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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徐建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  安徽省淮北市  235000） 

摘要：在当今这个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情感教育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都非常重要。语文教学过程中有各类情感教育资源的

流动，充分把握教师、学生、教材内容的情感性因素，语文教师要充分运用语文的“人文性”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培养学生的情

感能力，启迪学生做一个爱自己、爱自然、爱社会、爱他人，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成长的人。初中阶段作为学生价值观念树立以及个

人成长非常关键的启发和衔接阶段，语文学科教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语文学科教学中的渗透情感教育的实践与探索，成为当前

初中阶段教学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本文从情感教育渗透语文学科教学的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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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鲜活的联系，在每个人的成长动力系

统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情感能力的成长关系到每个人生命的质

量。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情感素养高的教师，懂得最优化地依托教

材中的情感素材，发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形象吸引力，让学生在学

习语文的过程中，心情愉快，产生更浓厚的语文学习热情、兴趣和

求知欲，并且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受到语文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树

立起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情感能力得以提升，在学习语文的经历

中收获大量鼓舞人心的体验，实现智育和情育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促

进。初中阶段的学生处于青春期，这个阶段是特殊的教育补救期，

在充分运用语文教学的有利资源的条件下，语文教师实施情感教育

对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基本原则 

（一）知情意行相统一原则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文认知水平、对语文

的情感认知、对自身情感的意识的和情感的行为习惯，更要重视培

养学生的情感素养，促进学生的知、情、意、行的和谐发展。情感

教育的理想追求是要将学生有待成长的情感水平，通过教育的方

式、途径，经过学生个体自组内化的过程，提升情感能力，外化为

他们的情感行为，达到个人和社会和谐美满的作用。教师在实践情

感教育，提升学生情感素养的时候，不只是干巴巴地就情感说教情

感，而是做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最优化的效果。 

（二）情感体验原则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运用学生感官的体验，触动学

生的情感，给学生营造相应有益情感能力发展的情境，触发学生产

生强烈的内心情感体验，不断强化形成良好的情感思维。在语文教

学中，教师要适当创设情境，给学生感受和体验的机会，让他们在

体验中去思考，有所领悟，从而深化已有的健康情感。  

（三）自我教育原则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通过启发学生的自觉，帮助他们学会认

识自我、愉悦自我、监督自我，起到自我教育的作用，有动力去自

我发展，顺利克服各种困难。自我教育是学生成人、成才更有动力

的发动机。情感教育要注意培养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教育能

力，让他们在遇到学习困难和生活难题时，也能自我开解，关心他

人，将情感教育的效果内化为个人的情感素养。  

（四）启发激励原则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注意评价方式，用爱心保护学生的情感，

评价机制要根据学生良好的表现给出及时的必要的激励评价，对学

生的不良表现也要智慧评价，使情感教育起到启发激励的作用。在

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发掘课文中感染力强的人物形象，引导学

生向文中的人物榜样学习，成为激励学生成长进步的精神标杆，对

学生的进步要及时肯定和鼓励，让学生体验到进步成长的愉悦感。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初中语文教学改革的有效实施 

在初中语文中实施情感式学习，能够使学生在掌握语文的同

时，感受到蕴藏于语文中的情感，产生特殊的感受，提高阅读的质

量。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理解并培育学生的情感，帮助其建立自信心

和荣誉感，对孩子的全面健康成长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因此情感

培养是初中语文教学改革的客观需要。 

（二）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在社会功能方面，情感起着智能的社会价值引导功能，在个人

功能方面，情感也是智能开发的基础。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情感

培养，有助于增强高中学生参加课堂生活的积极性，调动他们学习

的主动性，培养中学生掌握语言的意识和积极性，从而提升语文能

力。它能够增进与教师的互动交流，增强他们参与教学的效果；还

可以促进师生的有效互动，提高学生合作学习的效果；可以促进学

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的成绩；可以促进语文学习的人文性和社会

性。 

（三）有助于发展初中生的情感能力 

中学生正是处在精神快速成长和观念、知识、价值观念成熟的

关键时期，需要适当的指导与帮助。在初中语文课程中进行情感教

育，不但能够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业品质，而且还能够

引导他们建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从而形成积极健康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而语文教学中特殊的人文属性也确定了其作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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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教育的主要载体，是用在处理学生情感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三、初中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实践探索 

