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见习记者 徐斐斐
近日，漯河三中七年级学生洪娅偌在

2025 年度“21世纪杯”英语演讲邀请赛
（香港） 中，凭借流利的英语、精彩的讲
述，最终斩获初中组大赛一等奖。这不仅是
漯河学子在高水平赛事中的一次突破，更折
射出当代青少年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思考。

思想为笔，文化为魂。“我的演讲题目
是《我眼中的孔子》。构思演讲稿时，我总
在想，如何让孔子的思想‘活’起来。”洪
娅偌回忆备赛过程时说道，看到演讲主题
后，她立刻与指导老师孙梦璐进行交流，一
致选择以孔子“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好客
思想与走进香港的真实体验对照，既让文稿
显得生动活泼，又能从真实情感出发，更能
增强舞台表现力。

热爱为舟，勤勉为桨。“热爱”是洪娅
偌此次英语演讲比赛能够取得优异成绩的秘
诀。语言的学习重在勤奋、重在坚持。“我
平时会主动看一些外国电影、读一些英文读
物。这已经成为我的个人爱好。这个爱好可

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学到的课本知识。”洪
娅偌说，她认为学习没有捷径，就是把热爱
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也体现在她对待问题的
态度上。“遇到不懂的语法知识点，我会寻
求老师的帮助，通过老师的讲解让知识点在
脑中变得清晰、深刻。”

家风为基，舞台为镜。洪娅偌说她是
在支持与鼓励中成长的。“妈妈从不把成绩
作为唯一标准。她希望我能够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鼓励我不断地尝试、探索。”洪娅
偌说自己小时候其实很内向，在妈妈的鼓
励下才勇敢地走上了讲台。从国旗下的讲
话到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这些经历让她
自信心大增。“这次比赛能取得好成绩，我
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自己的台风比较
稳。既然上台了，我就开心地去面对挑
战，不留遗憾。”

当然，好成绩的取得也离不开学校对英
语学科的重视和支持。漯河三中一直努力为
学生构建一个充满活力与创新的英语学习环
境，持续增强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发散学

生的英语思维，提高英语教学效率，创造高
品质的初中英语课堂。该校采取定期开展跨
校联合教研活动、推行优质课程讲评、跨年
级开展学科教研等方式来全方位提升教师的
教学能力。实施分层教学，采用“词汇链—
语法网—话题群”三维教学法，利用

“DeepSeek”“豆包”“Kimi”等AI智能工
具点亮课堂。同时，开展阅读分享课、特色
社团课、课外文艺活动，沉浸式营造学习环
境。

这次比赛也如同镜子，让她看到了更广
阔的世界。“这次英语演讲比赛让我有机会
与全国优秀学子同台竞技，看到了更大的世
界，结交了更优秀的朋友，同时也认识到了
自己的不足。每一名选手都是那么多才多
艺。他们的优秀不仅体现在知识储备量丰富
上，还体现在思想的开阔性上。他们的优
秀，也让我更坚定了‘做有中国灵魂、世界
眼光的青少年’的决心。”洪娅偌说，感谢
学校和指导老师的支持和鼓励，给予她站在
这个舞台上展示和锻炼的机会。

少年风华正茂时
——访2025年度“21世纪杯”英语演讲邀请赛（香港）一等奖得主洪娅偌

5月21日上午，郾城小学师生代表到五里庙幸福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开展“端午敬
老献爱心 郾小少年暖夕阳”慰问活动。图为孩子们为老人送上亲手制作的贺卡。

赵维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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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娅偌近照

【摘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倡导“创设丰富多彩的学
习情境”。为了有效落实部编版初中语文
教材的学习任务，教师要创设真实的情
境。情境化教学可以增强学生语言感知能
力，有效提升语文学科素养。结合初中语
文情境化教学实践，学习情境的创设还存
在着诸多问题。教师须构建情景化教学有
效性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创设
有意义的学习情境，开设语文高效课堂。

