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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otional	 factors	and	 their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	analyzed	data	from	300	students	from	five	
secondary	school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positive	emotions,	such	as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cognitive	ability.	It	is	embodi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logical	thinking.	In	addition,	teachers’	emotional	support,	such	as	encouragement	and	care,	
as	well	as	the	enthusiasm	of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a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bidirection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motion	
and	cogni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lies	in	providing	mathematics	teachers	with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students’	cognitive	ability	through	emotional	teaching.	Thi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future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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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堂中的学生情感与认知发展
段军德

镇原县临泾镇中心小学，中国·甘肃 庆阳 744521

摘 要

论文旨在探讨数学课堂中学生情感因素与其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文分析了来自五
所中学的300名学生的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情感，如兴趣和自信感，与其认知能力的提升密
切相关。具体表现在学生的数学解题能力和逻辑思维的提高。此外，教师的情感支持如鼓励和关怀，以及课堂氛围的积极
性，都显著促进了学生情感与认知双向发展。研究意义在于为数学教师提供了如何通过情感教学来促进学生认知能力提高
的策略和建议。这为今后数学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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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文关注数学学习中学生的情感态度和认知能力之间

的关系。研究者观察了 300 名中学生的学习，发现他们对数

学的喜欢程度、自信心以及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都会影响他

们学习数学的好坏。研究发现，让学生有好的情感体验可以

帮助他们在数学上做得更好。研究还探讨了老师如何在课上

让情感和认知教学更好地结合起来，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简单来说，老师关注学生的感受，创造愉快的学习环境，

可以帮助学生在数学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2.1 学生情感在数学学习中的作用
学生情感在数学学习中的作用是近年来教育研究的重

点领域之一 [1]。在数学课堂中，情感因素不仅影响学生的学

习体验，还直接关系到其认知能力的发展。积极的情感体验，

如兴趣、动机和自信心，常被视为增强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这些积极情感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使其更愿意投入

时间和精力，从而提高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情感

与认知的相互作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消化和应用新知识的

心理环境。

研究表明，积极情感有助于学生在解决复杂数学问题

时保持更高的专注力和耐心，进而提升其问题解决能力和逻

辑推理水平。相反，负面情感，如焦虑和不安，可能阻碍学

生的思维灵活性和创新性表现，使其在学业上表现不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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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支持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提供情感支持，如采用鼓励性的语言，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

帮助学生感受到数学学习的乐趣与成就感。由此可见，理解

并优化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情感体验，对促进其认知能力的

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认知发展理论概述
认知发展理论是理解学生在数学课堂中情感与认知能

力提升关系的关键。认知发展通常指个体在知觉、记忆、思

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增长与转变。皮亚杰的认知发

展阶段理论认为，学生在特定年龄段会展现出特定的认知模

式，从而影响他们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根据皮亚杰的观点，

中学生大多处于“形式运算阶段”，能够抽象地思考问题，

这为复杂数学概念的掌握提供了理论基础。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认知发展是社会互动

的结果，教师和课堂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

色。维果茨基提出“最近发展区”的概念，表示学生通过与

教师及 peers 的互动，可以在他们现有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

拓展理解。

信息加工理论则关注认知过程的具体机制，强调在信

息编码、存储和检索的过程中，学生的先验知识和认知策略

对其数学学习的影响。该理论指出，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

能够通过有效的策略使用和执行功能的提高来促进认知能

力的发展。

结合这些理论，情感因素在促进认知发展中起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积极的情感体验能够增强专注力和记忆的效

果，进而提高学生对数学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能力。这一理论

框架为分析数学课堂中学生情感与认知发展的相互作用提

供了基础。

2.3 数学课堂环境与学生发展关系的研究
研究关于数学课堂环境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教

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数学课堂的物理和社会环境对学生的

情感与认知发展有直接影响。课堂氛围的积极性，包括开放

的交流和安全的学习空间，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参与

度。研究表明，当学生感受到教师的情感支持与班级的正向

互动时，他们在数学学习中表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在协作环境中知识的建

构，这一环境促使学生在互动中提升认知能力。教师的情感

关怀和有效的反馈机制能够减少学生的数学焦虑，提高学习

兴趣。优化课堂环境，对促进学生情感和认知能力的共同发

展具有显著意义 [2]。此类研究为深入了解如何设计更有效的

数学课程提供了理论支撑。

3 方法论

3.1 研究设计
这一节详细描述了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整体策略及其结

构。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了定量和定性研究设计，以便

全面理解数学课堂中学生情感因素与认知发展的关系。

研究对象为来自五所中学的 300 名学生，样本旨在保

证抑或涵盖不同的年级、性别和学习水平，以获得多元化的

数据。在定量研究中，使用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问

卷设计围绕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情感状态、认知能力以及感

受到的教师情感支持等方面展开。问卷数据通过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以识别情感因素对认知发展的影响模式。

定性研究部分则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深入访谈以获取

更为深刻的见解。访谈问题设计聚焦于探讨学生个体情感体

验与教师教学方法的具体交互过程。访谈过程中生成的数据

通过编码和主题分析来识别核心主题和模式。

这种综合性研究设计不仅确保了数据的广泛性和多样

性，也允许通过多角度分析揭示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样的方

法论配置使得能够在更高层次上验证数学课堂中情感因素与

认知发展的紧密联系，并为未来的教学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3.2 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在中，数据收集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

