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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情境教学及情境创设路径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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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交往视域下的中学语文情境教学，关注学生与教师的平等关系，又基于中学生的特点，具有其独特性。这种
教学教师和学生处于双向交往、平等对话、彼此建构的关系；具有“情感贯串”、“情”“境”联结、促进学生发展和师生融洽

相处的特性；遵循情感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平等性原则、适宜性原则。在以上基础之上，探索情境创设路径，提出“依循

文本，依文本设情境；把握重心，依中心设情境；情境相合，依实际设情境”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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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交往视域下的中学语文情境教学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要观点

之一。马克思实践论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以

此为基点产生了社会交往关系。社会交往关系包括两种

“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关系表现为后者，即“人对人的作用”，强调的是主体与主

体之间的交往活动，而主体亦是受动与能动的统一。基

于此，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与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构成

交往理论中的双方，在中学语文情境教学中，双向交往，

平等对话，彼此建构。

２　交往视域下中学语文情境教学的特性
我国中学阶段的学生大都是１１～１８岁的青少年，其

认知特点和人格发展都具有特殊性：根据皮亚杰的认知

发展理论，他们处于形式运算阶段，其思维水平与成人接

近，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

论，他们处于角色认同时期，顺利度过这一阶段将有助于

以后适应社会，自立于社会；除此之外，中学生的自我认

知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叛逆性较强，且强烈期望收获成

长，获得肯定和重视。中学语文情境教学立足于中学生

的发展特点，对其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所渴求的尊重和表

现欲给予充分关注和适当满足。

２．１　“情感贯串”的特性
中学语文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浓缩，凝聚了中华文

明的精华。其人文性很大程度上是学科的生命力所在。

触人心弦的文字、感人至深的故事、洋溢着美妙生活气息

的墨迹，无处不彰显着智慧，无处不渗透着美感。中学语

文是追求美的学科，这种美不仅是形式的美，更是蕴含丰

富生活感受的美，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获得美的享

受”［１］。这种情感活动蕴含于语言之中，超越学生的日常

生活。中学语文情境教学担负着唤醒学生生活情感的使

命，不仅要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更要激发其对美好生活

追求的情愫。

２．２　“情”“境”联结的特性
中学语文情境教学以“情”为线索，以“境”为工具，将

感情作为一种必备元素植入整个语文教学过程。语文教

学是为了将学生的感情纳入语文学习中，此处的感情包

括对知识内在的渴望之情，对语文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的

认同感等。所设置的情境贴近现实生活，具有深切的空

间感。“情”在“境”中，“境”中有“情”，“情”“境”密切相

连，学生的感情在特定的“境”中被唤醒和理解。

２．３　促进学生发展的特性
语文具有基础性，与数学等其他学科交相辉映，共同

促进学生的发展。“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对儿

童的智能、情感及个性品质发展的影响更深远。”［２］中学

语文情境教学着眼于学生情感和智能的双向发展，力求

将知识融入情境之中，使学生受到感染和熏陶，进而获得

发展。

２．４　师生融洽相处的特性
教师、学生和情境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他们在中学

语文情境教学中居何种位置，能否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

直接决定了情境教学的最终效果。学生在老师的指引下

积极融入情境，获得认知，陶冶情操。教师是引导者，学

生具有主体性，情境则有天然的工具性（如图１）。

图１　中学语文情境教学中师生交往关系示意

交往视域下的中学语文情境教学强调教师和学生的

平等性。中学语文情境教学中，学生融入到教学实践，大

胆与老师切磋，积极建构真正有活力的、属于自己的知

识。师生共同探讨知识，互相借鉴对于知识的解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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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模式下，文字和语言都焕发了活力，而情境教学

