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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应用情景教学法的策略
解丽萍

盘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553537

摘　要：语文是中职学生必须重点关注的重要学科，中职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水平平均水平偏低，因此中职语文教学应该有

自己的特点，在中职学生的道德修养和学习态度都处于爬坡期的阶段，学生的自主参与性可能决定了其不断克服学习中的困

难和压力。为了促使学生的语文能力成倍提升，就中职语文情景教学模式进行探讨。其中，情景教学法作为一种新式教学方

法在中职语文课堂具有积极作用。有效应用该教法，教师能够打造知、情、意、行集合的课堂，能够让学生身处文字世界，

体会文字、体会思想、体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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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作为基础的工具性学科，是各个其他学科的学习基

础，对于中职学生的各方面素养形成和提高都起到了不可或

缺的作用。在中职语文的教学中引入情景教学的理论，能够

大大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文章结合中职语文教学现状

和展开研究，为了能够提高教学效率，阐述中职语文情景教

学的实践应用策略。

一、情景教学法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一）不能激发学生的实际兴趣

很多教师对于情景教学进行尝试，这些尝试有的非常成

功，有的效果差强人意，中职学生应开始进入到青春期阶段，

对于教师的教学改革并不一定非常感冒。真正有趣的教学情

景，学生们很给面子的跟进并激发兴趣，但是有的教学情景

组织的非常牵强、不够巧妙，学生们的微笑不一定是发自内

心的，甚至在内心觉得兴趣低下。中职语文教学的情景模式

营造如果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触动，那么教学效果一般是比

较尴尬的。

（二）导入情景教学的环节不伦不类

中职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兴趣一般分化比较明显，有的

学生非常喜欢语文，对于阅读、理解、记忆一般有天然的兴

趣，而且往往积极性很高，对于课外阅读尤为关注。但是有

的学生则是偏重学习理科，或者对于学习就不很感兴趣，那

么对于语文教师布局的情景就不会非常有代入感。另外，教

师有时候进行情景代入的时候，导入环节可能过于成人化，

反而使得中职学生的理解有误，在导入情景环节的时候显得

跟不上趟，或者不伦不类。

（三）教学设计和情景模式的引入不够贴合

并不是所有的情景教学模式都足够吸引人，中职教师开

始意识到情景教学的重要性事件不是很长，导致教师搜集的

情景教学实际案例不多，如果在中职语文课堂上的教学过渡

语言不能很自然，就会失去学生的互动参与之心。中职语文

教学实践中有很多教师常常对于课堂设计的过于复杂，但是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设计不能很好地贴合教师的教学

意图，学生的理解没那么复杂，教学设计和情景模式的引入

贴合度很低，觉得画蛇添足。

二、情景教学法在中职语文课堂的应用原则

（一）以生为本原则

在情景教学法的应用中，学生拥有话语权以及自主权，

能够自主参与情景体验，感受语文知识。因此，教师应当

遵循这一原则，切忌“挂羊头卖狗肉”，必须突出学生主体

地位。

（二）兼顾差异原则

在应用该教法时，教师要适当考虑学生的基本学习情况、

中职学生的学习特点。教学情景应当符合当下学生的学习需

要，兼顾学生的差异，否则简单的情景会导致情景教学法的

作用失效，过于复杂的情景则会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成功

感较弱。

（三）专业目标相结合原则

中职语文学科与普通高中语文学科最大的不同便是服务

学生专业学习，即要在应用过程中尊重职业性原则，创设的

情景以及选择的补充资源，应当适当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相结

合，体现学生的职业特征。

三、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应用情景教学法的策略

（一）尊重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多元性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中职学生对于生活

的见解也是千差万别的，语文教师在组织教学中，使用情景

教学模式的方式应该自然而然，更加巧妙。不能尴尬地进行

情景模仿和组织，而是应该适当地放手，给中职学生一个情

景的基础，从而能够让学生自由发挥。教学的过程应该注重

营造氛围，深入挖掘课文中涉及到的问题，利用良好的口语

交际氛围，依靠人与人合作的快乐，体验成功的喜悦。对于

社会上的情景模拟尽可能真实，并且可以根据中职学生的不

同理解动态调整情景氛围，教师对于不同的教学对象和教学

环境做出灵活处理才是最务实的教学态度。

例，中职语文教师在开展《安塞腰鼓》这一课的学习时，

在教学中让学上明白，学习和理解本身就是多元化的，为了

能够延伸出各地文化风俗的不同，需要利用多样化的感悟技

巧，帮助学生明白不同地区都拥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在组织

不同风俗习惯下的民族风情感受之时，可以利用不同风格的

音乐作为布景，让学生们从内心获得不同的感受，影响对于

学习内容的理解，以更加开阔的心态看待民族文化。

（二）创设影音情境，感受语文魅力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是打开学生内心世界的一把

