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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如何通过情境教学进行情感教育
尹媛媛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 要：新课程改革强调情感教育是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小学语文教师要认识到它具有促进认知、激发感情、

培育人格等重要作用。本文结合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研究，发现其与情感教育有紧密的联系，进而提出小学语文教

师通过情境教学有效且巧妙实施情感教育的策略。

关键词：情境教学；情感教育；小学语文

How to Carry out Emo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Situational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Yuanyuan Yi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emphasizes that emo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should realize tha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gnition, stimulating emotion, cultivating

personality and so 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eacher Li Jilin's situ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for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to effectively and skillfully impl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situation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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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情感教育是指在教学中发挥情

感因素作用，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培养和发展学生的

社会性情感品质的教学策略，是体现语文学科人文性的重

要教学方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将“情感态度价值观”

作为三维目标之一，学生社会性情感的发展与知识技能的

收获同等重要，可见加强情感教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情

境教学由儿童教育家李吉林于上世纪 80 年代提出，具有

丰富的内涵。她认为其核心就在于激发学生情感并且“情

感始终是情境教育的命脉”。 由此可见，情感教育固然较

为抽象，但不难感受其与情境教学具有相辅相成之用。

1 实施情感教育的重要意义

1.1以情启智，促进认知发展

虽然情感教育和认知教育似乎是两个相对的教学范

畴，但罗杰斯认为学生的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是有机地统

一体。随着教育现代化浪潮迎面而来，我们也越来越认识

到它们是完整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全人教育的

关键所在。教师应用情感做教育，做情感的教育。根据情

绪心理学的研究：人的情感对认知活动有推动、加强、调

整等作用。简单来说积极的情绪对认知活动起促进效果，

消极的情绪会起阻碍作用；强度适中、放松的情绪有利于

智力的培养，反之则可能抑制思维的发展。

前苏联教学论专家斯卡特金在其情感教学思想里指

出情感是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动力。我们往往将“情感的

教育”片面理解为让学生体验轻松的学习过程，获得快乐

的情绪、或是积极的态度，其实情感教育包括这些但远不

止于此。正如斯卡特金指明的那样，真正的情感教育是要

能促进认知发展的。因此它还包括学生在某情境中内驱力

的唤醒、动机的激发、健康品质的养成、培养交际与合作

技能、自我评价能力等等。欧盟“学会学习”能力监测研

究的“认知——情感——元认知”三维概念框架清晰呈现

出情感维度包括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面向变革的学习取

向，也就是说学生是在一定的情感驱动下方能主动积极地

投入认知活动。

朱小蔓教授曾在专访时说，过去人们对情感教育存在

一些误解，即认为情感教育的倡导者厚此薄彼，贬低认知

发展，这是极大的误解。 脑科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

早已表明情感的活动与认知的活动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互

为彼此发展的条件，也助力着彼此成长。

1.2以情激情，促进潜能开发

教育变革并不鲜见，在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意义。从

中国的学生核心素养到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的《学

习罗盘 2030》，未来教育愈加强调学生能力是知识、技能、

态度与价值观的集合。要在充满变革的新未来，学生只有

并行发展包括学科、经验、认知、情感、实践等在内的综

合能力才能实现人生的自我导航，促进个体发展和社会健

康发展。由此看来，情感教育并不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

形式独立出来的，它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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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教育具有兴趣性这一重要特征，也就是说，

