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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实施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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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语文是一门非常注重情感表达和情感传递的学科。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情感教育，能够让学生成为有知识、有态度、有

温度的人，具有深刻的教学价值。小学语文教师要能够深刻把握语文教学内容和情感教育的内在联系，创建出更多有利于带动学生情感

表达的教学活动，鼓励学生表达情感、帮助学生正确表达情感、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品质。本文会结合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价值、实施原则，重点探究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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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是与认知教育相对存在的一类概念，是完整教育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小学生们的思维简单，社会阅历极其匮

乏，该阶段他们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感性认识却

是非常明显的，如他们容易情绪化，心理也比较敏感脆弱，这是

他们缺乏情感经历的重要表现。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小学语文

教学是老师和学生以教学目标为价值取向进行经过教育技术加工

的人际交互过程。是围绕小学语文教材，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来

实施的师生间的学与教的互动过程。这个互动过程，学生既可以

学到知识，又能在习得知识的实践中发展能力，养成高尚的情感，

既而会让这种情感泛化师生间，同学间的人际情感。这种情感对

于教学来说是相当有意义的，它可以激活课堂，促进教学有序进行，

还能为广泛开发人际交往和实施社会合作创造条件。其实，它本

身也是学生踏入社会之前的社会化情感准备。从小学语文教学的

对象来看，学生是一个个鲜活的， 具有丰富情感的生命个体，因此，

教育要从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入手，关注他们的情感活动，教育还

要在提高全民族素养上做好文章，也就是说要在小学阶段，向学

生输送种“修养”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

倘若小学语文教学只关注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对学生的精

神需求和情感生活视而不见，我们可以将这种教育称之谓“目中

无人”的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也会异化。情感教育是教育实践活

动的重要内容，它是以关注学生的态度、情感和情绪为特征，以

促进学生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为标尺，以尊重学生，愉悦学生为

目的的教育形式，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技能

是情感教育的核心。研究表明，情感是人们审美活动的基石，在

审美活动中， 最为关键的是“发现美、 欣赏美和创造美”。通过

这种活动，能达到净化心灵，升华情感的目的，同时还能提升人

们的素养。小学语文是希望让学生们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学会

认识、对话、形容这个世界的基础学科，情感则属于学生们看待

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包括喜怒爱憎等情绪倾向，语文教师教学时，

要对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积极培养，帮助小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

质，进而逐渐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推动小学生的文化

素养。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也就是意味着小学语文教

师要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们的心理变化，判断学生们的情

感倾向，结合教学内容尽可能让学生们产生情感共鸣，对学生们

实施潜移默化的情感影响，致力于推进学生们的全面发展。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情感教育的重要价值

（一）健全学生的人格

情感教育指的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够创设出有利于学

生学习的和谐的教学环境，处理好教学过程中情感与认知的关系，

通过情感交流增强学生们的情感体验，培养和发展学生们的丰富

情感，促使学生们能够形成独立健全的个性和人格特征的教学方

法。小学语文情感教育就是为了避免理性教育背景下培养出一批

“学习机器人”，而是希望他们成为有情感、有质感也有温度的人。

因此，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情感教育有利于健全学生的人格。

（二）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认同感

小学语文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旨在通过汉语言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小学语文教学内容丰富，包括古

诗、散文、小说等，不同体裁的文章内都蕴含着不一样的情感思想，

通过学习作者优秀的思想情感态度，就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文学的

魅力，深刻领悟语文学习的内涵，增强学生的语文学习认同感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结合语文知识传递情感态度，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潜在情感，让学生寻求到情感表达的出口，有利于促

进学生的情感品质发展。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情感教育的教学原则

小学语文教师在实施情感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住教学设计

的科学性，也要能够兼顾教学艺术性。如果说语文教学是一项理

性的行为，是躯干，那么情感教育则是培养学生情绪态度的内容，

是为了在语文学习中注入灵魂。因此，首先要做到教学环境体现

情感氛围，教师要能够通过营造轻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进

行独立思考，也能够和教师进行交流互动；其次，要与语文教学

内容相贴合，让学生通过语文学习体会到高尚的精神品质，促进

学生个人修养的形成。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情感教育的教学策略

（一）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进行情感表达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其本身的情感行为对于学生起着无

