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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教学工作中，在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教育是
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核心，对于小学语文现代化教学有着重要的
指导意义。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更加注重对学生加强情感教
育，以及需要提升学生自我探究能力的培养。基于此，本文从
小学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策略出发，开展相应研
究 。

1  创建相应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情感
传统的课程教学方式和基于对学生教材情感探究的现代化语

文教学方式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教师应该紧跟时代的发展，
针对不同的课程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小学的语文课堂教学
中，教师可以根据所要教授的课文，创建出来具有吸引力的情
景，进而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生教材情感探究的意识。
在新时期的语文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
情感探究的意识，同时进行不断的意识强化，以此让学生具备
教材情感探究的能力。

例如，教师开展小学语文八年级下册教材里面《邹忌讽秦
王纳谏》此文进行教学活动时，教师便可以课本中的情景内容
来让学生构建相关的情景，开展情景教学法来唤醒学生教材情感
探究的意识。具体的实施可以如下：在进行上课之前，教师先
找几个平时积极爱表现的同学并对他们进行小组划分，在课前先
预习课文，上课时依据《邹忌讽秦王纳谏》的教材内容，来
登台表演“怎么劝解秦王”，最后教师对表演进行相应的总结，点
评分析学生在劝诫过程的表演，并给予每一个同学鼓励。在进行
教学活动总结之后，根据学生小组的表演情况来做切入，并由此
引入邹忌进谏劝诫秦王的情形，来开展课文的教学。通过情景创
造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分组表演的方式，使学生形成了一种情感探
究的意识，假如不去探索教材情感表达方式，就无法完成相应的
情景表演，这将极大地激发学生情感探究的能力，使课堂上的学
习效率得到提升[1]。

2  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加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想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那么首先就必须意识到学生身上具有的创造力，并且使用正确的
方式方法将学生们隐藏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因此教师应该把培养
学生创造力与实际的教学课堂相结合，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
教师为学生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上课时多鼓励学生多
阅读多思考多主动举手提出问题。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语文教学
活动的过程中，应该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与模式以及对学生
上课的状态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所以向学生提出问题是一种很
好的激发学生主动思考与了解学生学习状态的手段，尤其适合运
用在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在语文教师提出问题前，先把学生
们分成三到四人一个小组，之后让学生小组在各自的小组中进行
问题的探讨，并解决问题，解决的方式方法不限，这样一来便在
无形之中就培养了学生的教材情感探究意识。疑问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激发起学生对情感探索的欲望，并且分小组对教师提出的问
题的讨论本身就是对学生教材情感探究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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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教师在给学生学习小学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愚公移
山》一文时，先给学生分配小组，并要让学生在课前做好充分的
准备，在课堂上提出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教学，所提的问题可以作
以下参考：如，课文中愚公的妻子与智叟对愚公移山的质疑有什
么区别？然后让各学习小组就围绕着本话题展开相关的讨论，并
在讨论结束之后，由小组的代表人来进行相关的汇报，教师应予
以点评，并给予每个讨论小组相应的鼓励，对最好的小组给予相
关的奖励，例如：给予小组成员作业本的奖励等等。

3  在教师的引导下，抓住课文内容的情感所在
现如今，教师转变教学模式与理念意味着要革新传统的教学

观念和教学模式，在传统的小学语文教育模式下，教师总是占
据主导地位，认为灌输给学生的东西越多，就越成功，不在乎
学生自我的独立思考和理解能力的提升。这种教育教学方法在现
行课改的形式下，这样的教学方式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了。所以
教师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要将学生转变为教学的主体，开展
多样化的教育教学方式，使学生形成教材情感探究的意识，增
强教材情感探究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在各种形式的学习中运用。
除此之外，语文所涉及的知识面广，可发散的范围也广泛，并
且学生们的发散思维也是很广泛的，所以可以通过学生上课提问
的方式让所有同学对课本的理解更加多层面。教师根据学生提出
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解答，有效的带动学生们的求知欲望 [2]。

例如：小学语文七年级下册的《再塑生命的人》这一课，这
一课文主要讲的是要让学生认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挫折与
困难，希望学生可以做到不气馁、积极面对困难与挫折。针对这
一主题，教师可以提出针对性的问题，如：这篇文章是怎样以什
么为线索来一步一步揭示主人公遭受的挫折？然后让学生依据故
事的发展先进行情感探究与知识搜索，然后回答问题，最后可以
再设置相应的开放性问题，如：假如你遇到挫折，会怎么办？通
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引导学生进行情感探究，这样有利于培
养学生情感探究的能力，引导学生积极地进行思考，不断开发自
己的思维，打破自身学习的局限，提高情感探究的能力。

4  总结
综上所述。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越特性，教材情感探

究在小学语文甚至更高水平层次的语文教育中的相关运用将会变
得越来越广泛。现如今，大部分小学语文教师还没有意识到学生
教材情感探究能力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针对此现状，需要教
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不仅对教师提出相应的计划去改变，也需
要学生们积极地配合教师的教学工作开展，积极活跃地参与到语
文课堂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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