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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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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情感教育在当今的教育领域中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情感教育主要是以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为主要目的，同时也是我国新课改提出的基本要求。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情感教学能够让学生的技

能掌握水平得到提升，同时也能够为实现小学生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鉴于此，小学语文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该合

理利用情感教学方法对小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进行引导。本文主要基于情感教育的小学语文教学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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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在学习过程中，学
生的情感体验明显增强。然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很多教
师过于强调讲解教材知识，没有关注情感教育，导致学生只
能够熟练掌握知识点，而缺失情感。

一、情感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提高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
由于小学生年龄偏小，缺乏丰富的社会经验，不具备较

强的认知能力，导致他们对社会事物的认知出现问题。在这
种情况下，大部分学生的自我控制力缺失，很难控制个人情
感。为此，在小学教育过程中，教师应重点提高学生自我控
制方面的能力。教师可以将情感教育渗透在教学中，使学生
正确认知情感教育的现实意义，增强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和
自我调控能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二）完善学生人格
小学是学生受教育的初始阶段，他们尚未形成完善的人

格，对于事情真假和对错的认知始终存在不足之处。另外，
有些学生不具备感恩意识和集体意识，若任由他们发展，必
然会对他们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
可以引入情感教育，利用教材内容渗透感恩与爱国教育，不
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当不断完善学生的人格。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挖掘教材资源，把握情感教育因素
对于小学语文教学来说，教材是小学生开展学习的主要。

小学语文教材是以小学生年龄特征、学习能力进行编撰，因此，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教材教学资源进行深入分
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阅读教材内容中都包含着很多
情感因素，而且能够直观的体现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情感。

例如，在进行《晏子使楚》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就是在
进行课文讲解之前，首先要对晏子使楚的历史背景进行解释
介绍，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对百姓造成的困扰，以及
楚国凭借强大实力来压迫其他国家的现象进行阐述。在此基
础上，就是可以提问：“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是晏子会如何与
楚国进行交涉？”通过这种方法让小学生的情感意识得到激
发，同时也能提升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大部分小学生
对历史故事比较感兴趣，就是通过讲述历史故事能够积极培
养小学生的爱国情感，在此基础上能够让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3］。
（二）以情景教学培养学生情感意识
小学生本身的年龄就小，而且大部分小学生在家长呵护

下并未真正接触社会，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较欠缺，在进行语
文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对于教材内容的理解具有局限性，而

且不能及时感知教材内容中的情感因素。鉴于此，在小学语
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小学生
创设教学情景，以此来激发小学生情感思维，并使小学生的
情感意识得到强化。

例如，在进行《开国大典》这一课程教学的过程中，由
于大部分小学生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了解不足，因此不能对开
国大典进行深刻感知，是指对于开国大典的历史事件过程也
没有基本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来查找开
国大典相关资料，大量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相关视频、
文字资料，并在课堂教学中为小学生展示，以此来调动小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带领小学生唱国歌，
让小学生通过耳濡目染来培养起爱国情怀。
（三）完善学生情感素养
由于受到传统教育思维的影响，目前很多小学教师仍然

认为小学语文教学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方面，而且理论性知
识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对于小学生来说，其本身
比较活跃，这种枯燥的教学方式下不能充分激发小学生的思维
能力，也不能实现小学生核心素养的强化。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可能对对小学生身心发展和思维能力的提升产生阻碍。因此在
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中，小学教师要适当的开展实践活动，以此
来调动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小学生情感素养的培养。

例如，在中国传统节日前夕，教师首先可以问学生详细
介绍传统节日的来源，以及我国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在此
基础上来合理的开展实践活动。如在母亲节前夕，教室可以
组织学生通过制作贺卡、绘画、手工等方式来表达对母亲的
感恩。在国庆节前夕，教室可以以国庆为主题来组织学生共
同完成手抄报的制度，通过多种方式来让小学生的德育认知
得到强化，同时也能够让小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得到培养，进
一步促进小学生核心素养实现全面发展。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基于素质教育理念下，我国教育部门对情感

教育给予高度重视。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
要认真贯彻新课改理念下情感教育的基本要求，通过多种方
式为小学生创设出更加生动的教学环境，以此来实现小学生
情感教育认知的完善，促进小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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