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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境教学法下小学语文素养培育探究
于丽丽

山东省威海市桥头小学　264212

摘　要：当下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在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与学校的

实际情况，创造新的情境教学方法，在短时间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快速参与到学习中来，教师需要注意所开设的教

学方式是轻松的，舒适的，避免给学生带来学习压力，同时让学生积极自愿学习，避免强制推行教学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在情境教学中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并展开讨论让学习效率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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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的教学中，语文是最基础的科目，只有学好

语文拥有识字认字能力与较好的理解力，在学习其他科目时

才能轻松获得好成绩。在新课程改革中，又把激发学生乐趣

与主动探索的能力作为教学的重点，随着教学目标的变更，

教学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把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学变

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引导式教学，教师还可以开创多样性的

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学习效率提升。

一、让先进的多媒体技术融入情境教学中来

随时代发展，互联网科技已经迅速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仅给生活带来便捷，也让学习变得轻松、简单。所以在情

境教学中融入多媒体技术，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的年龄与接受能力选择融入网络科技的情境教学形

式，让学生的眼睛与耳朵同时“动”起来，调动他们学习的

积极性。最简单的是教师选择一些形象的图片，直接给学生

感官带来冲击，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比如在学习《小青蛙》这篇内容的学习时，教师可以选

择找一些摄影、绘画等图片形式，通过学生对于青蛙外表的

关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学生通过对图片的观察了

解需掌握的知识重点，在轻松、自在的情境中提高学习的有

效性。其次，教师还可以在教学中融入一些音频资料，让

学生除了用眼睛看外，还可以通过耳朵听来感受教材的深层

含义。

比如在学习《敕勒川》时，教师可以给学生准备一些蒙

古族音乐，让学生闭上眼睛通过音乐来感受草原的广袤与游

牧民族的骁勇善战，以及豪迈的情怀。还可以播放一些江南

音乐与之形成比较，例如《江南可采莲》这首歌的形式较为

委婉，让人听之想到的是烟雨朦胧、充满生机的江南风景，

继而让学生对北方与南方的诗歌与音乐形式有了更清楚的了

解。再次，除了图片与音乐，教师还可以把一些视频资料融

入教学中，小学生年级普遍偏小，对于形象感特别强的动画

片通常是没有抵抗力的。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与教

学内容相匹配的视频，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提

高教学活动的效率。

比如在学习《坐井观天》这一课时，教师可以选择形式

简单又充满童趣的动画片，通过视频资料对生活中不常见的

青蛙有了初步认识，青蛙在井底，看着头顶上的一片天很满

足，教师可以配合动画把教学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完成教学

任务，同时让学生对教材内容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便于提

高学生学习效率。

二、激发学生表现力的表演式情境体验

小学阶段的学生是活泼的，同时也是好动且充满表演欲

望的，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把一些适合学生用来表演的教材内

容拿出来，制定表演式情境模式，这样一来可以满足小学生

的表现欲望，还让他们在表演中获得肯定从而激发积极性，

树立自信心和对于语文学科的探索精神。

比如在学习《狐假虎威》时，教师可以挑选表现欲望较

强的学生分别扮演老虎、狐狸，以及遥望它们的小动物，学

生在进行表演时，教师要注意引导他们结合教材内容对语气

与动作进行控制，尽量表演出老虎的憨厚、狐狸的狡猾，以

及其他小动物的满脸狐疑。当然教师要注意归还学生在课堂

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在演绎中仔细思考，鼓励他们用自己

的理解自由发挥，让学生的思维有效发散，更有利于培养创

新能力。除此之外，教师也需要参与到活动中来，拉近学生

与教师关系，让学生养成有问题找老师、有疑惑找老师的习

惯，从而让教师能在学习上和生活中对学生进行很好的引导。

表演式教学方法在小学低年级课本中的应用，让学生对于语

文有了更多的偏爱。

三、根据教材内容创设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

小学生因为年龄较小，对于一些场景或者故事还是比较

感兴趣的，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在设计教学时，用语言描

述创设一定的情境来吸引学生，让他们能在短时间内把注意

力转移到课堂上来。教师在创设情景时，需要注意其与教材

的联系，能让两者间自然的过渡，从而避免学生的注意力不

能投入教师课堂知识的传授中来。

比如，在学习《盘古开天地》这篇课文时，先跟学生讲

