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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语文教学中融入情感教育的策略
黄海媚

广西藤县濛江镇第一初级中学　543312

摘　要：语文是一门富含大量情感色彩的学科，对培养学生情感、道德感受起着重要的作用，学生们想要学好语文这门课程，

就必须带着情感走进文章，贴近作者或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同时老师也要做好引导，让学生们充分接受情感的洗礼，由此，

情感教育也就成了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基础教育内容，其方法的优良也成为了评定初中语文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准。

因此，初中语文的教学不仅要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更要注重情感上的教学，本文对初中语文教学中融入情感教育的策

略进行了分析和探究，以期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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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是以学生主观情感体验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在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做好对情感教育模式的有效应用，能

够带给学生丰富的学习体验，并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对课堂

教学内容的理解，这对于提升课堂教学效果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为了保证情感教育模式应用的科学有效，

教师必须要先了解学生的情感需求，并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教

育方式对其予以引导，以确保学生可以与自己进行良好的互

动，从而更好地实现情感教育目标。

一、情感教育概述

情感作为语文教学的主要元素，通过分析世界经典名著，

可让学生发现作者人生历练与情感经历，借助作品表达作者

内心感受，最终借助文字让读者了解作者的内心，从而和读

者产生情感共鸣。文字堆叠若缺少情感滋养，作品也只能是

消遣品，缺少生命感召力。情感教育是新课改形势下提出的

新目标，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在整个初中

语文教育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情感教育的具体理论概念

就是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和丰富学生们对情感生活的

真实体验，不断丰富学生情感世界的内涵，不断强化学生情

感素质的开发，从而健全学生们的个人品格，提升和培养学

生们的思想和个人整体综合能力，促进和培养学生们德、智、

体、美等各方面的发展。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融入情感教育的必要性

（一）丰富学生情感体验

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对情感教育模式予以应用，

能够实现对学生情感体验的丰富，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地完成对语文知识内容的理解，还能够为他们的心智发育带

来助力。情感教育作为以学生感官体验为基础的教育模式，

其可以将学生与他们阅读的课文联系到一起，实现学生与作

者之前的情感共鸣，这可以让学生的学习行为超出基础性的

语文知识转而成为一种思想和观念。对于“父母之爱”主题

的文章，学生可以感受作者对父母深深地爱，对于爱国主义

主题的课文，学生可以感受到作者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并

由此树立起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都是情感教育模式带

给学生的成长，所以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情感教育的

应用，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丰富学生的情感

体验。

（二）促进学生学习进步

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很多学生会因为情感认知不足

而出现对课文内容理解不够透彻的情况，这会导致他们的学

习效果达不到理想的标准，影响学生的语文素养构建。然而，

当教师能够进行情感教育模式的应用之后，教师会着重从情

感的角度入手进行授课，这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先产生

情感体验，再进行知识学习，这可以有效降低知识的学习难

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初中语文教学中融入情感教育的策略

（一）在教学内容引入阶段融入情感教育

早在教学引入和导引的阶段，就应该使情感教育和学生

的注意力密切相关，教师应该注重学生的性格特点，考虑学

生的学情。初中生在情感教育领域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年龄水平决定了其阅历，因此教师在导入情感教育和语

言学习阶段，就应该利用一些自然而然的学习成绩，努力地

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而情感教育的阅读场景使得学生

在初步学习语文时就感受到澎湃的真情实感，这些真挚的感

情和深刻的内涵常常蕴藏在阅读材料和学习资料之中，在教

材内也有非常多的体现。教师引用教学内容中的阶段性融入

原则，加入阅读基本资料时的一些感悟，让学生能够通过教

师的引导，更好地理解课文的含义，又能够借助个人的情感

分析，学习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解内容。在最初的教学阶段，

引入情感教育的因子，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代入其中，加深

对文章的理解，并能够在各类故事之中体会到自己对于祖国

的热爱。

比如，教师在教学《苏州园林》时，学生一开始看到题

目以为学习的只是简单的景物描写，但是教师通过多媒体引

入微课教程，加入相关的视频、音频展示以及纪录片，告诉

学生，苏州园林代表的是中国江南特有的建筑风格，并传承

数千载，体现了江南吴侬软语园林之美，使学生身临其境，

似乎漫步和瞻仰在苏州园林之中。让学生加深了对于文章理

解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能工巧匠之精妙。引入今日学习

的作文之中，通过对文章的领会和学习，学生的语文学习质

量明显提升，并且能够学到祖国壮丽山河、人文景观之美，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的同时，又被这些美丽的景物所吸

