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的探索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    钱和生 

二○一三年十一月·泰兴 



一、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原则

1．情境性

       贯穿情境学习理念，学习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
必须根据课文学习内容设置针对性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
学习。
      情境性是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的重点，更是特色，也是
难点。



1．情境性

——特点：（1）形真 

          形真，要求形象具有真切感，神韵相似，以鲜明的
形象强化学生感知教学内容的亲切感。

          “形真”，不是实体的机械复制，或照相式的再造，而
是简化的形体、暗示的手法获得与实体在结构上对应的形
象，从而给学生以真切之感。

一、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原则



1．情境性

——特点：（2）情切 

          情切，即情真意切，让情感参与认知活动，充分调
动学习者的主动性。

          情境教学是以生动形象的场景激起学生的学习情绪为
手段，连同教师的语言、情感、教学内容以及课堂气氛成
为一个广阔的心理场，作用于学生的心理，从而促使他们
主动积极地投入整个学习活动，达到学生整体和谐发展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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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境性

——特点：（3）意远 

          意远，即意境广远，形成想象契机，有效地发展想
象力。

          “情境”不是“情景”，讲究的是“情绪”和“意象”。情境教
学是凭借学生的想象活动，把教材内容与所展示的、所想
象的生活情境联系起来，从而为学生拓宽广远的意境，把
学生带到教学内容所描绘的情境之中。

一、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原则



1．情境性

——特点：（4）理寓其中 

          “理寓其中”，就是从教学内容出发，由教学内容决
定情境教学的形式。

一、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原则



1．情境性

——原则：（1）诱发主动性 

          有意识地把学生一步步带入相关情境，让学生感到，
让学生感到“情境即在眼前”“我即在情境中”：其人可见、
其声可闻、其景可观、其物可赏。

          其过程：探究——满足——乐趣——产生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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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境性

——原则：（2）强化感受性 

          通过优化情境引导学生从感受美的乐趣中感知教学内
容。展示：生动的画面、音乐的旋律、角色扮演或实物演
示。

          作文：指导观察—发展思维—训练语言——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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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境性

——原则：（3）突出创造性 

          不断地把学生带入到一个个永远没有终结的“最近发
现区”，让学生不断意识到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丰富表象，为组合新形象打下基础：引导学生观察—
帮助学生储存表象

          注重想象，为创造新形象提供契机

          鼓励求异，培养思维的广阔性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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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境性

——原则：（4）渗透教育性 

          以激发学生真情实感、激发学生学习的情绪及情感为
目标。

          语文：引导学生在初读课文、激发动机中“入情”；在
感受课文描写形象中“动情”；在领悟课文语言的神韵中“移
情”；在表情朗读、语言训练中“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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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境性

——原则：（5）贯彻实践性 

          情感教学强调基础，注重实践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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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指导性

    方法的指导是当今语文教学改革的方向，让学生掌握方

法并运用方法学习语文、掌握语文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

在情境中让学生学习语文，

    在情境中指导方法。每一个情境的设计不仅是学习内容

的引导，还必须包含某一文体文本知识体系结构点阅读与欣

赏方法的指导、某一表达与交流方法的指导。 

一、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原则



3．科学性

       情境设置模式在具有针对性的基础上，还必须坚持设

置情境内容的科学性、学习内容设计的科学性。

一、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原则



二、中职语文情境化教学情境设置环节

阅读与欣赏：情境导入——情境学习——情境拓展

表达与交流：交际、表达情境设置——情境交流、表 

            达实践指导——交流、表达实践训练

综合实践活动：综合实践活动情境设置——综合实践

                       活动指导——活动实践训练



二 二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情境设置 从生活中选取某一典型场景，作为学生观

察的客体，把学生带入社会，带入生活。

典型场景 “鱼类”“集群的、适宜于捕捞的海域”

“鱼类”“集群的海域”

“适宜于捕捞的海域”

利于学生观察的“集群”信息客体——有适
宜学生学习（“捕捞”）的大量信息（“鱼
类”）

适宜学生开展学习（“捕捞”）的有着大
量信息内容的场景（海域）



努力营造能引起教学任务完成的环境（氛围）、条努力营造能引起教学任务完成的环境（氛围）、条

件内容等等。要隐含完成教学任务的必要（必需）件内容等等。要隐含完成教学任务的必要（必需）

条件内容。表达方式以叙述为主、描写为辅。条件内容。表达方式以叙述为主、描写为辅。

二 二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教学情境设置

情境设置主要不是推出教学任务，只是隐含完成教

学任务的条件内容。导语才是为教学任务的推出设

置的。

情境设置主要不是推出教学任务，只是隐含完成教情境设置主要不是推出教学任务，只是隐含完成教

学任务的条件内容。导语才是为教学任务的推出设学任务的条件内容。导语才是为教学任务的推出设

置的。置的。



二 二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王云和李月是好朋友，中考后，王云选择了普通高中，李月选择了职业

