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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情感教学研究 
李爱英 

（山东省青岛平度市实验中学  山东青岛  266700）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初中历史教育片面强调思维认知训练，也就是强调训练学生的知识记忆和应试能力，“唯分数论”、“唯

升学率”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统治着初中历史教育的主要教学目标。长此以往，学生的教学主体性得不到有效尊重、学生的学习

兴趣每况愈下、学生的健康情感得不到有效培养、学生的精神需求和人格塑造需求得不到满足等等问题接踵而至。而将情感教学模

式与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有机融合，既能够关注了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又关照了初中历史课程改革的一系列要求，真正实现

了使初中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收获快乐的理想化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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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列宁看来，人的情感是人们追求真理的基本前提和首

要影响因素。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人类心理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情感是一种与人的社会性需要息息相关的态度体验，是一种

兼具复杂性和稳定性的生理评价，人的社会性情感涵盖了道德感、

理智感和美感。通俗来讲，所谓“情感教学”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是教师将个人的情感与课堂教学内容相结合，以此来引起学生

情感层面的共振，以确保课堂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其二是学生通过

学习课堂知识而产生的个人情感，形成了对历史事件的合理情感倾

向、责任感，并在这种历史情感的影响下实现了自身的身心健康发

展、正确价值观念的树立。 

而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全面推进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情

感教学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一点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来理解： 

首先，从我国教育和历史课程教学现状来看，初中历史教学过

于强调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机械化掌握和应用，很多历史教师的教学

重点都放在了如何提高初中升学率上，而忽视了在初中阶段培养学

生正确价值观念、历史认知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现实意义，正如赵亚

夫所言：“当代中学历史教育，讲屈原只知《离骚》名，不知《离

骚》事，更不知《离骚》情”。也正因此，导致了很多初中学生出

现了思想狭隘、功利思想重、自私冷漠、缺乏同情心、爱国主义和

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等人格缺陷。而进一步加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

的情感教学，可以真正发挥初中历史教学内容在健全初中学生人

格、思想、行为等各方面的重要价值，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现阶段初

中历史教学，乃至我国教育领域所普遍存在的“重知轻情”的失衡

问题，对于弥补初中学生的情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具有重

要意义； 

其次，从历史学科的特性来看，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课程

更多的是关注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本身

存在着培养学生丰富情感和多元认知的先天优势，即通过挖掘初中

历史教材中的情感要素来使学生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等形成更客观和直观的认知。由此可见，历史学科的特性决定了必

须重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在关注学生

认知和能力的同时，关注学生情感世界的丰富，才能真正体现历史

学科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 

再次，从初中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来看，初中阶段的学生正

处于思想敏感的青春期，是情感、性格、人格、意志和人生理想、

价值观念确立的重要阶段。具体到情感层面，初中学生的情感变得

更加细腻与丰富，他们的审美感、道德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情感的自我调控能力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这种鲜明的心理特征、

年龄特征和认知特征决定了在开展初中历史这门兼具人文性、情感

性和逻辑性的课程教学时，除了要进行历史知识的讲解，更要强调

对情感教育的渗透，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初中学生的心理机制和情

感发展需求，才能使初中学生的认知与情感获得同步发展，进而促

进学生独立人格、健康心理和丰富情感的养成。 

由此可见，研究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情感教学是从根本上变

革历史课程暴露出的弊端的迫切需要，是与历史学科特征和初中学

生心理特征相吻合的必然选择，更是适应新课程改革需要的重要举

措。而若想真正发挥初中历史情感教学的功能，就需要历史教师着

手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以言激情，增强教师教学艺术性 

教师是情感教学在初中历史教学活动中有效渗透的实施者和

重要媒介，教师的教学能力、情感素养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初中

历史课堂情感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因此，初中历史教师就应当从根

本上变革传统的应试教学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和情感教

学理念来进一步增强初中历史情感教学的艺术性。 

首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明确以生为本的教学核心，

正确认识和尊重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情

感教学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主动地分享自身的情

感体验和思想感悟，使其在丰富知识储备的同时，获得情感需求的

满足。同时，教师还需要重视在情感教学过程中以情感引导的方式

来开发学生的潜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价值观。 

其次，教师还应当提升自身开展情感教学评价的艺术性。教学

评价的艺术性是有效开展情感教学、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重要保

障，为此，教师就需要懂得“说话的艺术”，通过“聪明”的方式

来及时表达个人的赞美与批评，以保护初中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促进初中学生的身心健康。 

二、以教激情，提升文本开发高效性 

相较于初中阶段的其他课程，初中历史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情

感教学素材，这是其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最明显优势。在历史情感教

学过程中，教材是教师展开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教材编

写者基于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描述，并融入多元情感的重要教学工

具。所以，开展高效性的历史情感教学，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

环节就是对历史教材中情感素材的充分挖掘，只有这样，才能为历

史情感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和教学保障。 

在学习《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一课时，其中有一部分

内容谈到了祖冲之这个历史人物，虽然简要发明了他发明了圆周

率，领先世界近千年，但经过进一步发掘之后，不难发现其中蕴含

着对祖冲之的敬佩之情、对祖国领先世界的自豪之情以及崇高的民

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倘若沿用以往的教学方式，只是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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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记忆，学生就会忽略其中的情感内涵，从而陷入学习的形式

主义误区。因此，历史教师要充分发挥其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实施

者的重要作用，对现有历史教材中的情感素材进行充分挖掘，以高

效的文本开发带动高效情感历史课堂的构建。 

此外，历史教师还应当充分挖掘历史音像资料、历史遗迹、历

史博物馆等教学资源中的情感素材，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情感素质。 

三、以境激情，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境”指的是教学情境，是驱使学生积极参与历史教学活动的

