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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情境教学法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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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写作是初中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写作对学生词汇量、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文化底蕴等多方面具有较高

要求。在社会环境、教学改革等背景下，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也随之不断改进创新。情境教学是当前写作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方

法。为了进一步发挥情境教学方法应用价值，文章在明确情境教学方法应用的意义的前提下，说明了初中写作教学课堂创设

情境的依据，最后提出写作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的措施，以期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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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riting is a very important content in Chinese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Writing has high requirements on students' 

vocabulary,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organizational ability, cultural heritage and other aspe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reform,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writ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and innovated. 

Situational teaching is a common method in current writing teaching.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 article, on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s, explains 

the basis for creating situations in junior high school writing teaching,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for apply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in writing teaching,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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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境教学法运用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以外在环境为依托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更

加重视学生内心感受和实际体验。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

应用情境教学方法可以改善传统教学方法、模式存在的不

足，将写作课堂的生动性、有趣性提高。 

1.1 深化学生写作体悟 

本质上看，写作是通过文字表达学生的主观意识和思

想情感，是一项综合情感表达、事物描绘、观念表达的活

动。学生写作水平高低可以通过多方面体现出来，比如写

作手法和语言表达方式是否恰当灵活，语言组织是否情感

饱满、清晰流畅。传统的写作方式是教师将写作话题拟定

然后在这一固定的主题下，带领学生对景物、人物、事件

等进行分析，利用写作技巧引导学生写作。在这个过程中，

规定的标注和要求限定了学生的思维、创造力、想象力、

联想力，难以充分发挥和运用学生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

久而久之学生会研发写作，产生畏难情绪，写作的功能价

值也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学生对写作重视度逐渐降低。在

情境模式下，教师在具体的场景、景物、现象中渗透写作

话题、主题等内容，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下直观地感受事物，

有助于自身写作潜能的调动，通过和环境交互加自身写作

目标明确，保证自身写作思路清晰，同时做好语言表达方

式的合理选择。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经历、思想，这促

使其选题角度、题材差异性也较为明显，加上不同学生写

作基础、语文基础差异性较大，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所用的

写作技巧、语言表达也存在一定差异，可以避免学生之间

出现雷同的写作内容，进而让学生深层次地体会写作过程，

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 

1.2 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作为做好的引导者，兴趣可以带领学生探索写作方法，

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当前很多初中生都缺乏足够的写作

兴趣，这和学生写作素材不足、写作能力不强有着很大的

关系，学生如果在写作中没有满足感和成就感会逐渐失去

写作兴趣，自身的写作优势和潜能也无法及时被挖掘出来，

进而导致学生参与写作活动的积极性严重降低。 

传统写作模式较为单一，缺乏自主性、教学模式比较

僵硬，学生缺乏主动写作的动力。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

使用情境教学方法可以在课堂上引入真实的生活情境，让

学生五官充分感受情境，全面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提

高学生心理体验。然给学生更加熟练地掌握写作方式，更

加深刻地理解教师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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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写作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方法时，教师对学

生的体验、审美、内在感受更加重视，同时也更加注重学

生写作的情感层面和意识层面，在教学中渗透写作的重要

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写作当中。 

2 初中语文课堂创设教学情境的依据 

初中语文教师在创设课堂教学情境时需要遵循一定

的依据，以确保创设的情境符合课堂要求和满足学生的学

习需求。 

第一，教师创设的情境要以唤醒情感为原则。情境教

学的关键在于创设情境让学生产生共鸣，唤起学生对某一

事件、人物的情感，进而加深学生的理解。蕴含丰富情感

一直是写作这一体裁的主要特征，因此对于写作课堂教学

来说，如何能够将写作文本中的感情线融入创设的情境是

教师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写作感情线往往是随着事件进

程的推进、人物性格的凸显而展现出来的，因此在创设情

境时，教师需要循序渐进地让学生感受情感变化。教师可

以通过巧妙设计情境来暗示学生，也可以借助学生的实际

生活情境来引起学生共鸣，以此让学生融入情境中感受写

作情感
[1-3]