中专。暑假结束前，两人相约到市里的大型生态公园游玩。公园里，怪石嶙

峋的假山，碧绿连天、荷花争妍的池塘，柳树成荫的湖中小岛，错落有致的

亭台楼阁……每一处都留下了她们的欢声笑语、俏丽身影。坐在荷花池边的

草坪上，两人畅谈理想，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充满憧憬。王云提议：分别在即，

我们不妨效仿古人，每人选择公园中的一处景致写下一段文字，配上我们游

玩的照片，留作永恒的、美好的回忆。李月听完拍手称快。

 如果你就是李月或王云，请你任选一处印象深刻、深深喜爱的景点进行描

写，留作记忆中永不磨灭的美好体验。

举例分析

任选一处 指那？
“情境”外？

“情境”内？

这段“情境”文字何用？

这段“情境”文字中“集群”的“鱼”在那？ 

如果这是“鱼”只是一
些“小鱼”是不适宜“捕
捞”的

如果这是“鱼”只是一
些“小鱼”是不适宜“捕
捞”的



二 二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王云和李月是好朋友，中考后，王云选择了普通高中，李月选择了职业

中专。暑假结束前，两人相约到市里的大型生态公园游玩。公园里，怪石嶙

峋的假山，碧绿连天、荷花争妍的池塘，柳树成荫的湖中小岛，错落有致的

亭台楼阁……每一处都留下了她们的欢声笑语、俏丽身影。坐在荷花池边的

草坪上，两人畅谈理想，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充满憧憬。王云提议：分别在即，

我们不妨效仿古人，每人选择公园中的一处景致写下一段文字，配上我们游

玩的照片，留作永恒的、美好的回忆。李月听完拍手称快。

 如果你就是李月或王云，请你任选一处印象深刻、深深喜爱的景点进行描

写，留作记忆中永不磨灭的美好体验。

海域里“水”太多
“鱼”太少又太小



四 四 关于编写内容的再认识 关于编写内容的再认识 

内容不能远离教材

《古代诗歌的阅读与欣赏》

       春花、夏荷、秋月、冬雪，大自然中一切美好的景物，都是古人吟哦

的对象。在他们眼中，这些景物都可以寄情抒怀。古代众多名家的佳作，已

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正哺育一代一代中华儿女。试以月、梅、山、水

为主题，各遴选古诗一首，写出你为什么选这首诗的原因，完成下表：

优美、激情

拓展 ？
拓展到那里去？ 

配套辅导用书是指导学生如何学习主教材内容！ 

基础模块（上册）所选古诗没有一首是写春花、夏荷、秋月、冬

雪，也没有一首是以月、梅、山、水为主题的诗。

导语与任务内容
的关系？

导语与任务内容
的关系？

针对设置问题进行方法指导 



内容不能远离教材

《复述》中的记忆训练

 记忆是智慧之母，记忆可以复述出无数美妙而高贵的事物。假如没有记

忆，万物都会成为转瞬即逝之物。让我们从现在起，训练记忆，留存美好，

展示美好。

 3—5名同学组成游戏小组，凭借材料，训练记忆，比一比，看谁记得多，

说得准。

 材料：记忆年历

 快速（五秒）观察下列年历表，能回忆出这个月的第几天是星期几。

形式活泼

复述 复述的记忆训练：抓关键词！以游戏形式记忆年历对

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复述能力的训练有何关联？

二 二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语言要有抒情但不能滥用抒情

《古诗重读》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走进人类浩瀚的文明史，每一首优秀的诗歌就是一颗光辉灿烂、夺目

耀眼的明珠。那一首首闪烁着智慧的经典，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洗礼；那一

篇篇散发着馥郁的篇章，让我们的人格得到历练。让我们在跳动着青春音

符的诗歌中诗意地徜徉，丰厚人生的底蕴。

    挑选诗歌，需要我们有独到的审美眼光；欣赏诗歌，需要我们有独特

的审美情趣。请根据“‘青春诗会’朗诵作品的选择标准与范围”的要求，选择

一首你最喜欢的诗歌，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向同学推荐，并仿照“示例”制
作“诗歌推荐卡”，参加班级举办的“青春诗会·优秀诗歌展”。

应该是：《青春诗会》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中外现代抒情诗中外现代抒情诗

二 二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选择材料的准确性
请仿照示例，运用提供的材料论证论点 

