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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情景教学的策略

赵妍妍
宁波体育运动学校�浙江�宁波�315100

摘�要：初中语文教学中采用情景教学策略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创设情境、模拟场景或角色扮演等形

式，让学生置身于真实情境中，亲身感知和体验语文知识的运用，以达到更深入、更全面的学习效果。情景教学可以

结合学生生活、历史事件等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通过情景教学，不

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还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素养和综合发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积极探索并运用情景

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助力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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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景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理论基础

情景教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教学方式，在初

中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基础。情景教学是基于认

知心理学以及社会交往学习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认为学

习应当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和认知过程，而不仅仅是信

息的传递和接收。

在初中阶段，学生处于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

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来促进思维的发展。通过情景教

学，可以为学生创造具体、真实的学习场景，使他们在

实践中主动地参与、体验语文知识，促进情感的投入和

知识的内化。情景教学强调“情”与“景”的整合，通

过创设情景让学生置身于生动的情境之中，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动力。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常常感受到语文知识抽象

难懂、生僻枯燥的现状，而情景教学则可以通过情感的

引导和场景的创设，帮助学生建立起对语言和文学的情

感共鸣，增强他们与知识内容的情感联系，使学习更具

有吸引力和深度。情景教学也符合构建“学生中心”的

教学理念，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倡导学生的主动探究和

独立思考。初中学生正处于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情景

教学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参与和互动机会，激发他们

对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团队合作

能力。

综合来看，情景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理论基础

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交往学习理论等，强调学生主体

性、情感融入和真实体验，为学生搭建了一个更加丰

富、生动的学习平台，促进了学生成长与发展。

2��初中语文教学中情景教学的重要性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情景教学作为一种富有创新性

和活力的教学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情景教学

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语文教学中，学习内容

往往涉及抽象的文学作品、语言知识等，学生难以建立

起生动的联系和深刻的感受。而通过情景教学，可以将

语文知识与真实的情境场景相结合，使学生能够置身其

中，感受其中的情感、氛围，从而激发其对学习的兴趣

和热情。

情景教学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语文学习不仅

仅是知识的传递和积累，更包含了对情感、思维、审美

等多方面素养的培养。通过情景教学，可以创造多样化

的学习场景，使学生在实践中感知语文的美感，培养他

们的审美情趣、表达能力和创造力，从而促进其全面发

展[1]。情景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记忆效果，

学习在情景中进行，会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更加深刻的

体验和认知，增强其对语文知识的印象和理解。情景教

学能够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感

知，更容易记忆和理解，有利于知识的深入消化和长期

保持。

3��情景教学策略探讨

3.1  关于教学内容设计
在情景教学中，教学内容的设计至关重要。教师需

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结

合教学目标以及学科要求，合理构建具有情景感染力的

学习内容。教师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和生动性的故事情

节或文学作品作为教学内容的基础，让学生通过情景感

受来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日

常生活经验和实际情境，设计与学生生活相关、易于引

发情感共鸣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教

学的教学内容设计还应该具有渐进性，从浅入深，循序

渐进，确保学生逐步接受和理解，实现教学目标。

3.2  关于教学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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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景教学中，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对于提升学生

的学习效果至关重要。教师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

法，如角色扮演、情景再现、小组合作等，让学生在参

与性、体验性较强的情景中，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思考。

教师可以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作品

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体验，带领学生进入故事情节中，

从而深刻理解作品内涵。教师还可以通过情景再现的方

式，营造真实的场景氛围，让学生亲身体验并参与进

来，加深对内容的理解，提升学习的效果。教师还可以

组织小组合作、互动讨论等教学方法，促进学生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问题、解决困惑，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

3.3  关于教学资源利用
情景教学的有效展开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

使情景教学更加鲜活生动、感染力十足。教师可以利用

现代多媒体技术，如投影仪、视频等，呈现生动的图

像、实况视频资料等，让学生感受真实的情景，激发学

习兴趣。教师可以结合校外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进行实

地考察、社区服务等活动，将课堂内容与生活实践相结

合，使学习内容更具体化、贴近学生生活[2]。教师还可以

邀请专业人士或行业从业者进入课堂，分享相关经验和

实践案例，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求

知欲。情景教学的策略探讨包括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

法选择和教学资源利用三个方面。通过合理设计教学内

容，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可以

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度理解和全面发展，提升初中

语文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4��情景教学的有效推进

4.1  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明确学习任务
情景教学的实施步骤主要包括引导学生进入情境和

明确学习任务两个方面。教师需要通过创设具体的场景

或情境，营造出生动、真实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到情景之中。这可以通过引入音频、视频、图片等多

