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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等职业教育语文课堂中情感教学的应用

马瑜曼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　云南宁洱　665199

摘　要：在当今社会，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其教育质量的提升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而语文，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不仅承载着语言知识的传授，更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情感认知与表达能力的重要平台。在中等职业

教育阶段，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情感波动大，对世界的认知逐渐深入，因此，在语文课堂中引入并有

效应用情感教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情感教学的内涵与意义出发，结合中等职业教育语文课堂的实际情况，探讨情

感教学在语文课堂中的具体应用策略，旨在共同推动中等职业教育语文课堂质量的提升，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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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强调在教学过

程中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通过情感共鸣与引导，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文本内涵，提升语文素养，同时促进其情感

认知与表达能力的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语文课堂中的情感

教学应用，旨在打破传统教学的束缚，使语文课堂成为学

生情感体验与认知的乐园。通过挖掘教材中的情感资源，

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创设丰富多样的教学情境，让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语文的魅力，体验情感的流动。

这不仅是对学生情感素养的培育，更是对其综合素质提升

的有力推动。因此，中职语文教师应该要加强对情感教学

的重视，并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与尝试。

1. 中等职业教育语文课堂中情感教学的应用意义

中职语文课程中融入情感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情感教

育一方面能可以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还可提高

语文教学质量。唯有与学生于情感层面达到同一层次，从

而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师生之间相互信任，方可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

1.1. 实现课堂的多样化

情感教育能够为中职语文教师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素

材，且形式更加灵活新颖，能够创设出多样化的情境，达

到活跃课堂氛围的效果，让学生自愿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

中，对语文学科产生更大的兴趣。中职语文教学的目的是

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学会更多的语言文字知识，进一步了

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情感化教育引入中职语文课堂，

对于提高学生在上课时候的专注程度有重要的作用。同时

能够提升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以及学生

在上课时的投入程度，让学生感受到语文学科的独特魅力。

情感教育有利于教师转变教育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模

式，改变以往的老师教、学生学的被动局面，让学生从充

满乐趣的课堂氛围中获取语文知识，顺其自然地掌握语文

知识，并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多维能力的提升。情感教育是

重新联结师生关系的纽带，有助于实现课堂的多样化，促

进中职院校教育质量的提高。

1.2. 推动教育方式的改变

情感教育为中职语文教学提供了改变教育方式的动力。

语文课堂中的情感教育注重学生间的个体差异，符合现代

社会要求和学生心理需求。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自身

对教学理念的认识和转变。新时代背景下，中职语文教师

必须深入学习新课标标准，研究新课改对中职语文教学理

念的改变，以强化学生素养、提高学生多方面水平为教学

目标，让中职语文教学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同时，教

师利用现代技术优化教学模式全面提升中职语文教学质量。

1.3. 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我们所培

养的学生应该是个性鲜明的个体，他们要保持自身的特性，

怀揣着内心对生活和未来的憧憬走向社会。中职阶段的语

文学习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相应的语文知识，还要培养学生

正确的价值观，为他们今后的成长奠定基础。语文教师要

发挥语文学科在促进情感教育中的优势，通过实施情感教

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健全学生的人格，最终让学生的



教育与学习 6卷 3期
ISSN:2705-0408(P)；2705-0416(O)

59    

知识、能力、情感得到均衡发展。中职阶段正是学生“价

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因此语文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通过

情感教育形成健康的市美情趣和道德观念，做好对中职学

生价值观的引导工作。

2. 中职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的融合原则

2.1. 合理指导原则

情感教育能否对中职学生成长发展起到作用，同教师

是否遵循“立德树人”教育方针、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开展

学习活动息息相关。中职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薄弱，且大都

未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如若教师盲目地将语文课堂交

由学生，必然会弱化学生学习效能，使其在面对学习问题

时无所适从，无法快速进入学习状态，长此以往便会对学

科学习丧失主动性与自信心。为此，中职语文教师应借助

情感教育元素创设高质量的语文教学课堂，引导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收获学习自信，产生正向的学习体验。研究表明，

适度的教学提问有助于学生集中学习注意力，起到增强教

育的作用，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举止、

表情、语速语调等教态也会对学生的学习情绪产生影响，

必然会导致学生对参与学习活动抱有抵触情绪，抗拒教师

的指导帮助。基于此，中职语文教师应充当好教学活动的

组织者与引导者，立足于学生发展视角组织开展教学活动，

以科学的教育观念满足当前时代背景下中职学生发展所需，

借助情感教育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助推中职语文教学迈

向改革创新之路。

2.2. 亲身体验原则

为便于加深学生对情感教育意图的理解认知，潜移默

化地形成积极向上、勤奋乐观、明辨是非的态度观念，中

职语文教师可组织教学体验活动，为学生搭建同教师沟通

交流的桥梁，引导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强化道德感与理智感。

例如，教师在以“专业助我成长发展”为题组织教学体验

活动时，可利用中职教育的优势便利，带领学生深入相关

企业进行实地参观，结合自身所学专业知识亲身体验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与企业职工展开沟通交流，了解发展前景

