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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是现阶段语文教学的特点之一。针对这一特性，教师应在教研过程中思考一篇小说体

裁的文章，教学时如何能使小说所要表达的更深层意义为学生所理解并能帮助学生避免片面学习一篇小

说。学生对阅读素材缺乏阅读兴趣，阅读是为了完成老师发出的任务，而非享受阅读过程，使语文教学

的目的流于表面是教学中多次出现的教学现象。基于这一点，教师应在教学设计的相关研究中更多地关

注如何教的问题，如何在进行一篇文本教学时使教学的意义避免形式化，能引导学生身临其境，站在独

有的角度，根据文章内容以心的感悟阐述心中所想。境脉式教学主要关注文章中时间和空间的联系，重

点把握学生心中所感以及文章所带来的情感本源探索。本文试图在境脉式教学模式下，以小说阅读教学

为例，设计出合适的教学计划并将其应用在日常教学中来检验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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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teaching content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eaching at the current 
stage. In view of this feature, teachers should think about the genre of novel article for how to 
make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novel to be understood by students and help students avoid 
learning a novel too superficial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 teaching pheno-
menon that frequently occurs in the classroom is that students lack interest in reading materials, 
and read solely to complete tasks assigned by teachers rather than enjoying the reading process, 
which leads to the superficial fulfillment of the objectives of Chinese teaching. Based on this point, 
tea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how to teach in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teaching design, how to avoid formaliz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eaching when teaching a text, and 
guide students to be immersive, stand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explain what they think ac-
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Context-based teaching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nection be-
tween time and space in the article, focusing on the feelings of student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motional origin brought by the artic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sign a suitable teaching plan 
and apply it in daily teaching to test its feasibility by taking novel reading teaching as an example 
under the contextual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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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境脉，顾名思义即情境脉络，它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对情境教学的进一步深化，境脉式教学

不是一种单一的教学理念，它与建构学习、发现学习与合作探究学习之间相互促进，互为补充，最终在

其投入实践的过程中构成一节高效的语文课堂教学。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含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本文将境脉式教学应用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来试图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并通过问卷调查对其

进行阶段性成果检验。 

2. 境脉教学之原则 

境脉一词源于英文单词“context”，在教学中主要指一些具有指向性的与教学可以相呼应的情境[1]，
其最早被应用在对语言的分析。而在教学中境脉这一概念出现是基于国内日常教学中被频繁提及的“情

境教学”。境脉课堂重视从学生的先验认识出发，创设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情境或问题，通过抓主线、理

脉络、建体系的学习活动，将教学过程中的诸要素组合起来，使之有序互动、有效对话，随之形成新的

体系，使学习真正发生。这里被强调的学生的“先验”认识，即就是在创设或模拟真实情境时首先必须

考虑学生的已有经验或认知，同时要明晰“设境”的目的不是为了教学环节的完整而是为了建立学习活

动的体系，也就是说情境创设是作为学生整体学习活动的一个动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境脉教学

多运用于逻辑思维类学科比如化学，生物科目。在这些科目的教学中，境脉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持续思考。

在实现思维可视化的过程中也保证了其连贯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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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 20 世纪初，杜威就提出要把情境学习运用在课堂教学中。在他看来，学校环境应该是一种

诸如家庭、工作等与学生生活相关的环境，能够促进学生学习和成长，获得实际经验。杜威在晚年时总

结道：“教育是以经验为内容，通过经验，为了经验的目的；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教育即生活，教

育即经验的改组与改造”。学生的知识学习来自于经验，教育要从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出发，学生在这

种生活经验中开展学习。这些观点使教育界开始关注情境在教育以及学生成长中的作用，“境脉”教学

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完善和深化。同时，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了学生本位的教学理念。而在境脉教学中，老

师以小说情境为基础，深度联系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引导学生亲身体验的过程完美地实现了以学生为

课堂实施中心的理念，这与建构主义所倡导的学生本位理念不谋而同。在境脉式教学研究中，2018 年 13
届学习科学国际大会的成功召开将境脉概念正式纳入了教育创新思维中[3]。毕笑雨认为，课堂教学活动

应以相关的情境脉络为支撑，整堂课结构应具有逻辑性，层次性。任苏认为境脉式阅读教学应以学生已

有的经验静脉为基础从而促成学生对知识的迁移[4]。王秀梅，周新霞也在境脉教学设计思路的研究中提

出老师在进行阅读教学境脉教学设计时应包含知识境脉，情境境脉以及联动境脉[5]。以上教学研究中皆

突出强调了“境”在阅读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为境脉式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应用依据。 
关于境脉式语文阅读教学，境脉模式具有三类特性：知识的系统学习，学习过程的情境创造，学习