媒体素材，或者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等方式来实现。

通过尽可能还原真实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参与

度，使学生能够在情境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学习氛围中。

教师在引导学生进入情境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学习

任务和目标，使学生知道在这个情景中需要完成什么样的

学习活动。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问题、任务，引导学生展

开探究和讨论，或者给予具体指导和要求，使学生知道在

这个情境中需要达到怎样的学习成果。通过明确的学习任

务，可以帮助学生在情景中保持目标导向性，更好地理解

和吸收所学知识，实现学习的有效进行和提高。

4.2  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小组合作等方式进行情景
体验

情景教学是一种注重学生主体性和体验感的教学方

法，在实施过程中，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小组合作等方

式进行情景体验是至关重要的步骤。通过自主学习，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自主探索情景中的内容，

从而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深度。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和节奏，更好地理解

和吸收所学知识，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通过小组合作，学生可以与同伴进行互动交流、共

同探讨问题、解决困惑，在情景中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小组合作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培

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思

维力[3]。在共同的情景体验中，学生能够从与他人的合作

中汲取经验和启发，促进彼此共同进步，提高学习的效

果和质量。

在情景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小

组合作等方式进行情景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步骤。这种体

验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融入到学习情境中，实现知识的

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应用。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学

生能够在情景中主动参与、互相交流，在合作中激发学

习的乐趣和动力，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学习水平的

提升。

4.3  教师进行评价与反馈，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在情景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教师进行评价与反馈，

并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教师可以通

过观察学生在情景体验中的参与程度、表现和表达能力等

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价。这种评价不仅仅关注于学生的表

现，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在情景中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情

况，以及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教师通过及时的反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肯定和指

导，教师可以针对学生在情景体验中的表现给予积极的

鼓励，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教师也可以指出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和指

导，帮助学生发现并克服存在的问题，达到促进学生能

力提升和进步的效果。教师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让学生

反思情景体验过程中所获得的体会和收获，通过提出深

入问题和引导思考，教师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巩

固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5��情景教学的效果评估

5.1  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和参与度
情景教学的效果评估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观

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和参与度是一种重要的评估方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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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观察学生在情景教学中的课堂表现，教师可以了解学

生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学习态度以及学习动力等

方面的情况。具体而言，教师可以观察学生是否积极参

与情景体验的活动，是否能够有效地运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解决问题，以及表现出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等因素，

从而评估情景教学在学生身上的实际效果。

观察学生的参与度也是情景教学中重要的评估指

标。学生的积极参与程度反映了他们对学习活动的投入

程度和学习态度。教师可以观察学生是否能够主动参与

情景体验活动，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是否

会与同伴开展合作讨论等方面的情况，从而了解学生在情

景教学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和学习情况。通过观察学生的课

堂表现和参与度，教师可以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状况，

从而为调整教学策略、改进教学方法提供有益信息。

通过评估学生的情景教学效果，教师可以更好地了

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问题，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全面

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指导，从而进一步提高情景

教学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5.2  通过作业、测试等方式评估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
情景教学的效果评估对于教学的改进和学生的提升

至关重要，通过作业、测试等方式评估学生的语文应用

能力是一种常用的评估方法。在情景教学后，教师可以

设计相关的作业和测试题目，来考察学生对于所学语文

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这些作业和测试可以涵盖情景

教学中涉及的词汇、语法、阅读理解等方面的知识，通

过学生的表现来评估情景教学的实际效果。

通过作业，教师能够了解学生在课后的自主学习和

巩固情况，以及对于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4]。作业可以包

括填空题、选择题、阅读理解题等形式，从而考查学生

的语文应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通过定期进行测试，

还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水平，帮助教师

及时调整教学计划，针对性地提供辅导和指导，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5.3  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了解情景教学的实际效果

情景教学的效果评估中，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是一

种重要的评估方式，能够帮助教师更全面地了解情景教

学的实际效果。通过向学生询问他们对情景教学的看

法、感受和体会，可以直接获取到学生对于教学内容、

方式和效果的评价，为教师提供有益的反馈信息，以促

进教学的改进和提升。学生的反馈意见可以通过口头交

流、书面调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进行收集。在学生

参与完情景教学后，可以设计简短的问卷或进行小组讨

论，让学生表达对于情景教学的认识和看法。

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于情景教学活

动的喜好程度、参与度、学习效果等方面的主观感受，

为教学的后续改进提供依据。通过收集学生的反馈意

见，教师可以针对学生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对情景教学

的内容、形式、活动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更好地迎

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情景教学的实际效果。

情景教学作为一种富有活力和创新性的教学方法，

为初中语文教学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启示。通过创设生动

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使学生在实践

中获得知识和经验，从而达到更深入、更全面的学习效

果。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应继续探索适合学生特

点和教学目标的情景教学策略，不断改进和完善教学方

法，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指导，

共同实现初中语文教学的更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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