。 

第二，教师创设的情境要严格遵循写作文本，切不可

随意变动和更改写作情节走向。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之前，

需要对写作文本多角度研读，深入剖析每一个人物的特点，

了解作者创作的背景和心境，挖掘写作背后的价值。教师

要遵从写作文本的愿意。创设的情境与写作情境年代相符，

搭建学生与写作人物之间的联系，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对

话”。教师还要遵从写作语言特点。在写作文本中，不论

是人物的语言表达还是对社会背景、环境等旁白的语言描

述，都蕴含着作者的情感表达倾向，因此教师要尽可能地

保留文本语言，以确保学生能够准确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
[4-5]

。 

第三，教师创设的情境要保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

在情境教学中，学生是情境的主要参与者，学生要借助情

境完成对写作文本的剖析、实现对写作文本语言的鉴赏，

因此教师要从学生角度出发去创设情境，以学生感受为设

计指导
[6]
。 

3 情境教学的运用策略 

3.1 将实物情景融入写作教学 

语文教师结合实物情境开展写作教学，有助于调动学

生写作热情，，进而将写作教学质量优化。此外，通过这

种方式还可以引导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写作主题，将偏题、

跑题的现象有效避免。情境教学中应用实物情境还有助于

发散学生思维。比如以水果为对象展开写作时，选用榴莲

这种水果，有的学生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对榴莲这种

水果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没有见过，有的学生十分讨厌

榴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展示榴莲，

让学生观察、触碰榴莲，对榴莲外形、特征、气味等有直

观地判断，明确区分榴莲和其他水果之间存在的差异，并

且使用多媒体等技术向学生阐述榴莲的营养、用途等，让

学生充分了解榴莲这种水果后顺畅地完成写作。 

作为初中写作教学中的必学内容，风景类作文主要对

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力进行考察，此时，想象力丰富的学生

更容易完成写作任务。教师在开展风景类写作教学时，可

以带领学生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教学，让学生直观的

感受周围的环境。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属于风景类作为

的内容，处于这种情境中，可以突破课堂的约束，让学生

真实地感受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进而在描绘意境时能够

更加真切、直观、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在要求以

朱自清的《春》一文为题开展写作时，教师可以在优美的

大自然环境中带领学生感受自然美景，对春天的意境美有

直观的感受，然后引导学生以《春》为题开展写作。这种

方式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春》这篇文章表达的内

容，也有助于丰富学生的生活体验，推动学生风景类作文

的写作。 

3.2 将多媒体技术用于写作教学 

当前信息技术以及广泛地应用于很多行业，教育行业

也深受信息技术的影响。多媒体技术是当前教育教学中最

为常见的现代信息技术。传统教学中教师依赖的是讲台、

粉笔、教材，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枯燥的

课堂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学生的需求。通过合理应用多媒体

技术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够更加深刻直观

地理解教材内容。如果学习氛围低沉，那么学生会存在排

斥情绪，导致写作课上无论是选材还是想象都缺乏足够的

动力。如果是丰富多样的教学模式，教师利用视频、音乐

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形象化地展示抽象的内容，让学生

处于兴奋状态，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灵感。 

比如在写作教学中如果以《我爱中国》为主题开展教

学，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爱国歌曲、国庆大阅兵等宏伟的

场面，学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紧接着，教师将抗日相关

视频和图片播放给同学，让学生明白抗战的艰辛历程，自

己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进而对自己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

出发学生内容情感，引导学生珍惜当下，好好学习。这种

方式不但有助于写作教学的顺利开展，还能够将学生的爱

国之情充分激发出来。 

3.3 创设表演情境 

情境教学中角色扮演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教师通过角

色扮演能够让学生对人物心理、情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产生情感方面的共鸣。教师可以结合作文教学目标和学生

性格等因素开展写作教学，做好角色扮演情境的设定，让

学生将适合自己的角色确定，然后通过表演获得心理、情

感等多方面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适当让学生自由

发挥，但是教师要负责整体教学秩序和节奏的带动，避免

出现失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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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以“感恩”为题写作时，教师可以以学生身边