示例：

……

训练：

观点：知识就是力量。

材料：史蒂芬·霍金，被卢伽雷氏症（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禁锢在轮

椅上20多年，全身能“活动”的，除了眼睛，只剩一根食指，但这并不

影响他能够成为继爱因斯坦之后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享有国际

声誉的伟人、超人。 

理想是腾飞的翅膀

二 二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不论是情境设置还是活动任务导入语的内容都要
与完成任务紧密联系

情境设置的内容与完成任务紧密联系

——才能让学生有“鱼”可“捕捞”

活动任务导入语的内容与完成任务紧密联系

——才能让学生有“法”可“依”

二 二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关于情境设置的再认识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1）情境导入 

       以抒情的语言，引导学生对课文主题的认识，突出人
文性；以概括性语言点明本课的学习的方法，标明学习目
标，体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1）情境导入 

        “名人少年多立志”。岳飞“精忠报国”，鲁迅“我以我血荐
轩辕”，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沁园春•长沙》，则
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青年时的志
向和抱负的艺术写照：表现了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理想、抱负
与雄心，表现了一种胸怀天下、敢与旧制度斗争的豪情与勇
气 。在听读、品读、比读学习中，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领
悟他对秋的所思、所想，感受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伟大抱负和
革命情怀。 

语言情境模式：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1）情境导入 

        “名人少年多立志”。岳飞“精忠报国”，鲁迅“我以我血荐
轩辕”，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沁园春•长沙》，则
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青年时的志
向和抱负的艺术写照：表现了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理想、抱负
与雄心，表现了一种胸怀天下、敢与旧制度斗争的豪情与勇
气 。在听读、品读、比读学习中，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领
悟他对秋的所思、所想，感受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伟大抱负和
革命情怀。 

语言情境模式： 抒情语言：调动主动性

点明主题

点明本课学习方法

标明学习目标

教师以自己情感的语言
为教学载体，以学生的
兴趣为支点，将教学目
标渗透其中、将教学内
容、方法融合其中的一
种情境教学模式。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2）情境学习 

一、听读
    1. 百度搜索配有背景音乐的 《沁园春•长沙》的朗读视频或MP3 朗读录音。先

对照课文静心听一遍朗读录音；再边听朗读录音，边用“/”符号划出词句的句读音节。
    2. 先阅读下列文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你独自站在橘子洲头的最高处，置于秋水

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这是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你不仅看到了眼前岳麓山的枫林，也联想无数的树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
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笑放的春花还要艳丽，比六月飘舞
的彩霞更加瑰奇。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下的湘
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江面上，千帆竞发，百
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
羽，自由飞翔。俯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鱼群摆动鳍尾，任
意遨游。这是一幅立体的寥廓万里、绚丽多彩的江南秋景……

     不打开课本，再次边听读《沁园春•长沙》的朗读视频或MP3 朗读录音，边展
开想象回忆诗词所描绘的图景。

音乐渲染情境模式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2）情境学习 

一、听读
    1. 百度搜索配有背景音乐的 《沁园春•长沙》的朗读视频或MP3 朗读录音。先

对照课文静心听一遍朗读录音；再边听朗读录音，边用“/”符号划出词句的句读音节。
    2. 先阅读下列文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你独自站在橘子洲头的最高处，置于秋水

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这是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你不仅看到了眼前岳麓山的枫林，也联想无数的树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
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笑放的春花还要艳丽，比六月飘舞
的彩霞更加瑰奇。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下的湘
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江面上，千帆竞发，百
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
羽，自由飞翔。俯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鱼群摆动鳍尾，任
意遨游。这是一幅立体的寥廓万里、绚丽多彩的江南秋景……

     不打开课本，再次边听读《沁园春•长沙》的朗读视频或MP3 朗读录音，边展
开想象回忆诗词所描绘的图景。

音乐渲染情境模式

学习方法提示

提出要求：在音乐情境学习

教师以教学内容为依据，有目
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
色彩的音乐背景，从而激发学
生情感，帮助学生产生学习兴
趣、理解学习内容的一种情境
教学模式。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2）情境学习 

2. 用诗词原句，在下列图片下方的括号里，给予图片准确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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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境学习 

2. 用诗词原句，在下列图片下方的括号里，给予图片准确的命名

提出学习要求

情
景
再
现
情
境
学
习
模
式

注
意
：
对
应
性 

以图片、视频为教学载体，
将教学内容呈现在学生面前，
以引导学生对内容的认知，
掌握所学知识的一种情境教
学模式。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2）情境学习 

1. 摹仿
    根据下列提示，先摹仿诗人的视角动作，后根据诗人的

视角变化，在对应的括号中写出诗人的写景顺序。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远眺”。摹仿“远眺”动作，