情感能驱动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教育教学情境的相关对

象上，充分激发出心中的学习主动性。语文教材中的情感

因素十分丰富，各种题材的文本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

有的易于感知，有的要通过进一步发掘。教师要让儿童在

识字、阅读、对话、写作的过程中，对学习和周围的事物

产生积极向上的情感体验，使学生身心感到愉快。这样，

学生才能怀着积极的情绪投入语文课堂，进而提高教学效

果。语文应该成为学生感知情感、生发情感、表达情感的

窗户，透过它，学生更好发展自己的审美力、想象力、理

解力与创造力。

1.3以情育人，完善品德发展

“立德树人”对新时代教师提出德育为先、培育学生

健全人格、让每个孩子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要求。 学

科教学必须要关注和落实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和“立

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和谐统一，因此情感教育还具

有育人的重要作用。

语文学科具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和情感内容，是小学教

育中渗透情感教育的重要方式。小学语文课本内容往往篇

幅短小，但对儿童来说，这是一扇扇通往好奇世界的大门。

在小学生情感价值观初步形成的时期，如果说教材如同粒

粒闪烁思想光辉的种子播撒在儿童的心田里，那情感教育

就是润泽的雨水，“润物细无声”，种子才能开花结果。从

情感教育的角度看，只有将儿童主体、具体的情境和当时

所触发的感受体验结合起来，知识才能作用于儿童道德与

价值观的层面，发挥出更深刻的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认

为情感教育具有很强的德育性，学生品德的完善，人格的

健全一定是诉诸于情感。正如朱小蔓教授在《情感德育论》

中说：情感教育是从生命的内在性上支撑道德教育的。

2 情境教学的意涵

情境本身意味着多种学习方法，它是感性学习到抽象

理性学习所需要的一个过渡、一个中介。缺少情境，儿童

就难以给自己的认知找到定位。我们所熟悉的给儿童讲故

事、听音乐、做游戏、进行主题活动等，都是在营造一个

个情境，唤起儿童的情感体验，知识便在情境中建构起来。

Brown Collin Duguid在提出情境教学时说，“知识只

有在它们产生及应用的情境中才能产生意义。知识绝不能

从它本身所处的环境中孤立出来，学习知识的最好方法就

是在情境中进行。” 李吉林认为，情境教学是充分利用形

象，创设典型场景，激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把认知活动

与情感活动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 “情境教学法的

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情感”。可见国内外学者都强调通过

情境中的活动、文化和背景来促进知识的生成，而绝不是

生硬直白地灌注。

李吉林在书中概括了情境学习的四大核心元素——

真、美、情、思。“真”是指让儿童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

去感知去对话，毕竟我们身处的环境才是情境学习的源

头。“美”是指用美的愉悦唤起情感，以此作为情境学习

的突破口。“美”将语文教学融入艺术，其形式美、内涵

美、语言美，使选择或创设的情境呈现美感。“情”是指

用情感生成内驱力，如纽带一般连接着教师、儿童与教材；

“思”指的是启迪想象以开发儿童潜在智慧，它是情境学

习的焦点，让儿童的思维在优化的情境中自由飞翔。 由

此，便能很好的理解她的情境教学五大要素——促进儿童

发展的“诱发主动性”、“强化感受性”、“着眼创造性”、

“渗透教育性”和“贯穿实践性”。 这些给小学语文教师

通过情境教学有效且巧妙实施情感教育提供了策略启示。

3 情境教学在小学语文情感教育中的实施策略

3.1精心设计教学情境，调动学生的情感

学龄低的小学生一般关注自己感兴趣或者生动有趣

的事物，往往是无意注意起重要作用。根据上面的分析，

教学情境的设计要有趣、有美感、有参与性。

多媒体教学设备的普及早已实现学生的视听对“真

实”情境的需求，学生们在教室里就可以感知到桂林山水

的秀丽、作者笔下小动物的灵动、赵州桥的精巧……但这

还远远不够。因为如果老师选择的材料偏科普性、展示性，

很多情境本就偏离学生生活的话（比如时代背景、物理环

境等），忽略了学生的身心特点、学习需要和生活阅历，

就易导致学生觉得学习内容深刻，丧失兴趣或者只关注情

境而注意力游离。

比如教学《海底世界》时，教师可以设计“查阅资料”

“实地考察”“标本搜集”“汇报展览”等模拟的系列情境，

把海底世界作为要探索的对象，学生化身为探险海洋的主

角，担当深海探险家的新异感、自豪感让他们带着情感投

入课堂，积极的查阅、发现、提问；学习《春晓》，可以

让学生们担当“诗人”去体验情境，这就需要教师用语言

渲染出半夜风吹雨打、清晨鸟鸣花落的景象。再搭配上阵

阵风雨声和鸟鸣声，让“小诗人”们吟诗的时候感觉真是

自己做出来的。教学《桂林山水》，教师可以设计“游桂

林”的旅行情境。教师以导游的身份带着“游客”们荡舟

漓江，甚至一起唱起歌儿，使学生如临其境。值得注意的

是，无论是结合图画、音乐还是表演、语言，教师情感的

抒发、沉浸是非常重要的。

3.2通过教材挖掘隐性的情感元素，加强师生情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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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小学生的情感发掘和理解力进步，非常需要老师结合

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方法多维度实施有重点的情感教学。

学生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只有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才

能产生高度共鸣。

比如在教学《卖火柴的小女孩》时，通过老师对课文

的梳理，在学生们都能体会到小女孩美好愿景一次次幻

灭，生活尤为悲惨的基础上，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假如卖

火柴的小女孩来到我们中间”为话题进行口头交流或者写

成想象性作文。这时学生现象的翅膀就展开了，他们围绕

小女孩在什么节日来到身边、如何接待她、带她去哪里等

等展开讨论。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发挥，也强化了师生、生

生间情感的交流沟通。这样自然而然的对比下，学生们感

受到自己的生活那么幸福，充分激发出同情之心，也会对

生活更加珍惜。在这种情感引导方式下，学生的情感得到

了延伸，使得学生潜移默化受到情感的教育。

3.3在情境中模仿与创造，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学生在充分领会了课文的情境后，会感受到审美的愉

悦、情绪的起伏。这时教师就要注重启发和鼓励，增加模

仿与创造性的成分，学生才会有所表达，进而加深对这种

情感的感知和对情境的体会。

教学《落花生》时，要引导学生加深对事物品格的认

识，可以让学生们写出自己熟悉的无生命物体。学生们就

会调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大脑去思考，思维也随之兴奋

起来，拉近了与作者的距离。每一篇课文所描绘的情境背

后都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世界，情感会激活创意的动机，也

会点燃智慧的火花。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感受着真实的世

界、真实的情境，真正体会到作者想传达出来的但却独属

于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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