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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

朱素芹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苏集镇中心小学Ǔ山东Ǔ菏泽Ǔ274000

摘Ȟ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字词句掌握，更要深入挖掘课文中的正能量，以情感为纽

带，引导学生感受其中的积极情感。教学实践表明，情感教育的渗透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关键。通过通过创造

生动活泼的情景、引领学生深入理解课文知识、引导学生分享体验、鼓励他们分享感受，我们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体

验到情感的共鸣，从而将这些正能量内化为自身的情感建设，建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未来的发展打下牢固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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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语文性是任何学问的基石，而人文性和情感

性是任何学问都无法同时拥有的。在语言教育中，情感

教学既是一个教学方法，也是一个教学策略，是十分关

键的。如何增强或提高学校学生语文情感表达能力呢?还
是应该结合学生的专业特长、教育水平、学生素质等方

面来考虑。小学语文教育教师是所有课程的教育核心，

他们在教育活动中接受了来自教材、师资等的情感教

育，再把这些情感教育融于自己的意识，以调动学生的

兴趣和探究精神，帮助学生养成自己良好的个性和人格

特点的教学方法。

1��小学语文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1.1  提高素质教育的质量
当下，中国进行大力开展素质教育，德智体全面开

展，教师在校园里已不再仅仅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

且更加关注孩子心理素质、个人行为的养成。它作为

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建设的主要成就，以往的语言教育方

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当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种程

度上说，在语言教学中的情感培养教育过程中也担负着

不可或缺的使命。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情感心理素质，

只有在情感素质教育的良好基础上，才能做到。优秀的

情感教学，不但可以提高和补充学习者的大脑发展水

平，还可以培养学习者们的基本心理素质，还可以促进

提高情感教学的整体品质，从而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

展，为社会上培育个性化人才提供了良好基础。

1.2  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年龄还小，学习意识和能力都不高，是学生较为常

见的情况，但是，在语文课堂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些

交流，成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了解的主要内容，学生

们在与老师的交流中学习到东西了解的重要内容，孩子

们从和教师的互动中了解到知识接触到东西得到全新的

情感感受，赢得信心。有时，教室里会在课堂上以与小

组内部进行交流的方式让学生们互相展开交流，学生们

利用小组内部的辩论交流统一观点，然后再与老师、各

组学生共同的观点，促使孩子在阅读中获得不相同的思

考模式，老师的正确指导会使孩子们对语文有关知识点

的了解和掌握有更重要的作用。教师的互相认识，加深

了教师与学生间的感情交流[1]。反之，倘若在课堂上，老

师一味地自顾去做自己的课堂工作，又或者老师单纯地

反复重申知识点、重难点，孩子们对语文的教学能力就

会显得越来越感觉不到，从而感到对语文教学产生了对

语文课堂枯燥无味甚至到了反感的程度，那样的话，他

们就更加不欣赏授课老师，教师和孩子间的差距愈来愈

大，不能从语文教学中获得更大的提高。

1.3  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身处于小学的孩子，在面对外界事物大多是懵懂无

知的时期，他们急于认识新东西，追求新东西，不过实

际世界上的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和物，并不一定能给学

生们带来正确的指导作用，而且所有的人和物也可能对

学生们造成很坏的影响，甚至妨碍他们的健康成长。所

以，怎样指导学生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

对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种很重要的挑战。在语文教学

中，交流与理解，可以正确引导学生对世界上的一种正

确的人生态度，对学校的发展具有添砖加瓦的意义，有

力的促进学校的发展。但是，在做阅读理解的这种过程

中，往往针对着一些开放性问题，对同一类问题中，对

于某些开放式问题，同一种问题可能人生观与价值观都

正确，在做阅读理解这个过程中，面对着一些开放式问

题，但同一类问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一致，正能量爆

棚，洋溢着小学生该有的热血和稚气；而有的时候他们

却只看见自身最消极的方面，却不见对自己有益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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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于是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偏离，在这

种阶段，如果学生们还需要语文教师的准确引导、耐心

教育，就可能导致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发生了改

变。所以，在语文教学中的情感培养有助于促进他们建

立正确的价值观，可以有助于孩子形成健康的人生观，

有助于他们身心健康幸福的发展。

2��小学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的现状

2.1  情感教育重视不足
在当下的小学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作为培养学生

情感素养、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本应得到充分的

重视和关注。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情感教育往

往被忽视，其地位和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体现。应试教

育体制对小学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体制

下，学生的学业成绩成为了评价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准，

而考试分数则成为了评价学生能力的唯一尺度。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知

识点的讲解和记忆上，以期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这种

应试教育的导向，使得情感教育在小学语文教育中难以

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实施。另外，部分教师对情感教育的

理念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知。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中，

语文教学往往被看作是语言文字的教学，而忽略了其情

感教育的功能。因此，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只

关注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而忽视了对学生情

感的关注和培养。他们认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提

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应试能力，而情感教育则是可有可

无的附加内容。这种对情感教育的认知不足，导致了情

感教育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缺失。情感教育的实施也面

临着一些现实困难。一方面，由于情感教育需要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需求，这需要教师投

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教

师往往面临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压力，难以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去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另一方面，情感教育需

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体验。然而，由于教师自身的教学能

力和经验有限，他们往往难以有效地实施情感教育。

2.2  情感教育实施方式单一
在探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情感教育现状时，一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是情感教育实施方式的单一性。一是当前

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情感教育往往依赖于传统的讲授方

式。教师通常通过口头讲解、课文分析等方式，向学生

灌输情感知识，而缺乏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

这种方式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使得情感教育变得枯燥乏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二是情感教育实施方式的单一性还体现在教学手段