以及行业趋势，便于学生对自身职业发展产生清晰认知，

秉承积极态度参与专业学习。若现实情况不允许，无法实

现实地参观，也可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平台，了解企业

相关的信息资讯，听取行业精英的意见指导，也可派学生

代表作为“先锋”对企业负责人进行采访，针对同学们给

出的问题听取企业负责人的答疑解惑。待教学体验活动结

束后，教师可指导学生将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记

录形成学习报告，引导学生建立学习自信心，勇于直面专

业学习困难，以此实现提高中职语文教学质量的主要目标

3. 中等职业教育语文课堂中情感教学的应用

3.1. 利用教材陶冶学生情感

语文教材当中富含题材新颖的议论文、语言优美的散

文、情节曲折的小说、交口称誉的诗词等，这些内容都蕴

藏着充足的情感元素，体现着较强的艺术魅力。所以，中

职学校的语文老师就应该挖掘教材中隐藏的情感内容，明

确作者想要表达出来的思想，借助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呈现

出文章富含的情感，让学生可以进行感受。这就要求老师

转换自己以往的授课观念，用一种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开展教学，只有如此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引导他们积

极参与到学习环节中。而老师对教材要有一个全面的掌握

和了解，注意各篇文章隐含的情感元素，将其完整地呈现

出来，进而更好地对学生情感进行熏陶。

例如，朗诵《我爱这土地》就能够激起学生充足的爱

国情感，明确国家的重要性，让他们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

爱国之情，诞生一颗拳拳爱国之心；阅读《陈情表》就可

以让学生感受到什么是亲情、忠情和苦情，引导他们对“孝”

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知，进而形成良好的忠心、孝心；默

读《奥林匹克精神》就能够让学生明确运动的重要性，感

受到运动健儿的拼搏奉献，进而从内心深处产生良好的运

动意识，增强其自身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为他们后续

阶段的发展铺垫基础。语文老师应该将自己变成一名情感

专家，借助自己完整的表述、深情的演绎，来对学生的心

灵世界进行渲染，让他们在学习到越来越多语文知识的同

时，可以获得情感的释放，增强自身的情感素质甚至是文

学素养，只有如此才能够使学生感悟到语文课程的重要性，

进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阅读习惯，推动其综合素质获

得全方位的发展。

3.2. 创设情感教育情境

情境创设，可以增强学生的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让

学生主观感受到真实情感的表达，进而促进中职语文教学

中情感教育的渗透。因此在组织语文课堂教学，中职语文

教师应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创设相关情境，培养学生

的兴趣，让学生体会课本中的情感。在授课时要以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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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发展需要创设相应的情

境，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例如，在讲《雷雨》的时候，首先应当制定教学目标，

教师要提前对课文中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把课本中的内

容编排成剧本。在课前还需要让学生做好预习准备工作，

在学习之前给学生推荐话剧片段让学生联系话剧片，让学

生自主理解文章的内容，从而可以让学生无形中锻炼自己

的理解能力。同时教师作为指导者需要和学生一起对课本

知识重新温习和预习，比如教师通过对学生各个小组进行

分配剧本，学生在大声朗读的过程中能够加深对语文知识

的理解。通过把剧本发给学生，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合理

的编排，演绎其中的内容，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表现空间，

让学生在品读剧本时体会其中的情感。通过多种方法创设

教育情境，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因此教师就需要结合具体

的内容组织教学，发掘更多的教育元素。

3.3.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组织翻转课堂教学

应用信息技术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在教育领

域，信息技术已经逐步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语文教师在

教学中也应加强信息技术的运用，推动教学信息化，利用

翻转课堂，微课教学等等形式开展教学改革，将情感教育

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利用好网络上丰富的教学资源，

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融入情感教育，另外一方面要做好课

前准备工作，将所讲的知识模块化，制作成微课教学视频，

发给学生进行预习。另外一方面，教师还需要利用翻转课

堂的形式组织教学，通过问题来引导学生学习，帮助学生

解答学习中的困惑。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语文知识，教师要

借助实践活动的形式组织教学。学生之间进行深刻的讨论，

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方式，还有对问题的思考能力，以此

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学习《林黛玉进贾府》的内容时，教师和学

生共同去分析文章中的任务形象，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

扮演角色，通过角色的扮演，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可以

加深学生对文章角色的理解。在教学中要发挥教师的引领

作用，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指导，发挥情感教育的价值。

3.4. 在写作中渗透情感教育

写作是渗透情感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还是中职语文

教学环节中必不可少的授课内容，其不仅可以对学生自

身的情感价值观进行有效的培养，还能够对他们的思想

开展有效的教育。除此之外，只有学生拥有了一定的情

感基础以后，才可以让他们把自己丰富的情感渗透到写

作环节中，进而应用质朴的语言和独特的写作手法将自

己内心的情感完整地呈现出来，让整个作品充满浓厚的

情感与良好的文采。

只有让学生内心深处对父母之爱产生深刻的了解，才

能够将自己的情感融入进后续阶段的写作环节中，也只有

如此才可以让他们创作出的文章饱含情感，吸引读者的目

光，和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才是一篇优秀文章的关

键之处。除此之外，老师还可以为学生布置课后作业和任

务，让他们回到家中认真地观察父母，可以是父母的外貌、

行为习惯和工作方式等等，以此来明确父母的辛苦和生活

的不易，知晓自己承担的责任，进而更加努力地投入学习，

也能够创作出一篇富含真情实感的文章。此种方式的应用，

不仅有效融入了情感教育，还对学生三观和品行进行了培

养，需要引起老师的高度关注。

4. 结语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受益于国家多项教育政策的出

台，中职教育蓬勃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专业技能型人

才。中职语文教师不仅要传授语文知识，还需深挖教材中

的情感教育元素，将其与学生职业发展相结合，营造正向

学习环境。通过情感沟通、学习情境创设、教学实践等方式，

避免学生出现堕落自负、追求享乐、学习兴趣缺失等负面

情感态度，助力学生获得正向学习体验，树立自信自尊，

以理性视角看待事物，既不盲从也不轻信，以较高的专业

水平以及健全的人格情感在专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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