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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基于真实学习的语文情境教学

肖培东

　 　 【摘　 要】真实、富有意义的实践活动情境是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形成、发展和表现的载体。 创设真实

而有意义的学习情境,凸显语文学习的实践性,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意识,真正实现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与应用。 情境教学要纠正某些偏向,切实转变为一线教师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容,必须基于学生的学习立场,强
调必要性、语文味、适切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情境教学;实践性;真实学习

　 　 真实、富有意义的实践活动情境是学生语文学

科核心素养形成、发展和表现的载体。 创设真实而

有意义的学习情境,凸显语文学习的实践性,也是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以下简称

“新课标”)的重要内容。 韦志成指出:“情境教学,
指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从教学

需要出发,引入、制造或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

体场景或氛围,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迅速

而正确地理解教学内容,促进他们的心理机能全面

和谐发展,提高教学效率。 情境教学是从教学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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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教学过程

中,学习情境的选择和创设对学生的学习非常重要。
情境教学以真实的生活情境为创设起点,在情境中引

出学习任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引导学生

沉浸到学习情境中主动积极地阅读与思维、表达与探

究,有效地进行学习,从而实现从“以教为主”到“以学

为主”理念的转变。 教学情境的创设利于学生主动探

究知识,真正实现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但实践

过程中也出现了“为情境而情境”的教学现象———教

师刻意用情境包装教学,取情境之“形”而忽视内容之

“实”,以致迷失了教学的方向———这必须引起我们的

高度警惕。 情境教学如何跳出误区,如何真正服务于

学生学习的需求,我们需要强调语文学科的本质属

性,基于学生的学习立场,回归教学常识。
情境教学要有必要性

情境教学解决的是学生认知过程中的形象与抽

象、感性与理性、旧知与新知的关系和矛盾的问题,若
能善加运用,便可激发学习兴趣,创设出良好的教学

氛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但是我们不能把情境教学

当作一种时尚,更不能想当然地在情境教学和好课之

间画等号。 情境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手段,在教

学中适当应用是有益的。 教学中创设情境要慎重,要
讲究必要性,不能为了情境而情境,如温儒敏先生所

说,“要避免过于重视情境和活动而忽视经典阅读的

问题”。 我们要根据课文的不同类型、难易程度和学

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特点及学习状态来考虑创设需

要。 浅显易懂的文章,更适合学生自然阅读;文意深

涩、内容枯燥且障碍明显的文章,则要教师积极地在

文章的重点、难点、亮点以及观点凸显处创设情境,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积极、迅速、准确地感知、
理解和运用,有效地进行学习。 当然,情境设置有没

有必要,从学生的学习来看,要看能否驱动学生深读

文本、伸展阅读中的思维、实现能力的迁移、培养其解

决问题的能力。 而从情境本身来看,则要考虑它能否

有效地蕴含教学的重要内容,能否起到很好的承载作

用。 不然,冗余而浪费。 有教师执教《走一步,再走一

步》时,设置了这样一个“情境”:小明读了文章之后,
想概括、梳理一下故事,请你帮助小明完成一下。 这

个所谓的情境设计,实质就是概括文本故事情节,有
没有“小明”都无所谓。 这一个情境创设徒有形式,毫
无必要,低估学生的阅读能力不说,课堂还变得臃肿,
直接进入文本内容梳理更加简洁明了。 执教《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有教师要求学生现场扮演,把童年鲁

迅在百草园的活动展现出来。 学生纷纷离开座位,模
拟翻断砖、按斑蝥、爬树等儿童活动,课堂虽热闹非凡,
却只是顾着“情境和活动”,置文本和语言阅读于不

顾。 再如教学《孔乙己》,有教师设计了“孔乙己眼中

的孔乙己”这样一个情境教学环节:请同学们把自己

想象成孔乙己,结合课文内容,答记者问。 学生扮演

记者,开始了诸如“孔先生,你为何如此酷爱穿长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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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先生,你生活困顿,为何却从不拖欠酒钱”的提问。
扮演“孔乙己”的学生或回答“穿习惯了”“我是读书

