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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素质教育理念以及核心语文教育诉求的不断深入与拓展，小学语文教育面临新的教学环境与机遇。对此，

如何立足于学生的语文学习实际与学习需求，结合语文教学任务与教学目标，利用语文情感教育为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语文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以及学习参与性。让学生更好地融入到小学语文教学情境中，才能真正做好

小学语文情感教育，提升小学语文的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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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是一门工具性、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并且是小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阶段。教学应该从小学生

的情感出发，对小学生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引导

学生情感，使其在小学语文学习中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

如果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忽视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容易使

学生出现情感缺失，影响学生的整体教育质量。面对当

代的小学语文教学要求，强化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

育，将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的人才是小学语文教学的

重要目标。

1 小学语文情感教育特点
1.1 情感性

小学语文与其他的课程比较具有显著特色，其显著

特色就是富有丰富的情感。小学语文的情感性主要是指

在具体的语文教学中必须以情动人，以情感人，通过运

用美好的事物促进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并且最大化地

实现教和学的目的。同时教师之间的情感交流在一定程

度上也陶冶了学生的心灵，使学生在乐中学习，实现良

好的教学效果。

1.2 形象性

语文情感教育可以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激

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同时

教师利用形象的描绘性语言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使学生

的形象思维越来越活跃。因此，情感教育可以充分应用

至多媒体、游戏以及画图等多种教学手段来实施，从而

将学生带领至真正的教学意境中。

1.3 审美性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非常丰富的美育因素蕴含在情

感教育中，因此语文情感教育具有十分独特的美育功能。

语文的情感教学由于具有美育的目标，如果脱离情感教

育，语文的教学将会变得枯燥、僵化，所以在语文的情

感教学中应该重视对情感的感受和理解。

2 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情感教育的主要作用
2.1 正确引导学生的情绪与情感

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帮助学生形成语文

思维能力以及思维习惯，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学生

形成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对真善美、假恶丑的社会现

象有一个正确积极评判体系，使得学生可以更好地管理

与发泄自身情绪，引导学生在情感因素与情感表达等方

面形成完善的认知与理解，进而优化学生的情感体系。

2.2 丰富小学语文教学内容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掌握语文基础知

识，熟悉语文表达方式，熟练语文认知技巧是其主要的

教学目标。而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情感教育，可以有

效地丰富语文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可以从情感方面加深

对语文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拓展，让学生将语文学习过程

与自身的情感认知分析过程结合起来，提高小学语文教

学效率。

2.3 完善学生身心素质

情绪情感是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体现，开展语文情

感教育是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提高教师

对学生心理状态管理与引导的主要方式，对培养学生健

康的身心素质具有积极作用。对此，将语文教学内容与

情感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了解情感、

表达情感、交流情感、管理情感，优化学生的综合心理

素质。

3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情感教育的主要目标
3.1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念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融入情感教育可以培养学生

乐观积极的价值观念，引导学生建立起正面完善的价值

取向，尤其是在情感认同与交流过程中，使得学生的个

人价值体系得到充分的拓展与健全，进而实现学生在语

文教学过程中对情感因素以及情感意识的深入学习与重

点掌握，凸显学生的语文综合思维能力以及认知技巧。

3.2 提升学生共情能力

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情感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要

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尤其是对文字情绪与思想情感的

把握与延伸能力，是将语文教学内容中的情感与自身情

感认知经验结合起来，发挥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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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能动性与情绪融合能力，实现学生对情感内容的细致

化、精准化、联动化认知与把控，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

能力。

3.3 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

语文情感教学过程中，情感的载体往往都是文字形

式，学生必须要透过文字信息来了解与熟悉文字背后的

情感倾向与情绪特点。因此，在情感教育过程中可以有

效地提高学生对汉字语言的组织能力，让学生在掌握文

章情绪表达效果与表达技巧的同时，将这些情感组织方

式与自身的情感表达与交流结合起来，优化学生对自身

情绪的认知与管理能力。掌握情感分析方法，进一步增

强学生的阅读与交流理解能力。在情感教育的过程中，

还需要培养学生的情感分析能力，尤其是通过语言环境、

情境意象、词语选择与使用等方面来进行对语文教学内

容的情感内核进行分析与拓展，让学生明确语文表达中

所蕴含的语文情感内容，进而优化学生阅读与交流理解

能力，实现学生对语文情感因素的细致化与准确化把控，

提升学生的情境实践分析能力。

4 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实施策略
4.1 创造情感教学情境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在传授小学生语文知识的

