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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

础）”课的教学中，部分教师重视理论知识教学目标，忽略了

情感培养目标，侧重理论知识讲授，轻视情感因素的作用，教

学效果不尽理想，也没有真正实现“基础”课培养全面和谐发

展的大学生的终极目标。探索“情·知教学”模式在“基础”

课中的运用，对增强“基础”课教学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

力，实现“基础”课教学目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关于“情·知教学”

“情·知教学”强调要将认知心理和情性心理辩证统一起

来，把情感与知识同属于教育的培养目标。认为“情”与

“知”两种心理是相互促进、同为学习的基础。主张教会学生

以最好的情绪和态度自主学习；构建课堂教学“立体结构”，

不仅有师生之间的纵向信息交流，而且有学生之间的横向信息交

流及其连锁反应。

“情·知教学”思想由教育家冷冉先生于20 世纪 80 年代

初提出。冷冉先生认为认为学生大脑暗箱里的学习过程可能有两

条路径，即“学习的一个方面是感觉——思维——知识、智慧

（包括运用）的过程；另一个方面感受———情绪——意志、

性格（包括行为）的过程”，揭示了学生学习的心理过程是认

知与情感的辩证统一过程，并强调情绪对于学习、情绪·性格

过程对于认知过程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把情与知两个客观过程有意识地统一于教学活动中，便会

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这才算是真正的按学习的客观规律进行教

学。”传统教学理论有时也讲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但

都只是当作认知的辅助手段而已，并不把它作为教学目标，而

“情·知教学”理论则重视情感因素在学生学习活动中的作

用，将情感因素与认知因素很好地进行融合，从而达到知情统

一的目标。

“情·知教学”的主要要素，一是亲密的师生关系和融洽

的同学关系；二是课堂有疑问、有惊讶、有迷惘、有争议、

有笑声，而以愉快为基调；三是最大限度地给学生以表现的机

会,学生及时获得反馈、矫正、补充、深化、整合的机会，促

进学生高效学习；四是教师充分发掘利用教材的思考性和情绪性

的因素，指点给学生，使他们在学习活动中体现出来。

2 　“情·知教学”模式运用于“基础”课的意义

“情·知教学”模式运用于“基础”课，该模式的教学

目标、立体式课堂结构以及愉快的课堂基调等要素，体现了人

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有效增强课堂

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2. 1“情·知教学”模式体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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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任务是帮助大

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

终极目标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知识让人睿智，情感让人完整。“情”“知”是教育的

两大主题，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应有之义。知识的提高给

人更多的力量，有助于人获得更多自由；情感使人精神充实，

学会与自己、他人、社会的和谐相处，从而迈向更加幸福的生

活。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是古今教育家的共识。如孔子推崇

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知、情、勇、艺多方面和谐发展的“成人”

“君子”乃至于“圣人”。王守仁提出教育是使受教育者

“知”“情”“意”“行”共发展。蔡元培认为要开展德、

智、体、美四育和谐共发展的教育。

当前“基础”课的教学，不少“基础”课教师也讲情感

教学，但只是把情感当做达成教学目标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作

为教学目标看待。在“基础”课中运用“情? 知教学”模式，

把情感和理论知识同属于要实现的教学目标，体现了人的全面和

谐发展的思想。

2 . 2“情·知教学”模式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人是教育的出发点，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职能。教学以学

生为本，就是尊重学生个体发展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学生

的基本需求主要包括自身学习主体地位的实现，所喜欢的教学方

式方法、评价方式以及情感上获得的满足等。

“情·知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关注学生的内因

和合作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根据，内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

过内因而起作用。没有学生内因的作用，要实现教育的效果是

不可能的。“情·知教学”模式把“情”与“知”两个客

观过程融合，关注学生的情绪、情感、性格等，激发学生自

觉地把“基础”课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内化

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外化为行为方式发挥其社会作用。“情·

知教学”模式还注重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合作的作用，突出学生

的主体，不仅有师生良性互动，也有学生之间的合作互动，使

学生体会“老师尊重我”“同学关注我”“我的课堂我可以做

主”等，在教师的引导下，同学合作中体验主体性、提高学

习收获值，促进自我全面和谐成长。

简言之，“情·知教学”模式把“以生为本”渗透到每

个教学环节中，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整体设计，体现了以学

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2 . 3“情·知教学”模式有效增强“基础”课的吸引力、

说服力和感染力

“基础”课教学中没有情的纯粹说理是枯燥、乏味、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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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没有理的过度煽情则是空洞、无效的。教学中把握好情知

的地位与功能，情理相融，可以改变学生认知态度，调动学生

积极的情感，激发学生作为主体的潜能，进而增强其学习兴

趣。有效地增强课堂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爱因斯坦说：“对于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

师。”学生只有具备对学习的“热爱”和“探索”精神，才

能乐在其中，才能主动地学习。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情感的

敏锐性和情感的素养犹如一种动力，推动学生去思考道德教导和

规劝的实质。”新时代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强烈，对课程的兴趣

较多地依靠情感成分。“情·知教学”模式强调以情育情。教

师对所讲授的理论，所宣传的思想的真懂、真信、真爱，授

课情感真挚、情绪高昂、精神饱满，对学生具有较强的感染

力。教师对学生充满仁爱之心，尊重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

系，容易赢得学生的拥护和爱戴。融洽的师生关系，轻松愉快

课堂，自然达到“亲其师，信其道”效果，增强教学的亲和

力、吸引力和说服力。

3 　“情·知教学”模式在“基础”课的实现

“情·知教学”模式在“基础”课教学中的运用，要从

几方面努力，即情感因素的挖掘、语言艺术的运用、立体课堂

的设计和教师素质的提升。

3.1情感因素的挖掘

“基础”课中“情”“知”同为教学目标。“知”的

目标显而易见，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法治观的相关理论。而“情”的目标以及作为教学

