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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境教学法在高中语文课堂中的应用具有显著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推动教育教学活动深入发展的有效

工具，也是辅助学生深刻理解并牢固掌握知识的关键途径。本文在深入剖析情境教学法以及高中语文教

学独特性质的基础上，着重探究情境教学法在高中语文教学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

使情境教学法能够合理高效地应用到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以对一线教师的实际教学提供方法支持，从

而推动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完善，深化学生阅读时的情感体验，提高学生阅读鉴赏能

力与审美认知能力等，实现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和提升，达到提升教学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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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high school Chinese classroom has significant im-
portance. It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tool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
ing activities, but also a key way to help students deeply understand and firmly master knowledge.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unique nature of high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problems and deep-seated reasons encou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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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high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so that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can be reasonably and efficiently applied to high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to provide method support for the actual teaching of front-line teachers, so a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s of front-line teachers, 
deepen students’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reading, improve students’ reading appreciation ability and 
aesthetic cognitive ability, etc., to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each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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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境教学方法的理念起源可追溯至 Brown、Collin、Duguid 等学者于 1989 年在《情境认知与学习文

化》一文中的阐述。他们强调，“知识的价值在于其所在的社会与应用环境之中，知识不应孤立存在，而

应融入具体情境中方能彰显其真正意义”[1]。关于情境教学法的表述，国内学者之间存在多种不同的理

解和阐述，至今尚未形成统一且公认的结论。其中，李吉林老师将对于情境教学的具体内涵和实施方式，

定义为：“情境教学是教师为了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从‘情’与‘境’、‘情’与‘辞’、‘情’与

‘理’、‘情’与‘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出发，创设典型的场景，把情感活动和认知活动结合起来所创

建的一种教学模式”[2]。她明确强调，情境学习的精髓在于“真、美、情、思”四个维度，通过营造沉

浸式的体验，激发儿童因环境而生的情感共鸣。这一过程将师生、课堂与教材内容紧密联结，鼓励儿童

采取主动学习的态度，旨在实现高效学习，并推动其全面发展。无论情境教育的具体定义如何演变，其

核心要义始终聚焦于“情境”二字，众多学者均强调情境创造在情境教学中的关键地位。在情境创设的

过程中，务必确保其与教学内容的高度契合，使情境本身蕴含丰富的知识元素，并基于知识框架精心构

建，以确保情境的有效性。教学实践中，教师可灵活运用图片、音乐、语言等多种手段来创设情境，而不

同的情境教学方式亦可能产生差异化的教学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情境的创设必须紧密围绕教学目标与

知识内容，避免情境与教学内容脱节，沦为孤立的“情境”元素，从而确保情境教学的有效实施。 

2. 高中语文课应用情境教学法的必要性 

2.1. 高中语文课的特点 

“语文课程应该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积累言语经验，把握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

[3]。高中语文课程提出阅读情境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行阅读理解与鉴赏。创设

良好的阅读情境有利于营造适宜学生阅读的课堂氛围，在这种氛围的驱使下，学生能够较迅速地进入阅

读状态，提高语文阅读的专注度。并且，在典型情境中阅读会让学生觉得十分新奇，能够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使接下来学生的阅读、鉴赏、探究环节变得更加自然和顺畅。同时，阅读情境是结合语文知识、

文本创设的，与阅读内容联系更加紧密，便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文本。课标明确提出阅读情境，也是提

示教师在阅读教学中注意这种情境的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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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利于推动教师的专业成长 

高中语文学科的特点鲜明，其高中语文阅读更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直接向学生传授语文阅

读逻辑思维，并通过这些知识的传授，实现对学生的逻辑思维。鉴于高中语文学科教学的教育性特点，

对施教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核心

所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教学方法的选择并非易事。部分教师在一堂课中采用过多教学方法，导致

学生难以适应；而另一些教师则盲目跟风，采用流行的教学方法，却忽视了学生的实际情况。这些做法

都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根据思想政治教学的属性及实际教学经验，我们可以发现，情境教学法是实

施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一种有效手段。该方法通过创设具体情境，引导学生参与其中，使他们能够在实

践中深化对理论思想的理解，避免仅停留在表面。 

2.3. 有利于教学效果达成 

在高中语文阅读的教学过程中，运用情境教学法与高中生的思维成长特点相契合。“情境教学就是

从教学的需要出发，教师依据教材创设以形象为主体、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激发和吸引学

生主动学习，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法”[4]。教师精心构建富有吸引力的教学情境，将原本枯

燥乏味的理论知识融入生动情境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分享内心的见解，展现自我风采，从

而有效拓展学生的思维边界，促进学生掌握知识的迁移应用能力。当学生遇到相似的情境问题时，能够

迅速明确思考方向，独立分析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而激发学生对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兴趣与热

爱，显著提升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成效。例如《边城》这篇作品，作为人教版普通高中标准实验

教科书必修五第一单元的一篇自读课文，在本次课程中，董老师计划用一课时的时间，带领学生深入文

本，通过对翠翠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来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翠翠作为《边城》中的主要人