也为教师和学生搭建了交流平台，在其中实现教学相长。

３　交往视域下中学语文情境教学原则
３．１　情感性原则

中学生情感丰富细腻，对于情感的感知程度远远大

于对知识的知觉程度。中学语文情境教学将情感融入知

识，让知识富有生命力，极易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

的情感体验。只有投入情感的知识才充满美的意蕴，才

能够让学生对要学习的知识产生亲切感，在流露着真情

的字里行间受到精神的洗礼，获得精神的深邃体验。

３．２　平等性原则
传统的语文教学人为割裂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亲密

关系，片面夸大了师生差距。传统教学以试卷上的分数

为标准，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优秀生”往往会得到教师

的特别关注，而“差生”或者所谓“后进生”则倍受冷落。

结果是优秀生恃宠而骄，差生和后进生失去前进的信心

和动力。中学语文情境教学中的平等性原则关注教师和

学生在知识面前的平等地位，强调处于同等位置的学生

之间自然的平等性。师生和生生的平等性并不仅是自然

意义上的平等，也具有社会意义的对等性。

语文情境教学的平等性原则，要求教师深刻认识自

身在知识传递中的作用，帮助学生发挥出应有的主体性，

同时注意营造健康的竞争与合作氛围。

３．３　实践性原则
教育部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１）》中

提出“语文课程是实践性课程”［３］。中学语文情境教学是

一种以学生为出发点的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模式。语文情

境教学的实践性原则要求任课老师具备一定探究能力，

认真研究学生的实际情况，有目的地观察学生在学校的

表现，及时向家长了解学生在家里的情况，从而在课堂上

有的放矢，创设出具有实践性的情境，使学生在其中找到

某种归属感，激发起他们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感情。

实践性原则还要求老师充分把握语文的实践性特

性，深入剖析课程内容，深入挖掘课程目标的实质，实现

二者与课堂实践、学生情况的结合，引导创设特定情境，

激发置于其中的学生的表现欲，使其收获知识并获得一

定满足感。

３．４　适宜性原则
随着新课改的进行，不乏教师尝试运用情境教学。

但有些教师片面追求课堂的活跃气氛，采用各种方式搞

活课堂，却容易导演课堂闹剧。中学语文情境教学需要

把握一定尺度。其中的情境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让学

生掌握知识、提高能力、投入感情才是目的所在。

４　交往视域下中学语文情境教学情境创设路径
４．１　依循文本，依文本设情境

语文教学必须依照文本，深刻解析文本才能够抓住

语文学科的要害。教师创设情境只能从文本出发，又要

以其为着力点。文本本身凝聚了厚重的文化韵味，具有

丰盈的审美意味。语文课堂不同于活动课堂，单纯追求

课堂的热闹，用各种形式，如音乐、视频、表演等丰富课堂

内容无可厚非，但也要根据文本需要适时取舍。比如学

习某一首古典诗歌，一些老师要求学生将诗歌译成现代

白话文，还有的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画出诗歌表现的

画面。这种做法没有抓住诗歌本身的特点和学习规律，

用现代白话文代替了音律和谐的文言文，用静态的画面

替代了诗歌本身生动活泼的画面。无疑，将使学生的学

习事半功倍。诗歌本身具有音律性和画面感，而且字里

行间都有诗人创设的情境，这时要做的目的不是另辟蹊

径再设情境，而是要挖掘诗歌固有的情境，将学生带到情

境中用身心去体味其中的韵味。

４．２　把握重心，依中心设情境
课堂教学不可能包罗万象，需要教师找到切入点，快

速准确定位文本重心和课堂重心，紧紧围绕重心，创设适

当的情境。例如，老师引导学习朱自清的《背影》，《背影》

重点在于深沉而带点琐碎的父爱，难点在于体会“我”的

想法的变化。因此，首先，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细致体会文

章中的父爱。从父亲的动作和语言等方面进行引导。而

且从《背影》中除了可以深刻体味出浓浓的父爱之外，还

有儿子对父亲的带有悔意的爱，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可以

剖析其缘由，进行情感教育。在知识技能层面，这篇文章

着重细节的描写，尤其是对父亲背影的描述细致入微，教

师抓住这一点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学习从细节入手

展开叙述的技巧，从而提高写作能力。而有些老师对“父

亲”翻越护栏大讲特讲，一定程度上就将文章中的意蕴淡

化了，脱离了文章中心，当然也就难以实现其教学目标。

４．３　情境相合，依实际设情境
中学语文情境教学为了感情而设置“境”，在“境”中

而生发感情，“情”与“境”相合。例如，老师带领学生学鲁

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作品中对祥林嫂境遇的书写饱含

深深的同情，同时对祥林嫂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深地憎恶。

文章通过“我”的视角叙述了鲁镇的社会现实状态，叙述

了祥林嫂的遭遇。想要深刻理解祥林嫂的遭遇，就必须

把握文章中所体现出的社会背景，亦即“境”。教师需要

引导学生设身处地站在祥林嫂的角度体会她的情感。在

这种悲凉的情感支配下，教师引导学生所创设的境，必然

是深沉和凝重的。

再如，学习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文中字字句句含

情，每个字符都是老先生对祖国和家乡浓郁的热爱之情

的见证。学习这篇文章领会作者的情感，设身处地感受

其中情怀。还要看到，这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文中对

雨的描写细致入微，观察视角独特，体会其中观察的奥

妙，选取关注体验生活的角度也是学习此文的关键。这

时，所创设的情境又不同于前一篇文章了。

情境相合，对于任何一个文本的学习都是如此。依

据文本的实际创设一定的情境，既要符合文本需要，又要

使情与境紧紧相关。单纯注重“情”，或者单纯注重设置

“境”，不利于学生准确把握文章的情感和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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