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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借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力量塑造学生的品德认知 
◆孙安志 

（湖南省东安县大盛镇易江学校） 

 
摘要：小学生的品德教育是小学教育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学生

在成长中的德育教育。小学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具有启蒙性的基础教育，

对塑造学生的品德认知，甚至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极大的影

响作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力量，通过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塑

造学生的品德认知。 

关键词：小学语文；情感；品德认知 

 

 

引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的深入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很

难满足现在新进教育理念的需要。小学的各门学科都在积极的进
行新课程的改革，尤其是小学语文学科 为明显。小学语文教学
由传统模式的教材教学逐渐转变为使用情感教育进行教学，塑造
学生的品德认知，让学生的情感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加丰富，并且
提高学生的科学基础知识和综合素养。 

一．情感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小学教育阶段是学生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对学生的各方面都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情感教育在小学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在小学
阶段注重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对塑造学生的良好品德，形成一定
的品德认知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落实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在平时
的教学中也要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通过教材上的人物与故
事情节，让学生通过学习课文中的榜样来规范自己的品德行为， 

二．教师要自觉建立情感教育的教学理念 
赫尔巴特曾经说过“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 高目的，

因此也是教育的 高目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对学生道德和
品德的启蒙与发展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也就要求教师
树立一个全新的理念，以情感教育为中心，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
性格特点，形成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教育风格，制定出符合学生形
成良好的品德认知能力的教育理念。这种对教师的要求不仅能有
效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同时对学生来说，对促进学生未来的发
展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学会自我
反思。教师的自我反思是保证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
途径。所以，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小学语文老师要时刻反思自
己在教学方面的不足，善于总结归纳自己的优缺点，来更好的完
善自己在教学方面的缺点和不足。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有效提高
教师进行情感教育的技能与水平，实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利用情
感力量塑造学生的品德认知。 

三．利用语文教学内容渗透情感教育，塑造品德认知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明确了语文的性质及其作用“语

文是一门兼具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学科，教师应当平衡这两点，在
教学实践中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语文知识与人文情感
的双重教育与渗透”。从这就可以看出，语文老师注重对学生的
情感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结合教材中的内容，才能更好地塑
造学生的品德认知，达到理想的情感教育。根据《小学语文新课

程标准》，小学语文老师在进行教学时，要立足于书上的内容，
结合实际具体的情况，有目的性的进行情感教育。在《钓鱼的启
示》这一课中，讲的是“我”11 岁跟着父亲去钓鱼的经过以及
得到的启示。在讲授课文时，教师要充分挖掘书中蕴含的丰富的
情感教育素材，将“我”与父亲因为离钓鱼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
而将鲈鱼放走，这一事件中体现出来的，面对生活中的诱惑，学
会站在道德的水平上去选择教授给学生。不仅升华了文章主旨，
同时也对塑造学生的品德认知具有积极作用。 

四.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一直都是为人所诟病的，老师永

远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形象，学生总是把老师看做可怕的存在，自
然也就不愿意同老师进行沟通交流。语文之基础学科，我们语文
老师身上不仅肩负着要让学生接受语文知识，学好知识，还有着
对他们的良好思想品德进行塑造的重任。而借语文中的情感教育
力量对于小学生良好思想品德进行塑造的所要求的必要条件之
一，无疑是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就是指老师与学生以朋友的身份进行友好
相处。这就要求老师不能把自己摆在高位，而是应该将学生同自
己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不因为自己的身份与年龄而同学生形成
隔阂。我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学生，但
是每一个小学生，即使有些调皮，但总归是可爱天真的，我们老
师应该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积极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有着良好、
轻松、愉快氛围的学习环境。小学语文教学，老师要引导学生形
成自己的良好思想道德品质，而在引导过程中，有了孩子们的积
极配合，良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自然也就变成了很容易的事情
了。例如在教学工作中，我经常利用课堂教学任务完成之余的时
间来和学生们谈谈人生，聊聊我的生活经验。并且我鼓励学生们
在这个时间来就 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家
就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同时，在课下的时候，我经常以一位年
长的朋友的身份来加入到学生们的游戏当中，如和男生一起摔
跤，和女生一起跳绳。我尽可能的融入到学生们中去，这样他们
会把我当成知心朋友，这样我就可以更加方便高效的引导他们的
品格养成。 

五.总结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利用情感力量塑造学生的品德认知，是我

们每一位小学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是树立良好的教学
理念，还是在教学内容中渗透德育内容、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都是完成这个责任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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