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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情感教育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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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火热进行，培养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

已经成为当今的教学主旨。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学已经不能

仅局限于语文知识的教授，情感教育成了近几年来大家广泛关注的话题。

为了助力全面型人才的培养，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是必由之

路。为此，本文将浅析中学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几点恰当

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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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些年来，国家越来越提倡发展素质教育，学生的情
感教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而语文学科作为一门蕴含深厚情感
的学科，情感教育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也就有了更大的可行性。语
文学科所蕴涵的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值得学生去深入挖
掘体会，这就需要教师深刻认识到情感教学的重要性，积极发挥
好自己的引领作用，使学生能真正获得知识与情感的双方面收
益。 

一、中学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中学生的情感塑造 
中学生的知识水平有限，社会经验阅历更无从谈起，甚至可

以说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全面养成。这个阶段的孩子正
处于一种情感上很迷茫的阶段，正值青春期的他们可能在处理很
多问题上都很困惑，他们的情感世界里缺乏对某些事情的认知，
导致他们的情绪很容易极端化。而情感教育就是为了解决这种状
况而产生的一种教育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穿插情感教育，一方面
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观念，走出情感上的盲区；另一方面，
有利于学生养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以乐观进取的态度去发现
语文之美、情感之美和生活之美。 

（二）有利于中学生语文学科的学习 
中学阶段的孩子们心智算不上有多成熟，在外界因素的刺激

下极易产生情绪波动。他们完全有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而兴
奋不已，从而对本学科的学习产生浓厚兴趣，也极有可能因为老
师的一句批评就心怀沮丧，从此在这个学科的学习停滞不前。他
们就有可能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但是不能否认这个年纪的孩子
是可塑性最强的。因此，教师有效的在教学过程中穿插情感教育，
不仅能够促进孩子情感的全面发展，而且一定程度上也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推动孩子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二、中学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创设学习情境 
语文学科所涉及的许多文章诗词都是强调融情于景、情景交

融，所以如果想让学生真正对所学内容有所领悟，创设一个与课
文主旨相吻合的情境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就需要教师首先对课文
的主旨有较为深刻的理解，然后在多媒体媒介的辅助教学下为学
生将这个意境营造出来，帮助学生感悟作者或者文章人物的情感
变化，从而促进学生对文章的深入了解。 

以《再别康桥》一文的教学为例，文章优美的语句、作者忧
郁的气质使得学生在学习这篇文章时都体现出了较为浓厚的兴
趣，但是毕竟不与作者身处同一个时代背景下，也没有作者那般
丰富的人生阅历，所以对于学生来说想要真正理解文章的情感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本节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先介绍徐
志摩的时代背景，然后在舒缓的配乐下朗读这首诗，借助多媒体
创设动态的情境，一步步带领学生深入到作者挥别康桥时的场
景，引领学生深刻领会徐志摩先生告别康桥时的依依不舍，感悟
他那浓郁而浪漫的深情。在恰当的意境中，学生能对作者的经历
感同身受，从而获得自己情感上的升华，这就达到了情感教育的

目的。 
（二）提高学生情感认知 
学生普遍有一种语文就是一门教大家读书写字背诗的学科，

这种对学科的错误认知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对语文学科的学
习。要引领学生提高其情感认知，必须从富含情感的语句的分析
着手，让学生分析这句话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在心中勾勒作者
所描绘的那副情景，从而对作者产生更深的情感认同。这一点在
古诗文学习中的作用尤其突出，古诗文中精炼的语句蕴含着极为
厚重的情感，教师应该增加学生对诗人情感的分析，领悟传统文
学之美。 

（三）提升学生情感境界 
初中教学中，基本每一篇文章最后都会涉及到作者的情感升

华，所以应该把对情感的分析纳入每一节课的教学目标，让学生
们耳濡目染，从而将文章中蕴含的好的思想融入到自己的生活
中，通过文章中对真善美的阐述而努力地去寻找现实生活中的美
好，从而真正获得情感的升华，在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功底的同
时，让自己的情商也得到训练。 

三、小结 
总而言之，新时代对青年的综合素质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

求，所以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已经不能再仅局限于理论知
识的讲授，而应该同时注重学生的情感教育。通过创设相应的情
境来提高学生的情感认知，从而获得情感境界的提升，进而推动
其综合素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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