感人的故事为中心做好角色扮演情境的创设，让学生自发

分组并且编排情景剧，每个小组成员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

点选定角色。比如可以扮演父母、教师、同学等。故事架

构和人物定位是情景剧的基础，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角色

互动，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体验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增强了学生把握人物心理和情感的程度，保证让学生的作

文更加真实。 

角色扮演有着十分广泛的素材来源，学生可以扮演语

文教材中的文章，可以扮演名著作品中的人物，可以选取

日常生活或者社会上见过的事情。通过创设情境，可以将

人物故事的特色充分展现出来，将人物情感和心理变化突

出，利用情景剧加深学生的情感认识和情感体验，感染学

生。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可以锻炼自身的语言能力、听说能

力，这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3.4 创设活动情境，拓宽学生视野 

活动情境的主要特点体现在直接性、生动性和参与性

方面，这也是备受初中学生欢迎的一种教学模式。初中生

正处于身心发展快速且叛逆时期，他们依然保有很强的好

动性和好玩性，尤其在有着沉重学业负担的背景下，通

过创设活动情境有助于学生学习热情的增强，将学生的

视野开阔，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更加真实地感受生活、

感受社会。 

比如，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写作教学时可以带领学生

参观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场馆，革命纪念碑、历史博物馆

等都是十分良好的教学场地。如果条件语序，教师还可以

带领学生出行，在出行中沿途将历史人物、故事讲授给学

生，之后让学生撰写一篇作文。 

例如教师可以融合郊游、暑期夏令营、青年志愿者活

动等社区实践活动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活动全过程中

纪录个人成长经历，表述情感体验。学生可以按照自身的

郊游历经，叙述漂亮的自然风光或朋友之间的和谐互动交

流。这种活动不但是学生创作的出色素材内容，也是学生

个人经历的美好记忆
[7]
。 

在情境教学中，活动情境是最形象化、最有效的方式。

与课堂教学日常生活情境、角色扮演游戏等情境教学模式

对比，实践活动情境更为形象化，学生全过程亲自参加，

必然获得更佳的学习效果。但是，活动情境的构建对课堂

教学标准明确提出了很高的规定。一方面，中学课堂教学

压力大，难以有很多的时长和时间精力机构学生参与实践

活动活动，对常规的课堂教学工作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另

一方面，实践活动活动的结构和执行必须很多的投入。不

但要做到充足的提前准备，确保活动期内一切顺利，学生

也必须投入很多的时长。有一些活动还必须学生投入一定

的资产，必须父母的掌握和适用。因而，活动情境的构建

要顺应时代，充分运用基本活动的使用价值，在郊游、校

友聚会、校运会、文化艺术节、篮球联赛、十一国庆等活

动中分配创作每日任务，反映各种各样活动的教育功能
[8]
。 

3.5 借助音乐情境营造氛围 

作为传递情感的媒介，音乐和写作相互关联，音乐可

以更加直接地传递情感，而写作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情感的

方式，如果能够有机结合两者，那么必然可以提高写作教

学的效果。教师可以借助情境选择适合的音乐，让学生产

生共鸣，进而激发省的灵感。同时，可以引导学生跟随音

乐的律动、起伏变化感受作曲者的情感变化，丰富学生情

感。比如如果写作遇到下雨天，可以播放《听见下雨的声

音》等和下雨相关且学生喜闻乐见的音乐，吸引学生注意

力，引导学生感受下雨这一自然现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写作教学中，音乐仅仅是一种辅助，过度使用音乐会导

致学生注意力不集中，为此，教师应做好音乐这一方法的

合理应用。 

4 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写作教学中一种辅助手段，情境教学

模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

教学内容。初中语文教师在开展写作教学中，应当重视学

生主体地位，围绕学生展开写作培养教学，在吸引学生兴

趣的同时让学生产生更加丰富的体验，充分展示出学生的

天性，让学生在情境中产生写作灵感，推动学生不断提高

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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