人”,或回答“欠人家的东西不好”,等等。 这些回答,
其实已经带有确定的结论性,学生在该环节并没有很

好地进行文本的阅读伸展,情境未起到有效的驱动作
用,也未能很好地统摄起下面环节的教学。 情境教学

是一座架起直观到抽象、感性到理性、教材到生活的

桥梁。 但是对“孔乙己”这样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的

探究,是否有必要通过“采访”这一“情境”来进行呢?
演者嘻嘻哈哈,看者前俯后仰,学生与文本太“隔”,并
未能够有效地伸展学生的阅读思维,实不如学生认真

阅读、揣摩效果更好。 因此,情境不具备必要性而被

创设,只会干扰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增加学生与文本
对话的难度。

情境教学要体现语文味
情境创设要立足学科特点,体现学科本质,紧扣

教学内容,凸现学习重点。 新课标指出:“语文学习情
境源于生活中语言文字运用的真实需求,服务于解决

现实生活的真实问题。”“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不是

并列的,并非要一项项分开来完成。 温儒敏先生多次

强调,应当坚持“语言运用”为本,整个教学过程都要
把“语言运用”的学习作为教学任务,同时“以一带

三”,很自然地、综合地用语文课特有的形式达成各项

素养的学习指标。 语文教学,要紧紧围绕“语言”这一

核心,在语用以及增强语用体验上下功夫,要重视并
落脚于“语言运用”,强调其“本位”的引领和覆盖作

用。 语文学习情境的设置,也必须指向语言,落脚于

语言学习,以学生的语言生活实际为基础,拉近语言

学习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使课堂教学更加充满活
力。 教学《老王》,我把师生课前问候作为情境背景,
借助一句“老师好”快速导入教学。 “老师”的“老”和
“老王”的“老”有什么区别? 生活实际中的人物称呼

和文本中的人物称呼瞬时关联起来,引导学生直入散
文中写“我”与“老王”关系的语段,去感悟彼此之间的

真诚相助、善良和温暖。 为了深入体悟人物的内心世

界,更是利用原文加以情境创设,让学生给彼此之间

最后的对话补白。 “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
们吃?”“我不吃。”“我不是要钱。”学生根据对原文的

理解,加以语境创意补写,给每组对话都添上一句。
有想象,也有语境的揣摩,这就是指向语言体验的情

境创设。 我们可以利用情境促进学生读进文本,细嚼
语言,让“读”真实发生,实现“阅读输入”。 我们也可

以利用情境达到“阅读输出”的目的,既可以实现对原

文的意义建构,又可以呈现出学生的阅读效果,强化

语言体验。 如《一棵小桃树》的教学,我创设了这样一
个情境:如果贾平凹先生只能给小桃树写一个字,你

觉得哪一个字最能代表他对小桃树的感情? 一石激
起千层浪,“敬”“念”“梦”“怜”“美”“思”等先后被学

生创意性地表达了出来。 这是学生在深读之后对文

本意义的自我言语建构,也是作品在学生体验之后精

神世界的意义建构。
需要强调的是,语文味的情境教学要指向语言学

习,还要落在“这一篇”的学习上。 余党绪老师提出,
基于文本、指向文本、回到文本应该是情境设置的基

本原则。 情境教学要把语文学习对象、内容本身所构
筑的“情境”作为根基,要真实地服务于文本教学,与
教学目标保持一致。 我们在展开情境教学时,要以文

本本身的情境为核心,贴近文本的体式与蕴含的情境

色彩,充分地在文本所塑造的人、事、景、物的丰富世界
中去感受、联想、想象。 创设的情境与文本的教学目

标要有关联性,要指向文本的深入理解,否则就消解

了文本阅读的意义,脱离了语文教学的根植语境。 教

学郦道元的《三峡》,有教师设置了“为三峡写广告宣
传语”的情境任务,学生很感兴趣,说出了“三峡,我们

共同的家园”“我们在三峡等您”等好句子。 可是,这
和文言文《三峡》的学习缺少教学的直接关联。 情境

的创设要紧扣文本特质,要围绕学习文本而展开,教
师在创设情境布置任务的时候,可以加上一句“利用

《三峡》中的语句(来创写广告语)”,这样就可以促使

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去理解文本内容,吸取文本

中精华部分,实现对文本真实有效的阅读。
情境教学要适切

创设有价值的教学情境是教学改革的重要追

求。 新课标指出:“创设情境,应建立语文学习、社会

生活和学生经验之间的关联,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应
整合关键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体现运用语文解

决典型问题的过程和方法。”情境创设的适切性,意
味着情境的创设要基于学情和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去

