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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中国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当前小学语文课堂

与过去的传统课堂不同，人们越来越重视情感教育。情

感教育注重培养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其它综合素

质。小学生年龄更小，可塑性更强，喜欢并且容易接受

新事物，并且有强烈的好奇心。将情感教育运用到小学

语文教学中，并在其优势中提供充分的发挥，不仅可以

提高小学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和质量，而且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语文学习习惯和兴趣，促进学生整体综合素质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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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感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小学语文教学可以有效推动情感教育，情感教育则

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体现，二者之间联系紧密、相辅

相成。教师在小学语文实际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掌握

词汇、段落的运用，更应该培养学生对教材整体内容的

理解和思想情感的领悟，只有将情感教育有效融入小学

语文教学中，才能从根本上加深学生对情感教育的理解

和体验，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发展。

1.1 顺应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发展趋势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素质教育成为教学中

的重要目标和发展趋势。教育部门明确提出了对学生进

行情感教育，这就要求教师在小学语文实际教学中，要

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良

传统文化的灌输，如培养学生爱国情怀、践行尊老爱幼

的传统美德等，促进学生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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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是学生产生积极正面思想感

情的重要途径，既使学生情感得到升华，又能够从真正

意义上帮助教师完成教学任务、达成教学目标。

1.2 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小学年龄段的学生，认知能力、生活经验都相对欠

缺，在学习和生活中不能站在理性的角度，从整体对问

题进行思考和分析，而是依照自身爱好和主观情感去想

事情、解决问题。教师通过情感教育，可以对学生产生

正面积极的影响，从而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学

生健康全面地成长，为其今后学习和生活提供保障。

1.3 激发学生思维能力和探索能力的发展

小学阶段的学生对新鲜事物总是保持着较强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针对小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在小学语文