引、念念不忘。

（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设动人情境

当前，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对网络、多媒体等

的应用愈加广泛，在各行各业都有应用，为生活带来了很大

的便利，教师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也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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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使学生们对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有效地领悟作者表达

出的情感。并且借助多媒体创造设置与作品契合的情境，让

学生感受作者在文中既定的情感氛围，迅速带入情感，从而

更好地受到语文情感教育，如此不仅方便了语文教师的教学，

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教学水平，达到了更好的效果。

比如，教师在教学《沁园春·雪》时，这篇文章是由伟

大的中华人民首领毛主席所写，通篇用澎湃、豪迈的意境手

法，描述了北国壮丽的雪景，纵横万里，展现了主席对祖国

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教师在讲解此文时，可利用互联网多

媒体提前收集一些与此文相关的图片、视频、歌曲，结合到

一起做成课件在课堂上展示给同学们观看，根据课件，让同

学们自己也展开想象，想象自己理解的北国风光是什么样子，

同时有情感的朗读，让学生更进一步理解北国风光，极大加

强自身的情感体验。

（三）在有感情朗读时融入情感教育内涵

语文课文的学习离不开大声朗读。在不同的朗读方式引

导之下，教师将会为文章注入更多的情感，在学习一篇新的

文章时，可以对课文的领读、泛读、示范朗读等等，随着读

者阅读次数的增加会有不同的理解。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

生通过大声地朗读也产生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学习感受，每一

次的朗读都会有一些新的感想，学生至少通过三次以上的朗

诵，反复突出对于课文的理解。当多次朗诵之后，读书百遍，

其意自见，凸显了朗读的重要意义。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每

一次朗读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汲取新的知识，感受到更加浓烈

的阅读情感。这是教师在示范朗读和引导学生集体朗读时需

要给学生带来的学习感受，也是一种能够让学生真正领会到

人情世故、社会冷暖、民族风俗等特殊情况的学习方式。大

千世界无奇不有，很多情感学习与课文学习之间有密切的关

系，教师也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朗读方式，让学生能够在朗

读的过程中有一些新的感悟，被其他同学启发，并同时取得

更大的成就。

比如，在学习余光中的《乡愁》时，这篇诗歌最能够体

现出文章的情感内涵，诗歌言简意赅，但是却感情充沛，更

容易让教师和学生之间就某些特殊的情感达成互动。教师在

讲清楚文章具体含义的同时，引导学生开始对于文章中的情

景加以自由想象，在课堂上凸显了朗读的重要意义，要求学

生以不同的方式分别朗读。有的学生根据实际写作背景进行

情感式朗读，有的学生实现男女生分开朗读，有的学生借助

分组小组朗读和积极朗读等。借助于不同的朗读方式，师生

可以互相促进，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学习的过程中，无

论是集体朗读、教师示范朗读，还是学生个别朗读多次，都

能使学生感受到诗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同时又与自己相联系，

娓娓道来自己对家乡的热爱。有的学生是外地人，更能体会

到乡愁的难以忘怀。就这样，学生和教师针对思乡之情和作

者绵密琐碎的情感，感受到一些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内容，从

而能够从朗读中获得不一样的情感感受。

四、结语

总而言之，情感教育模式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是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推动教育发展的关键方式。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能够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并为他们提供

与自身情感需求相符的教育服务，由此帮助学生提升对语文

知识情感感知内容的理解，并学会应用语文的方式表达自己

的情感，真正做到将语文知识与认知情感融合到一起，为学

生的语文素养构建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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