的局限上。在小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通常只采用了课

本、黑板等单一的课堂教学手段，而缺乏多样化的教学

手段。这种局限使得情感教育难以通过直观、生动的方

式呈现给学生，从而影响了情感教育的效果。情感教育

实施方式的单一性还体现在教育内容的狭窄上。一些教

师在实施情感教育时，往往只关注课文中的情感元素，

而忽略了对学生实际生活中情感问题的关注和引导。这

种狭窄的教育内容使得情感教育脱离了学生的生活实

际，难以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2.3  情感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评价体系的不

完善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一个健全的评价体系

不仅能够准确反映学生的情感发展状况，还能为教师提

供有效的教学反馈，进而指导教学实践的改进。然而，

目前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情感教育评价体系还存在诸多不

足。（1）情感教育评价的标准不够明确。由于缺乏统
一的评价标准，教师在评价学生的情感发展状况时往往

主观性强，难以做到客观公正。这导致评价结果的可信

度和有效性大打折扣，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情感素养水

平。（2）情感教育评价的方式单一。目前，小学语文教
育中的情感教育评价主要依赖于书面测试和课堂表现观

察等方式。这些方式往往侧重于学生情感知识的考察，

而忽略了学生情感体验和实践能力的评价。因此，评价

结果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情感发展状况，也无法为教师

的情感教育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3）情感教育评价的
参与度不足。情感教育评价需要学生、家长和教师等多

方共同参与，以形成全面的评价视角。然而，在实际操

作中，往往只有教师参与评价，而学生和家长的参与度

较低。这导致评价结果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无法准确

反映学生的情感素养水平。

3��小学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的实施策略

3.1  创设教学情境，将情感融入教学
语文老师在引领学生了解课文知识点的时候，一定

要创造富有情感内容的课堂环境，语文教师在引导他们

掌握语文知识点的同时，更要创设充满情感内涵的教学

氛围，使情意在学生读书的过程中相互传递，这样才能

引导学生深入体会情意。他们的心理特点是极易引起老

师的影响，老师如果能在课堂上主动营造情感环境，就

会带动他们主动掌握知识点[2]。因此，在讲授数字卡片、

词语时要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和快速记住，老师首先根

据课堂上所讲授的词语、活动了起来，以不同的数字组

合生单词并加以语音朗读，让课堂图片也活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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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通过动态图片帮助学生理解生字词，使他们感受

到教学的乐趣，从而产生了积极情感。

3.2  善于利用课本中的情感因素
语文课本中很多的学习材料都含有大量情感内容

的，我们可以通过对课文教学的情感真实表现来言传身

教学生，从而进行情感培养。语文课本中大部分的学习

材料都是包含了情感信息的，因此我们应该利用这种语

文教育的情感真实表达方式言传身教学生，并以此实现

亲情教育。利用课堂知识开展情感教学要求，老师还可

以对语文课的知识点深入解读。比如，在课文《卖火柴

的小女孩》中，老师们除了帮助学生们认识生字、词语

之外，还必须使学生们明白小姑娘在圣诞节的晚上虽已

经被食物填饱了肚子，而又不能再用亲情温柔来关怀自

己时有多么的难过，所以当学会这篇文章之后就能增强

人们对他的怜悯之心，并增强学生们对现有生命的感激

之心。此外，为增强教师思想感情的表达，在条件许可

的前提下，允许在读语文中配有一些刮风下雨的声音，

以有助于学生感受。

3.3  挖掘教学过程中的情感素材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能挖掘的情感素材，只要教

育工作者通过创新的方式方法，就能将情感教育与课堂

教学相结合，既能帮助学生理解文本知识，也能促进学

生的良性情感培养。例如，在学习到《春天在哪里》等

与景物相关的文章段落时，教师就可以引导孩子想象其

中描写的景物，引导孩子亲近大自然，培养孩子对大自

然情感。并且，教师还能通过更多形式的教学活动，在

课堂上进行拓展教学，例如，引导学生表演课文中的段

落内容，并通过不同段落之间的比较，让学生建立不同

的情境思考方式。通过情景表演，也能让学生更具象的

体会文本内容，引发更深层次的理解。這对于建立不同

的思考方式，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知识，能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

3.4  注重文本朗诵，注意发展智能

语文诵读是语文课学习的基础，学习者在诵语文背

诵是语文课内容的基础，中小学生在背诵的过程中，都

能够更全面的感受到内容的情感与意义，进而加深了对

语文课本思想感情的认识。所以，学生课堂教学活动中

务必注意课文阅读，其实，语文课文是把课文中的人物

形象、场景和事件用简短的书面语言表达，而把课文划

分若干部分来阅读，这就不是以文章整体来阅读的过程

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无法用单一的阅读文章来实现

更有效的感受，而需要我们更大声的朗诵出来，也正是

因为这样给课文内容更深层次的认识，使用它所传达的

思想和情感更有机会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延续下

去[3]。教师们在语言教学的实践中也看到，许多学生只会

诵读重要的文字，而不能从文章当中体会作品所要表达

的感情，甚至还有部分学生只有当教师要朗读课文时才

会朗读，兴趣与积极性一点都不高涨，所以，他们很难

从诵读过程中感受到文章的中心思想。所以，老师要给

他们作出适当的学习引导，让他们带着疑问完成文章的

朗读，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有效的培养做问题意识，让情

感知识很好的反映到课堂之中。

结语

总而言之，新时代对青年的综合素质的提升提出了

更高要求，所以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已经不能再

仅局限于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应该同时注重学生的情感

教育。通过创设相应的情境来提高学生的情感认知，从

而获得情感境界的提升，进而推动其综合素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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