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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实施策略研究
甄文平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南石门镇中心学校　054000

摘　要：情感教育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一块拼图，作为一名语文教师，首先，应该保持对课本和课文的熟

悉，让情感教育始终贯穿于课文之中，让学生受到最基础的情感调动和启发，从而保证教育教学成效得到展现，学生个人素

养得到合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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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今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师应当如何结合学科的特

质，运用合理的情感教育方法进行教学？应当如何厘清语文

教师与班主任的角色，在提升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学生未来

的情感发展打下牢固基础？这是需要教师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文将以此为话题，对情感教育如何渗透于小学语文教学之

中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教师实际工作的开展有所帮助。

一、问题的提出

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中华文化认同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维护社会和

谐秩序的情感和能力。同时，根据小学语文学科的特点，小

学语文课程会比小学阶段其他科目的课程更加强调和注重情

感的体验。然而，在当今小学语文教学的开展中，主要存在

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过于注重课文知识点的教授，忽视学生核心素养的

发展

对于 21 世纪的教育，素质教育应该取代应试教育已经成

为大部分教师默认的观点。但思想认同与成功实践之间仍然

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纵观近些年小学语文课本的变更，小学

语文课本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对于语文教师来说，

教学难度也逐渐加大。于是，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将自己的教

学重点放在了课本基础知识点的教授上，比如汉字书写、古

诗默写、现代文背诵等等，在这种教授模式之下，班级里的

学生看似个个成绩优秀，实际上情感发展和思想发展都非常

有限，因为教师忽视了学生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二）情感教育流于形式，学生难以感同身受

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发现了班级里学生情感发展的困难之

处，于是利用自己班主任的身份，在班会、班级实践活动等

课堂进行“学雷锋精神”“品传统文化”等形式简单而直接的

情感教育。一方面，这种脱离课本、过于直接的形式难以得

到学生内心真正的认同；另一方面，如果教师总是运用同样

的教学手段，学生难免会感到内心厌倦，难以产生共情效应。

（三）教师专业素养不高，难以掌握情感教育的正确方法

要想让学生真正地做到“感同身受”，小学语文教师的专

业素养仍然有待提升。每个语文教师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无论是新手教师还是专家型教师，个人的教学经验都是有限

的。每个教师仅仅用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去对学生进行情感

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二、解决的方法

对于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笔者主要有

以下几点思考。

（一）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在课文中进行情感渗透

我们知道，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

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

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

当以及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在小学阶段语文教学开展过程中，

要想保障情感教育稳定和顺利地实施，教师一定要预先吃透

教材内容，寻找到教材中潜藏情感因素的关键点，这样才能

便于对学生进行情感的渗透和熏陶，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丰富情感教育形式

由于现在大部分的小学语文教师都身兼班主任的角色，

情感教育往往脱离于语文课堂之外，反而是利用晨会、班级

活动课等对学生进行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由于小学生

的心理特点，这种看似直接的情感教育并不能起到最好的效

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小学语文教师首先需要厘清自己的

不同角色，在班级任课教师和班主任角色之间合理切换，并

且仍然尝试将学生的情感教育依托于课文的衍生。

（三）教师之间互相学习，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教师成长共同体”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不仅是

学生需要通过小组合作进行学习，教师其实更加需要通过合

作进行学习。然而，纵观当今小学的状况，新手教师和专家

型教师很少能进行及时的学习和沟通，要想加强学生的情感

教育，教育方法的相互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成长共同

体”一般可以利用“工作坊”的形式，以合作和促进为主题，

以“轻松、丰富、快乐、有意义”为发展宗旨，将学校之中

各个阶段的语文教师都聚集起来，形成一种强调参与与互动

的学习模式。这种“教师成长共同体”的形成，不仅有利于

语文教师情感教育方法的沟通与学习，更为日常教学中的方

方面面打下坚实的团队合作基础。

三、结语

小学语文课程是一门兼顾情感性和思想性的学科，这门

学科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因素，同时，这些情感因素需要

教师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才能在日常的语文课程中潜移默化

地渗透给学生，从而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和完善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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