一讲女娲补天的故事，先用疑问式的口气问学生：“你们觉得

这天会不会漏呢？天漏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让学生

产生疑问，引发他们的思考，接着对学生讲：“在古时候流传

这样一个故事，天的西边塌了一块，天上的水不停的流向人

间，天下顿时就水灾成患。有一个叫女娲的人……”用这个

充满奇幻与冒险精神的故事，来吸引学生。教师用简练的语

言讲述完这个故事后可以问一问学生：“我们刚才讲的是天塌

了一块的故事，谁知道天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挑选学生

阐述他们所了解的关于天、地形成的知识，这一环节对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探索欲望非常重要。教师要鼓励学生发

言，当学生发言不积极的时候，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引导，

让学生养成积极表达的习惯。班级中的学生如果有人讲到神

话故事盘古开天地的内容时，教师可以顺势开启新课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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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同学讲到这个故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女娲补天是

古代的神话故事，那在古神话中有没有关于天地形成的故事

呢？”，接着可以开启教材中的内容。激发学生展开想象，当

天地间是一片漆黑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没有太阳、月亮、

山川、河流时我们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在讲完教材内

容后，反问学生为什么古代的人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故事？引

导学生用科学知识说明地球上万物的形成，这是一个很好的

课外延展，不仅激发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知识的探索中

来，还让他们的阅读范围与理解能力得到提升。教师还可以

就地球万物的形成开设一个主题班会，让学生们各抒己见，

把自己查阅到的关于地球上各种生物的形成过程对其他同学

进行讲述。这一行为不仅加深学生对于所查阅知识的印象，

也让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在众人前表达的自信心得到锻炼，

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教师可以作为旁观者，在活动结束以

后，对各位同学的表现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对条理清晰、

逻辑严谨、结构紧凑、语言恰当的同学要及时给予鼓励，对

于存在用词不够准确、表述混乱等问题的同学，教师要用温

和的态度，指出学生的不足指出，引导学生改正即可。

四、创设轻松、愉快的教学情境，引导小学生积极
学习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师需要联

系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学习特点，针对性的做好课堂教学

设计，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语文知识进行主动地学

习及思考，以促进语文知识的内化。情境化教学模式的应用，

教师要联系学生的学习特点，利用教学情境构建起师生互动

交流的桥梁，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积极、主动

地参与到课堂学习及思考当中，能够对语文知识点进行有效

地理解及掌握。针对于这一需要，教师需要联系学生的学习

兴趣，利用学生感兴趣的东西，对学生进行感官刺激，吸引

学生的眼球，使学生在语文知识学习中，能够提高注意力，

深入地参与到语文课堂学习及探究当中，对课文字里行间表

达的深意进行揣摩，加深对语文知识点的学习及理解。因此，

教师要注重为学生创设一个轻松、愉快的教学情境，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语文课堂学习当中，提

升语文课堂教学的效果及质量。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

师应注重围绕学生的情感体验，为学生创设一个恰当地、贴

近现实的景象，引发学生主动地学习及思考。

如在教学《梦想的力量》一课的时候，注重引导学生结

合自己的生活，说一说自己的梦想。通过教师引导，让学生

畅所欲言，有的想当老师，有的想当警察，有的想当白衣天

使…通过联系情境教学，使他们说一说自己的梦想，为学生

创设一个轻松、愉快的教学情境，之后联系《梦想的力量》

一课内容，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让他们意识到要想实现

自己的梦想，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够实现。通过这一方式，引

导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知识学习中，发挥梦想的力量，提升语

文课堂教学实效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确实有着很好

作用，但是由于教师与学校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缺乏一定经

验，教学效果不是那么尽人意。教师需要借助先进的互联网

科技，在教学中融入图片、音乐或者采用表演式情境教学，

让学生对于教材内容有了直观且形象的了解，也可以采用表

演式情境教学，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中来，

从而提高教学成绩，也获得快速提高个人素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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