展开,顺应学生心理需求,能调动和启发学生的思
维。 问题要具有一定的思维容量和思维强度,难易

适中,以“学生跳一跳,才能够得着”为最佳。 如教学

《苏州园林》,要求学生画出苏州园林游览路线图,就
不太实际。 文章并未具体介绍某一座典型的园林,
而从主到次、先整体后局部的说明顺序也不代表参

观路线。 情境脱离学情,教学则无意义。 但如果让

学生扮演导游,就苏州园林“假山池沼的配合”或者

“花草树木的映衬”做介绍,来体现苏州园林“务必使
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

画”这一特点,既紧扣学习内容,又与学生年龄特征、
心理特点、认知水平和思维方式相适合,这样以学习

者为中心的情境创设才会获得真正有效的成果。 情
境创设的适切性,还意味着要符合生活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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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强调“要引导学生关注家庭生活、校园生活、
社会生活等相关经验”,“建设开放的语文学习空

间”。 余文森教授提醒我们要“在学生鲜活的日常生

活环境中发现、挖掘学习情境的资源” “只有在生活
化的学习情境中,学生才能切实弄明白知识的价

值” [2]。 语文教师要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语言基

础,将语文学习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尽量使情境
真实或接近真实,有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或实现的可

能。 要追求能走进真实生活的、形象的、具体的情

境,为学生提供攀爬支架,通过对真实可感的情境的
相关问题的探究,完成对主题的意义建构。 “飞雪连

天”就不适合南方的学生,“水乡泛舟”也不适合北

方的学生,要缩短学生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情境就必
须是学生相对熟悉又与作品契合的。 情境创设的适

切性,还意味着创设的情境要适时适度。 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 情境只有在为教学服务的时候才能叫作
好的情境。 情境创设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事实上,
不是每节语文课都能够或都需要创设情境,更不是

每节语文课所创设的情境都能收到好的效果。 所
以,一堂课,什么时候要创设情境,要创设几处情境,
教师都要慎重。 宁鸿彬老师的经典课例《七根火

柴》,第一个环节就有一个情境设计:“假如你是‘红
军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在你负责的展台上摆放着

六根火柴,请你以讲解员的身份,用讲解员的口吻,
根据这篇课文的内容,向你的观众简要介绍这六根

火柴的来历。” [3] 它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在

考查学生对文本的整体把握能力与口语表达能力,
在“整体感知”阶段介入非常适时,一节课由此就有

了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也有很多课堂教学,教师
在一开始就急着设置情境,不是指向整体把握,而是

角度失准地指向了“问题解决”,结果很难达到思维、
情感的整体性建构,使核心素养培育无所适从。 也
有教师情境创设过多,喜欢在情境中“流连忘返”,致
使学生语文学习浮光掠影,难以深入。 情境的创设

并非越多越好,要讲究简洁,绝不可过度创设而使学
生忙于应付,无法达成真实学习。

情境教学要有时代特色
李吉林老师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

情境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 杨再隋教授在《李吉林

情境教育的时代特征》中指出:“情境教育找准了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活化了传统文化,使之
为当代教育服务,又注意吸纳世界多元文化,拓宽儿

童教育的文化视野,导引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沟

通。” [4]科技时代、信息社会,教育的发展势头迅猛无

比,对于学习主体的学生,也需要我们用动态的、发
展的眼光来看待。 教学永远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

教师要努力创设富有时代性、与学生的生活联系紧
密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的探
究欲望,使学习迁移,观照生活和社会,培育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 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提升学生语文
核心素养的要求。 新课标指出:“学习情境的设置要

符合核心素养整体提升和螺旋发展的一般规律。”叶
丽新在《“情境”的理解维度与“情境化”试题的设计
框架:以语文学科为例》中指出:“核心素养语境下关

注情境,是因为情境作为现实生活的局部的缩影,可
能蕴含丰富或复杂的信息、关系,学生需要综合运用

各种知识、技能才能完成任务。 情境的复杂性,不完
全取决于要实施的活动类型,以及要调动的知识、技
能和态度,它主要取决于要调动多少知识、技能和态

度。” [5]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内部学习动机核心的成

分,在这个信息社会里,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智力
发展水平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与认识水平都比以

往要高出许多,小孩子过家家式的游戏情境根本无
法打动学生,“微信朋友圈”“自媒体公众号”等也日
渐平常,彰显时代特色的真实情境的引入很有必要。
我们要以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感的素材创设情境,从
学生熟悉和感兴趣的生活情境和现实世界出发,丰
富语文活动,发展实践意识。 教师要置身于新时代
的潮流中,自我更新思想,关注互联网时代语文生活
的变化,关注当代学生的学习需求,引时代活水进课

堂,将语文学习、思考与时代的新问题连接起来,保
证新设情境能激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激起学生的积

极思考,让学生在情境任务的驱动下开展学习活动,
真正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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