辅助手段的情感因素需要加以挖掘。主要以大学生对国家、对

党、对人民、对集体、对同学、对父母、对生活和对大自然

的深厚感情，还有乐观、坚毅等对大学生身心发展影响显著的

情性目标作为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辅助手段。

首先，要明确“基础”课教材每章节的情感目标，要精

于挖掘蕴含在教材中的情感因素、情感资源等有利于培养学生

“情”的因素，做到寓理于情、情理交融、以情施教、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其次，从学生身边、日常生活挖掘与“基础”课教材

相契合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再次，从地方文化资源中挖

掘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生动、典型、形象、具体的素材，用以

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还可以创设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产生

情感体验，引起学生共鸣，激发学生思想情感上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简言之，情感因素的挖掘，激发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培育大学生的感情、性格和情绪，协调师生情感，增进学生

之间的情谊，增强教学效果，顺利实现“情·知教学”目标。

3.2语言艺术的运用

“情·知教学”模式要求既讲透理论，也要培养情感。这对教

师的语言表达有较高要求。首先，要求教学语言通俗易懂且富有

哲理性。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掌握人。教学语言通俗易懂、深

入浅出，才能帮助学生理解深奥、枯燥的理论。富有哲理、闪耀

着哲学思辨和智慧的教学语言，可以帮助学生深层次探究人生的

真谛，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启迪、心灵得到滋养，激发学生求知欲。

其次，要求教学语言声情并茂。教师丰富的情感、深邃的思想，通

过声情并茂、真情实感、生动活泼又形象鲜明的语言传达，才能

从心灵深处真正打动学生，实现心与心的碰撞，以生命感动生命，

用情感培育情感。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会身临其境之感，

增强对教材内容理解的透彻性和领悟力。再次，教学语言要年轻

态。所谓语言年轻态是指语言表达、情感触达符合年轻人的实际、

需求。语言年轻态从感官刺激到心灵深处真正地打动学生，缩短

师生间的心灵距离，让课堂氛围活泼、轻松、快乐，收到妙趣横

生、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还有利于构建融洽和谐的师生、生生

关系。愉快的课堂基调，融洽的师生、生生关系是“情?知教学”

模式的应有之义。

3.3立体式的课堂设计

没有对话，就没有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真正的教育。高

校思政课在大学生眼中较为枯燥乏味。重要原因是教师教学方式

方法单一、满堂灌输、让学生死记硬背、没有互动交流。“情·知

教学”要求课堂是立体的，基调是轻松愉快的。是以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情·知”为目标的混合式教学的课堂。既有教师与

学生之间纵向的互动交流，也有学生与学生之间横向的互动交流。

师生间、生生间讨论、交流，彼此间相互倾听，即是知识学习的

过程，又是师生、生生情感交流、传递的过程。一方面可以在师

生、生生间形成共识，彼此认同，另一方面，课堂立体结构信息

交流方式，将课堂教学重心，由教会学生知识转向教会学生自主

学习。学生作为学习主体身份得以真正展现。学生自主学习是实

现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基础”课的立体结构设计，可

以把学生分为几人一个学习小组，课堂上的思考、讨论、疑难问

题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合作解答。各小组对问题充分交流后

再派代表分享该组的学习结果，其他小组再进行补充。这种形式

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3.4教师素质的提升

“情·知教学”模式对教师素质有较高要求。要求教师拥有渊

博的学识，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知识结构，要钻研教材、吃

透教材。如，情感因素的挖掘既要从教材中挖掘，又不限于教材，

也可以从地方文化资源、其他相关学科中挖掘。这要求教师必须

不断更新知识、扩大视野，提高鉴别分析能力和审美能力。“感人

者，莫先乎于情”。“基础”课教师要有教学情感、职业情感以及

“共情”能力，对课堂有感情，对学生有感情，才能“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只有教师个人自身拥有丰富的情感并能艺术化地运

用于教学，才能发挥情感因素的魅力，才能设身处地理解学生，才

能善于利用各种有利于教学的情感因素、情感资源。语言的表现

是教师内在学识和修养的外在表现，是一种驾驭课堂的能力和智

慧。语言表现力的提高要求教师要有丰富的经验、纯熟的技巧，要

了解学情，精心备课，才能对语言艺术运用灵活自如、得心应手。

课堂的立体设计、应变能力，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打磨、锤炼，

要求教师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索多种教学

形式，丰富教学手段，由单一的教学方式、手段向形式多样、丰

富的教学手段转变。由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向师生、生生

一起解惑转变。这些都以教师素质的提升才得以实现。

综上，“情·知教学”模式在“基础”课的运用，强调“情”

“知”教学目标、立体式课堂、愉快的课堂基调，有效激发大学生

自主学习、增强“基础”课实效性，是“基础”课培养全面和谐

发展的大学生的有效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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