学生个人心理因素和激发学生内心情感的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体。

在初中历史情感教学过程中，通过围绕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来创设

必要的、适宜的教学情境，对于提高课堂教学效能、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引发学生的联想、启发学生的思维与智慧具有重要意义。 

（一）信息情境 

信息化教学情境创设的基础在于不断发展和日益多元的多媒

体技术，通过整合和发挥多媒体特有的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等

优势来形象化、直观性地呈现教学内容，这种信息情境的创设在提

高初中历史情感教学效率方面效果十分显著。这是因为，历史具有

过去性，无论是历史事件的还原也还，还是历史人物的解构也好，

抑或是历史情感的剖析也罢，都无法单单通过教师的讲述、学生的

想象来形成深刻的印象，更加无法使学生获得全方位的理解。为此，

教师就可以在教学活动中渗透信息化教学情境来增强学生的情感

体验、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价值和

历史观念。 

在学习“南京大屠杀”内容时，为了使学生对该历史事件形成

更深刻的体会和认知，同时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

气节，教师就可以在课上为学生们播放《南京大屠杀》影视片段，

或者用图片的形式来对该事件进行还原。实践表明，当以这种视听

结合的形式来呈现教学内容时，学生会受到极大的感官刺激，这种

教学效果相对于教师口述要更加直观和深刻，学生会在这种强烈的

视觉冲击中受到心灵层面的震撼。 

（二）教学氛围 

通常来讲，教室内的情感教学氛围主要由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两个部分组成，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所处的教学氛围与其由内而外

收获的主观感受之间会相互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外界教

学氛围的现实情况对于初中学生主观情感的培养情况具有直接决

定作用，因此，历史课堂教学在渗透情感教学时，要注重教学环境

的创设以对学生的思想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物质环境层面来讲，教师应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情感教育氛

围，一方面要注重保持教室内部环境的洁净、整齐和良好的采光环

境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教室内种植花草，以确保学生的身心愉悦，

或者将一些名言警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口号等宣传物料张

贴在教室的墙壁，为学生更好地受到情感教育熏陶做好铺垫，在良

好物质环境的影响下，学生也会逐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 

从心理环境层面来讲，教师应对良好班风、学风的建设予以高

度重视，从而点燃学生自主学习、快乐学习、协同成长的内心之火，

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融洽关系的建立，使学生在这种和谐氛围

中获得情感素养的发展。 

（三）表演情境 

历史人物、历史时间、历史事件是构成一段完整历史故事的三

要素，这也就意味着，学生可以通过全面分析、逐一解构、优化整

合的过程来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舞台化呈现，以促使学生产生身临

其境之感。从某种层面来讲，学生借助报刊、史书、小说、影视纪

录片等手段来分析某个历史人物和当时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也是

学生加深对相关史实的理解与记忆的过程，这将有效培养初中学生

的历史观念和思维认知能力，而对某些具备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或

特定的爱国主义事件的分析，初中学生也会受到爱国主义精神、自

强不息品格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熏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的“慕尼黑阴谋”内容的教学

过程中，教师就可以指导学生们在课下通过多种途径来掌握相关的

知识，并在课堂上邀请学生们演出慕尼黑会谈的情境，以配合教师

的教学活动。首先邀请 5 位学生分别扮演英、法、德、意、捷克斯

洛伐克五个大国，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高大威猛的“英、法、德、

意”强行将弱小无力的“捷克斯洛伐克”赶到了教室外面，等到四

国密谋完成，才让“捷克斯洛伐克”进门，并在同意将自己国家的

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协议上签字。在这样一种趣味性的表演情

境中，学生对慕尼黑阴谋的历史事实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也活跃了

历史课堂教学氛围，从而极大地便利了接下来对绥靖政策的学习。

同时，当表演结束后，教师也可以以该历史事件为基础，对学生进

行思维拓展训练和情感引导，使学生们正确理解“增强综合国力是

提升国际影响力、掌握话语权的基本前提”这一历史教训。 

（四）生活情境 

所谓“生活情境”，也可以称之为实践活动情境，简单来讲，

就是在开展初中历史情感教学的过程中，历史教师要注重对课堂教

学空间的延伸，除了在教室内讲解历史知识之外，还可以组织学生

参与多样化的历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一种浓厚的历史氛围中获得

情感的熏陶与启蒙。而若想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历史教师悉心留意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资源，比如革命烈士陵园、历史博物馆、革命纪

念碑、历史人物雕像或故居等，充分整合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

财富，在讲解相应的历史内容时，恰当地将这些日常生活中真实存

在的教学资源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比如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参观，了

解其生活的环境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过的历史人物等，从而

引导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同时，教师还可以打破学科教育之

间的壁垒，通过让学生搜集与某一历史人物有关的诗歌、古词等，

使学生养成跨学科学习的思维与习惯，也进一步延伸学生的知识视

野。 

结束语 

总之，历史记载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出现到崛起，再到发

展壮大的全过程，而历史学科教学则是让社会主义新一代了解国家

发展历程和民族兴衰起伏的重要途径，更是学生社会主义理想、历

史综合素养和深厚多元历史情感培养的重要渠道。为此，在关注学

生核心素养培养的教育新时代，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要格外看重将情

感因素有意识、有目的地与教学过程进行有机融合，积极开展情感

教学，使初中学生在更加深刻掌握历史知识的同时，获得情感的共

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并逐渐养成以历史的眼光看现代社会发

展的意识和认知，最终实现核心素养培养要求下初中学生的个性化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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