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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研究 
◆尹  玥 

（富源县大河镇第二中学） 

 
摘要：初中时期是学生思想逐渐成熟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学校开展情

感教育具有一定的意义；而语文作为初中阶段的重点教学科目，更应融

入情感教育理念，并利用语文知识来培养学生的思想情感，才能开发学

生的情感世界，从而让学生感受到语文学习的快乐，最终取得学习的进

步。然而，新课改对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

师不能因为重视情感的灌输而忽视了教学的本质目标。为此，本文将结

合初中语文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就如何展开有效地情感教育做如下研

究，从而为后续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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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以往初中语文教学中，大部分老师都忽视了情感教学的意

义和价值，只重视课程理论知识的灌输，导致语文课堂缺乏情感
的互动，显得教学更加的古板和沉闷。学生只是将语文知识作为
一项学习任务，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和意义。如果教师
继续坚持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够接受新知识，
势必会降低语文课程教学的质量，无法真正发挥教学的价值。因
此，在初中语文课程教学中，我们应该采用情感教育的方式来实
现课程的有效性教学，从而改变旧式的教学模式，才能丰富学生
的情感体验，让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进而投入到语文知识的海
洋。对于如何在初中语文展开情感教育，笔者主要从课堂环境、
教学内容及语言等方面提出相关的意见。 

一、增强课堂环境的情感氛围，增设课堂教学情景，调动学
生学习热情。 

情感教育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得原本枯燥无味的课本文
字变得生动形象、富有情感，使得学生产生探索与研究的热情，

终领会知识中包含的思想精神。对于语文教学来说，情感教育
的融入有助于提升语文知识的趣味性，让学生自觉参与到知识的
研究。但是，教师想要有效发挥情感教育的作用，就必须先从语
文课堂教学环境出发，结合有效地方式来增强课堂环境的情感氛
围，这样才能将学生带入到具体的学习情境之中，进而开展有效
地课程学习[1]。那么教师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增强课堂的情感
氛围呢？首先，教师课前须有激昂的热情，抛弃生活中负面情绪，
用饱满的激情来感染学生，利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带领学生走入课
文，让学生身临其境，从而增加教学的趣味性。 

我们以古诗等教学内容为例，通常古诗中的文字高广度凝
练，而且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使得学生无法真正领会古诗中
的情感世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先从学生的思想情绪出
发，尽可能让学生放下学习的压力，对古诗产生学习的信心和热
情。比如说，在课前老师可以跟学生们讨论关于古代文明的内容，
如鼓励学生说出自己喜欢的朝代，以及喜欢朝代里面的哪些文
人，以放松学生的紧张神经，从而敞开心扉去学习相关的课程内
容。然后，老师还可以借助音频播放设备，播放一些背景古代音
乐来渲染课堂的气氛。如老师可以引导学生讨论唐朝的诗人，并
从网上收集一些以唐诗为内容的歌曲，以在音乐的感染下，让学
生走入课文。 

二、利用有感染力的教学语言来感染课堂教学氛围，引导学
生学习激情。 

在以往教学过程中，大部分老师都是按照教育大纲要求来开
展课程教学工作，课堂教学主要是由老师组织和安排，无法真正
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2]。当前老师想要冲破旧式教学模式的
束缚，除了增加课堂情感气氛之外，还可以利用有效地语言互动，
发挥语言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
此，在初中语文课程教学中，老师需要注意教学语言的合理运用，
利用感染力极强的教学语言来感染学生，将语文课本中的文字变
成生动有趣的语言，让语文课程教学更具感染力，这也是新课改
对语文课程教学的要求。 

我们以“唐诗五首”教学内容为例，首先老师需要重视其讲

课的逻辑性和趣味性，在保证课程教学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之后，
老师还要注意课程语言的表述。如注意自身讲课的语调、神情和
动作等。例如，在讲到诗歌情感内容时，老师需要注意自己的语
音及语调，特别是讲到一些涉及古诗人物的情绪等内容时，应该
使用激昂的语言，有声有情地表达诗人的情感。另外，老师还可
以将古诗描述的内容进行适当地增加和延伸，并运用生动形象的
语言来描述诗歌的语境，让学生感受到古诗的美好意境，从而激
发学生的情绪，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三、重视语文课程内容的创新，从而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 
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新奇有趣的事物。如果我们将初中

语文课文的内容与生活中有趣的事件及事物相联系，一定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有助于拓展语文教学的领域。另外，在
新课改要求下，教师的语文课程教学内容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发
展原则，不断创新和优化课程内容，才能给学生带来焕然一新的
教学情感体验。比如说，教师可以将课文教学内容与实际案例进
行有机结合，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思想情绪，还能开拓学生的眼
界、活跃学生的大脑思维，并引导学生利用生活经验来分析课程
知识。 

以学习“我的母亲”教学内容为例，老师可以结合课文的内
容，加入一些母亲与孩子互动的内容，让学生能够从自身角度去
理解课文中主人公对母亲的敬爱之情[3]。在新课改的要求下，老
师加入一些亲子互动教学内容能够丰富语文课程内容的情感和
德育精神，使得课程内容更加贴合教学实际。此外，老师可以让
学生们自己提供一些教学案例素材，收集身边孝敬父母的好人好
事，通过结合学生的学习力量来共同完善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
使得学生可以借助课程内容收集机会来开拓自己的学习领域，进
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热情。 

四、结语 
总之，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情感教育的融入，有助于提升课

堂的教学氛围和活力，有利于学生从语文知识中领会优秀的民族
文化精神，进而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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