（一）立足教材文本情感，提高学生移情能力 

移情能力的提升在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与社会实际生活建立内

在情感联系的重要形式，并且与学生自身道德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

联系。初中语文教材里大量课文素材可作为学生的观察对象，教师

在实现这个情感教育的目标时，主要在于带领学生对课文所蕴藏情

感的深入感知，以此扩大学生的移情领域，增加移情训练，逐步提

高他们移情能力。譬如在学习《猫》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借助作

者在文本中的情感表达来培养学生善于观察生活、积累生活的习

惯，教给学生客观公正、宽容仁爱、关爱弱小的待人处事原则。在

具体的文章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从文章中对三只猫的细节描写着

手，对比作者对三只猫的不同态度，以及对文中作者心情表态的句

子的交流，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善待生

命。文章中猫的命运代表了社会上一些弱小者的遭遇，生而为人，

要懂得尊重生命，善待生命，能反思自己的所言所行对其他生命的

影响，谨言慎行。 

（二）文章角色扮演，提高学生情绪辨别能力 

情绪作为情感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其辨别能力的高低对于个

人整体素养的强化有着直接的影响。情绪辨别能力主要包括表情的

辨认、人物的内心感受的感知以及内在需求的辨认，在学习过程中

提高学生情绪辨别的能力，能够有效的引导学生推人及己地辨认自

己的内心感受和内在需求。初中语文教材中含有人物对话和人物形

象描写的课文都可以作为素材来提升学生的此项情感能力，采用角

色扮演的朗读教学法，引导学生对课文中的情绪的尝试辨认，并深

入的揣摩其中人物的内在心理需求。比如，在学生阅读《孙权劝学》

的这篇文章时，老师就可以设置学生角色诵读的环节，通过让学生

扮演人物进行诵读，可以更加深入的感受角色的性格特征，从而通

过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获得更加个性化的情感体验。通过对话、人物

描写手法深入人物内心感受他的情感，并分析感受从何而来，使学

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言为心声，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人

物对话反映人物的真实感情，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角色扮演的

朗读过程中，学生要仔细揣摩人物的身份对应的心理，并从人物角

色出发进行深入的理解，升华个人情感共鸣的同时，提高自身语文

理解能力。 

（三）创设情境表达情感，训练学生情感调控能力 

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情境与人际情境，使人的情感表达变

得准确、合理、丰富，并使人逐渐学会经过选择，正确地表达和抑

制情绪。在初中语文情感教育的实践探究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

兴趣点，在课堂上创设出鲜活的学习情境，来辅助学生情感的激发

和表达，并且在立体情境的帮助下，训练学生对于情感的调控能力，

锻炼学生对于情感的掌控能力。譬如在学习《孤独之旅》这篇文章

时，文章的主题与初中生正在经历的“成长”相关，虽然不是每个

人都能经历主人公放鸭生活，在芦荡里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的考

验，但是“孤独”的感受，学生多少已经有所体会，在学生把握小

说的情节线索，赏析了文中的环境描写，对杜小康的心理变化过程

有一定了解后，教师可以通过语言创设情境，让学生结合自身生活

体验或者经历，联系杜小康的成长，畅谈“成长”的体会。在学习

情境的帮助下，学生对于文章中的情感表达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并由人及己的升华了自己对于孤独的品味。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

调控自身情绪，并有所选择的进行表达和分享，将自身对于情感的

调控能力得到实践的练习。学生情感调控能力的提升，对于未来成

长历程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四）设疑激趣探究情感，开发学生体验理解能力 

初中阶段学生体验理解能力的提升过程中，充满了明显的思维

活动特征，涵盖了感受、思维和行动等多个方面，并实现了思维的

有机整合。教师在进行该项情感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教材

中以“同情”为主题的文章来进行切入，设置一定的探究疑点，点

燃学生的探究兴趣，来进一步的引导学体验理解能力的提升。譬如

在学习《我的叔叔于勒》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设计出这样的疑问：

菲利普太太由害怕到哆嗦到暴怒，态度一步步地变化，亲情为什么

会受到金钱的影响？人情的悲凉是什么造成的呢？在问题答案的

探究与总结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的引导学生认识到人与人关系受

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影响，然后结合文章内容，从菲利普家经济拮据

的情况出发，来理解文章中人物的行为和思想，让学生更加身临其

境的感受到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艰辛与不易。以情感交流为契机，不

断的提高学生对于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结语 

在初中语文情感教育的实践与探索过程中，教师还要从自身榜

样作用出发，来引导学生情感的升华，初中生的身心处于快速变化、

成长的关键期，课文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若能引起他们的关注、认

可、共情，学生便能无形中学习这些人物身上的情感品质，成为更

好的自己。在落实的实践过程中，教师要时刻谨记新课改的要求，

并将学生始终置于学习的主体地位，以学生情感能力的提升为目

标，开展一系列高效的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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