【关键词】 初中语文 情景化教学 评
价体系

■赵懿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年

版）》强调要“增强课程实施的情境性和
实践性”。创设丰富多彩、贴合实际生活
的学习情境既是新课标的要求，又是凸显
语文实践性的需要。学习情境的创设首选
学生当下的真实生活，也可以是未来可能
遇到的生活情境，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在学
生的生活、经验、情感中建立联系。要展
现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有效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使其真正融入情境，从而引领
学生深入文本、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应用，
提升其核心素养。因此，情境式教学需要
强调情境和任务的合理性，做到合乎语言
的认知规律和生活实际，促使学生在真实
场景中学习和实践。那么，判断创设的情
境是否对引领学生的学习真实有效，就成
为当前情景化教学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问
题。

一、情景化教学在实践中
存在的问题

（一）模式化：情境设置随意，高度
同质化。新课标指出，课程实施应“从学
生语文生活实际出发，创设丰富多样的学
习情境”。其中情境的丰富性和教学的多
样性应该如何理解？在实际的初中语文课
堂教学中不难发现，教师常用的情境方式
不外乎设计板报和手抄报、引入视频、编
诗文集、为课文配插图或配乐等。这些情
境都类似于课堂设计中的“万金油”，是

对课标中“学习情境”的浅层次理解。因
为我们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都大不相
同，所以选择适合的课堂学习情境需要慎
之又慎。为教学内容创设真实且贴切的学
习情境需要教师不仅具有一定的想象力，
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积累和富有创造力
的思维，以及灵活的应变能力。参考名
师、名家的课堂情境设置时，若不充分考
虑学生学情、教学内容的适配程度，只一
味地借鉴外在形式——写风景文章就拍风
景片、写叙事文章就拍微电影、写说明文
就拍科普短视频……如果情境设置只停留
在这样的浅层次理解，那情景化教学极有
可能会走向刻板的模式化。

（二）标签化：为情境而情境，教学
效果甚微。创设学习情境时，应关注情境
与学习目标、教学内容的关系，才能让情
境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起到实际作用。但在
实际教学中经常有一些为了情境而情境
的现象。例如，一位八年级语文教师在
讲竺可桢先生的 《大自然的语言》 时，
将这篇课文假设为一篇科学杂志的投
稿，让学生担任编辑，审核这篇文章是
否为一篇优秀的科普文章、能否予以发
表，并设置了四个审核标准：清晰的文
章思路、恰当的说明方法、特色的说明
语言、伟大的科学精神。笔者认为，这
样整体的大情境设置就有不合理之处。
让学生审核竺可桢先生的文章，且在课
堂开始时就展示竺可桢先生的生平资
料，让学生了解其身份地位，这样的创
设不太合适。并且，其课堂主体问题的
设置是基于学习说明文的几个主要方
面，剥去“情境的外衣”后，对教学内容
而言没有任何影响。这样的情境创设对增
强学生的学习效果来说可谓微乎其微。

二、有效性情景化教学的特点

（一）真实性。杜威认为：既然学校
生活是如此简化的社会生活，那么它应当
从家庭生活里逐渐发展出来。[1]这与新课
标中强调的引导学生广泛、深度参与的学
习情境有不谋而合之处。在讲《卖炭翁》
时，一位教师设计了一个“审理冤案”的

情境，让学生寻找“冤案”相关信息，之
后的课堂设计就脱离这个情境。这样的情
境设置“虎头蛇尾”，并未让学生了解现
实中相关的司法流程，对诗歌内容的解读
也收效甚微。正如前文中情景化教学的示
例，这种有限的、浅层次的情境设置是不
符合新课标背景下“真实、复杂、多样”
的要求的。新课标背景下的真实情境教学
不仅强调情感体验，还强调思维发展；不
仅将情境作为课堂教学中的某一环节，还
将其贯穿教学始终。所以，教师只有从学
生的实际生活出发来创设真实的情境，在
课堂中实现对学生生活世界的回归，才能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最终完成学习任
务。

