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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地理教学过程是初中地理教师与学生的一个师生进行认知信

息交流过程，同时也是师生间彼此情感交流的过程，本文以情感教学在

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为主线，采用文献综述法在大多学者基础上基本

阐释了情感及其情感教学基本概念，分析了情感教学在初中地理教学中

的意义以及原则，一方面提高初中地理教学质量提供部分借鉴，另一方

面为初中地理情感教学实施提供策略性建议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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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界定 
1.情感 
情感（或称对情绪的感觉）是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在与自

然与社会的交往接触中，由于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益与损
的刺激，产生出的某种较为稳定的心理和生理相互伴随的主观情
绪反应状态。同时在《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
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情感也是人对客
观事物是否符合其精神或社会需要相联系的一种态度体验[1]。 

2.情感教学 
情感教学是与传统知识教学相对的概念，它要求教师在教学

中把情感态度作为学生认知水平和人格发展的重要方面[2]。同时
情感教学也指教师运用一定的教学手段，通过激发、调动和满足
学生的情感需要，促进教学活动积极化的过程[3]。情感教学要求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需合理调节学生学习情感，并充分利用学
生情感进行教学，以便能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提高课堂教学
的效率。 

3.学习情感 
学习情感即学生的学习情感，是指学生对学习活动的一种主

观体验，它对学生大脑的信息加工有干扰作用[4]。在学生的学习
过程中，其情感通常会成为一种激发和阻碍学生学习的因素，若
教师忽视对学生情感的关注，则学习将不能构成有效的学习，教
师将达不到其预想的教学目标[5]。 

二、情感教学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1.情感教学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坚

持全面发展。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促进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
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情感教学作
为一种教学方式，在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地理课程教学中实施全面素质教
育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之一；地理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基于情感教学进行课程讲授，即可以提高学生掌
握地理知识的能力， 

（2）有利于提升地理课堂教学效果 
在地里教学中，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能提高学生学习地

理的积极性，同时在教学中采用情感教学，可增强学生地理学习
的趣味性，让学生更加自主的投入地理学习中去，使得学生从整
体上提升综合学习效率。 

三、地理教学中如何实施情感教学 
1.教师在地理教学过程中倾注情感 
在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是情感教学的实施者，所谓地理情

感教学，它即包括教师情感的倾注又含有学生学习情感的转换，
只有将教师情感调节到最佳正向积极情感，学生学习情感达到有
效的途径，才是成功的地理教学课堂，即如何在地理教学中实施
情感教学，笔者从教师教学情感角度与学生学习情感进行整合分

析得出以下方法。 
（1）教学语言情感化：教学语言应该饱含感情，以情动人 。

学生通常会有一个“耳朵也会挑食！”的现象，中学地理学科的
知识面广，内容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近及家乡，远及全
球，既有自然，又有人文地理的特点，这些知识绝大部分不能被
学生直接感知，大多需要靠教师运用饱含感情的语言，生动形象、
通俗易懂、绘声绘色地将学生引入神圣的地学殿堂。 

（2）教学行为情感化：教学行为是教师在地理课堂教学中
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教师职业行为，是教学的核心和实体部分，
是构成，教学活动的细节和内容，也是教学中最具能动性的一部
分。 

（3）教学场景情感化：教学场景情感化即指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
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
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 

2.注重学生学习情感转换 
学生是地理教师进行情感教学的接受者，因此学生对教师情

感教学的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地理教师要注重学
生情感的转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要主动加强与地理教师的沟
通交流。学生情感是学生学好各类地理知识的催化剂，是学生精
神生活的主宰，不容忽视。在初中地理教学中，教师从关注学生
学习情感的转换入手，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学生学习动态，做
到深刻理解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内涵，关注每个学生的情感发
展，激发他们学习生物的兴趣，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帮助他
们建立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提高人文素
养，增强实践能力，培养探究精神．课程改革的核心是课堂教学，
探究式教学蕴含着大量的情感因素，关注每个孩子的情感发展，
以情感人，以情促知，让学生在轻松的地理课堂中认识到地理科
学的价值，快乐地掌握知识。   

3.构建“以情优教”情感策略体系 
构建“以情优教”情感策略体系是充分在地理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教学评价以及教学环境实施过程中应用情感教学相关
实践性策略，“以情优教”要求教师在地理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以情激趣策略（乐学）、以情导问策略（好问）、以情启思策略（喜
思）、以情促用策略（爱做）、以情励评策略（善评）。以情激趣
策略即要求地理教师在地理教学过程中，运用较为形象、直观生
活化的地理事物或现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达到乐于
学习地理的目的，例如：具体在教学内容上运用生活化地理策略
或直观展示策略。以情导问策略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
有趣且具有悬念性的问题，激发学生、点拨学生、引导学生提出
问题，使学生获得发现问题的积极情感体验,从而达到好问的目
的。例如：在实际地理教学过程中，运用激趣提问和疏引导问等
策略。以情启思策略即要求地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于组织情
感处理的策略，引发学生思考，使学生获得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时喜悦、激动的情感体验，从而达到喜欢主动思考地理问题的目
的。最后以情促用策略即实用地理，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只是
理论讲授，应运用体验、创作、合作与竞争等方式，促使学生自
动手，使学生获得合作与创作的积极情感体验，从而达到爱好动
手创作的地理作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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