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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情境进行初中语文教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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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地通过不同方式来创

设贴近教学内容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本内容，激发

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教学的无趣枯燥。核心内容是让
学生在教师创设的“境”中，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更好地抒发心中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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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随着新课标的实施与教学体系的全方位改革，初中语
文教学也需要推陈出新，不能拘泥于之前的“填鸭式”教学，要
做出相应的提升与改变。而情境的运用可以更好地加深学生对课
本内容的理解，让学生情感上产生与作者的共鸣，而不是如之前
只是死记硬背知识点。接下来将从不同的方面介绍情境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的运用。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运用情境的意义 
语文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大部分内容都与生活有着极

其密切的联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是照本宣科，不仅难以
激发起学生的兴趣，甚至可能会让某些学生产生对学科的厌恶情
绪。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效果必定也不会好到哪里。而情境在
语文教学中的运用，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于学科内容的学习兴
趣，还有助于学生加强和作者直接的情感沟通。教师应通过合适
的情境构建与运用，调动学生的自主积极性，最大化实现初中语
文教学的课程目标。 

二、情境在不同类型教学中的运用 
（一）初中语文古诗词情境教学研究 
古诗词是初中语文课程中一个特殊的部分：首先，与其他贴

近生活的内容相比，古诗词没有如此“接地气”，部分学生甚至
会产生抗拒的情绪，觉得古诗词晦涩难懂。再次，古诗词的教学
不能沦为简单的重复背诵，仅仅追求背过即可。但是如果学生能
够把这一部分学通、学懂的话，不仅对于其成绩有好处，还能够
加强学习兴趣、提升文学素养，对其之后的学习产生潜移默化且
深远的影响。 

在开始一首古诗词的学习之前，教师可以预设课前导入语，
通过几个小问题的提问把学生引入对应的情境之中。比如在学习
杜甫的《望岳》这首诗时，可以询问有没有同学平时喜欢爬山，
甚至是否去过泰山？而同学们攀登的山和泰山相比如何，在登顶
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心情与体会呢？通过类似的问题，可以快速带
领学生进入诗词的“境”中，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也可以顺
其自然地引出诗词相关的作者生平、时代背景，让学生更有代入
感。再如学习杜甫的《春望》时，可以通过对比创设情境。询问
学生两首诗之间有什么区别：诗人写诗时的经历、心境、身体条
件等，时代背景的改变，描写意象的差异，写作手法的不同等等，
进而作者在两首诗中最终表达的感情有什么变化。通过这样的对
比可以让学生对于杜甫的生平更加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
于两首诗的理解。 

（二）初中语文小说情境教学研究 
小说阅读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但是基于小说

的教学模式没有得到对应的提升与改革，教师们按部就班地引导
学生进行对小说的学习，得到的成效却难以令人满意。小说虽然
不像古诗词那样“令人生畏”，但是学生又容易进入另一个极端：
只是被小说的故事性吸引，流于表面，未能真正地“潜下去”理
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小说背后的深刻含义。而情境的运用可以
帮助解决此类问题。 

小说有三个重要组成因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描写，
教师可以基于这三个因素创设相关情境并引导学生体会作品。比
如学习《变色龙》这篇课文时，可以引导学生去表演巡逻中的督
警奥楚蔑洛夫根据狗可能的主人而变化的态度、表情、神态等，
还可以让不同的学生表演同一种态度，通过这样的对比可以让学
生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督警地虚伪逢迎、见风使舵，也可以让学生

对于督警如变色龙般不断变化态度地细节描写有更加清楚地认
知。再如学习《我的叔叔于勒》时，让学生们根据小说内容进行
辩论：论题既可以是菲利普夫妇一家人对于勒的态度变化是否正
确，也可以是贴近生活的是否应该沾亲戚的光等。通过正反双方
的辩论，可以让所有同学在小说的故事性基础上有更加深入的认
识，更加了解莫泊桑对于阶级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疏远的情形以及
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讽刺。 

（三）情境与现代化教学结合研究 
教师通过可以各种方式为学生创设情境，而多媒体正是近年

来逐渐兴起并广受欢迎的一种方式。随着新课标改革以及学校硬
件设施方面的提升，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已经普及开来。以前
教师为学生创设相关情境时，仅能通过板书、口头表达等方式。
即使教师口灿莲花，很多时候也难以让学生走入相关的世界之
中。而多媒体提供了更多的角度，可以从画面、音像等多方面为
学生架构情境，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般地学习，更加直观、可视
化地进行学习、理解。 

多媒体教学在创设情境中的优势显而易见：全方位、立体化、
逼真度极高。比如在讲解杜甫的《望岳》时，可以为同学们在课
堂上播放泰山的航拍视频，让学生们在课堂之中领略泰山之巅的
美妙风光，如此便可更好地与杜甫登高时心中豪情产生共鸣。再
如讲解《苏州园林》时，便可提前准备相应的图片与舒缓的背景
音乐，随着讲解课文的推进，苏州园林的不同部分也随之呈现在
学生面前。学生们仿佛置身于苏州园林之中，既领会了园林之美，
也对课文中的描写顺序、描写过程、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顺序来
写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再如学习《济南的冬天》时，教师可以
为学生展示祖国各地不同的冬日景色，最后顺其自然开始文章的
学习。 

但是在运用多媒体创设情境的同时，不能头重脚轻，始终要
明白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多媒体只是工具。不能让多媒体技术
哗众取宠，而忽略了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和情感的共鸣。 

三、结语 
语文这门学科的意义，不仅仅是要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更

要学生从中领略到生活中的道理，在各个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学生。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汲取语文这门学科之中的营养，需要教
师们不断改进完善教学方法，不能仅仅是照本宣科，应该从多个
方面引导学生，加强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兴趣。为了能从不同方面
更快地提升学生的能力，应该擅于将情境运用于初中语文的教学
之中。教师需要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反省，发现教学中的不
足，及时进行改正，并应持续发掘不同的方法，优化教学手段，
加强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最终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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