者的主动性和交互性[6]。这意味着在进行境脉教学设计时我们需要时刻遵循这三原则来安排教学环节。 

2.1. 知识的系统学习 

知识的系统学习意在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切忌顾首不顾尾的教学思路。要进行小说类阅读素材学

习时，这一阶段的学生从基础阅读知识的习得到对情感层面的需求都需要老师适当的正确引导才能得以

顺利发展。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需时刻注意教学内容的系统安排。 

2.2. 学习过程中的情境创造 

新课标将初中 7 至 9 年级的学生归于第四学段[7]。针对这一学段的学生，老师在进行课程内容的教

学时应重点关注学生在文章语言，人物形象，人物情感和文章主题这四方面所能领悟和体验到的更深层

次的内涵。在课标给出的课程实施时的相关建议中，和本文笔者研究的主题所密切相关的一点便是其指

出要创设一些真实又富有深刻意义的情境，从而突显出语文学习中蕴含的实践性。 
结合新课标所规定的有关情境的内容要求，在境脉主题下的语文学习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境

的创造。首先要符合核心素养中整体提升和螺旋式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次，教师对情境的选择要学会利

用无处不在的一些对学生学习有利的语文学习资源。要引导学生学会结合日常生活实际思考现实性问题，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也是境脉教学模式得到充分实施时所被期望完成的主要目标之一。 

2.3. 学习者的主动性和交互性 

学习者的主动性与交互性主要强调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重要性以

及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所带来的益处。以自我效能感的理论来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因为成功完成任

务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信心，那么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便会得到增强。基于这一理论的指导，教师在教

学实施时也需要多增加一些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完成的教学活动。同时，教学活动的难度安排也需要

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从而避免学生因为老师给出的任务过于简单或太难而失去探索兴趣。 

3. 境脉教学之设计 

根据研究显示，境脉式教学适用于语文多种体裁阅读教学。根据“境脉”式教学强调学习者从自身

认知结构出发，主动进行关联自身生活体验的学习，其涵盖了对生活的理解与对生命价值的阐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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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真实性、实在性与生活化的这一特征。在教学设计中要充分考虑“人”、“情”、“境”之间的

关联性，人是教学活动发生的主体、情是教学活动的动态过程，境是教学活动发生的空间场域，三者相

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教学活动的完整过程。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应注意以下三点：1) 体现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活动过程。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除了关注文本，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学情，教学设计

的目的是要服务班级所有学生，是要让每一位学生在本节课教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那么分层教学

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2) 要充分关注学生在阅读课堂中的情感变化。教学设计更多的是教学活动的一种

预设，与真实的教学活动存在差距，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学生情感的变化

过程，适时调整教学方法，以便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 就“境”而言，教师要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内

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如何建立关联，并且如何形成一个立体、多元且又脉络明晰的学习路径，从而

使学生在较为理想的“情境”中完成整个学习活动。 
本文笔者基于潘庆玉教授以《孔乙己》为例所进行的境脉式教学结构为依据，以部编版八年级下册

小说《社戏》为例进行这类体裁的教学设计。教学过程包括四个环节：探境，创境，入境和凝境。 
探境：探境意在教学内容中预先给出以学生感兴趣的相关话题来吸引学生，引导学生与文本初识。

探境阶段老师将以活动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对文章作者的相关讨论。并通过对作者的分

析来了解作者当时的生活环境，从而帮助学生对教学文章的生活情境产生自我预设。 
创境：情境的创设由老师进行，在情境中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文本对文章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六一公公，

双喜，“我”和阿发)情节以及环境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描述。 
入境：创境阶段学生对人物，情节，环境的理解仅存于初识阶段。而这些人物存在的更深层含义需要

教师来引导学生探索。因此，在入境阶段，教师启发学生来共同探索文本背后所隐藏着的，无法言说的身

体经验。学生置身于这一历史背景中再次分析所遇到的人，景，物，从而得到更加深层次的文本理解。 
凝境：最后一阶段属于总结性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应在对文本的充分学习的基础上理出含有逻辑

的文本脉络。同时，在情感上，出境后的学生产生对文章中作者的童年美好生活的了解并能联想到自己

美好的童年生活。 
至此，小说类境脉教学的全部过程实施完成。老师在最后对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再次进行高度概括，

总结人物形象所反映的时代内涵，呈现的景及物所表达的时代精神。 

4. 境脉教学之创新 

无论是如今课堂中普遍使用的小说教学设计，还是境脉式教学，老师都以小说三要素为依据，构建

完整的课堂教学。同时，教学过程中学生情感的培养在不同阅读教学模式中都得到了重视。境脉教学与

普通教学模式之间是相联系的，也是有所不同的。笔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境脉式教学的创新之处： 
目前普通阅读教学设计，尤其是小说教学课堂中，境、老师多以情境导入，内容构建，情感升华三

