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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孙 娜

淳化县方里镇方里中心小学，陕西 淳化 711207

摘要：情境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然而，由于考试导向的教育环境、教师教育观念的偏差以

及学生对知识理解的表层化等因素的制约，小学阶段古诗词的教学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基于语文核心素

养的理念，结合当前古诗词教学的实际情况和小学学生的学习特征，探讨了情境教学法在古诗词教学中的

应用策略。本文从创设多媒体情境、创设生活情境、创设表演情境、创设语言情境四个方面，分析了情境

教学法在小学古诗词课堂中的具体教学策略，以期提高小学古诗词课堂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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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的学习显著促进了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对

民族文化的自信[1]。依据新课程标准，文化自信体

现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对其生命力的坚定信

念。在小学阶段的古诗词学习中，教育者需特别注

重提高学生的古诗词理解与欣赏能力，同时着力于

培育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情景教学法的应用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及教

师教学技能具有积极影响[2]。探究如何有效地利用

情境教学法进行古诗词教育，以加强学生的民族自

信与文化自信，成为语文教师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研究以小学古诗词教育为核心，通过分析情境教

学法的实施策略，实现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有机融合，

可以促进学生古诗词学习能力的提升及教师教学技

能的进步。

1在小学古诗词教育中

应用情境教学的重要

性

1.1 可以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

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修订版）

的指导，语文教育不仅需着重培养学生的思想情感，

还需重视课程内容的价值导向，传承和促进中华民

族的杰出文化和革命遗产。古诗词承载着中华民族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诗篇中不仅蕴含着

含义深远的格言警句，还有歌颂家国山河的佳作，

这些都使学生能够感悟到祖国的辽阔与美丽[3]。深

入学习古诗词不但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也能提

升他们的审美觉醒。

例如，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来”，生动地描绘了天门山的宏伟与诗人的豪放气魄。

通过情境教学法，教师可以借助图像或视频资料，

将我国秀美的自然景观和历史名胜生动地呈现给学

生，使他们仿佛身处那些描绘在诗中的山川湖泊之

间，从而在被自然界的壮丽景色所吸引的同时，以

一种敬畏之心去学习和体会古诗词的内涵。这种教

学方式不仅能让学生更好地领略古诗词的魅力，还

有助于推动中华卓越传统文化的传承。

1.2 有助于提升小学生的古诗

词素养

古诗词是诗人情感的直接表达，每一首古诗都

蕴含着深邃的意境，每个字、每个短语都蕴含了丰

富的含义，值得慢慢欣赏。作为文化遗产的古诗词，

每个汉字都包含了繁复的集体记忆和深邃的祖先智

慧，不仅是简单的图形，更是情感的载体和意境的

传递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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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望天门山》中的“天门中断楚江开”为例，

“中断”二字不仅描绘了山的险峻，也揭示了天门

山与楚江的深刻联系，展现了作者的巧妙用词。古

诗词为学生提供的启示和智慧是无穷的，教师在教

学中需深入探索古诗的内涵，如《暮江吟》中“一

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探究为什么选择

使用“铺”而不是“映”或“照”，通过使用图片等

直观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形象地理解古诗词

中的精妙表达，从而促进学生古诗词素养的提高。

2情境教学法在小学古

诗词教学应用中存在

的问题

情境教学法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体现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通过激活学生的

共情能力，增进对文本深度的理解和感受，充分展

现了教育的人文价值。然而，该教学法在实际应用

中仍面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2.1 情感与价值教育落实不足

随着《文化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的发布，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学遗产，从《诗经》《楚辞》到唐

宋诗词，再到明清小说，都是传统文化的瑰宝，这

些文化瑰宝也逐渐融入小学语文教学之中。语文学

科既有人文性也有工具性，但当前的教学实践中，

教师往往更加强调语文的工具性，注重对字、词、

句的教学[5]。古诗词教学主要侧重于正确朗读、词

汇翻译、理解句意和背诵，这虽然有助于学生掌握

基础知识，但忽视了古诗词的整体感悟和美学体验。

这种机械式的教学方法不仅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削弱教学效果，甚至还阻碍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尽管情境教学法是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但调查显

