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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初中物理教学中以情优教的策略与应用 
◆黄金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马山县林圩镇第一初级中学  广西南宁  530602） 

 
摘要：“以情优教”中的“情”指的是情感，情感一直是新课程改革后的

教学目标之一，但是怎样在教学中具体实践达到此目标，还需要进行多

方面实践探究，随着核心素养的提出，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的人，教育的
情感因素以及怎样通过策略在现实教学中实验显得尤为重要,重视学生

的认知的同时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情优教也叫

情感教学，笔者从情感维度提出相应的情感性处理策略，并整合到实际
教学中加以应用，提供实践性操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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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优教“的思想很早就在教育中渗透着，只不过没有人
意识或者把它单独拿出来做为理论指导。中、内外早期的情感教
学的思想比较零碎，没有进行系统分析形成相应的教育理论，所
以早期的实践也是比较少的，有的可能是无意识的的在施行。随
着时代的发展，近代的“以情优教”的理念才慢慢多，但这些理
论只是从宏观的全科角度提出的，与学科之间相结合的相关具体
理论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特别与那些偏重于理性思维的学科，比
如物理学科。目前物理学科的以情优教实践策略的研究还需要进
一步的给予重视。 

1.教学环境的以情优教策略与应用 
积累积极的情感，良性循环以达到优化的效果。（1）教学要

体现民主化，尊重学生。初中阶段的学生内心充满着阳光，纯净
的像块玉，决不允许有瑕疵，特别对他们崇敬的教师，教师在他
们心中是伟大的，公正的，是他们的榜样，人生的方向标。尊重
学生，理解学生，要做到公平公正，教学的民主才能营造健康的
教学氛围，才能做一个让学生愿意学、愿意呆、愿意支持的物理
课堂。尊重学生的差异，理解犯错误的学生，给他们时间去自我
修正。如果都是批评、不理解、不宽容，将会得到学生反感以及
叛逆甚至是厌学，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学生，
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学生也会慢慢打开心扉，与教师交流，教师
了解学生，才能更好的帮助学生健康发展。(2)懂得教学管理艺术。
控制不了课堂的教师将会是失败的课堂，没有计划的教学活动将
是混沌的。教师要会艺术管理教学，使学生乐学，愿意接受教学，
懂得教学管理，就像拿到了润滑剂，将教学进行的游刃有余。（3）
感化学生。我们都知道磁铁放在磁场会被磁化，而若将老师当做
一个情感源，散发着情感磁场，学生处在情感场，会被老师感化，
激发学生的情感。初中阶段的学生对教师满满的钦佩，特别对上
知天理，下通地理，中晓人和的物理教师，更是拿当榜样，教师
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通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丰富的教师，
有很多吸引人的力量，整个人散发着光芒，散发着能量，温暖着
他人，即使他不特意去做些感化学生的事，学生也会自动被他同
化，他仍然被学生爱戴，追随着他前进,教师在教学中充满热情，
散发着能量，散发着人格魅力，去熏陶学生，去影响学生打动学
生。教师本身对科学知识就有很强的探索欲望，学生也会被感染。
比如在探究一个难题时，老师深钻进去研究，学生也有强烈的好
奇心，随同老师研究，可能为了得到教师的夸奖或者为了表现自
己的才能，更愿意更喜欢去深究。学生与教师构成情感回路，即
师生之间爱的情感回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人格熏陶情感回路和
后面即将阐述期待策略的期待情感回路。这些回路中，教师与学
生互促互进，达到情感共鸣，促进教学的效果。 

2.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策略与运用 
2.1 认知匹配策略 
所谓认知匹配，简单来说就是教学内容与学生需要的统一。

操作的关键有以下：①让学生认识到物理的重要性。教学内容不
满足学生需要，会产生负面性情感，影响教学质量。若通过一些
视频图片或者是其他资料，向学生展示物理的魅力，当代物理的
重要性，引起学生对物理的兴趣。比如在初二学生刚接触物理，
向学生展示物理发展渊源，物理学的发展推进了世界进步，物理
科学振兴了中华民族等等引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对物理的学习

产生敬畏的高尚情操，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②将物理与生活及
社会联系起来，让物理的学习更贴近学生的生活需要。例如，《电
功率》一节的教学，功率的含义比较空洞，难以理解，可从学生
熟悉的电饭煲的煮饭档和保温档这一常见的生活实例入手，将单
调乏味的物理内容增加了一点色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再
如，关于压强的教学，可以先提出问题：为什么切菜的刀刃磨的
很锋利，而滑雪的时候滑雪板要做的比脚大很多？等等，将物理
的学习通过情感性处理，更符合生活的需要，使得学生处于轻松
愉悦的状态在学习。③新颖化教学内容，唤醒学生的学习需要。
研究表明，新颖性的事物最易开启学生的需要细胞。最好是熟悉
而又陌生的事物，这是信息优化观点。比如在学习分子动理论的
时候，分子之间存在间隙。让学生将 10ml 酒精导入 20ml 的水中，
进行摇晃静置后，观察发现，与原来脑中的认知结构里的概念矛
盾，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④教师进行引导学生进行物理学习，
让学生体验成功来成就需要。让学生自己发现物理规律。比如在
进行牛顿第一定律、阿基米德原理、欧姆定律等教学时，可以回
溯到当时物理科学家们的探索场景，指导学生们做个探寻者、发
现者，像物理前辈那样进行实景探究，做个小小科学家。 

2.2 展示情感策略 
展示情感策略针对于教学内容中显性情感因子，通过教师情

感性处理加工，将显性的情感因子进行通过一些特殊的或者正常
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获得情感体
验。①通过语言的表达进行展示情感，激发学习心向。语言中的
抑扬顿挫所展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教学内容所呈现的内容情感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教材，在进行语言阐述时，语音语调
语言文字的斟酌都需要尽可能的考虑到。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
多媒体教学越来越盛行，利用教育技术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丰
富了教学内容，通过视频图片 flash 等等增加了教学内容的信息
量。比如在教授惯性概念的时候，播放车祸碰撞视频，引起学生
的情感波动，教师再一步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研究。 

3.教学组织的情感性处理策略 
3.1 灵活分组策略 
灵活分组就是教师在教学组织设计上将学生按照一定的依

据进行分组来完成教学。①分组应当注意组员的差别性与结合
性，做到同质异构。按照学生间的差异性进行编排，使得每一组
的成员都有不同的特长，成员之间进行互补，教师在进行分组之
前要进行统筹安排，将每组都编排的均匀，都有优资生和差生，
有善交流的和沉默寡言的，有不同才华的，使得组内异质，使得
教学实践期间小组见每个人都可以有相应的才华来完成教学，组
与组之间又是同质的，每个小组的成员特点综合都是相同的，每
个小组都是班级的代表，是集体缩影，这样展开小组竞赛评比活
动提供了公平的基础。②教师开展分组教学时应当进行适当性的
指导，应该被不断在学生之间进行走动沟通，了解他们的困难所
在，重点辅助那些比较落后的小组，让全体小组一起发展。 

3.2 角色转换策略 
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扮演着“教”的角色，学生扮演者被动

“学”的角色，若变换其角色，让学生达到互学互教的理想状态。
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暂时让教师扮演自己本身的角色，随着教学
的推进，慢慢将课堂交给学生去开展，让学生扮演着“教师”角
色，在驾驭整个课堂。 

结语 
目前，虽然关于以情优教策略方面研究理论已经比较成熟，

但是有关于与物理教学结合的以情优教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的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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