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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孙翠玲

莘县十八里铺镇栾屯小学，山东省聊城市 252000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情景教学法在莘县十八里铺镇栾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效果。通过实施情景教学法，以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语文教学实效性为主要目标。研究采用实地观察、问卷调查等方法，从学生学业成绩、

学习兴趣和教师教学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初步结果显示，情景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取得了积极效果，

促进了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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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课堂教学的深入探索，

情景教学法作为一种新颖而引人注目的教学方式逐渐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崭露头角。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情景

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情景教学法以创

设真实情境、激发学生兴趣为特点，通过在真实生活场

景中展开教学，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语文知识，

提高语文素养。

1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挑战与情景教学法的引入

小学语文教学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有效地将语文

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传统

的教学方法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困难，难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引入情景教学法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

有效途径。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常常面临着抽象概

念的学习，如诗歌、古文等，这些内容离学生的实际生

活较远，导致学习兴趣的下降。情景教学法通过创设贴

近学生日常生活的情境，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具实际意义

的学习空间。例如，在学习古诗时，可以通过模拟古代

生活场景，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感受诗歌的内涵，促使

他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记忆诗句。在学习记叙文时，可以

结合地理或历史学科，通过实地考察或模拟历史事件的

情境，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同时涉足其他领域，增强跨

学科思维。

通过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设计，不仅可以提高学生

对语文学科的兴趣，还能够培养他们的观察力、表达能

力和合作精神。这样的情境教学不仅使学生在实际应用

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文知识，同时也促使他们对身边

事物有更深入的思考，培养综合素质。在传统的语文教

学中，学生往往被动接受教师灌输的知识，缺乏对语文

学科的主动探究。学生对于课文的理解过于死板，往往

只注重字面意思而忽视了背后的文化内涵。这种被动学

习模式使得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兴趣大打折扣，学习动力

不足。传统的语文课堂以教师为中心，教学形式单一，

主要以讲解、讲授为主。这种课堂模式难以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学生对于课文的理解停留在被动记忆阶段，

而缺乏对于语文知识深层次的挖掘。同时，这种教学方

式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实际运用能力。为解决这

些问题，引入情景教学法成为一种创新的教学选择。情

景教学法通过在真实或虚构的情境中进行学习，使学生

能够将学到的语文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在小学语文

教学中，可以通过情景教学法设计具体场景，让学生在

情境中感知、理解和运用语文知识。

在莘县十八里铺镇栾屯小学，可以以当地的传统文

化、风土人情为基础，设计生动有趣的情境教学。比如，

可以通过模拟当地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让学生在角色

扮演中学习相关的叙述和描写技巧，培养他们的语文表

达能力。同时，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当地

居民，然后利用这些信息编写报告或小说，锻炼他们的

写作能力。通过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设计，不仅可以提

高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兴趣，还能够培养他们的观察力、

表达能力和合作精神。这样的情境教学不仅使学生在实

际应用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文知识，同时也促使他们

对身边事物有更深入的思考，培养综合素质。

2 情景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创新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关键阶段，而

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

性。为应对这一挑战，情景教学法作为一种注重情境模

拟和学习体验的教学方式开始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得到

应用。本文将探讨情景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创新

实践，以提升学生学习动力和实际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动力不足、对语文

知识应用能力欠缺等问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以讲解

为主，难以激发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兴趣。因此，如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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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创新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语文知识的应用

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情景教学法强调在真实或虚构的情境中进行学习，

通过创设具体的情境让学生参与其中，使学生在情境中

感知、理解和运用语文知识。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引入情

景教学法，可以通过模拟情境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

课本知识，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在小学语文课

堂中，可以选择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进行教学设计。例

如，通过模拟日常生活中的购物情境，设计购物对话和

交流，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学习语言表达和应用。这样

的实践不仅能让学生在情境中感知语文知识，还能培养

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例如，在学习《红楼梦》时，可

以设计小组活动，让学生扮演书中的角色，进行角色对

话和情景表演。这种方式不仅加深学生对名著情节的理

解，还能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

将语文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结合，创设跨学科的情

境教学。例如，在学习《诗经》时，可以结合音乐课，

让学生在音乐的情境中感受古诗的韵律。这样的跨学科

设计有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跨学科思维能力。

在实施情景教学法的创新实践中，教师需要及时收集学

生的反馈意见。通过观察学生的参与度、学习兴趣和语

文应用能力等方面的变化，评估情景教学法在小学语文

课堂中的实际效果。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课堂作业、

小组讨论和展示等方式，了解学生在情景教学中的具体

表现。

3 情景教学法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情景教学法作为一种注重情境模拟和学习体验的

教学方式，为小学语文教学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思考。通

过在真实或虚构的情境中进行学习，学生在参与中感知、

理解和运用语文知识，这为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

应用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将探讨情景教学法对小

学语文教学的启示。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学习主动性

不足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教学方式以讲解为

主，学生在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难以产生浓厚的学习

兴趣。而情景教学法通过创设具体情境，激发学生的好

奇心和主动性。在情境中，学生不仅仅是知识的接收者，

更是情境的参与者，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学习。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可以借助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

如家庭、社区等，创设生活化情境。通过模拟日常生活

中的对话、交流等情境，激发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实际应

用兴趣。例如，在模拟购物的情境中，学生可以学习购

物对话、货比三家的表达方式，使学习变得更加贴近生

活，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传统的语文教学往往停留

在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难以培养学生对语文知识深层

次的理解和实际运用能力。情景教学法通过在情境中进

行学习，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所学的语文知识。

这有助于打破知识的孤岛，提高学生的知识整合能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可以通过再现名著情境，将学生引

入文学世界，增加对经典名著的理解。例如，在学习《小

熊宝宝》时，通过情景再现小熊宝宝的日常生活，学生

可以在模拟中感受到小熊宝宝的情感、情绪，从而更好

地理解文本背后的意义。

小学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

文知识的能力。传统教学方法难以将知识与实际生活有

效结合，而情景教学法通过在情境中学习，能够更好地

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这对于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需求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可以尝试将语文知识与其他学科知

识进行整合，创设跨学科的情景教学。通过跨学科的情

景教学，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语文知识，

还能促进他们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建立更为综合的认

知。例如，在学习叙事文时，可以结合历史课程，让学

生通过叙述历史事件来提高他们的叙事能力。这种综合

性的学习方法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还能够

使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多样化需求。这对于培养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助

于他们在学习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结语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情景教学法，不仅在解决学

生学习主动性不足的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效果，更培养了

学生对语文知识深刻理解和实际应用的能力。通过创设

生活化、名著情境等，学生在情境中参与学习，提高了

学习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此外，情景教学法还激发了学

生对语文知识实际运用的兴趣，加深了他们对文学作品

的理解。跨学科整合的应用也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综合

素质。在未来的语文教学中，可通过更多的创新实践，

借鉴情景教学法的理念，不断优化教学设计，以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这为小学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启示，为培

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学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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