示，一些教师在应用此法时过于关注古诗词的知识

和技能，仅在字词句的掌握上创设情境，导致学生

虽能流利背诵，却无法体会古诗词的文辞之美、意

境之美和情感之美，未能充分发挥古诗词在熏陶学

生心灵方面的作用。结果是，即便采用情境教学法，

其效果也大打折扣。

2.2 情景创建手段较为局限

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创新和多样的情景能够

激发学生的兴趣，引起他们的注意。因此，在应用

情景教学法进行古诗词教育时，教师需注重情景创

建的多样化。对于那些含义深奥的内容，教师尤其

需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手段来设置丰富多彩的教学场

景，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然而，研究

显示，在古诗词教学实践中，教师常采用的情景创

设手段主要包括视频、图片、音乐，以及结合周遭

事物、日常生活经验和直接描述故事情境等方法。

尽管这些方式能够实现古诗词教学的情景创设，但

重复和单一的手段可能会导致学生的视觉疲劳和兴

趣下降，从而影响情境教学法的效果。

课堂导入是教学活动的起始阶段，可以通过特

定的方式和手段引领学生迅速投入到学习中。一个

好的课堂导入设计不仅能够营造积极的教学氛围，

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后续的教学活动奠定

基础。然而，在将情景教学法应用于古诗词教学中

时，发现教师往往只关注于导入环节的情景设置，

而忽视了其他关键环节的情景展现。要使情景教学

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教师需在古诗词教学的全过

程中，不断进行情景创设，包括情感理解和文本分

析等重要环节，而不应仅局限于课程的开始。否则，

情景教学法的应用将成为形式上的尝试，无法真正

提高教学效果。

3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

文古诗词教学中的应

用策略

3.1 创设多媒体情境，提升学

生的感知体验

视听情境是指利用视觉和听觉的教学辅助材料，

通常由教师通过多媒体技术呈现给学生，目的是增

强学生对古诗词的直观理解。在创建视觉情境时，

教师通常利用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像或视频，特别

是对于古诗词中的抽象表达，帮助学生理解诗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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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听觉情境的创建上，通过音频或音乐来营造

课堂氛围，选择的音频或音乐需与古诗词的主题和

情感相匹配。教师需要根据古诗词的内容和教学目

标，精心设计情境的创建时机和类型，以促进学生

对诗词的理解。

以《泊船瓜洲》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这样引

导学生进入视听情境：

教师：大家想象一下，诗人是在什么时候写下

这首诗的？

学生：在春天的夜晚。

教师：对，那么诗人是从什么地方观察到这个

景象的？尽情发挥你们的想象。

学生：站在船头上。

教师：现在，让我们通过这幅画面（利用多媒

体展现出诗人、船只和江水的图像）来观察，你们

认为这幅图中缺少了什么元素？

学生：缺少了月亮。

教师：正是，还缺少了月亮（在多媒体上补充

月亮的图像），诗中有句“明月何时照我还”。此刻，

让我们边听《春江花月夜》的旋律，边结合诗文和

图像进行想象。

假设你是这位诗人，在这个月光铺洒的夜晚，

站在船头，你能看见什么，又会思考什么？

学生：越过几座山，就能瞥见我一直向往的家

乡钟山了。春日里的家乡最为迷人，到处都是金色

的油菜花海，山坡上的柳树也萌发了新芽，处处充

满了生命的活力！我多么希望能立刻回到家乡啊！

教师：描述得非常形象。那么，诗人是怎样描

绘这种美丽景色和乡愁的呢？

学生：通过“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话来表达。

通过展示图像和播放《春江花月夜》等多媒体

资源，教师构建了一个与诗歌内容相契合的情景，

让学生能够直观地体验到诗人站在船头遥望钟山的

情境，深刻理解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3.2 创设生活情境，提升学生

的认识深度

通过将生活实际融入古诗词教学，教师能够根

据古诗词内容，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利用生动有

趣的教学语言将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带入课堂。古诗

词作为文学作品，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

过与生活实际的结合，教师可以创建接近生活的教

学情境，紧扣“生活”中与古诗词相关的元素或理

念，以此辅助学生学习古诗词。此外，对于小学生

而言，从日常生活中提取教学内容，不仅能够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还有助于加深他们对生活和古诗词

