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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探索 
李显  薛天子 

（贵州省织金县第一中学  552100） 

摘要：在教学中融入情感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现有效

的情感控制，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本文分析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必要性，其次是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

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对于情感教育融入语文教学的认识不足，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方式单一，高中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与现实生活结合不紧密，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中融合信息技术不足。最后是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

学中的情感教育的有效应对，通过进一步提升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认识，丰富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方式，实现高

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结合，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要融合新技术的应用等途径，提升情感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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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情感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在教学中融入情

感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现有效的情感控制，进而提升学生的学

习效果。高中语文教学模式，只有打破原有的呆板的教学，充分调

动学生的教学的积极性，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语文教学的效果，把

单纯的知识的传输，转化为知识和情感的传递，实现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的教育效果。 

1 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当前存在的应试教育模式和理念，学生在高中语文课程的学习

中容易忽视情感与知识的结合，导致学习的兴趣不足，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的专注力不够，难以提升学习的效率。通过情感教育的融入，

把学生的情感带到课文中，更能够激发学生的情感，提升语文教学

的质量和效果。情感教育是一个新的教学概念，大部分教师对情感

教育也是初步接触，因此，情感教育还没有更好地运用到高中语文

的教学中。对于高中语文教学的创新来讲，教师更需要把情感教育

融入到其中，充分体现情感教育的作用，提高教学质量，创设高效

课堂。 

2 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存在的不足 

2.1 对于情感教育融入语文教学的认识不足 

当前很多教师在教学中把重点都发放在了知识的灌输以及教

学方式的创新上，对于情感教育的认识没有有效地贯彻和应用，导

致学生和教师在语文知识的学习中，缺乏必要的情感带入。教师在

教学的过程中，尤其是高中语文教师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面临着

繁重的授课任务，平时还需要进行其他事务性的工作，在工作中难

以有效地开展情感教育教学。高中语文教学由于在教学上需要学生

有更多的情感的代入，需要不断地提升学生对于学习的思想的理

解，因此实现情感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很多教师和家长并没有

认识到情感教育的必要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把知识点的讲解和课

文的记忆背诵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无法在语文教学中融入情感教

育，难以起到情感教育的效果。 

2.2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方式单一 

很多高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采取的是满堂灌的单线灌输的教

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难以激发学习的兴趣。随着教育理念和教育

技术的发展，应该对教育模式尤其是教育的理念实现有效的更新。

当前很多学生在课堂上反映教师的语文授课模式单一，尤其是在教

育方式上，应该实现教育方式的多样化，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3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与现实生活结合不紧密 

高中语文情感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把课程的内容和知识通过情

感教育的方式和学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当前很多教师在教学的

过程中忽视了学生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高

中课程中，有经典古文的阅读和学习，有文化叙述作品以及国外的

经典作品，这些内容对于学生的现实生活都能够有积极的启发和引

导作用，随着教育的开展，很多学生对于语文课程的学习和现实生

活的联系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只有把语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生的

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才能更深刻地引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4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中融合信息技术不足 

情感教育的过程中，要不断融合信息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

和智慧课堂模式的建立，能够有效地提升情感教育呈现的模式。当

前情感教育的新技术的应用不足，导致教学方式有待进一步创新和

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多元化发展，信息技术能够不断促进语文教

学的改革，通过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实现教育效果

的提升。当前很多教师习惯于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教育教学中，

对于信息技术的掌握能力不足，在教学中难以有效地开展一定的教

育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对于信息技术教育模式的期待难以得到有效

的回应。 

3 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有效应对 

3.1 进一步提升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认识 

作为高中教师，在语文课文的学习和讲授中，要进一步认识到

情感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实施情感教育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在学

习课文过程中的情感的代入，以此提升学生的学习情感，通过不断

的创新情感教育的模式，实现情感教育和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的有效

结合。首先教师应该自己作为学生的榜样，不断促进教育教学模式

的提升，实现教育教学模式的优化，把情感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

育理念融入日常的高中语文教学中。高中语文教育对于知识的传授

和价值观的传递以及人文思想的影响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语文教

师，尤其是高中语文教师，要进一步提升对于高中语文讲授课程中

的情感教育中的重要认识，把情感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模式，自觉

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 

学校应该大力实施情感教育融入课堂的专项比赛互动，通过教

学技能大赛等多项的练习形式，实现教师情感教学教育能力的提

升，在学校烘托出浓厚的情感教育的氛围。通过实施情感教育的教

学模式，能够起到积极的育人效果。学校应该为教师实施情感教育

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通过有效地保障措施，确保教师能够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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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教育教学课程改革投入必要的精力，在情感教育教学中竖立良

