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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水平的教学目标，教师在实际教学当中需要摒弃传统教学方式，积极融入情感教育内容。

基于此本文就情感教育的内涵以及意义与价值进行阐述，进而深入剖析该教学法，提出相应的渗透策略，能更好地解决教

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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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aching goal of helping students improve their learning level, teachers need to abando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actively incorporate emotional education content in their actual teach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emotional education, analyzes this teaching method in depth,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enetration strategies to better solve teach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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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情感教育已成为德育法

治教学中最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情感教育是指在教学活

动中营造和谐友好的教学环境，在教学过程中平衡情感与

知识的关系。教师通过教学活动整合情感交流的方式，增

强学生的个人体验，唤醒学生的情感共鸣，来增强学生的

代入感和探索欲望。

一、情感教育内涵简述一、情感教育内涵简述

情感教育指的是在教育教学当中，教师依据实际的教

学内容以及学生的情感特征，通过一系列教学方式，引导

学生产生情感，强化知识理解能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领

悟能力，将思想与知识相互结合，实现学生发展。情感教

育的主要特征如下：

1.1 趣味性

教师进行情感教育之前，需要提前了解学生的爱好，

以此为依据选择学生能接受的教学方式，构建情感教学课

堂，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让学生更加积极的参与课

堂学习当中，促使学生在学习时期情感得到完善的释放，

进而提升学生学习实际效率。

1.2 情境性

情感教学方式实际是教育教学的基础性方式之一，在

教学当中进行情感教育，教师可以通过一系列教学方式，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环境，集中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产生

共鸣，进而增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1]。

二、在道德法制教学当中渗透情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二、在道德法制教学当中渗透情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情感教育是区别于传统认识教育的概念。在传统认知

教育过程中，教师往往将获取知识置于教育目标的重要位

置，在教育过程中忽视学生的情感需求、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情感教育则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营造和谐平等且轻松愉

快的教学环境，通过增加师生交流的方式构建和谐良好的

师生关系，充分发挥人类的感情因素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情感交流提高学生的共情能力，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最简单的

情感教育即教师设置情感丰富的引导问题，通过课堂提问

加强师生交流，并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

三、情感教育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渗透的现状分三、情感教育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渗透的现状分

析析

3.1 过于重视知识目标，忽视学生在课堂上的情感需求

受现实因素的影响，部分任课教师对道德与法治教学

上的情感输出并不重视，仅将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进行运

用，缺乏与教学目标的有机融合，因而很难启发学生深层

次情感共鸣。同时，部分教师对知识目标的过分重视导致

其在此方面耗费的时间较长，导致教学内容枯燥乏味，学

生情绪不高。例如，在《走进法治天地》这一单元的讲解

过程中，教师只重视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和背诵，在案例

的选择上也是以教材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本学科

的教学效果，也让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如举例方面，有部

分教师依然以 “ 我爸是李刚 ” 的案例来开展教学活动，这

样久远的案例虽然也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但对于信息获取

渠道丰富的现代初中生而言，这种落后的案例毫无可读可

参考性，因而多数一笑了之，并不能真正感受其中的法律

重点。

3.2 情感教学模式单一

教学方式会对学生学习产生直接性的影响，情感教育

方式，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学习水平，反之则是传统的教

学方式会泯灭学生的学习兴趣，缺乏学习兴趣，一部分教

师在教学当中依旧沿用传统教学方式，这样限制学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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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思维能力的发展，阻碍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 [2]。

四、情感教育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渗透的有效策四、情感教育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渗透的有效策

略略

4.1 整合资源利用生成资源，促进情感教学的渗透

情感教育的渗透要做到润物细无声，以潜移默化的姿

态来影响学生，使其在日常课堂学习中不知不觉感知、领

悟情感教育，最终实现蜕变。初中道德与法治任课教师要

以教学教材为主要载体，以情感教育为支持，不断整合课程、

课外资源，在强调情感教育与本学科关联性、亲和性的同

时，也要兼具思想性的灌输，在合理运用教材的基础上，

坚持以生为本，有的放矢地对教学内容进行 “ 删增替补 ”，
让教学更具渲染力和说服力。例如，在讲解《少年当自强》

这节课内容之时，教师首先通过播放《万疆》《少年当自强》

等深受学生喜爱的歌曲来烘托课堂气氛，之后在讲解教材

知识的过程中穿插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如周恩来的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东京奥运会的少年金牌获得者们背后的

