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教育新探索
 

(1)
 

2019,1

小学语文情感教育的应用与研究

张勤遂

三明学院教师教育系 福建 三明 365004
DOI:

【摘要】情感教育是通过在教育过程中尊重和培养学生的社会性情感品质,发展他们的自我调控能力,促使

他们对学习、生活和周围的一切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形成独立健全的个性与人格特征的教育。在语文教

学中融入情感教育符合新课程改革目标的基本理念,为语文学科教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已成为语文教学改

革的一个崭新亮点。同时在语文教学中开展情感教育是解决当前一些语文教学弊病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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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文因中国在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得国际

上对中文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对小学生来说,语
文教学应从小奠定下良好基础,特别是语文教学中

的情感教育,情感充斥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影响着他

们的心理的健康发展。所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
师更应注重学生情感教育,情感教育理念是教师以

课程的写作特色和表达方式为依据,对学生进行情

感挖掘,并为学生文章情感领悟能力的养成,培养制

订恰当的教学对策,进而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发掘和培养情感意识,进而促进小学

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1 小学语文情感教育的作用

1.1 语文情感教育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和谐发展

教育是培养人、塑造人的一种社会活动,要提高

社会的发展水平,就必须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

人才。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已经不仅仅指身体上的

健康,而是一个人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等多方

面的和谐发展。语文情感教育能够充分发挥情感的

积极作用,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1.2 语文情感教育能够培养学生高尚的

情感
语文情感教育能够创造和谐的教学环境,师生

之间、生生之间通过健康情感的沟通与交流,会对学

生的身心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学生个性

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和谐的人际关系,情感的介入能

够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语文情感教育中,宽松的课

堂气氛、民主自由的讨论、轻松愉悦的主动参与,都

可以促进融治、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在某种程

度上“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

改善一个人的生存境遇。

1.3 语文情感教育可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翻开语文教材,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文质兼美

的名家名篇中充满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大自然、对
亲朋好友、对同志的深挚情感、字里行间洋溢着或优

美淡雅或清丽委婉或崇高悲壮的美感。因此,在这

些作品教学中,语文教师不可能仅仅传授语文知识,
而必须同时进行情感传递和情感教育。

2 小学语文情感教育的应用策略
2.1 优化教学情境,引发学生情感

情感产生的机制之一是情境熏陶,即所谓的“触
景生情”。情境的创设有利于把学生内心的情感移

入所认知的与教学相关的对象上,既有利于教学内

容情感的展示,同时也益于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

情感体验,这样便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机,
于是在促进学生认知的同时,情感也获得和谐发展,
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的教学目标。因此,语文教师要

善于运用多种手段创设情境,以展示教学内容中的

情感,引发学生相应的体验。

2.2 丰富教学内容,满足学生探究需要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选文,有的距今年代久远,有

的虽是学生熟悉的,但平时却未能引起学生的关注

或重视,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作品,增强学生对作品的

亲切感,引发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教师在向学生

呈现教学内容时,需从学生实际学习需要出发,对教

学内容做适当的增删,提供必要的范例。
长期以来,阅读教学存在的最大的弊端之一,就

是忽视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感情经历,把阅读教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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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课堂、课文和各类语文知识点,教师一般重在灌

输有关课文的分析、评价和结论,学生大多处在被动

接受、机械记忆的位置,阅读教学失去了它应有的生

活情趣和人文魅力。
首先,找准切入点,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实际

上,作为母语,语文是最贴近学生生活的一门课程,
学生在母语环境中学习母语,已经掌握基本的口语

和书面语,具备一定的理解课文的能力,尽管阅历有

限,但绝大多数课文所叙述或描绘的是学生熟悉的、
只是没有关注或意识到的生活事实、道理等。因此,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结合对文本的加工、组织,把
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生活世界当作重要的课

程资源增加进来,尽可能地以学生原有的知识积累

和生活经验作为学习的切入点,使学生产生阅读的

期待,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究的兴趣,以便顺

利地进行新知识的建构。

2.3 引发兴趣陶冶情操,激活教学过程
根据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及实际学习需要,对教

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增删,这些是一堂好课的必要前

提,而一堂课效果的好坏关键还在于课堂上师生间

的交流,通过引发兴趣策略、陶冶情操策略来激活教

学过程,促进教学中的情感交流,以培养学生的积极

情感,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现代情感心理学研究

已表明,学生学习时的情绪状态对学生的学习具有

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已被情感心理学家称为学习的

情绪背景,并提出了快乐一一兴趣是智力活动的最

佳情绪背景的科学结论。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快乐

一一兴趣情绪具有一系列的促学作用:如有利于促

进学生认知学习活动;有利于促进学生理智感的发

展;有利于促进师生人际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增进学

生身心素质的健康发展等。

2.4 完善教学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教学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它是建立在

事实判断基础之上的价值判断,并且它更注重的是

价值判断。长期以来,我国语文课堂教学评价存在

着一系列问题:过多注重评价的鉴定功能而忽视了

评价的诊断作用;偏重于认知方面的定量评价,往往

忽视了定性方法的运用,忽视了情感因素的存在及

其作用;重视结果的评价而忽视过程的评价;过分强

调甄别与选拔,忽视了改进与激励等功能。这些教

学评价的现状体现在语文情感教育中,主要表现在

评价时没有充分重视学生的认知和情感的统一,评
价时未能兼顾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注意运用多种

方法来有效的进行评价,结果影响了教学的整体效

果。语文情感教育的评价方面出现评价目的片面、
评价范围狭窄、评价手段单一、评价主体局限等诸多

现象并非偶然。因为从“知识和能力”方面来评价学

生的语文学习是十分容易的,教师可通过考试、测验

等常规检测手段进行,而对于评价“过程和方法、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些“虚”的方面就不易操作。然

而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无论他们从事听、说、
读、写的什么样的言语实践活动,他们总是借助一定

的方法,伴随着一定的情感态度,具有一定的价值取

向,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对它们的评价应该是

语文课程评价的题中之义,而不是外加的。

3 结束语
小学虽是学生学习生涯的初期,但却占有重要

地位。学生为更好的掌握知识,需要在小学阶段打

下坚实的语文基础。坚实的语文基础对学生的人际

交往具有积极影响,使学生更好的学会如何与他人

沟通与交流。情感教育作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

教学方向,需要从各方面提高情感教学理念的影响,
进而促进语文教学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邱芮.情感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A].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2019年“教育教学

创新研究”高峰论坛论文集[C].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

2019:1.
[2]许益宏.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实施策略研究[A]..教育理论研究(第六辑)[C].:重庆市鼎耘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9:1.
[3]童兴.情感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文教资料,2019(06):54-55.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