物之一，她的形象鲜活而富有层次，是作者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在阅读鉴赏活动中，董老师设计了一

系列的问题和讨论环节，旨在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交流，更加深入地理解翠翠的性格特点以及她在

故事中的作用和意义。通过这样的教学设计，学生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边城》的文学价值，还能

够在阅读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既符合新课程标准对于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也能够激发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的兴趣和热爱，从而达到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

目的。 

3. 情境教学法在高中语文阅读课堂中存在的问题 

3.1. 运用能力欠佳 

在深入剖析情境教学法的实践运用之际，我们常常察觉到一个普遍存在的关键挑战：即情境教学在

实施过程中，常因过度细化而牺牲了必要的连贯性与整体性内容，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面临挑战，如

课堂掌控不足、缺乏情境教学策略和创意。实施情境教学时，教学进度难以控制，学生配合度低。尽管

情境教学法有创意，教师通常只在特定情况下使用。他们更倾向于传统方法，如讲授法、讨论法、探究

法、点拨法和练习法，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效。但依赖传统方法也表明教师在教学理念上滞后，未完

全接受现代教育理念。为提高教学效果，教师需更新教学策略，融合现代教学理念，关注学生配合度，

激发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以适应教育趋势，培养创新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学生。 

3.2. 学生参与情境教学主动性较弱 

在高中语文阅读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情境教学法的应用对教师的细致指导与积极协作提出了更为

严格的标准。情境环节设计的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成效，更对整个教学质量产生深远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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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响。作为教师，我们应当积极地将课堂的主体地位交还给学生，通过精心设计的情境教学法，旨

在激发学生对政治学习的浓厚兴趣，鼓励他们进行自主探索，并促进师生之间的有效交流与互动，从

而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是通过深入与一线教师交流，我们注意到，尽管

课堂氛围看似活跃，但讨论内容往往流于表面，缺乏深入地探讨与分析，甚至出现了形式化的倾向。学

生的自主意识尚待提升，讨论成果未能充分展现其潜力与价值。这一现象部分源于学生对课堂讨论价

值的误解，将其视为时间的无谓消耗。面对无论多么热烈或复杂的讨论，学生可能认为教师最终都会

给出总结性的知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参与热情与积极性。对于已经预知答案的学生而

言，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沉默或敷衍应对，过度依赖教师的直接讲授与总结，这在情境教学的背景

下，可能成为制约学生提升分析理解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新的教育环境下，如何更加高效地运用

情境教学法，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促进他们的深度思考，成为所有语文教育工作者亟待深思并着

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4. 情境教学法在高中语文课堂运用中的问题归因 

4.1. 部分教师情境教学法能力不足 

在情境创设的技艺展现上，部分教师仍展现出较大的提升空间。情境，作为情境教学的核心基石，

其构建需要教师在清晰把握教学目的的基础上，精准对接教学内容与学生特性的契合点，精心挑选素材，

以匠心独运的方式营造出既引人入胜又富含教育意蕴的情境氛围。然而，据调研结果显示，部分教师在

情境的严谨性构建上尚存不足。这些情境虽成功攫取了学生的注意力，但在启迪学生深度思考与全面沉

浸方面效果欠佳，进而削弱了情境教学的整体效能。此外，部分教师在运用情境教学法时，其语言艺术

的施展亦有待精进。教学语言，作为师生交流的桥梁，其感染力对于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激发思维活

力及提升学习兴趣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在情境教学的语境下，师生间情感的顺畅交流尤为重要，而这

无疑离不开教师语言艺术的精妙运用。然而，调研反馈揭示，部分教师在情境间的转换与衔接上显得较

为生硬，缺乏必要的流畅与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教师在情境教学语言艺术上的欠缺。再者，部

分教师在实施情境教学法的过程中，缺乏整体性思维的引领。整体性思维在情境教学中的运用，有助于

确保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学习历程更加连贯与完整，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4.2. 情境教学法中的学生的主体性意识薄弱 

从学生视角审视，情境教学模式在参与度方面存在显著不足，其背后根源错综复杂。首要问题在于

学生对该学科兴趣的匮乏。兴趣的缺失使得学习过程变得尤为艰巨，而学生对高中语文课的热情，作为

驱动课堂教学的核心引擎，直接关联到教学质量的优劣。因此，如何有效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成

为教师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他们更倾向于采用传统的讲授与背诵方式，以快速掌握知识点，追求效率

与时间的最大化利用。对于情境教学与核心素养的培养，由于其并非直接的考核标准，学生往往缺乏参

与动力。这种观念在学生群体中根深蒂固，甚至部分家长也持相同看法，这进一步加剧了高中语文课堂

参与度的低下以及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困境。 

4.3. 学校相关教学评价机制不健全 

教学评价体系亟需持续优化与精进。每种教学方法皆需一套完善的体系作为评估基准，否则，教学

活动便难以称之为完整。缺乏评价体系，教师与学生均难以洞悉教学方法的改进空间，情境教学法自然

也不例外。当前，传统的评价机制仍过分倚重考试，学生的总体成绩成为衡量教师教学能力的主要标尺。

在此框架下，教师往往更侧重于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而非聚焦于核心素养目标的实现。从另一维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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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此类评价机制可能促使教师为追求班级整体成绩的提升，而缩减情境教学中的某些关键环节。特别