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在爱国

主义情感中激发学生学习本学科的热情，并推动其主动参

与教学活动，自主探究、深挖教材价值，将爱国之情厚植

于学生心田，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有效提升和发展 [2]。

4.2 联系实际案例，升华学生道德情感认知

道德与法治是一门生活化的课程，为使学生获得良好

的情感体验，提高学生情感认知，可以联系实际生活元素，

将教学与生活元素相互结合，强化学生的认知体验感，这

样学生能够结合已有的经验，进行新知识的自主学习与构

建，寻找情感元素，强化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因此将生活

当中的元素与道德法治教育相互结合，促使传统的道德法

治教学课堂更加生动灵活，提升学生道德法治情感认知。

例如在进行公平正义的价值 ” 内容讲述时，教师就可以结

合学生实际生活内容，提出实际问题：A 无证驾驶机动车

上路，被交警拦下后，拒不配合检查，也不接受处罚，反

而打电话试图找朋友帮忙免于处罚。请问，小 A 的行为违

反公平原则吗？引用实际生活案例，促使学生提高学习积

极性，引导学生给出实质性答案，A 违反交通法规，接受

处罚是公平的，而其找朋友帮忙就违背了公平原则，同时

也是违法行为。可以见得生活化元素案例能提升学生的辨

别能力，促进学生实际发展。

4.3 生活化教学渗透情感教育

生活化教学是提高学生认知理解能力并与学生产生情

感共鸣的主要教学方式。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生活

化事例，使学生通过思考实际发生的事例和调动生活经验，

有效增强自身的情感体验，这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可以

让学生清楚认识到所学知识的运用方法。例如，在 “ 生命

的思考 ” 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董存瑞、黄继光等

英雄事例让学生认识到，生命虽然不能永恒，但生命的意

义可以有永恒的价值，从而引导学生学会敬畏生命；教师

还可以通过霍金、张海迪等现实人物生活经历让学生认识

到生命和健康的可贵。教师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

讨论生命的意义，并让学生认识到如何活出生命的精彩。

生命的意义是抽象而深奥的概念，大部分初中生并未对其

进行过深入思考。因此，道德与法治教师应通过正确引导

让学生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从而珍视生命、敬畏生命并守

护生命。在 “ 走进法治天地 ” 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

过生活化事例让学生认识到法律条文和规定在生活中无处

不在，拥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违法行为离日常生活并不遥远，并不是只有抢劫、

诈骗等恶性行为才属于违法行为，开车过程中接打电话等

已经涉嫌违法。初中生说谎并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恶劣行

为，在某种程度上，说谎是可以纳入征信的违法行为。这

些生活化事例可以让学生深刻认识到道德与法治的重要性，

也能让学生通过情感交流提高对所学知识的认知、理解程

度 [3]。

4.4 重视实践教学，升华学生情感

在初中教学当中，教师需要将实践与情感教育相互融

合，以此为学生带来情感体验，在实际学习当中，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加强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形成积极

健康的人生价值观。比如，在讲解 “ 服务社会 ” 的内容时，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与志愿活动，在活动进行之前，利用

信息技术为学生展示相关内容的图片视频等资料，以此强

化学生情感认同，激发学生环境保护意识。

4.5 营造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

初中生易受环境影响。因此营造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

是开展情感教育的重要条件。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往

往以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进行授课，枯燥的语言缺乏感染

力。教师可以通过创设实际情景，帮助学生提升情感共鸣

能力，有效提升教学质量。例如在进行 “ 亲情之爱 ” 教学中，

教师可以通过社会热点问题激发学生的讨论兴趣，让学生

交流讨论亲情的含义和自己感受到的亲情。学生通过情感

交流可以加深对亲情的理解，并增强对亲人的眷恋之情。

通过播放多种与亲情相关的视频，教师可以在与学生交流

讨论过程中，有效提高学生的探索兴趣和学习欲望，进而

提高教学质量。

4.6 明确情感教育的目标和价值，以有效设计推动情感

渗透

随着新课改的完善、双减政策的推进，初中道德与法

治教学对学生情感体验和道德实践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很

多任课教师也以此为参考不断明确情感目标，优化教学设

计，力求在课堂上实施有效情感教学，提高教学实效性。

同时，为进一步发挥情感教育的价值，促进其有效渗透，

很多任课教师都明确了构建情感教育的思路和定位，以层

层递进的方式逐渐深化情感教学，最终实现对学生核心价

值观的有效培养。

4.7 社会实践

道德法治作业内容是主要的教学环节，能够让学生强

化课堂学习知识内容，为避免作业内容过度书面化，教师

则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依据教材内容丰富实践性作

业内容，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探索新的知识内容，并

掌握新的知识内容。例如在进行 “ 自由平等的追求 ” 内容

讲述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自主探究类型的作业，引导

学生探究生活当中实际存在的歧视，性别歧视、就业歧视

等等，通过实际实践调查活动，学生形成多样化的作业设

置，认识到对待他人平等共处的意义，在情感方面进行 “ 自
由平等的追求 ” 的认同。

五、结束语五、结束语



89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 (12) 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将情感内容融合在道德法治教学当中，不但符合学生

实际认知，并且还能帮助学生形成实际认知，在实际教学

当中，教师可以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通过仔细的研究，

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帮助学生塑造完美人格，促进学生

形成良好品德，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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