同
学们一个故事，故事后提出一个问题，让同学们扮演角色，创设
生活场景。让学生展开讨论、分析，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
法是错误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气氛异常热烈，学生积极投入
参与模拟活动的过程中，体验诚信和失信的结果。感受诚信的重
要。 

2、引导学生表达自己的体验 
体验并不就是艺术，体验有时可能是薄弱的、片面的、易逝

的，随时都可能消逝。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让他们及时地把自
己的体验表达出来，强化他们的这种体验，以便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同时，对体验的表达，也可以使学生对自己的感受更清楚、

更明确，这样会加深学生对教师讲授内容的理解。在品德与生活
的教学中激活学生的体验，其目的在于期望他们将体验提升为感
悟，达不到此种境界，就意味着现场体验 终没有内化为学生的
道德。能够诱发感悟的真正有效的体验，支撑，更需要情感的伴
随和维需要有教师为学生点燃智慧的火花，开启灵感的窗户，唤
醒思想的活动。与学生平等地交往，对学生由衷地关爱，给学生
热忱的鼓励，跟学生友好地合作，让学生勇敢地表现，这一切乃
是点燃智慧之火、开启灵感之窗、唤醒思想之力的必备之举。让
学生在情感中体验，不仅需要老师的身体力行，也需要学生之间
的相互感染。 

3、超越情境——解决问题，获取创造性情感体验 
当学生在情境中能够把自己的情与景结合，能够融入情境中

学到教材的知识点后，还要能够将自己在情境之中体验到的情
感、学习到知识点应用于情境，解决情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甚
至能根据教材的要求创设有利于知识点学习的情境来，才能达到
在情境中学，在情境中提高能力的目的。体验式教学法就是这样
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体验式教学法还需
“三思而后行”：情景与活动创设要精心；要辅以现代教学技术
和恰切的评价方法。就品德与生活而言，学生只有在一系列的、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才能产生具体深切的体验，进而使品德得
以内化；如果没有自身的参与，没有活动作为依托，体验便成了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道德品质的形成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因此
品德与生活课必须真正让学生“动”起来，接受“活”的教育，
闪烁“活”的思维，在“动”中深入感受体验，在“动”中获得
真知，激发学生参与、体验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我尽情的为学生
安排充实、丰富的活动，给予充分的表现机会。 

4、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引发实效而丰富的视觉、听觉体
验 

在课中可以通过可视、可听、可感的教学媒体，对学生的感
官产生强烈的刺激，使之快速进入所创设的情境氛围中，激起相
应的直觉情感，自愿地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过程。 

总之，通过体验式学习，让体验融于学习中,学生通过体验
去感悟，从而达到理解认识、掌握技能、养成习惯的目的, 终
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