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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巧设情景  优化小学语文教学 
◆张雅玲 

（广西南宁市高新小学南校区  广西南宁  530000） 

 
摘要：小学的教学在学生的整个学习历程中是基础阶段，小学语文基础

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学生今后包括语文在内的其他科目的学习，有的时候

我们的语文教材本身是枯燥的，学生不便于阅读，我们可以巧设情景加

入其中，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首先对于语文教学本身进行分析，

其次对于教学过程中可以应用的场景进行进一步的概括和归纳，第三部

分对于牵涉情景进行教学的意义进行分析， 后进行总结。 

关键词：语文；巧设情境；教学 

 

 

一、前言 
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对于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

新课改的提出，对于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学语文
的学习应该让学生化被动为主动。教师应当创新教学模式，教学
的方式不应当局限于传统的教学之中，教学 重要的是寓情于
景，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更主动的去
学习，反之，教学的方法局限于本本教学。所以我们目前语文教
学的重点在于让学生学会在场景中体会作者的深意，进而把握文
章的内容。 

二、创设情境的方式 
（一）用视频创设情境 
人们对于图画等有形象的意象更为敏感、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小学教师要多为学生创设场景，例如在学习诗歌的时候，教
师就可以利用媒体播放一段朗读的视频。视频上朗读者能够声情
并茂的把文章的内容表述出来，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媒体教学引
入到小学的课程之中，将课本中的人、景、物都“活”起来，让
小学生学习的时候，会调用自己的五感，然后更好的去投入自己
的感情，去理解文章内容，这样学到的知识就能让他们随时受用。
用视频创设情境，更加的直观。会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体会。 

（二）播放音乐创设情境 
我们在进行诗文朗诵的时候，经常会播放背景音乐，这样会

使音乐是能够调动人们的感官的，是一门艺术，能更好的调动人
们的情感。感受不一样的风格。比如教《孔子》这一课，教师就
可以创设音乐情境，缓慢轻柔的乐曲能够体会出孔子当时的心
境，所以在这里音乐起到了一个相当好的辅助作用。声声入耳带
给人们更为直观的感受。播放音乐的妙处在古诗文上体现的更加
明显。在一些诗文的阅读中，比如李白的诗歌的时候，播放一些
古曲，能够把当时李白作诗的心境和意境表达出来。《赠汪伦》
中播放一些送别的音乐也会使课堂的教学别有一番韵味。文章的
中心思想也能够反应出来。 

（三）小型剧目的场景 
小学生们有的时候喜欢将自己当作文章的主人公。我们不妨

就在语文教学的课堂上去做这样一个有益的尝试。让学生去扮演
课文中的角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笔者建议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
可以几个班的学生放在一起出演，这样一来寓教于乐，代入感强。
学生也能够体验到乐趣所在。比如在学习《卖火柴的小女孩》的
时候，教师可以尝试让其中的学生去扮演小女孩，扮演的同时朗
读课文，台下的同学进行欣赏，表演后进行点评，这样更能够体
现出小女孩的不易。 

三、联系生活创设情境 
我们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我们在进行语

文教学的时候可以联系生活，创设生活的情景，我们在讲解《一
株紫丁香》的时候，可以建议学生们看看自己的家中养的紫丁香，
老师也可以组织同学们到郊外去观察紫丁香，实物的体验会使得
学生更能够深入浅出的了解作者写作文章的中心思想。无论是上
文中课堂上的教学还是室外结合生活实际体验的教学，其实质的
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的体验更为良好。在讲解赵州桥的时候，教
师也可以带领同学到附近的桥去观察一般的桥是如何建造的，并
且拿普通的桥与赵州桥进行对比，这样一来更加能够体现赵州桥
的巧夺天工，而且也节省了相应的人力成本。 

四、巧设情景的意义 
（一）提升小学生对于教材的认知 
小学生的年龄处在 7-12 岁之间，这时候的小学生包括文字

的理解和文字的驾驭能力都是受到一定的局限性的，如果配上相
应的背景场景，能给予学生 强烈的视觉感官冲击体验，能够使
小学的教材变得浅显易懂，所以巧设情景有助于提升小学生对于
教材的认知能力。另外场景学习本身能够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也能够提升学生在题外的写作应用能力。
他们能够在今后自己的写作中去运用学到的知识，比如在写人物
的时候就能联想到之前在课文中学到的类似的人物。 

（二）扩宽学生的语文学习视野 
语文的学习实际上是多种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小学生

本身学习的知识有限，学习到的知识不多，语文本身也是一个应
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教学的时候教师应当在课本教学的基础上增
加实践的教学，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借助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
插图轻松营造愉快、和谐的学习氛围，以 大限度上调动学生的
语文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学生们普遍喜欢看视频、图片等直观的
事物，直观的事物也能够帮助小学生更加深入的认识世界，这就
是一个不断的循环往复的途径。 

（三）激发学生的兴趣 
学生在小学的学习阶段，没有很强的求知欲，主要还是更喜

欢玩耍，所以我们的教学实际上是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在课上
直接向学生传授知识难免显得单一。例如在讲解《赵州桥》的时
候。赵州桥的情景历历在目。在教学《迷人的张家界》时，我把
之前到张家界旅游时候的照片放到 PPT 上，在课上播放给学生
观看，学生的反应很好。风景如诗如画，学生纷纷被张家界的美
景吸引。其实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也有张家界的插图，但是不及真
正身临其境拍下的那么真实，学生在课上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其
实理论 终还是要回归到实践中去的，学生学习语文学习的也是
对于文章的分析理解和实际的运用能力。 

五、小结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要不断的改善自己

的学习方法，不能一味的采用传统的说教方式，而是可以采用创
设情境的方法，不断的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们开始喜
欢上小学语文的教学。另外，我们可以根据教材不断的创新情景
的模式。对于比较新颖的形式我们可以制作公开课，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我们学习的知识 终需要的是学生在今后的习作中会
使用这些知识。至于通过何种方式取得这就需要教师不断的去探
索。我们的教育目前还是应试教育，所以在学生的考试分数上需
要加强，而分数的提高关键就在于培养语文学习的兴趣。学生学
习语文知识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的语
文教学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有耐心、恒心并且有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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