好的品牌，积极推广情感教育课程改革。 

3.2 丰富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方式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如果教师想要达到教学效果，就必须根据

教学内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不能采用千篇一

律的教学方式，否则很难达到想要教学效果，对于学生积极性的调

动也不利。因此，教师一定要注重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的结合，根

据教学内容来选择教学方法，注意教学内容的侧重点，根据重点难

点来选择最适合的教育方式。例如，在学习《念奴娇赤壁怀古》时，

教师要声情并茂地进行朗读，这样有利于学生体会到这篇课文的情

感，进而激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这节课的主题，

又能抓住该课的情感。在学生进行朗读的时候，教师也必须要求学

生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读。从教学形式角度加以分析可看出，情感教

育其实就是学生和教师之间有力活动的一个过程，若从情感上来研

究，此类情感以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为主，无论是哪种情感，教师

都要在课堂上去播撒正能量的种子，调节课堂教育状态，融洽师生

二者关系，带给学生积极情感，比如欢喜和快乐以及激动等情感，

诸如此类，这样一来，会对学生们起到相应强化效能，助推教学实

践活动有条不紊地不紊地进行下去，教学阶段内，可以有力满足学

生诸多需求，包括学生本体认知需求和本体情感需求。 

语文课程中实现情感教育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在课堂上可以充

分利用多种形式的情感教育活动，实现情感教育的有效实施，把线

上的情感教育模式和线下的情感教育模式，以及课上的情感教育模

式和课外的情感教育模式实现有机地融合，打破情感教育的时空的

限制。通过情感教育的关怀，实现对于学生语文学习的全过程的把

控，实现情感育人和知识育人的多重融合。 

3.3 实现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结合 

语文教学尤其是贯穿情感教育的语文教学，要能够和学生的现

实生活联系起来，不断把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和语文课程知识中的场

景实现有效的对接，不断创设教育的情境，丰富教学的氛围，这样

才能让学生学习的时候如身临其境，更好地实现课程内容的把握。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信息沟通，主要来源于心理认同和情感共振。高

中语文教学阶段，师生之间若能出现对教材文本的共振，课堂教学

才会变得愈加的高效和有质量，师生“联盟”师生文本研究，一定

要同心协力，寓情于文，以情共振七大好处地嵌入到语言内，深度

领悟作者写作真谛和所要表达的情感。 

高中语文知识的学习，不能局限于课程知识的讲授上，作为价

值观思想的传递，语文课程的学习可以通过课外教育实践基地以及

课外科普教学基地等多种教学模式实现，通过参观名胜古迹，让同

学们对于诗词大家的生平能够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而对于革命圣

地的游览，能够让同学们对于先辈们的英勇事迹有更为直观的理

解。通过这种多样化的实践教学，能够把情感教育和课程的知识的

传授结合起来，让同学们对于文字背后所掩藏的感情有更为深刻的

认识。 

3.4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要融合新技术的应用 

包括多媒体技术以及智慧课堂教学模式，都是教学中新技术的

应用的形式，例如，在学习苏教版高二语文必修的《阿房宫赋》时，

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进行朗读，再找一位参加过朗读比赛的学生进行

朗读，在情感上会有不同的感觉。最后，教师将关于阿房宫赋这篇

文章的语音资料以多媒体大屏幕的形式展现给学生，并让学生试着

有感情地朗读，同时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呈现，体会宫殿的奢华，景

色的迷人。当前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以短视频等新媒体

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通过构建智慧课堂，采用多媒体的

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地把情感教育和信息化教育结合起来，实现教

育模式的创新。比如在学习古诗词的时候，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的

丰富的资源，实现学生课外知识的补充，利用多媒体平台，把古诗

词的意境表现出来，给同学们直观地展示出来古人所描绘的画面，

也可以让同学们自己对课文所展示的情境描绘出来，实现课文情境

的展现。通过这种教育模式，实现教育模式的生动的再现，让同学

们能够身临其境，实现教育情感的共鸣。高中语文课程中的教学内

容基本上都可以实现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合，当前包括微课以及慕课

资源在内的众多的教学模式，都要求教师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互联

网信息资源，实现教学模式的多样化，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结论 

可以看出情感教育对于新课程标准下语文教育的重要意义，本

文分析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必要性，其次是

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存在的不足。最后是新课

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有效应对，通过进一步提升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的认识，丰富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

育的方式，实现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结合，高

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要融合新技术的应用等途径，提升情感教

育的有效性。在实现情感教育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应该为教师组织实现情感教育语文教学模式

创造必要的条件，通过制度支持和物质保障以及环境的烘托，实现

情感教育的全过程的实现，更好地实现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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