的理解。在构建生活情境时，教师需遵循向学生展

示实际生活、帮助学生理解生活意义、指导学生认

识古诗词的原则，从而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古诗词，

增强体会。

以《石灰吟》这首诗的教学为例，为了使学生

更加直观地理解“石灰”的概念，教师巧妙地设计

了一个以实物展示为中心的生活化教学场景。在课

程开始之前，教师精心准备了一些教学材料，包括

生石灰、石灰石、水和烧杯。课堂上，教师展示这

些材料，并提出问题：“这些都是些什么？”通过引

导学生观察、嗅觉和触摸来探索石灰的特点，接着

问道：“有谁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石灰是如何产生

的？”在观察和讨论的过程中，学生对石灰的相关

知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然

后，教师引入本课的主题：“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

首与石灰相关的古诗——《石灰吟》。大家知道石灰

是如何制备的吗？石灰源自石灰石，这些石灰石深

藏于群山之中，需经过千锤百凿和猛烈的火焰烧制，

才能转化为生石灰，最后通过冷水浸泡而成为我们

所用的石灰。”通过这样生动的情境设计，教师不仅

激发了学生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心，还通过讲解石灰

的开采和制作过程，唤起了学生的探索兴趣，同时

让学生深刻感受到语文学习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

3.3 创设表演情境，深入体验

诗中人物情感

角色扮演是一项活跃的教学实践，它允许学生

进入古诗词中的角色，通过模拟其语言和行动来深

刻感受角色的内心世界。这样的教学策略不仅促进

了学生对诗歌深层含义的理解，还帮助他们洞察诗

人的创作动机。为了实施角色扮演，教师可以先辅

导学生把古诗词转化为剧本形式，然后筛选出 3 至

5 个剧本，这些剧本应当能够全面反映诗歌的主旨

和人物情绪。在角色扮演活动中，学生们通过表演

投入到诗歌的情境之中，从而更真切地感受角色的

情感。

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课堂教学为例，

教师可以挑选两名发音清楚、声音洪亮的学生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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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扮演李白和孟浩然，同时指派另外两名学生负责

旁白和扮演船夫的角色：

旁白：在这个充满鸟鸣和花香的美好时节，两

位挚友在小径上不舍地告别。

李白：兄台，今天你要前往扬州，不知我们下

一次见面会是何时呢？

孟浩然：亲爱的弟弟，以前我们一起赏花、吟

诗、唱歌，那些快乐的日子我会永远记住。

李白：孟兄，你即将离开我，我真的不舍得你

这位人生中的挚友！

孟浩然：亲爱的弟弟，正如人们所说，“天下没

有不散的筵席”，现在的离别是为了未来的重逢，我

们的友情不会因距离而减弱。

李白：今天我们别离，不知将来会在何时何地

再次相见，请兄台喝下这杯为你饯行的酒！

孟浩然：好的，今天我们俩谁也不许醉倒！

船夫：客官，该启航了，请上船。

李白：千里送别，终究要分离！孟兄，祝你一

路顺风！

孟浩然：亲爱的弟弟，保重！

随着孟浩然乘坐的船渐行渐远，李白站在江边，

目送着波涛汹涌的江水，心中充满了感慨，从而创

作了这首充满依依惜别情感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

广陵》。通过这样的角色扮演活动，希望学生能通过

剧本改编和投入的表演，更加深入地领会诗歌的精

髓，准确把握诗中角色的情感世界。

3.4 创设语言情境，吸引学生

情感投入

情境教学法的实施依赖于教师精准而生动的语

言描绘，恰当的语言运用可以强化学习效果，带领

学生深入感悟诗词的意境。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

语言描绘起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它有助于保持教学过程的流畅性，同

时，富有魅力的教学用语也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

让他们更自然地融入诗歌的情景和氛围中；另一方

面，生动的措辞能够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他

们以更主动的姿态去深入探究诗歌的深层意义，感

受其语言的美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比如，在讲授《小池》这首诗时，老师这样描

述诗中景象：

教师：同学们，诗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蜻蜓立上头”描绘了一个怎样的景象呢？

学生：这句诗描述了荷叶刚刚探出水面，尖尖

的叶尖刚露出，一只蜻蜓就已经轻巧地落在上面的

情形。

教师：非常好，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这

里描述的是荷叶而非荷花。在初夏的时候，那片嫩

绿的荷叶刚好露出水面的小小尖角，便迅速吸引了

蜻蜓的到访。这是不是像一个摄影师，为我们定格

了一个简朴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

学生：是的。

教师：接下来，我将朗读这首古诗，请大家闭

上眼睛，仔细倾听，并在心里构建这样一个画面：

泉水轻轻流淌，仿佛在珍惜那清澈的泉眼；绿树在

温暖的阳光下与水池交融；而那刚刚露出尖角的嫩

荷，已经成为蜻蜓栖息的地方。

通过对“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这两句的语言勾勒，教师呈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场

景，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诗人的细致情感，

进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诗句中表达的“珍视”与“热

爱”。这种引导性的语言描绘让学生不经意间沉浸于

诗词的意境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能够形

成各自独特的理解和感受。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实施情境化的古诗词教学，不

仅能够唤醒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的热情，帮助他们深

入理解诗歌的内容和感受诗人的情感，还能够促进

教师提升自身的情境教学技巧，精准掌握学生的学

习状态，进而提高古诗词教学的质量。古诗词作为

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教师应当注重在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深入诗意，体验诗中景象，这样不仅能够

丰富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审美鉴赏力，还能够增强他

们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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