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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生学习需要一定的情感动机，教师不断以枯燥的模式向他们输

送知识，无疑是起不到这一作用的。情感教育的作用在于体现教育的人

文性，使学生感受到乐趣，获得成就感，这有益于他们学习兴趣的发展，

更能加强教学效果。本文面向高中数学教学，将对情感教育的实施提出

几点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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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情感教育与传统机械的教育模式是相对的，它更能触动学生

的心灵，激发学习的动机，令整个学习过程充满爱。在紧张的高
中学习中，情感教育将成为一盏明灯，照亮学生的心灵，让他们
感受到学习之乐，建立起融洽的师生关系。那么教师应该如何突
破传统的教育模式，在数学这样一门“冰冷”的学科教育中渗透
情感呢？下面是笔者的一些建议。 

一、趣味导入渗透情感 
高中学习任务紧张，学生们压力极大，在课堂中，教师如果

能够赋予课程一些趣味性的元素，让学生在高压的状态下得到瞬
间的放空，那么不仅有益于他们学习态度的调整，还能够使接下
来的教学效益呈翻倍式的提高。这样积极的课堂体验牵动着学生
的情感，不失为令师生收益的艺术化教学技巧。 

例如：在讲“等差数列求和”时，用“高斯求和的故事”导
入；讲“等比数列求和”时，先讲课本的章前引言中“古代印度
国王舍罕奖赏他的宰相国际象棋发明者达依尔的故事”：“达依尔
只求国王按国际象棋的 64 格奖赏 64 份小麦，各格子小麦的颗粒
数依次是：1，2，4，8，16，32，……”；这时，学生觉得可笑，
这是什么奖？“国王命人扛来一袋小麦还不够”。学生感到十分
惊奇，有的甚至说：肯定不会吧！停顿片刻接着讲：“国王命手
下再扛来一袋小麦仍然不够”。学生非常困惑……怎么的？随后，
我们提出问题：“你能帮帮国王算一算一共要放多少颗小麦？全
印度能有这么多小吗？”……，此时，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情绪高涨，兴趣油然而生，由此自然导入新课[1]。这种导入，把
一些学生认为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变得有滋有味，把学生的注意、
记忆、思维凝聚在一起，达到智力活动的 佳状态。 

二、介绍文化历史渗透情感 
我国的数学发展史漫长，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有着卓越成就的

数学家，他们的事迹和成就对后世影响极大，这些带有民族特征
的数学历史、文化，应该成为教师渗透情感教育的材料，让学生
的心灵受到震撼，同时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 

例如，上海向明中学特级教师王大任在讲解“杨辉三角”时，
他引经据典，告诉学生：“这是我国古代数学家贾宪首先提出的。
可是，法国人认为这个成果是帕斯卡的，其实，杨辉的发现就要
早 200 年，这在我国清朝的《永乐大典》中有记载，可惜这大典
的唯一真本在八国联军入侵时被英国掠夺，至今存放在剑桥大学
博物馆里。”王老师还当场写下诗句，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
情感：“杨辉风流贾宪娇，千年轶事话前朝，永乐大典今何在，
举头西望英伦岛。[2]” 

三、良好师生关系体现情感  
“亲其师方能信其道”，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学生学习本门学科的态度。如果师生关系融洽，那么学生不
仅对教师尊敬，学习知识的动力也更足，反之，教师经常批评学
生，令学生难堪，学生就会产生极大的心理阴影，甚至对教师产
生仇恨心理。情感教育首先要体现于教师对学生的情感上，当教
师学会了尊重学生、爱护学生，情感就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了日常
教学当中，并且潜移默化的产生作用。因此，教师面对学生的不
良言行，既不能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也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方
法，而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批评教育，批评要讲究艺术，学生言行
的错误要引导学生自己去认识，改正错误的决心应从学生的心底
产生，学生们更渴望看到是老师真诚的微笑，有时候老师的微笑

比严厉的批评更有效。记得有一次，有个学生没有写作业，我轻
轻的走过去，微笑着说：“忙什么呢，没有完成作业？我希望下
次能看到你的整齐的作业，”该生害羞的低下了头，但从此之后
他每次的作业都做得很好!另外，每个班都有调皮捣蛋的学生，
并且他们对批评教育的方式更敏感，为此我不会在课堂上用训斥
的方法对待他们，而是采用“冷处理”的方式，课后再跟他们以
谈心的方式交谈，达成某种协议或共识，  

师生之间只有用真诚之心、热爱之心进行沟通，才能达到互
相理解，互相尊重，只有真诚地对待学生，把“狂风暴雨”变为
“润物无声”的教育，师生之间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四、正面评价体现情感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仅仅是让他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完善自

我，更主要的目的是起到鞭策作用。来自教师的评价对学生而言
“重于泰山”，甚至要超过他们对自我的判定，因此教师绝不可
一味的批评打压和否定，要多鼓励、多肯定，帮助学生建立信心，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是无限的。 

数学教学既是知识信息传递和反馈的交流过程，也是师生双
方情感交融与共鸣的过程。评价方式有许多，如：课堂观察、口
述法、书面测试、调查报告、一帮一情况反馈、学生对学生的评
价、作业批改评语、建立数学成长记录袋等方式，教师要及时、
对比、激励、表扬。对低层次的差生要语言委婉一点，古人云：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数学教学中情感教育渗透
的方法还有很多很多：如加强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通过合作
学习，培养学生交流能力；通过减轻学生负担以及依据学生年龄
特点、兴趣爱好，努力挖掘教材的情感教育因素等等，这些对我
们学生的言、行、举、止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所谓“只
要有心，处处皆教育”[3]。  

五、结语 
总之，无论是一个巧妙的比喻，还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者

一个恰当的幽默都可使学生回味无穷，从而增强数学教学的艺术
感染力。正如陕西师大罗增儒教授说的一样:知识只有插上了情
感的翅膀，才会富有趣味性的幽默与魅力”。所以说，数学教育
与情感教育应该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
此，我们只有站到素质教育的高度，不断提高情感教育的效益，
通过情感教育更有效地提高数学教学质量，才能真正做到在数学
教学中既教书，又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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