（二） 关联性。情境化教学要体现
“素养为本、情境驱动、加强整合、突出
实践”[2]的核心素养教育理念。这就意味
着情景化教学要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通
过实践活动解决真正的问题并实现学科内
容的整合和学科间的整合。例如，语文学
科教学也需要历史知识的引入，为古诗文
提供知人论世的背景资料。以《活板》为
例，通过历史情境的创设，可以帮助学生
了解我国古代科技的演变，还可以关联起
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使学生对活字印刷
的诞生与发展有更加全面的把握。这样的
情景化教学将课堂与社会生活相关联，打
通与其他学科间的壁垒，达到整合教学内
容的目的，也有利于学生多角度思维方式
的形成。

（三）活动性。“情境任务应该是让学
生有抓手，能唤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能
让学生成为活动的参与者，主动寻求合适
的方法共同解决问题，并拥有真正的活动
体验。”[3]教师在创设情境时，需要把握
好语文实践活动与学习情境之间的适配
度。既要考虑到以真实的社会生活情境贯
穿学习任务的始终，也要兼顾到学生学习
的内在动力、实践活动的特点、学习能力
的发展等问题。针对不同的学习阶段创设
各有侧重、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以完成
学习任务。情景化教学体现了由知识灌输
到素质培养的育人方式的转变，让学生在
活动中实现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获得创造

性的思维发展、独特的审美体验以及优秀
文化的熏陶。

三、有效性情景化教学的
评价策略

（一）回归生活的有效性。有效的情
景化教学能够促使学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
真实问题。现实生活往往是复杂多变、难
以预测的，产生的真实问题也是多样化、
不确定的。如果教师创设的学习情境、提
供的学习资料能与现实生活相类似，那就
能最大程度上培养学生在遇到困难问题时
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不仅对现阶段的
学科学习有利，对学生的未来社会生活也
大有裨益。

（二）学习主体的有效性。开始学习
活动之前，情境的创设对学生能产生内在
的驱动作用，即情感驱动和思维驱动。如
李吉林老师在对小学阶段的儿童开展语文
情境教学时，采取的就是发挥情境的情感
性因素作用，引导学生感受文章的美。新
课标背景下，情境对思维的要求加深，初
中阶段语文教学要通过恰当贴切的情境培
养学生的思维品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探索欲，实现思维上的驱动目的。

（三）学科学习的有效性。情境创设
要具备学科属性、内含学科知识、尊重学
科规律、符合学科特点，培养学生学科能
力与核心素养。表现在初中语文的课堂教
学中，就是要能够整合听、说、读、写等
能力，并且能够贯穿教学始终。

作者单位：郾城区初级实验中学西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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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语文情景化教学有效性研究

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 5
月23日、24日，第五届河南德
育创新交流活动在漯河会展中
心大剧院举行。该活动由河南
省德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漯
河市德育发展研究中心、漯河
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联合承办。

开幕式上，漯河市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张洁春
以《坚持“四维三联一评”，构
建德育创新发展新生态》为题
作报告，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
教学研究所教授刘良华以《从
直接德育到间接德育》为题作
专题讲座。

活动现场，市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的师生表演了经典诵读
《说文解字·叙》、舞蹈《贾湖
笛韵》、歌曲 《跟着四季游节
气》等节目。这些德育创新成
果让参会嘉宾进一步感受了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成果。

5月24日上午，与会嘉宾
走进市实验小学，观看“金桥
星舞台”上孩子们的自信展
示。随后，市实验小学的老师
们用9节学科德育课程系统呈现
了该校的“金桥”德育课程体
系。在河南省杨韬名班主任工
作室，工作室主持人杨韬为大
家带来了题为《家校社协同育
人“跨界”与“融合”：工作室
视角下的班主任素养提升之
道》的报告。

闭幕式上，河南德育创新
交流活动主办单位代表、河南
省德育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教育时报社总编辑侯军锋，
第五届河南德育创新交流活动承
办单位代表、漯河市教育局二级
调研员刘盘松，将会旗交到了第
六届河南德育创新交流活动承
办单位代表——商丘市睢阳区
胜利小学校长张凤仙手中。