这是写（  ）景。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近视”。摹仿“近视”动作，这

是写（  ）景。
   “鹰击长空”—— “仰视”。摹仿“仰视”动作，这是写（  ）景。
   “鱼翔浅底”—— “俯瞰”。摹仿“俯察”动作，这是写（  ）景。
   “远近高低各不同”啊！再设身处地，体会诗人独立橘子洲

头，饱览大好秋色时的情景，把观赏这些秋景时的神情、动
作连起来表演一下。 

角色扮演情境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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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近高低各不同”啊！再设身处地，体会诗人独立橘子洲

头，饱览大好秋色时的情景，把观赏这些秋景时的神情、动
作连起来表演一下。 

角色扮演情境学习模式：

角色扮演即角色模仿，是应
用角色扮演的技巧，借助一
定的情境并采用讨论的方法
来探讨知识的一种情境教学
模式。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2）情境学习 

3. 析词释句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刘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作家诗人创作时，是先有了情思抒发的冲动，再
发而为文辞形成作品，读者必先通过文辞才能了解作品传达的情思。这样，
由文辞入手，去解读作品，发幽探微，即使是隐微的内容，也会使它显露
出来。因此，在阅读鉴赏现代诗歌时，就必须把握其语言特点，从解读诗
歌语言入手，进而探究诗歌的意蕴和思想内涵。

      再细读诗词，思考：在写景的句子中，你觉得哪个动词用得最好？为
什么？
      再思考：如果我们将“鹰击长空”中的“击”换写“飞”、将“鱼翔浅底” 的“翔”
换写“游”可不可能？   

导读情境学习模式：

问题情境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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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境学习 

3. 析词释句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刘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作家诗人创作时，是先有了情思抒发的冲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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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辞入手，去解读作品，发幽探微，即使是隐微的内容，也会使它显露
出来。因此，在阅读鉴赏现代诗歌时，就必须把握其语言特点，从解读诗
歌语言入手，进而探究诗歌的意蕴和思想内涵。

      再细读诗词，思考：在写景的句子中，你觉得哪个动词用得最好？为
什么？
      再思考：如果我们将“鹰击长空”中的“击”换写“飞”、将“鱼翔浅底” 的“翔”
换写“游”可不可能？   

导读情境学习模式：

问题情境学习模式：

导读就是教师致力于导，学生
循导学读，在这样的情境中以
学生的阅读实践活动作为培养
阅读能力、掌握阅读方法、养
成阅读习惯的主要方式，通过
扎实有效的训练，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的一种情境教学模式。

教师根据教学需要，从教材
入手提出一定的问题，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深
入思考，通过问题解决以达
到理解和掌握知识的一种情
境教学模式。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4）课后情境拓展训练 

          这一部分因以训练为主，所以情境设置主要以问题情
境为主。也可以根据设置内容的需要，采用其他形式的情
境学习模式。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对于交际情境设置、活动情境设置。要创设“渔场”，但慎行
“渔场”。

（5）交际情境设置、活动情境设置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5）交际情境设置、活动情境设置

       黄敏，美容美发专业学生，她想在学校校园创业园内创办
“校园发屋”。由于缺乏经验，加上学习紧张等原因，黄敏想找
个同学合伙创办与经营“校园发屋”。黄敏的姨夫在市工商局工
作，可帮助办理工商登记。黄敏希望装潢、购买设施所需要投
资的陆千元由合伙经营的双方共同承担，合伙经营期限暂定为
一年，合伙方式为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
为了明确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双方
还应签订《合伙创办和经营“校园发屋”协议书》。黄敏的同学
朱炎，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找到了黄敏，想和她商谈合伙经
营一事。
       请设计黄敏和朱炎两位同学协商的过程与语言。 

生活化情境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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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炎，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找到了黄敏，想和她商谈合伙经
营一事。
       请设计黄敏和朱炎两位同学协商的过程与语言。 

生活化情境学习模式：

是一种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
的生活背景之中，从而激发
学生作为生活主体参与活动
的强烈愿望，同时将教学要
求转化为学生作为生活主体
的内在需要的情境教学模式。设置内容与任务紧密相联

活动任务导入语的内容与完成任务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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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情境交际、表达实践指导，
         综合实践活动指导 

     （1）先认真阅读情境内容，明确需要商谈的目标，把握
需要进行协商的关键内容。
     （2）合理设置协商过程。分别分析黄敏和朱炎两人协商
过程中的语言技巧，想一想两人的协商过程可分几个步骤，
每个步骤说了什么，效果如何。可以以朱炎投石问路要求参
加合伙经营“校园发屋”，黄敏同意合伙为协商的开头，再依
据需要协商的关键内容，从筹办事宜、投资比例和经营形式
等方面设计协商的内容。 

       指导不是课文指导内容的再现，是针对情境设置内容与

实践任务的指导。 

三、情境编写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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