形的影响。情感教育，实际上是师生之间平等的交流。教师只有

愿意俯下身子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学生才愿意敞开心扉与你

沟通。首先，明确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杜绝盛气凌人的傲慢心

态；其次，语言表达上要善于使用学生乐于接受的语气，尽量用

委婉的语气，禁止用命令的语气，在与学生交流时，尽量声音柔和，

避免大喊大叫。在学生犯错误时，不能呵斥责骂、甚至体罚或变

相体罚。因此，教师要能够从自身出发，注重把握自己的教学情绪，

尽量采用积极正面的教学语言引导学生学习 。小学低年级和中年

级学生心智不够成熟，情感体系建立也不够完善，这些都是需要

小学语文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正视的问题。在情感教育的

引领下，教师要能够打破固有的师生关系模式，构建新型互助的

师生关系。首先，教师不可以再以领导者的身份自居，而是学会

放平心态和学生以朋友的态度相处，面对学生的困惑和不理解，

教师要主动走近学生，询问学生的需求，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其次，教师要努力克服以成绩好坏的方式看待学生。尤其是对于

数学学困生来说，其学习信心低下，也时常受到外部打击。教师

不可以在此时火上浇油，而是要学会一视同仁，争取获得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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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同。鼓励学生和老师主动讲述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二）联系学生的情感经历，塑造学生的优良品德

语文教学的作用还是存在局限的，毕竟单纯的文字内容对于

小学生们而言是抽象的，冰冷的。小学语文教材是由课程专家、

一线小学语文教师根据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现实教学情况精心

编选的，教材中突显了情感教育价值取向，虽然低年级课本中的

内容较为简单，但也有很好的情感加载点。老师的任务就是要想

方设法让小学生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并有所感悟，这就要求老师

首先要领悟作者的情感，从中找出文章中的动静点，准备好能与

小学生进行情感碰撞，达到共鸣的准备。当然，老师还要考虑到

小学生的理解水平，由于他们年纪小，经验和智力水平也有限，

对一些较于深刻的情感无法感知，比如，课文中的战斗英雄不屈

不挠的斗志，科学家废寝忘食、刻苦钻研的献身精神，医生救死

扶伤的高尚情感，等等。对于这些情感的培育要遵循情感发展的

规律，循序渐进地实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挖掘人物感人的

情感，引导小学生将课文中人物的情感与自己思想情感进行交融，

最终激发学生的情感火焰。语文教师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对

课堂情境积极创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加强教学活动形象性的主

要措施。情感教育具有形象性特点，通过开展情境创设方法组织

语文课堂教学，这是对情感教育进行落实的有效方式。所以语文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教材文本出发，对其中蕴含的情