第五届河南德育创新
交流活动在漯举行

5 月 22 日，召陵区青年中学
（小学部）开展了“浓情端午 粽享
童趣”主题活动。全校师生通过诵
经典、制香囊等多种形式，沉浸式
体验传统节日的魅力。

各年级学生以班为单位，用深
情的朗诵与精彩的表演，重温屈原
的爱国诗篇和端午节知识。《离骚》
选段的集体诵读慷慨激昂，《端午即
事》的情景演绎生动感人，《忆屈
原》的诗画结合意境深远……孩子
们用稚嫩的声音诠释对爱国诗人屈

原的敬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爱。

在“巧手制香囊”环节，老师
讲解香囊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寓意
后，孩子们拿起彩绸、艾草等材料
制作香囊。

此次端午节主题活动是召陵区
青年中学（小学部）“传统文化进校
园”系列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
们采用“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文化
感悟”的立体模式，让传统文化真
正融入校园生活。 杨亚博

召陵区青年中学（小学部）

近日，召陵区青年镇前谢小学
举办“过端午佳节 诵中华经典 做
有德之人”主题活动。

活动当天，各班教室门口悬挂着
同学们亲手制作的五彩香囊，走廊上
张贴着与端午节相关的诗词、典故和
同学们制作的端午节主题手抄报。

在“中华经典诵读”环节，低
年级的学生用稚嫩的童声朗诵了
《端午童谣》《五月五 过端午》等朗
朗上口的儿歌，中、高年级学生以
铿锵有力的语调深情朗诵了屈原的

《离骚》、苏轼的《浣溪沙·端午》
等经典名篇。

在手工制作环节，同学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学习包粽子、编五彩绳。
大家围坐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帮
助，一片片翠绿的粽叶在手中翻转折
叠，变成了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粽子；
五彩的丝线在指尖穿梭，编织出了
充满美好寓意的五彩绳。

在知识竞赛环节，同学们踊跃参
与知识问答，在答题过程中进一步加
深对端午节传统文化的理解。王春平

召陵区青年镇前谢小学

5月22日，郾城区实验幼儿园组织小班幼儿及家长走进郾城区
新华书店，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图为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绘本故事

《妈妈的魔法肚子》。 胡 冬 摄

5月21日，市实验幼儿园邀请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队员，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特警进校园 童心筑防线”主题教育活动。

贾婉霞 摄

5月 22日，漯河经济技术
开发区实验小学骨干教师团队
走进召陵区邓襄镇沱沟小学，
开展“送教下乡”活动。

此次活动以课堂教学展
示、跨校教研联动为核心，为
乡村师生带来前沿教育理念与
创新教学实践，搭建起城乡教
育协同发展的桥梁。

活动当日，送教团队带来
了覆盖全学科的优质课程。语
文课堂上，郭苡菲老师在《火
烧云》一文中通过创设“云间探
秘”情境，运用多媒体动态展示
火烧云的绚丽变化，引导学生在
朗读、想象与小组合作中感悟文
本语言之美；数学课堂上，张慧
老师以“侦探解谜”游戏导入
《推理》课程，借助经典案例，
带领学生运用连线法、表格法层
层剖析，提炼出“先确定、再排
除”的逻辑推理策略，有效培养

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另外，美
术教师范新星通过《远古的信
息》带领学生穿越时空，用彩陶
纹样解码历史文化；体育教师朱
孟豪以趣味跳跃游戏强化学生肢
体协调性；心理教师袁新秀通过
角色扮演引导学生掌握沟通技
巧；音乐教师李兆黎以《在希望
的田野上》为载体，用合唱与舞
蹈激发学生艺术表现力。多元
课堂均采用“情境创设+互动探
究”模式，结合多媒体资源与
分层任务设计，充分调动学生
的参与热情。

课后，两校教师围绕“新
课标理念下的课堂实践”主题
展开深度研讨。双方就“如何
优化课堂互动”“跨学科融合教
学策略”等议题进行热烈讨
论，在激烈的交锋中凝聚教学
共识，实现经验共享、智慧共
生。 王亚歌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开展“送教下乡”活动

浓情端午 传承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