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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emotion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e have 
clarified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al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It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but also a key factor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emotional edu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In order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we have 
proposed specific strategies: Clarifying the goals of emotional education, making it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stimulating students’ emotions through role-playing, situational simulation, etc; 
Create a harmonious emotion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allowing students to learn in a relaxed and enjoyable atmosphere. Thes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im to mak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ore vivid and interesting, while cultivating students’ 
emotional literacy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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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深入探讨了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策略和方法。我们明确了情感教育对于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它不仅是语文学科
人文性的体现，更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然而，当前小学语文情感教育存在诸多不足。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我们提
出了具体的策略：明确情感教育目标，使其与语文教学紧密结合；创新教学手段，如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方式激发
学生情感；营造和谐的情感教育环境，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这些策略和方法旨在让小学语文教学更加生动、
有趣，同时培养学生的情感素养，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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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语文课是儿童文学启蒙的摇篮，它在语言表达、

文化传承和感情培养等方面具有多方面的作用。而情感教育

又是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培养

人文关怀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探索出一条

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与途径，是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但是，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以及教学实践的

不断深化，我们逐渐意识到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实施情感教

育的重要作用。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增

强他们的学习热情，同时也可以让他们加深对课文的了解，

体会到文学的美，从而培养出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要想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进行有效的情感教育，就必须改变教学理

念，进行教学方式的改革，把情感教育与课堂教学融为一体。

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营造富有感染

力的教学情境，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以唤起学生的感

情体验，让他们在领悟中成长，在成长中领悟。但也要看到，

情感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在长期的教学中，我们

才能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提高，才能真正地把

情感教育和语言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

下良好的基础。

2 情感教育概述

2.1 情感教育的定义
情感教育是一种更宽泛和更深层次的教育观念，它关

注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发展，致力于培养其

健康、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情感教育是指对学生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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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理解、表达和调节等多个层面的训练，目的是让学

生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别人，适应社会。在这篇论文中，

我们探讨的是一种以小学语文为主体的情感教育，这说明我

们既要从理论上对情感教育进行研究，又要把它运用到具体

的教学活动中去。

2.2 情感教育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
小学语文教学是基础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担负

着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应用、提高文学素养、提高人文素质

的多元使命。而情感教育又是课堂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关

键。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具有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一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让他们更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语言学习中来；二是通过对课文进行情感教育，可以加

深对课文的认识与理解，进而深刻地感受到作品的魅力与价

值；在此基础上，对大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培养他们的“同

理心”与“人文关怀”，使他们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使命

感的“小公民”。同时，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也存在着丰富

的教学资源与教学平台。教材中的文学作品，课堂上的师生

互动，课外的实践活动，都是进行情感教育的有效方式。所

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

3 小学语文课程中情感教育的现状分析

3.1 情感教育在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实施情况
目前，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重视

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在教

学过程中，除了传授知识、技巧外，更要重视对学生情感的

培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中小学在情感教育中

开展得并不平衡。有些老师能自觉地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情感

教育，充分发掘课文中的情感因素，设计富有感情的教学活

动，以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他们非常重视创设课堂气氛，

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体验汉语的魅力，进而使他们更

主动地投身于学习之中。但是，目前中国高校德育工作中存

在着诸多问题，有的教师在教学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

的则缺少有效的教学方式与策略。这就造成学生的情感需要

得不到满足，从而影响了语言学习的整体效果。另外，由于

传统的教育理念、教学评估方法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教师在

重视知识的传授、考试等方面存在着片面的倾向，忽略了对

学生的情感教育，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情感教育的开展与

普及。

3.2 影响情感教育效果的因素
情感教育在小学语文课程中的实施效果受到多重因素

的影响，其中教师因素、学生因素以及课程与环境因素都是

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教师因素中，教师的教学理念、专业

素养以及情感态度都会对情感教育的实施效果产生深远影

响。如果教师能够秉持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关注学生的全

面发展，就更容易在教学中注重情感教育的渗透。同时，教

师的专业素养也决定了他们能否准确地识别和挖掘教材中

的情感元素，以及能否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情感教育活动。学

生因素中，学生的个性特征、情感经验以及学习能力都会对

情感教育的接受程度产生影响。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

体，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和情感需求。因此，教师在实

施情感教育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

同时，学生的情感经验也会影响他们对教材中情感元素的理

解和感悟。如果学生能够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教材内容相结

合，就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此外，学生的学习能力也是影

响情感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

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时，他们才能更好地领悟和体验教材中

的情感元素。除了教师因素和学生因素外，课程与环境因素

也会对情感教育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课程内容的选择、编

排以及呈现方式都会影响到学生的情感体验。如果课程内容

能够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就更容易

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同时，教学环境也是影响情感教育

效果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一个宽松、和谐、充满人文关怀

的教学环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情感和学习动机。

4 小学语文课程中情感教育的有效策略

4.1 整合情感教育目标
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要把学生的情感教育目标

和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其更好地渗透到课堂教

学中去。首先，要充分发掘教材中的情感元素，把文本内容

和情感目标有机地融合起来，让学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

体会到作品中所传达的感情。其次，针对不同的课程内容，

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亲情、友情、爱国情等情感教育主题，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加强学生的情感体验。最后，老师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设计一些具有感情色彩的教学