步走实施教学。这种教学活动的设计关注了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也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学生的情感变化。

但境脉式教学设计以“境”为引领，带领学生探境，创境，入境，凝境从而真正实现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的教学理念。总体而言，在教学设计方面，普通阅读教学的三维目标更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境脉

式教学设计中，老师更加注重对学生的悦纳教育，寓教于乐。 
在教学活动的实施上，普通阅读教学活动以设置阅读问题并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解决阅读为主要

任务。而在新的阅读教学模式中，老师以“境”为中心，紧扣小说阅读三要素，引导学生入境亲身体验，

在课堂实施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经历“境”从而以“境”有所感。老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充分

关注学生的情感变化过程，使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通过“境”建立紧密联系，最终实现对学生思维品质

以及学习策略选择能力的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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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境脉教学之研究 

5.1. 研究工具 

为验证境脉教学是否对初中生在阅读兴趣有所提升，本实验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学生进行前测及实验

结束后的后测。问卷来源于笔者自编。笔者将通过 SPSS 系统分析问卷的信效度，问卷包括 9 道关于了

解学生阅读兴趣的问题并在 S 省某县初中八年级进行测试来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值。随后笔者在八年

级一班和二班分别进行了境脉式教学和常规小说教学课。为确保问卷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笔者邀请八年

级 120 名学生参与了该问卷信效度检验，其中 109 份有效问卷，11 份无效问卷。问卷信效度检验合格之

后，笔者基于学生相似的阅读水平以及阅读兴趣选取八年级一班作为实验班，二班为控制班，两班人数

均为 39 人。(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 

问题/得分 1 2 3 4 5 

1. 语文课或晨读时间，你喜欢出声读书      

2. 课堂上你愿意根据老师的要求读书      

3. 自读课上，在老师没要求的情况下，你经常阅读与语文学习有关的书(或文章)      

4. 你愿意在课后完成老师布置的阅读任务      

5. 你在课外有读书的习惯      

6. 你会主动寻找机会进行语文阅读      

7. 你在和朋友交流的过程中愿意讨论一些语文阅读有关的话题      

8. 在进行阅读时，如果遇到不理解的问题，你更愿意主动寻求解决方法      

9. 在阅读课前，你会提前主动预习所要学习的文本内容      

5.2. 研究过程 

实验周期为一个月，第一周先进行问卷前测，笔者通过前测得来的数据了解实验班和控制班的阅读

兴趣现状。实验中，作者将作为参与人员与授课老师共同对学生进行观察。实验后，将再次对学生进行

问卷后测来检验学生的阅读兴趣是否有所改善，从而推断境脉式教学的可操作性。 
 
Table 2. The reliability test of questionnaire 
表 2. 问卷信度检验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94 0.994 9 
 
Table 3. The effectiveness test of questionnaire 
表 3. 问卷效度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35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549.766 

自由度 36 

显著性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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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表 2 和表 3 分别是问卷的信效度检验数据，科隆巴赫值为 0.994，趋近于标准值 1。KMO 值

为 0.935，其显著性<0.05。以上数据证明问卷的信效度皆达到标准值，该问卷可应用于本次实验中。 
 
Table 4. Questionnaire normal distribution test 
表 4. 问卷正态分布测试 

统计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个案数 
有效 109 109 109 109 109 109 109 109 109 

缺失 0 0 0 0 0 0 0 0 0 

标准偏差 1.39431 1.32368 1.40166 1.37684 1.38146 1.36960 1.45022 1.57743 1.39504 

方差 1.944 1.752 1.965 1.896 1.908 1.876 2.103 2.488 1.946 

偏度 0.050 0.665 0.235 0.721 0.822 0.651 0.510 0.412 0.336 

偏度标准误差 0.231 0.231 0.231 0.231 0.231 0.231 0.231 0.231 0.231 

峰度 −1.240 −0.730 −1.190 −0.740 −0.618 −0.841 −1.111 −1.408 −1.104 

峰度标准误差 0.459 0.459 0.459 0.459 0.459 0.459 0.459 0.459 0.459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表 4 为关于学生阅读兴趣现状的正态分布测试。数据显示问卷的 9 个问题中偏度绝对值均小于 3 且

峰度的绝对值小于 10。以上数据证明问卷数据满足正态分布要求。 

5.3. 研究结果 

Table 5. The mean of experimental class 
表 5. 实验组平均分 

成对样本统计 

 均值 N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 
前测 21.7179 39 2.95536 0.47324 

后测 30.9744 39 7.10629 1.13792 

 
Table 6. The mean of control class 
表 6. 控制组平均分 

成对样本统计 

 均值 N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 
前测 21.8462 39 4.67095 0.74795 

