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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在语文教学中激发学生情感的作用 
◆郭  吉  吴丹丹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民意乡中心校  黑龙江大庆  166515） 

 
语文学科是让学生学习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一门最基础的

学科，除了知识性目标外，重要的一点是对学生进行正确思想的
引导，明白如何做人，分清是非好坏。中国话学生都会说，所以
学习中就不认真了，对语言的理解就不深入了，那么就无法很好
的理解作者要表达的用意，背诵古代诗词、背诵优美的语段、学
习写作方法等等，这些都是要下苦功夫才能学会的，一些学习不
努力、懒惰的学生没有学习兴趣，不爱写，也不爱背诵，那么就
不能掌握这些语文基本能力，也就学不好语文了。在我多年的课
堂教学中积累了一些实际的例子，下面分享给大家。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小兴安岭的美
丽，课前我做了精心的准备。从网络上下载了小兴安岭图片，制
作出图文并茂的课件。在新课伊始，我播放课件让学生对小兴安
岭有个大体的了解，从整体上感受到小兴安岭的美丽后，再将学
生带入课文。”一名学生读，找两句学生在前面表演，声情并茂、
入情入境，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小鹿的可爱，感受到小兴安岭的美
丽。 

《最后的时刻》这篇课文的课堂教学中，我重点引导学生抓
住重点词和句子去理解、体会江姐的处境，她所要面临的是什么，
当她知道自己将要面临死亡时，她做了什么，怎样做的，说了什
么，怎样说的，你感受到了江姐是个什么样的人？通过这样的一
环扣一环的问题，让学生深深的体会到江姐的从容镇定、临危不
惧，为了革命的胜利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即使面临死亡，在她
的心目中也从未失去胜利的希望，她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
鼓励身边的人勇敢地活着，一定要看到胜利的曙光。当学生感受
到这一点时，内心自然而然地对江姐产生崇敬之情。 

教学《钓鱼的启示》这篇课文，通过朗读课文后学生明白了
为什么要把好不容易钓到的大雨放掉的原因，那是因为没到鲈鱼
的捕捞开放日。可是我发现学生都很浅显的去体会这件事，他们
完全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当时钓到鱼又放掉鱼的心里变化。为了让
学生进入情境，我先带领学生品读第三自然段，抓住重点词“小
心翼翼”，句子“啊，好大的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让学生体
会到了钓到这条鲈鱼是多么庆幸、难得的的一件事。接着学习放
鱼的过程，只差两小时，周围没有别人看到，可是爸爸坚持让“我”
把鱼放掉，“我”万般不舍，那么爸爸呢？他真的舍得吗？学生
纷纷举手发言：爸爸舍不得。我又追问：爸爸盯着鲈鱼是看了好
一会儿，他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于是让学
生在小组内讨论讨论。讨论过后，学生汇报了不同的想法：有的
说：“爸爸在想放掉这条鲈鱼，还可以掉其他鱼，在等两小时没
准还能钓到大鲈鱼。总之，孩子们的想法是爸爸内心坚定不能违
反规则。看到孩子们明白了这一点，我又追问，如果你是作者，
对于爸爸的做法怎么看？能理解吗？孩子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连
续的追问、讨论让学生明白了本篇课文告诉我们的道理，也就是
课题所说的启示是什么。 

在写作教学中，不必设专项的话题，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能够
引导学生想象的现象便随时开展训练。比如，在课间活动时，有

的学生正在操场上欢快地玩耍、奔跑，回到班级后让孩子们想象
一下课间同学们玩耍的样子象什么？有的孩子会说“像一只只机
灵的小猴子。”有的孩子会说“同学们像风一样在操场上奔跑。”
还有的学生会说“同学们就像一匹匹小马驹在撒欢。”孩子们越
说越来劲，把自己玩耍时的样子想象成许多有趣的动物或其他一
些事物。虽然有的想象并不是很恰当，但是，孩子们想象的热情
被点燃了，争先恐后地举手汇报自己的想象，不再拘束，不再瞪
着傻眼呆呆地看着你。出现这样效果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提供给
孩子们的话题十分简单，而且就和他们有关，是他们刚刚进教室
前做过的事情，他们脑子里能很自然地浮现出下课时游戏的场
面，能够通过伙伴们游戏时的样子自然地产生联想。孩子们所联
想的也都是他们所熟悉的，比如猴子、马等等。这样看似简单的
想象训练实际是在悄悄开启孩子们想象的大门，当他们迈出想象
的第一步，品尝到了想象的乐趣后，对孩子们的想象训练便水到
渠成。 

在学习《丰碑》这篇课文后，学生对军需处长十分的崇敬，
于是在学习完这篇课文后我留给学生这样一个作业，如果你是文
中的将军或者军需处长，你会怎样做，故事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
学生大胆想象，有的想象自己是军需处长，一个高明的加需处长，
用兽皮帮战士们做棉衣，自己也没冻死；有的把自己想象成将军，
小学生最喜欢新奇有趣的事物，每一节课上教师创设情境每一个
学习活动情境的是吸引学生注意力的重要办法。而对于训练学生
口语交际能力的口语交际课来说，创设恰当的情境更加重要。 

目前，学生进入中高年级后，自尊心开始变强，课堂上的表
达开始变得不够积极。许多孩子只愿做一个课堂上的观众，不用
老师的表扬，也不会因为说错话答错题而出丑。渐渐的，课堂表
现越发变得不积极，这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口语表达能力都产生
了严重的影响。再提出一定的要求，让学生根据要求创造性的表
达自己的观点、立场，说说自己的想法，而这些要表达的内容不
是生硬的回答，由此可见，上好一节口语交际课关键点在于创设
恰当的情境，在情境中开展口语交际活动。 

在“关心同学”这个主题的口语交际课中，教师可以这样来
创设情境：同学们，最近老师在课余时间进行了秘密调查，我发
现我们班级中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小秘密，有的是开心的事，
有的是难过的事，还好，同学们都能敞开心胸和老师说，老师感
到很欣慰。可是我觉得开心的事应该和大家一起分享，难过的事
或者自己遇到了什么困难也应该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
众人智慧多，一定能帮助你们解决。你们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
（好）下面老师给同学们 5 分钟时间，去了解你最想了解的同学，
看看他有开心的事，还是难过的事。如果他遇到的是困难，你想
怎样安慰他、帮助他？开始形动吧！这样情境的创设，一定充分
调动起学生渴望了解同学的热情，点燃孩子们关心他人的火焰。 

情境的创设会给学生内心带来真实感，会更能激发他们的内
心热情，从而实现学好语文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