实例，让他们在自己熟知的生活情景中去体会、体会其中的

感情。将情感教育目标和小学语文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

来，才能保证其有系统、有条理，让学生在学习中持续地提

高自己的情感素养 [1]。

4.2 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上，学生常常是被动地接受课

文，很难体会其中的感情。这就要求在教学方式和方式上进

行改革，以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可以运用情景教学

的方法，通过创设生动逼真的教学情景，使学生在身临其境

的环境中去体会作品中的感情。与此同时，也可以利用音乐、

图片和视频等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更丰富、更立体的感官感

受，增强他们对作品的感情。另外，通过角色扮演和朗读比

赛等教学活动，也能有效地引起学生的感情共鸣，让他们在

参与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情有更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2]。

4.3 营造良好的情感教育环境
在情感教育中，教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情感氛围。要

营造这种学习氛围，就必须从课堂气氛、师生关系和评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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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营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气氛，让

学生大胆地发表意见、感觉，尊重学生的不同与不同的情绪。

其次，建立亲密和谐的师生关系，在平时的交流与关怀中，

使学生感到老师对自己的关怀与支持，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学生才会对老师有更多的信心，更乐于与老师交流。最后，

要采取多样化的评估方法，注重对学生知识、技能和情感态

度的全面发展。在对大学生进行评估时，应注意积极地鼓励

与指导，使大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构建和谐的教学策略。

5 小学语文课程中情感教育的具体方法

5.1 文本解读中的情感教育
作为小学语文教学基础的文本阐释，蕴含着丰富的情

感教育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

是情感的引导者、产生共鸣的发动者。他们引导学生走进文

本的表层，去探究隐藏在其中的感情世界。在语文教学中进

行情感教育，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重点放在文章中的

关键词上，这类词语常常饱含着作家深厚的感情和独到的见

解，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文章中所蕴含的感情线，从

而体会到全文的感情气氛。另外，诵读与诵读也是一种有效

的情感教育手段。通过语音节奏的变化，使学生能更直接地

体会文章的韵律与节奏。通过这样一种感性的体验，可以使

学生更容易地进入作品的感情世界，从而与作品产生共鸣。

而在阅读教学中，把作品的历史背景、个人生活经验等因素

结合起来，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

5.2 写作训练中的情感教育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写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

既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进行情感

教育的土壤肥沃。在作文的天地中，同学们可以用自己的语

言来描摹自己的心灵，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作文教学中，

要培养学生写日记、周记等个人作文的习惯，培养学生的感

情。这些散文成了同学们记录生活点滴，感悟内心世界的一

扇窗户。通过文字，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审视自己的情感世

界，实现情感的自我认知与升华。命题作文是一种很好的方

法，能使学生对生活和社会等深刻的问题进行思考。设计好

的话题能引起学生内心的情绪感受，从而促进他们在作文中

深入思考。这样的思维方式，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

又可以丰富他们的感情世界。在作文修改过程中，也要注意

情感评估。要注意学生在表达情绪时是否真实，自然，感人，

并给予肯定的反馈与意见。通过这样的评估，可以使学生对

自己在情绪表达方面的优劣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进而在以后

的写作中得到提高 [3]。

5.3 口语交际中的情感教育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口头交流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它是一种有效的语言交流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

这个过程中，同学们不但要学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

见，而且还要学会倾听，了解并尊重别人的情绪与立场。通

过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使学生对语言的感受更加深刻。通

过模拟对话、角色扮演，让学生进入角色，体验各种情绪，

对各种情况下的情绪变化及表现形式有更直接的认识。通过

亲身经历，使学生对语言表达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另外，在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过程中，经常采用讨论、辩论

等方式。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能引导学生对某个主题表达自

己的见解，并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讨论与争论的时候，

学员们不但要注意自己的发言，还要学习聆听，了解别人的

情绪与立场，培养同情心与人文关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注意学生的情感沟通。注意学生的情绪反应与需要，并适

时地作出反应与支持。在这样的交流模式下，学生可以感觉

到自己受到了重视，被了解了，因此他们会更主动地投入到

口头交流中。

6 结语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既是

语言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培养学生健康人格和培养人

文精神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将情感教育目标、创

新教学方法和方法、创造良好的情感教育环境等方式，把情

感教育与日常教学相结合，让学生既能掌握知识，又能体会

到作品中所传达的情感，提高他们的情感体验。通过对课文

的解读、写作的训练、口头的交流，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表

达自己的感情。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不断地发掘更多的

可能，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与感情色彩，

使学生在学习中不仅具有知识，而且具有情感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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