是在高考的重压之下，教师更为关注学生的应试表现，教育重心不可避免地偏向于考试成绩的提升。因

此，像情境教学这类需要学生投入额外时间与精力的活动，往往受到教师的限制甚至取消，这无疑加剧

了学习的机械化倾向，使得情境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初衷难以实现。 

5. 高中语文阅读课情境教学法应用策略 

5.1. 教师结合课程目标要求设计优质情境 

在课堂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主要包括以下核心要点：首先，情境创设需精准对接学生的认知

层次，切实满足其个性化需求。鉴于学生间存在的个体差异，教师在遵循认知发展规律构建情境教学框

架的同时，应深入洞察每位学生的独特兴趣与需求，量身定制教育方案，并灵活采用多样化的情境教学

策略。其次，情境创设应紧密贴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情境教学作为模拟性课堂活动的核心，其成功与否

在于能否有效促进学生心理结构的内化过程。因此，情境内容需高度契合学生的日常经验，以确保学生

能够自然融入并深刻理解所学知识。最后，情境创设应始终凸显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传统教学模

式中，教师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极易削弱学生的自我意识与主动性。

实际上，学生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在教育过程中应占据核心地位。教师在设计情境教学时，应

充分认识到学生的独特性与发展潜力，确保教学活动始终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为此，

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需将课本知识、社会实际与学生主体三者紧密融合，构建富有启发性与实效性

的教学情境。同时，教师还应积极转变角色，强化自身的引导作用，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与观念引导，

赋予学生更多的课堂主动权。在具体情境创设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通过亲身体验与感悟，深入理解

不同社会角色的内涵与价值，从而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5.2. 学生发挥主体作用积极参与情境教学 

学生学习态度的形成，源自对学习的深刻理解与积极体验。他们首先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趣味性

和体验性，随后形成个人化的理解和评价，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与价值，进而对学习过程产生认同、赞赏

乃至热爱的情感。这份热爱与喜好自然而然地催生学习动机与愿望，最终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

相反，当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或对某一学科怀有强烈抵触情绪时，这往往源于对该学科形成的消极思

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难以明确自身需求，只会盲目拒绝主观上“不愿”接受的内容。一旦这种消

极思维固化为习惯，学生将迅速丧失对该学科的兴趣。教师需要给予学生写作指导，对文章结构、段落

组织、语言表达等进行重点分析，让学生学会如何构思、下笔、润色文章[5]。 
以 2022 年高考全国乙卷名篇名句默写为例，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充分利用白居易的《琵琶

行》等经典古诗词作为教学素材，以此来确立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核心在于让学生不仅能够准确理解

重点诗句的深层含义，还能够熟练地进行默写。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琵琶

女的身份背景，以及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诗文背后的历史文化内

涵。特别是在讲解《琵琶行》这首诗时，教师应该着重分析和讲解其中的名句“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

《霓裳》后《六幺》”，这句诗不仅描绘了琵琶女精湛的演奏技艺，也反映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

情感变化。通过对这句诗的深入解读，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诗中所蕴含的艺术美和情感深度。同时，教

师还应该指导学生进行默写练习，通过反复地书写和记忆，确保学生能够将这些重点诗句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从而在高考中能够准确无误地默写出这些名篇名句。此外，教师还可以设计一些互动性的教学

活动，比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让学生在参与中加深对诗句的理解和记忆。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

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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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学校完善相关教学保障机制 

基于核心素养的情境教学法评价，学校需构建一个更为综合且平衡的评价体系。核心素养，这一跨

学科综合素质的精髓，往往隐匿于特定情境之中，难以直接观测与评估。然而，其普遍性与可迁移性特

质要求我们在评价过程中必须依托具体情境。通过情境化评价，特别是针对高层次学习成果，如增强的

思维能力、复杂的认知能力及新环境问题解决能力等，我们能够深入剖析学生的真实思想与价值取向，

实现对学生知与行的全面考量。相较于传统评价模式，表现性评价以其独特的视角聚焦于学生所知与所

能，大量研究数据有力证明，其在检测高层次与复杂思维能力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并有效促进学生多

元能力的获取。同时，表现性评价以其诊断性教学实践的支撑力，为课堂教学的深化与发展注入新活力。

其核心直指课程的核心目标——即我们当前所推崇的核心素养目标，这些目标需通过真实情境中的任务

实施与检测得以落实，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经历学习，体验成长。 

6. 结语 

情境教学法在语文教学领域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通过创设与日常生活

紧密相关的情境，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语文知识。高中教师普遍重视这一教学策略，认为它是提升

教学效果的关键手段。本文旨在探讨如何运用情境教学法来提高教学质量，概述了其基本原理和操作方

法，并详细阐述了其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指出该方法能够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文章

提出了情境教学法，目的是增强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作者期望通过这些方法，使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激发兴趣，培养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为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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