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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境体验式教学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和理念，教师应依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实际条件，结合学生特点，

合理创设情境，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文章通过对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

学方法进行研究与探析，分析在纺织导论的教学实践当中，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与课程困扰，并就

情境体验式教学法在《纺织导论》课堂中的应用进行具体探索与实践，希望能够为相关教学活动的开展

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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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tuational experiential teaching mode is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and concept, teacher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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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y create situa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actual teaching conditions, com-
bined with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fully mobiliz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actively partici-
pat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al oriented expe-
riential teaching method, the problems and curriculum problem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
tho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extile introduction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also the appli-
cation of situational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lassroom of introduction to textile is ex-
plored and practiced,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teach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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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 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出：我国高校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深

化教学方法改革，这既是教学改革的切入点，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1]。这就说明了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对

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当代中国的教学外在条件日新月异，教学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有

了很大的提升，然而很多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以教师的活动为主体，从教师的角度去考虑学生，

以灌输式为主，对学生的活动和反馈反映甚少，无法保证学生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和探究、创新能力的发

展[2]，无法培养合格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因此在实际教学中，要

根据高等院校学生的身心特点与实际情况，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育人，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有效地促进

学生思考、探究与体验模式[4]，是面对新时代应运而生的行动选择，也是落实育人方式改革要求的关键

举措。 
近些年来，新的教学方法层出不穷，如上海复旦大学新提出的对分课堂法[5]，以培养团队意识为主

的团队管理教学法[6]，以模块化学习为理念的项目教学法，以及模拟教学法、参与教学法、任务驱动教

学法、课内外知识迁移法等其他不同的教学方法[7]。这些方法有着各自独特的特点和应用范围，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如何结合《纺织导论》课程的特点，探索并进行新的教学模式，灵活处理好相关理论知识

与实践内容的关系，以学生为主体实施教学，是提高纺织专业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 

2. 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方法及特点 

2.1. 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方法简述 

体验式教学法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其目标是帮助学生激发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自主提升知识

和技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8]。体验式教学方法的类型分为很多种，如直观感受型、动手操作型、社

会调查型、角色模拟型、师生角色置换型、情境导向式体验型等[9]。其中情境导向式是指教师要有目的

地引入或者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10]，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情感体验，

并使学生将自己的情感移入到所感知的教育教学内容中，激发学生的情感认知[11] [12] [13]。这也是目前

教学研究、专业课程思政教育中最受关注的一种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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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特点分析 

与传统教学方法的不同，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方法主要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首

先要真正研究了解学生；此外，教师还需要探索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之后，探讨如

何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真正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产生一种渴望学习的冲动，自愿地全身

心地投入学习过程；最终通过教学中的交往、对话、理解，达成的“我–你”师生互动的良好关系，如

图 1 所示。 
 

 
Figure 1.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situational oriented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s 
图 1. 传统教学与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方法的对比 

 
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要遵循三个方面的特点[14]： 
1) “情境”要符合学科知识的学习规律，在科学的逻辑框架下创设学生接受知识的环境，能让学生

将在某一情境中学到的知识、原理、原则等，内化为自己的能力经验、认知结构，在日后的相似的情境

下进行迁移，可以运用自如。 
2) 在情境导向的过程中，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通过导入具有学习背景、景象和学习活动条

件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可以主动、积极地进行学习，并能调动学生积极参与。 
3) 在教学实践中，结合教学情境与问题导向，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有效地促进学生思考、探究与体

验，引导学生把握课程内容，并进行知识的迁移，形成和发展课程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 

3. 基于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方法在《纺织导论》课程中的可行性分析 

3.1. 《纺织导论》课程的特点 

《纺织导论》课程主要针对大一刚入学的学生，目的是给学生介绍整个纺织行业的发展现状、纺织

品的生产工艺，并对目前服装用、家用装饰用和产业用的各类纺织品进行介绍，旨在提升学生的专业学

习兴趣。由于课程课时少，内容多，班级人数较多，基本上采用传统授课方法教学，学生主要是通过教

师的课堂输入式授课来汲取知识，常常会出现老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却一知半解，或者不感兴趣，不

专心学习的现象。一方面不能达到教学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使得师生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和谐的现象。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老师很辛苦，学生不买账，教学效果差，后续的专业课程教师也在抱怨学科基础课程

没有为后续的学习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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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施可行性分析 

传统的《纺织导论》教学，一方面不能达到完全达到教学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使得师生的关系出

现不和谐的现象，阻碍教学效果的提升。而基于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主张在教学过程中从教学需要出

发，引入、创造或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景或氛围，以引起学生的自身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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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突出了学生在

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了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充分张扬了学生的个性。而且其教

学理念符合《纺织导论》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效果都较为适合纺织专业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 
因此，在课程中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情境

导向的体验式教学用于《纺织导论》，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使学生的积极参与、探索体验、老师的拓展

分析、学生归纳总结最终串联成一体，形成 1 + 1 > 2 的良好教学效果。 

4. 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方法在课程中的具体实践 

在《纺织导论》的教学实践中，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构建符合学生需求、教学发展需要