全面深入地分析数学课堂中学生的情感因素与认知发展的

关系。样本来自五所中学，总计 300 名学生，年龄介于 12

至 16 岁，确保样本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数据收集工具包含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 [3]。问卷

调查设计旨在评估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情感状态，如兴趣、

自信心和焦虑程度，以及其认知表现如数学解题能力和逻辑

思维水平。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对各项指标进行量化

评分，以便量化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则提供了对问卷结果的

深入解读，通过与部分学生和教师的对话，获取更多关于课

堂氛围和教师情感支持的具体信息。

课堂观察也被纳入数据收集过程。观察记录了课堂上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情况、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以及整体课

堂环境。这一环节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与问卷和

访谈数据相互补充。

所有收集的数据经过严格的编码和分类处理，以确保

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从而为后续的分析和解释提供坚实

基础。

3.3 数据分析方法
在中，数据的分析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数据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并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以

量化学生情感因素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采用

皮尔逊相关分析来探讨不同情感因素（如兴趣、自信感）与

数学解题能力和逻辑思维水平之间的关联性。还进行多元回

归分析，以评估教师情感支持和课堂氛围对学生认知发展的

影响。定性数据则来自对部分学生和教师的访谈，通过扎根

理论方法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以深入理解学生情感体验和

教师行为对认知发展的具体影响。数据分析结果通过交叉验

证，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种多层次的分析

方法有助于揭示情感与认知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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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者提供有价值的实践见解。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学生情感因素与数学认知能力的关系
在数学课堂中，学生的情感因素显著影响其认知能力

的发展。积极情感，如兴趣和自信感，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

起到关键作用。研究表明，学生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时，

能够更专注于学习任务，从而提高解题能力和逻辑思维水

平。自信感的增强使学生在面对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时更坚

持，从而促使认知能力的提升。

研究发现，学生的情感状态与认知发展之间存在密切

的正相关关系。当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乐趣和满足时，他们

更愿意参与互动，积极思考问题。情感愉悦的学习经历促使

学生更好地记忆和理解数学概念。这种情感与认知的互动形

成了一个积极的循环，提升了学生的整体数学素养。

负面情感则可能对认知能力产生抑制作用。焦虑和缺

乏自信的学生在解题过程中易陷入瓶颈，注意力分散，思维

灵活性下降。消极情感阻碍了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积极性，

导致其数学成绩不佳。这表明，在数学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情

感状态是推动其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4.2 教师情感支持对学生认知发展的影响
在数学课堂中，教师的情感支持如鼓励和关怀对学生

的认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数据显示，当教师在课堂中

提供积极的情感反馈时，学生表现出更高的数学兴趣和自信

心。这种情感支持有效地缓解了学生的数学焦虑，提高了他

们参与学习活动的动力。通过观察与访谈的数据分析，教

师对学生努力的认可和关心，能够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进而促进他们在问题解决和逻辑思维方面的能力发展。课堂

上，教师情感支持不仅仅是简单的言语表扬，还体现在对学

生个体差异的理解和尊重上，塑造了一个包容和安全的学习

环境。这样的环境使学生更愿意尝试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

从而提高其认知水平。教师情感支持的持续性对于维持学生

的长期学习兴趣和探究精神至关重要。教师的正向情感投入

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潜能，也能使课堂氛围更具活力和互动

性，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些发现强调了情感教学在

提升学生数学认知能力中的关键作用，为数学教育的实践提

供了实质性指导。

4.3 课堂氛围与学生情感认知双向发展的关联性
在探讨课堂氛围对学生情感与认知双向发展的影响时，

研究发现，积极的课堂氛围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

学术表现。一个支持性和互动性强的课堂环境有助于增强学

生的情感参与，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空间。这种氛围

可以减轻学习压力，增加学生的学习乐趣和投入感。研究数

据显示，当学生感受到课堂的积极氛围时，他们表现出更强

的求知欲和冒险精神，这直接促进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

数学解题能力的提升。

例如，教师通过营造一个包容且鼓励讨论的课堂环境，

使学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疑问。这种互动不仅增强

了学生的自信心，还提高了他们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与应用能

力。积极的课堂氛围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也为其长期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建议，通过

优化课堂设置和动态教学策略，教师可以有效促进学生情感

与认知的同步发展。

5 结语

本研究针对数学课堂中学生情感与认知发展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积极情感在促进学生认知能力提

升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对 300 名中学生的数据分析，结果

表明学生的兴趣、自信等情感态度对其数学解题能力和逻辑

思维能力的提高有直接影响。同时，教师的情感支持，包括

鼓励和关怀，及积极的课堂氛围，对学生的情感与认知发展

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建

议，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样本数量及背景的多样性

限制了结果的广泛适用性。未来研究可以在更广泛的文化和

教育背景下，探索不同情感因素与认知能力间的具体作用机

制。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为数学教学的实践提供了新的视

角，也为数学教育研究领域开启了新的探索路径。建议教育

工作者重视情感教学的实施，设计具有情感关怀和支持性的

教学活动，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希望未

来的研究能继续深化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以实现

更优质的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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