感因素积极开发，合理运用教学资源，为学生建立良好的教学氛围。

通常情况下，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向学生展

示丰富的教学资源，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在真实

的情境中，激发学生情感，引导学生能够和作者进行情感互动，

教师也可以通过让学生们联系自己的情感经历和生活经历，从而

产生一些情感意识 。如为了让学生们体会到父母的爱，认识到家

庭情感的重要性，可以结合相关的教学内容，让学生们回忆自己

的生活经历，想想父母对自己无私的爱的奉献。

例如在学习课文《静夜思》的时候，考虑到这是小学生第一

次学习古诗，还是一首思乡之诗，大部分小学生都还没有远离过

家乡的情况，自然很难体会到那种心境。但是想必在生活中学生

和父母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亲子之情比较了解。教师可以结合

学生的心理认知特点设计一些情感教育模式，如将古诗中的内容

先通过漫画形式呈现出来，让学生进行简单的看图写话。最后，

可以导入动画片《静夜思》，让学生能够通过声音、视频等多种

感官加深自己的情感体验。教师提问：“如果有一天小朋友们需

要和自己的家人分离很久很久，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感？”小朋友

本身对于父母的依赖性很强，想到这样的场景自然就会略显悲伤，

教师可以通过进一步为孩子们讲述父母付出的方式增强亲子感情，

培养学生孝顺的美德。

（三）创建语文实践活动，注重情感体验的营造 

语文实践活动历来都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教学组成，只不过

有时候教师们不够重视罢了。但是语文实践活动却是让学生们完

善情感体验的重要途径，教师们需要重视这一教学环节。如为了

培养学生们的爱国情感，教师可以组建相关的“爱国”主题游戏，

例如在学习课文《端午粽》的时候，由于课文是对传统文化习俗

节日的介绍。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传统文化小游戏，如“包粽子”“吃

粽子”等，教师会通过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展示仿真的粽叶、肉块、

糯米等，学生可以通过点击屏幕上的物品进行包粽子。过程中还

可以增设一些趣味传统文化知识小游戏，如看美食猜节日的游戏，

如青团对应清明节、月饼对应中秋节等，教师则可以在过程中穿

插一些对传统节日的科普，增强学生的传统文化认知水平，培养

学生的爱国情感。如端午节的具体时间、端午节的历史来源。由

于小学生的知识储备比较有限，游戏是他们学习和体验生活的一

种方式，结合教材内容，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游戏活动中是能

够起到深化学生情感体验的作用的。

（四）朗读与情感表达的结合，让学生能够投射情感

语言是人们表达情感的重要途径，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体现的

就是朗读教学，朗读是让学生们结合文本内容，深刻理解文本内

容中的含义，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然后声情并茂的将文本内容

以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结合小学语文内容来看，所筛选的课文

都是优质的课文，且以主题形式呈现出来的，说明每个单元的课

文都是具备主题思想感情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将情感投射到

朗读的文章中。

例如在教学一年级课文《四季》的时候，基本的教学目标是

为了让学生能够认识生字“尖”“锐”等，然后学生要能够通过

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了解四季的特征，感受四季的美丽，最后

要能够让学生通过课文学习意识到四季的美好，能够真正热爱上

大自然。《四季》是一首儿歌，也被分成了几个小节读起来朗朗

上口，分别体现了春夏秋冬的特点，教师可以配上生动形象的图片，

然后结合一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运用肢体语言配合朗诵儿歌，

让学生能够体会到儿歌的朗诵乐趣所在。儿歌是极具情感色彩的

一类文学作品，非常贴合儿童的兴趣认知模式。教师还可以通过：

听 - 读 - 悟的诵读体系，帮助学生更好地宣发情感，教师会先为

学生诵读一遍儿歌，同时让学生能够透过教师的诵读感受大自然

的美妙和欢喜之情，营造出欢快的情感氛围。学生置身于情感氛

围中情感自然就会被带动起来，然后让学生自己结合自己的情感

理解进行诵读，最后让学生自己深刻领悟儿歌中的美好情感。通

过儿歌诵读能够将儿童活泼的性格展现出来，让学生真正透过文

字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

（五）因材施教与个性化辅导，让学生能够全面发展

在进行情感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进行针对性、个性化的辅导。每个学生成长环境不同、父母文化

程度不同、自身个性也不同，因此，在交流过程中应因人而异，

分别对待。对那些内向、自卑的孩子，要以安慰和鼓励为主，对

那些自我意识过剩、性格恶劣的孩子，也不宜一味包容。小学语

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在内容上与形式上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

教师需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研究教材，

抓住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努力营造温

馨活跃的课堂氛围，帮助学生建立自信、自强信念、培养优良品格，

实现全面发展。

四、结语

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情感教育于情于理都是有必要的。语文

教学本身是一项理性和感性双重结合的行为，巧妙渗透情感教育，

让学生能够将情感得以表达、得以展现、得以传递，发挥出语文

知识的文字传播力量。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能够联系学生的

学习特点和具体的教学内容，开发出符合学生认知的教学方法，

提高语文情感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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