的体验式情境，通过各具特色的教学手段，以多种形式去寻找学生的兴趣点与爆发点，在教师的指导下

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探索学习，创造性进行交流互动、归纳总结，不断

提高教学效果，实现知识迁移、能力跃升，过程具体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Four stages of situational oriented experiential teaching practice 
图 2. 情境导向的体验教学实践的四个阶段 

4.1. 教师对情境的创设 

情境的创设可分为现实的情境、虚拟的情境、教学目标情境以及课程发展需求情境的创设。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可根据章节内容和学习资源等情况，进行分析和设计。 
首先，在《纺织导论》教学中，通过精心巧妙地进行教学实体情景设计，使学生“以身体之，以心

验之”，利用去周边的巨石集团、桐昆集团、东企纺织集团、雅莹集团等企业以及去实验室现场学习，

为学生构造真实的纺织生产情景，使学生体会到真实的纺织品生产和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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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采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一切可能的手段，为学生创设真实问题的虚拟情境，通过各种主

题对话式的情境创设、承担任务式的情境创设、小组活动式的情境创设，给学生提供一个模拟的真实般

的体验机会，引导学生在创设的场景下进体验和探索。并在此过程中，老师通过具有启发性的语言，来

唤醒学生内心深处的这些“体验”，使学生想探究，探究有欲望。 
再次，紧密联系课程标准和课程内容，精心设计“角色扮演”这样的情境教学活动，如在课程第六

章“织物的生产及原理”章节教学中，进行角色扮演式情境教学，学生不仅可以扮演产品设计人员，同

时还可扮演原料供应部门、生产部门、销售部门、产品质量监控管理等各个部门主要岗位的角色，让学

生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每个环节的主要业务，有利于对课程中有关的概念、原

理、生产流程等信息的反向加工，加深对课程相关内容的理解与掌握，从而反哺课程内容的理解和学习，

从而促进学生知识、素质、能力的和谐发展。 
此外，还可通过启发讲座式体验教学、视频引入式教学等，通过校外专家、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到校

讲课，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创造一种既定的生产情境，并制造一些悬念，吸引学生集中注意力，使学生可

以在校园中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更好的衔接，并用于指导实际的纺织生产，让学生感悟和体验到专业理论

就在自己身边，产生必须认真学好专业理论的强大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情境的创设是为教学服务的，因此对情境的设计要考虑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做到

有的放矢[15]。创设具体情境时，还要遵循学生身心的发展规律，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在设计具体情境

时要考虑学生已有的认知，对相关问题的理解程度、盲点和误区，并结合课程的素质目标和能力目标，

综合设计[16]。 

4.2. 学生的过程探究与情境体验 

英文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下，需要主动引导学生进行过程的探究与体验式学习。包括引导学生多参与

到情境中去，让学生融入其中，通过亲身的体验可以让知识点掌握的更加深刻。因纺织导论教学内容较

为繁琐，知识包含的面比较广，所以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如果被动学习会有一定难度，所以

教师采用主动引导学生进行亲自进行实践。以本课程的第三章“化学纤维”为例，前期通过创设“人造

血管的前世今生”、“奥运会上的高科技泳衣”、“刀枪不入的铁布衫”等情境，吸引学生兴趣，然后

鼓励学生查阅资料，进行课件的制作，然后每个人讲出自己通过调查了解的情境内容，再要求学生们之

间进行交流和分享，通过不同学生的讲解，每个学生都会有不同的体验与感受，不同的理解，学生相互

通过交流和沟通能碰撞出心灵的火花。 

4.3. 教师的分析与拓展 

以本课程的第三章“化学纤维”为例，同学们前期通过过程探索与情境体验之后，所领悟的知识点

很多都是片面性的、片段性的，无法形成一个连续的知识链，而且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还存在一定的

误区，因此就需要教师进行引导、分析，并对相关知识点进行拓展，增强学生的情境体验感，加强他们

对知识的整体感知能力和分析解决能力，逐步实现知识目标、素质目标和能力目标的转化与深化。 

4.4. 学生们的归纳和总结 

在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中，主张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教师只是适时的指导者，其目的是为了促进

学生自由地、愉悦的、图有成效的发展。因此，在后期还需要学生自己的归纳、团队之间的总结，加强

创设情境的理解和把握，并力求这种情境与未来生活中的情境有共通点，在以后相似的情境中，学生会

运用自如地提取以前所学的知识，从而达成有效的迁移；另一方面通过归纳总结，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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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能，在头脑中可以内化成相应的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他们行为的一种潜在的指导性原则，从

而同样有效的促进迁移的达成。 

5. 结语 

综上所述，结合《纺织导论》课程的特点，教师利用情境导向的体验式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提升学

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学生在良好的氛围下主动学习，引发更深层次的思

考和感悟，促进课程内容高效、高质量地在学生头脑中内化与迁移。从教学效果来看，在一定层面上也

体现了专业课的育人价值，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推广价值，后期可以推广到其他工科的专业课教学中，

有利于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与质量，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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