教学融入情感教育，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探

索能力。教师的正确引导，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情感教育活动中来。

2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的有效方式

2.1 选择合适的时机引导学生感受特定的情感，但必

须防止陷入“尴尬”境地

正确、积极情感的形成实际上与高尚品格、做人基

本原则的培养是相通的。而将高尚品格、做人基本原则

向学生传递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即

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自觉感受到对与错。情感教育同样

如此，教师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引导学生十分自然地

对特定的情感进行感受，但必须防止陷入“尴尬”的境

地。比如，围绕“母爱”进行学习时，最佳的情感教育

机会便是与唐诗《游子吟》相结合。此首诗一共六句话，

以“手中线”和“身上衣”作为情感表达意象，描绘了

这样一幅画面——游子身上所穿的衣服是慈母一针一线

缝制而成，每一次穿针引线的过程都是母爱的体现。但

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的提高，很少有家

庭还保留“母亲为孩子亲手缝制衣物”的习惯（我国北方

某些地区还有母亲在秋冬季节为孩子织毛衣的传统）。

因此，很多学生对“线”和“衣”中蕴含的情感无

法做到深入体会。面对此种情况，教师可以保留“母子

亲情、母爱”这一具体的情感不变，但将体现情感的意

象进行变动，使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感受母爱。比如，教

师可以在课堂上提问：“请同学们仔细回想一下，自己的

妈妈在生活中的哪些举动能够体现出对自己的关爱之情，

在听到、看到这些具体的行为时，你的内心是否会产生

涟漪？”学生无需进行深入思考便可得出诸多答案。

比如，在全家一起吃饭时，母亲（也可能是其他长

辈）会将最好吃的食物夹给自己；母亲自己的生活开销

“能省则省”，但会尽量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学生完成回

忆之后，教师可抛出深入问题：“请同学们仔细想一想，

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有什么目的？”学生的最终思

维会逐渐集中在“妈妈只是发自内心地对我好，只是单

纯地希望我好，她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明确这一观点，

便是明确了“母爱究竟是什么”，对《游子吟》的理解也

能“更上一层楼”。

2.2 充分挖掘教材中情感元素，增强学生情感体验

能够被小学语文课本收录的文章，都是经典文章，

其语言通俗易懂，富有启发意义，这些文章既能促进学

生文学素养的提升，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

教师要带领学生充分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大量人文精神

和情感元素，教师要善于运用文本中的情感素材，让学

生在浓厚的情感氛围中陶冶情操，感悟情感，既加深了

学生对课本内容深层次的理解，又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精

神境界。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内容都可以成为教师向学生

进行情感教育的重要蓝本，如，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千年

不倒的爱国主义精神、感人至深的亲情、志同道合的友

情等等。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根据文章中情感的不同侧重

点，对小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情感教育，从而进一步增

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2.3 结合教材内容，创设教学情境，要求学生代入角

色，实现对情感的深层体会

面对此种情况，教师可以结合音乐，通过艺术的感

染力，将学生的思绪带到母子情深的情境之中。具体的

方式为：教师可带领学生欣赏《经典咏流传》第二季节

目。其中，知名作曲人鲍比达老师以《游子吟》为词，

将中国古典乐器中的长笛、琵琶与西洋乐器钢琴、小提

琴相结合，婉转动听的旋律结合“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创设出十分温馨的母

爱情境。在这首音乐作品中，母子亲情在古筝和长笛的

清脆旋律下，形成了一种“小桥流水”的意境，特别容

易将学生的心绪带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进而使自己母

亲的形象与艺术作品中的母亲形象相互融合。在此基础

上，对母爱情感的理解必定深入，情感教育的目的也更

容易实现。在素质教育理念下，小学生的情感能否得到

正确表达和正确发展，是日常教学中教师必须重点关注

的内容。为实现“丰富学生情感，激发学生求知欲和探

索精神”的目的，小学语文教师可先对教材中隐藏的情

感进行深度分析，梳理出小学生易于接受的情感培养方

式，引导小学生正确控制及表达自己的情感，对其日后

成长大有裨益。

2.4 构建教学情境，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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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小学语文教学模式往往是教师为主体进行讲授，

学生划重点、做笔记，这种模式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

提高。也正因为小学时期的学生理解和认知能力的不足，

导致其对不同年代和生活背景创作出的文章以及作者赋

予文章中的情感认识不清，更谈不上情感教育的有效性。

因此，教师要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构建有利于学生

理解和认知的教学情境。例如，网络视域的大背景下，

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将学生遇到的难题以直观的

形象呈现出来，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能够很

好地领会作者的意图和思想感情。多媒体的合理运用既

增加了语文课堂素材，新鲜事物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情感教育当中。例如，

在学习《圆明园的毁灭》这篇课文时，文章名为“圆明

园的毁灭”，却用了大量的笔墨对它辉煌的过去进行描

写，文章结尾写道“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

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是作者发出痛心疾

首的感叹，也是对侵略者的仇恨。维克多·雨果在圆明园

被毁一年后写的关于圆明园的信中也曾发出悲叹：“有一

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

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

了圆明园。”教师可以播放被毁前融合了天下胜景和名园

精华的圆明园，然后播放圆明园被大火连烧三昼夜后，

这座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世界名园化为一片焦土的惨景，

从视觉上对学生产生最直接的冲击，让学生记住这段屈

辱的历史，增强学生的民族使命感。另外，教师还可以

组织学生有感情地大声诵读课文。通过有感情地诵读，

将无声的文字转变成富有情绪的声音，尤其是对古诗词

的大声诵读，不仅能加深学生对韵律节奏的把握，而且

能够提升学生情感的认知能力。比如，在人教版五年级

下册语文《闻军官收河南河北》中，前半部分写作者初

闻喜讯的惊喜之情，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

准备，学生在大声诵读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情境：一位

年过半百、饱受战乱之苦的诗人，在听到官军收复失地

的消息后，那种欣喜若狂、不能自抑的情感，从而体会

作者真挚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是十分有

必要的，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手段，逐步转

化成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让学生在良好的情感教育氛

围和融洽的师生关系中，不断增强自我情感体验和综合

素质能力，为成为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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