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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堂的群体情绪管理方法研究 
◆林周承 

（六安人民路学校南校  安徽六安  237000） 

 
摘要：课堂气氛是指课堂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情绪状态，它是

课堂教学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如何创造良好的小学语

文教学气氛呢？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谈谈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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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课堂气氛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相长的目
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真正做到教师只
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课堂气氛
是指课堂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情绪状态，它是课堂教学
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数学课堂气氛，对于提高
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开发智力，陶冶情操，优化教学效果等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创造良好的小学语文教学气氛
呢？  

一、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制约课堂气氛的要素很多，有教师、学生、教材、教法等，

但是其中最关键的还是教师，只有通过教师的创造性劳动，才有
可能实现良好的课堂气氛，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教师在创造良好
课堂气氛的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     

1.把握最佳的教学心态。     
教师教学的心态，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的情绪，它是教师自

身心理素质的反映，也是教师课堂教学艺术的体现，要保持教学
时最佳的心理状态，首先，课前准备要充分。课前应认真仔细地
做好准备工作，特别是对教案要胸有成竹，教学各主要环节能历
历在目，做到教学过程清新、结构合理、方法恰当、内容适度，
符合学生的心理规律和认知特点。课前准备充分，是教师形成教
学最佳心态的重要条件，这也是教师获得课堂教学自信心的基
础。其次，进行教学要投入。教师一旦走上讲台，就要心无杂念，
快速进入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用教学激情去调动
学生的学习热情，用教学艺术去焕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得
体地运用手势、动作、表情、神态等体态语言，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感染学生的情绪，与学生一道分享数学知识高尚的情趣。只
有教师教得投入，学生才能学得专心，良好课堂气氛才能顺利形
成。此外，还要善于发挥教学机智，妥善处理课堂中的偶发事件。
同时，教师要提高对不愉快心理的控制能力，才能始终保持最佳
的教学心态。      

2.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好，彼此心理相容，教与学双方都会沉浸在轻松愉

悦的课堂气氛之中。教师讲解激情满怀，生动传神，学生学习全
神贯注，兴趣盎然。反之，师生关系不融洽，学生必然会感到一
种心理压力，教师教学也不能得心应手，课堂气氛势必沉闷、呆
板。因此，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创造愉悦和谐的课堂气氛的基
础。平日，教师要注意深入到学生中去，和学生打成一片，交知
心朋友，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感情。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用
亲切的眼神、和蔼的态度、热情的赞语来缩短师生心灵的差距，
真诚地关怀和帮助每个学生，充分尊重他们，信任他们。要允许
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允许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允许学
生质疑问难，对他们充满爱心、关心、热心、耐心和信心，使学
生“亲其师、信其道、乐其教”。     

二、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要十分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     
学生既是教学的对象，又是学习的主体。因此，创造良好的

课堂气氛，关键在于教师能否切实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学习的主人。      

1.让学生保持最佳学习心态 。     
任何学习过程都存在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在不同的心理状态

下学生学习的表现与效果截然不同。当学生处于最佳心理状态
时，学习情绪高涨，专心致志，课堂气氛热烈而愉悦。为此，教
师应注意：（1）把微笑带进课堂。微笑能沟通师生之间的感情，

微笑可以征服学生的心灵。当学生思想走神、思绪信马由缰时，
充满理智和期待的微笑，能使学生“迷途知返”；当学生答问受
挫时，满怀鼓励和依赖的微笑，能使学生心安智生、“柳暗花明”；
当学生板演成功时，饱含肯定和赞赏的微笑，能使学生自信心大
增，激起更强的求知欲。教师亲切的教态、爱抚的目光和鼓励的
言语，能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和融洽的合作气
氛，使学生形成和保持积极主动的良好学习心态。（2）把成功带
给学生。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成功的机
会和不同的收获，既提出共同要求，也提出个别要求。如在课堂
作业的配置与处理上，可以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完成不同题量、不
同难度的作业，并通过当堂批改或讲评，及时满足学生急于知道
作业正确与否的迫切心理需求，开阔学生思路，使那些解题中”
别出心裁”的学生得到赞誉。这样可以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体验
到成功的喜悦，从而形成一种乐于学习的最佳心理状态。  

2.让学生积极参与探究新知。  
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知识的结论，更要理解知识发生和发

展的过程。教学时，教师要善于创设探究情境，诱导学生自己动
手操作、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口表达，从中得到探索者的收
获，发现者的欢乐，胜利者的喜悦。可采用：（1）展示知识魅力，
激发探究兴趣。数学知识本身蕴藏着一些有趣的规律和美的因
素，需要教师创造性地加以挖掘，充分展示其固有的内在魅力，
以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与强烈的探究欲望。（2）激发需要的火花，
不断激起认知内驱力。我们不仅要在课的开始创设情境，揭示矛
盾，引发学生迫不及待地探究兴趣，而且还应在整堂课的教学过
程中，精心设计“跳一跳，摘得到”的问题情境，让学生经常地
处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矛盾之中，不断从内心迸发出需要的
火花，始终保持一种紧张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状态，积极主动
地探究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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