同时，教师创造教学情境，通过情感导入教学情境，实

现情感在教学过程中的传递，促进学生对情感教学的体

验。由于小学生年龄等问题，其情感表达和感受很简单、

很肤浅，容易受到小学语文教学的影响。所以，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应该积极创造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

并使其感同身受，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例如在《金色

的秋天》文章学习中，教师可以为学生展览数张秋天景

色图，同时在朗读课文时也略带秋天的凄凉情感，充分

创造教学情境，使小学生如同身处秋天景色中。

4.2 体验情感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的显著特点不论在哪种题材的课文，

都有各自要表达的情感和内容。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语

文教师在课堂的学习中不仅要引导小学生对课堂内容的

学习和掌握，而且要通过多种教学手段使学生在实际中

得到锻炼，提高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技能。例如《九寨沟》

课文的学习，教师要引导学生了解课文的内涵，并且通

过多媒体展现九寨沟的美丽风景，使学生自己体会祖国

美好风景，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最后使学生

明确在生活中细心感受大自然的美，祖国的大好河山等

待我们去欣赏，激发小学生的壮志情怀和热爱祖国的情

感。

4.3 加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关

系，可以缓解课堂的紧张气氛，并且教师可通过诙谐轻

松的问答，促进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学习。良好的师

生关系是课堂教学实施情感教育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在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尊重小学生，以小学生为

教学主体，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并加强课文的情感

体验。同时教师的关心和爱护，使学生体会到家庭之外

的温暖，激发小学生的情感，进而也加强了学生的情感

体验。

4.4 在教学中正确把握情感教育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把握教材中的情感教育是小学语

文教学情感教育的重要策略。随着新课改的实施，对小

学语文的情感教育有明确的要求，必须以培养小学生热

爱文字和文化的思想情感。面对新课改的要求，小学语

文教学面临新的要求，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加强对情感

的引入，通过教材促进小学生情感的体验。教材是小学

语文教学情感教育以及情感陶冶的重要载体，值得小学

语文教师重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应该依据不同的

课文情感需要进行相应的侧重渗透，使情感教育更具有

针对性，所以把握教材中的情感，是提示小学生情感体

验的重要手段。

4.5 利用多媒体教学

采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进行立体化的语文

学习过程。立体化、形象化、直观化的语文教学形式可

以更加高效地帮助学生完成对语文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掌

握，尤其是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活动，对此老师可以主

动采用多媒体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认知效率。比如，

老师在进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教学时，老师可

以利用视频、图片等资源对当时中国面貌与社会情况的

展示，并对周总理的伟大理想与魅力人格的细化分析与

拓展，提高学生对周总理的个人追求的认同与共鸣，进

而提高小学语文情感教育的教学效果。

4.6 了解学生心态

及时了解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优化

语文情感教育的侧重点与方向。为了优化小学语文情感

教学的教学方向以及教学侧重点，老师还应该及时掌握

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与学习需求，结合学

生的语文学习现状与心理实际来灵活调整小学语文情感

教学的活动形式与教学方式，促使学生可以更好地融入

到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来，同时提高小学语文情感教学

的有效性、针对性与辅导性。

4.7 教师要爱学生

爱是一种积极的高尚的情感。教师对学生的爱能够

唤醒学生的爱心，萌发学生善良的美德和高尚的情操。

可以说爱心是滋润学生心田的甘泉，是教师一切教育艺

术、技巧、方法产生的基础和源泉，也是教师对学生实

施情感教育的起点。要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就应该关心，

热爱学生，通过教学活动将爱浸入学生的心田，触动他

们的情感，引起他们积极的情感反应。特级教师于漪说：

“教师对学生的情感要纯真，要深厚，切不可有‘烦、难、厌’

的情绪，一定要爱心一片，与学生心心相印。”教师对

学生真诚的爱滋润着学生，可以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

痕迹，为学生情感的升华打下必备的基础。教师对学生

的爱，对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开发学生智力，转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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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思想，陶冶学生的情感，塑造学生的灵魂，有极大

的激励与感染作用。反过来，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了爱

的满足之后，又会更加尊敬与信任教师，教师在学生这

种爱的回报的激励下，会更加爱护学生。这种师生间爱

的良好关系，循环往复，会促使教师更加投入教育工作，

学生更加努力学习，好好做人。

5 结语
情感教育是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重点，老师应该

重视对学生情感与情绪的教学与引导，结合语文教学内

容中的情感因素与学生的情感学习需求，开展形式多样

的语文教学活动，促使学生更加准确地掌握情感教育任

务，提升自身对情感因素的分析与理解能力，掌握情感

的组织与表达、交流与分享、管理与引导的语言技巧，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小学语文教学活动，实现情感教

育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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