钥匙，抓住“情”，便抓住了教育的切入点。影音视频情景的

创设，是对接学生情思、情感的重要方式。它作为一种艺术

形式，能够以动态的画面、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唤醒学

生的情感共鸣。它能够将语文课堂上的文字变得灵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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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们沉浸在画面、音乐的世界中，细细品味文章内容。

在学习古诗文时，为起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作用，调动

学生的学习情思。语文教师在开展古诗词教学时，可先奏乐，

以音符、旋律为古诗文学习奠定情感基调，让学生先感其情，

后学其文。

如在学习《雨霖铃》时，整片词曲凄凉、悲伤而又惆怅。

为让学生细细品味“寒蝉之凄切”“执手相看泪眼之悲伤”，

语文教师就可以播放邓丽君的《相看泪眼》，伴随温婉的女

声、惆怅的旋律，学生们不自觉进入歌曲的情感，在此基础

上，教师让学生配乐进行《雨霖铃》朗诵，学生们将音乐的

情融入到诗词的意境，理解更深入，情景体验更深刻。

（三）创设问题情景，深入文本世界

问能引思，问能促学。适当的创设问题情景，能够点燃

学生思辨、思考的火花，能够让学生在问题的辅助下走入文

本世界，进行文本学习与理解。为了加深学生对语文学科知

识重点的印象，让学生深刻记忆，语文教师可以抓住语文教

材的重难点，通过创设问题情景，提出问题，调动学生的好

奇心，促使学生深思、深探、深究，让学生在问题的引导下

重构知识框架，深入语文文本世界。

如在学习《敬业与乐业》时，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作者

的写作意图，我提出问题，即“敬业和乐业哪一个更好”。在

这一问题情境的创设下，我设定了两个“派别”，即“敬业更

好”“乐业更好”，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派别分组。

学生罗列依据、阐述道理。在此基础上开展“辩论”，学生们

发动思维，投入问题探究，深入剖析文本，辩论回答。课堂

气氛热烈，学生们积极主动。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就学生

们的问题，做知识总结。既借助了问题情景，促使学生深度

思考，又强调了本节课的语文教学重点。

（四）创设生活情景，丰富语文认知

生活中处处有语文，学生的语文学习不能脱离生活。语

文教师要学会立足生活，创设生活情景，目的是丰富学生的

实践体验、拓宽学生的语文认知，从而促使学生在生活情景

之中有效学习语文，以语文的眼光发现生活中中的点滴语文

知识。首先，教师可以创设生活实践情景。在学生进行写作

时，可以开展实践，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到生活中，通过认

真观察、实践体验获得写作素材，支撑学生的写作活动。其

次，教师可以基于文本，找准语文教材与生活的联系。在生

活中，驱动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入理解。

如在学习《故都的秋》时，作者郁达夫通过对比北国之

秋与南国之秋，在描述秋天之景时，表达了自己对北国之秋

的向往之情以及眷恋之情，融情于景。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

让学生们渗入生活实践，观察家乡的秋，分享秋天的故事以

及对秋天的看法。这样能够让学生基于生活体验，处于生

活情境与作者对话，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同时达到语文教学

目的。

四、结语

总之，情景教学主要是某种富有感情色彩的活动而产生

的一种特有的心理氛围，就是以生动形象的情境激起学生学

习情绪为手段的一种教学方法。打造一个充满意境、充满情

思、充满艺术如梦如幻的中职语文课堂。学生身处这样的语

文课堂，感受的是语言文字、情感情思的交融，学习是主

动的、学习是积极的。语文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到情景教学法

在中职语文课堂的应用作用，推动情景教学法在语文课堂上

“落地生根”，提高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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