后测 22.7179 39 6.69622 1.07225 

 
表 5 和表 6 为实验班和控制班问卷的平均成绩。控制班学生在实验后阅读虽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

相比之下，实验前实验班学生阅读兴趣均值为 21.7179，实验后则增长至 30.9744。由此可证，实验班学

生在境脉式教学影响下阅读兴趣得到了显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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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he paired sample test of EC 
表 7. 实验组配对样本检验 

成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t 自由

度 

显著性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平均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单侧 P 双侧 P 

下限 上限 

配对
1 

前测–

后测 −9.25641 8.33735 1.33505 −11.95907 −6.55375 −6.933 38 <0.001 <0.001 

 
Table 8. The paired sample test of CC 
表 8. 控制组配对样本检验 

成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t 自由度 

显著性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平均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单侧 P 双侧P 

下限 上限 

配对
1 

前测– 

后测 −0.87179 7.46634 1.19557 −3.29210 1.54851 −0.729 38 0.235 0.470 

 
表 7 和表 8 为实验组和控制组阅读兴趣的前后情况变化。实验组的显著性值<0.01，控制组显著性为

0.470。显著性值小于 0.05 时则证明实验组前后变化较大。实验前，实验班的学生大多倾向于不出声读书，

他们不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实验后，在境脉式教学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出声读书，并积极进行课外阅

读。根据研究数据分析得出，实验班学生在这两方面的提高尤其显著。由此可证明，相对于控制班而言，

实验组学生的阅读兴趣有显著性提升。 
表 9 和表 10 分别为问卷的控制组和实验组实验前变化以及实验后变化。前测阶段显著性值为 0.885，

实验后阶段显著性值<0.01。在读书习惯上，控制班学生依旧倾向于默读，并不会经常性的与朋友讨论和

阅读有关的话题。相较于控制班学生的表现，实验班学生在这些方面与控制班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以

上数据则充分证明境脉教学之后实验班学生与控制班学生的阅读兴趣产生了显著性差异。这也同时证明

了该实验在短期内取得了胜利。 
 
Table 9. The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of pre-questionnaire 
表 9. 前测独立样本检验 

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同

性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F 显著

性 
t 自由

度 

显著性 
平均值 
差值 

标准误

差差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单侧
P 

双侧
P 下限 上限 

成

绩 

假定等

方差 
7.451 0.008 −0.145 76 0.443 0.885 −0.12821 0.88509 −1.89101 1.63460 

不假定

等方差 
  −0.145 64.222 0.443 0.885 −0.12821 0.88509 −1.89626 1.6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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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The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of post-questionnaire 
表 10. 后测独立样本检验 

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同性

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F 显著性 t 自由度 
显著性 平均值

差值 
标准误

差差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单侧 P 双侧 P 下限 上限 

后

测 

假定等

方差 
0.613 0.436 5.281 76 <0.001 <0.001 8.25641 1.56352 5.14240 11.37042 

不假定

等方差 
  5.281 75.733 <0.001 <0.001 8.25641 1.56352 5.14222 11.37060 

6. 境脉教学之反思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实验后可以得出境脉式教学在短期内对学生的阅读兴趣的确有所提高。且学生在

进行小说阅读时更能身临其境，自我代入小说人物中去来了解小说。并可以根据学习内容给出自己的观

点。这一点印证了徐谦发表的关于境脉教学的文章中提到的这一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价值：帮助学生在真

实的情境中主动进行知识与思维方式的融合学习，凸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选择性[8]。 
境脉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高效地呈现了新课标提出的育人理念，尤其是学生思维品质和学习策略的

培养。但由于实验周期较短，且受教学实施环境的限制，学生样本容量较少，这种教学方式是否具有长

效性，还有待笔者的进一步探索。另外，笔者在本文中仅关注了境脉式教学对于学生阅读兴趣的作用，

而在其他方面，如学生在完成阅读试题时是否也有帮助，笔者尚未进行探索，如果境脉式教学同样也对

学生应试有所帮助，那也将是这种教学的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收获。因此，境脉式教学对学生阅读水

平的提升是否也具有影响将是笔者日后更进一步探索的关键之处。 

7. 结语 

新课标对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所提出的教学目标意在培养综合型人才，力图发展学生从文化知识的

单一学习到对语言的建构与灵活运用，个体思维的发展，审美的提升以及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造的综

合提升，使教育所带来的正向显性影响放大。境脉教学使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更加生动，使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不以完成老师呈现的学习任务为负担，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在感受语言带来的视觉和感官冲击的同

时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这种学习方式使学生有更多表达自己的机会，从而扮演好课堂真正的主人的角

色。学生因在教学过程中完成了学习任务，从而带来的自我效能使自己的学习兴趣无形中便有了提升。

这便是语言教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多种教学被实施而试图得到的理想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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