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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情感教学在中职学前专业语文课堂中的运用

◎陈欢
摘要：中职学前专业语文教学蜗步难移，主要表现为教师难教，学生不学，或者在教学中重知轻情，填鸭式教学让学

生产生厌学情绪。语文课堂应该是情感课堂，教师有必要善用情感活动对教学过程进行统领，适时调整学生情绪、培养学

生情感、陶冶学生情操，将学生的认知教育融入情感教学中，实现课堂教学有效性，教学效果双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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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式，教

师在了解学情基础上，运用适当的教学手

段，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情感，促进师

生间语文的“交流”效果，提高教师课堂

教学效率。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恰

当运用情感教学，让学生对语文学习保持

积极热忱态度，成了决定一堂语文课是否

成功开展的重要标准。

一、情感教学与语文教学的关系

语文教学不是单纯的学科知识教学，

它的内容是包罗万象蕴藏着丰富的感情

的，如果教师只给学生圈定语文知识框

架，强迫学生只注重知识的记忆，忽略

在教学中给予学生情感表现和体验，很

容易让学生对语文的学习产生厌恶、恐

惧等负面情绪。

情感是人的主观态度的情绪表现，积

极的情感状态能让人在参与或从事某个活

动中更容易、更客观接纳外界事物。因此，

情感教学能较大程度保证学生参与并完成

整个教学活动，教师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

转变有强烈的情感带入的授课，拉近学生

与课文的思想距离，促进课堂教学的有效

开展。

二、学前专业学生语文教学情况

（一）学生整体素质水平不高

由于中职学前专业招生门槛较低，生

源的整体综合素质水平不高。加之该专业

学生以女生居多，对艺术表现出极大的热

忱而对语文轻视冷漠现象很普遍。上课玩

手机、睡觉、讲话、看课外书等现象十分

常见，甚至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思想处于完

全游离的状态，每日得过且过。

（二）教师教法不能吸引学生

中职学前专业学生心智不成熟，社会

阅历单纯，对于语文中的教学内容往往不

能一下子领悟，特别是内涵较深时代久远

的文章，因所处环境不同从而与课文中作

者观点表达有较大的思想差距。因此，如

果教师只是通过简单的课文教授而不注重

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情感，课堂教学效果大

打折扣。

（三）专业所需决定教学要求

学前专业学生今后从事的工作更多的

是学前幼儿教育工作，而幼儿教育需要幼

儿教师充满丰富情感的状态去传递信息。

因此中职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如何更好利

用情感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帮助

学生掌握今后走上岗位所要具备的听说读

写能力，让语文为她们在未来的工作和生

活中得到更好的应用迫在眉睫。

三、情感教学设计要点

（一）情感教学要有针对性

教师要精心备课，规划清晰的课堂

教学路线，构建严谨有条理教学内容，切

合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需要。课堂中教师

根据课文的背景、情景、体验设计的每个

情感教学环节，应该要有助于学生对该次

上课的内容产生认识。比如《荷塘月色》

是一篇寓情于景的散文，要让学生搞清楚

作者的情是什么情（内心不宁静），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情（黑暗的社会现实），作

者在文中的情感历程是如何变化（不宁

静——寻宁静——获宁静——失宁静），

学生理清这条线索后随着作者情感历程，

教师便能更有针对性在每一步进行情感输

入授课。

（二）情感教学要有启发性

教师在进行情感教学时要把每个学

生当成独立的有思想的人在交流，不应单

纯地把教师当成教师，学生只是学生，情

感教育中教师更多的是要做一个引导者，

而不是教授者。这就要求教师在做好针对

性的情感设计后，从各个角度启发学生思

考，从而应加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见的知

识点，引导学生入理。又如《荷塘月色》

中作者的感情发展是从内心不平静开始，

上课之初，大家的情绪还没调整回来，教

师可以问问学生没心情上课，希望老师能

给他们做点什么？学生说可以听听音乐，

那教师趁机可以由歌曲荷塘月色开启课堂

教学。音乐欣赏后，可以引导学生，心情

不畅快，我们可以听音乐，那《荷塘月色》

作者朱自清他现在是什么心情呢，和你们

一样烦闷，不安……通过循循善诱，学生

带着问题激活了思维，主动一步步进入课

堂内容。

（三）情感教学要有情趣性

情趣教学是指教学中让学生所产生的

审美趣味。学生日常生活环境中存在丰富

的感性材料，教师以此为切入点，找准情

感点，用生动形象语言描绘，激发学生把

现实生活与课文情境进行情感连接，引起

共鸣；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体验教材

人物情绪，增加学生学习语文时的体验实

践机会，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情感体验，提

高情趣的价值。《荷塘月色》在描写荷塘

景色的时候，作何运用的多种修辞手法，

栩栩如生的画面充满了传神的美。教师可

以让学生根据作者的精巧描述设计一段关

于荷之韵的表演，让学生在感悟作者心境

的同时增强她们的学习情趣性。

四、情感教学方式选择

语文学科充满着各种新奇百态的色

彩，也注定了它有丰富的情感。教师在备

课时通过研究教学内容把教材的情感色彩

进行加工、制作、再现，让学生体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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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深入学习课文内容。

（一）教师以声先发制人

教师要善于用言和声以显情之先发制

人。围绕教材，找准语文教材与学生间的

情感契合点，教师通过运用有感染力的教

学语言表达出来，激活学生的情感，然后

再运用已经组织好的教学手段，将这个情

感回路形成一个目标明确，有序可控的情

感交流系统。比如《合欢树》是一首怀念

母亲的文章。老师引导学生欣赏文章的时

候，配以深情、感伤的语音语调的触发学

生内心，让作者的情感缓缓注入学生的心

流，让学生能够更具体形象地接受知识，

提高学习质量。

（二）学生品读身临其境

课文品读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更好体

会作者的情感。特别带着浓烈感情的散文

/ 诗歌，教师可以用与匹配的情感语言进

行渲染，再配以乐曲推波助澜营造与课文

基调一致的情景，让学生置身于情境中与

感情融合，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比

如《将进酒》，诗人的情感奔腾激荡，而

宣泄该情感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将内心的

感情通过朗读表现出来。因此让学生体验

做彼时的作者，也像作者那样处在这种愤

激的境况时，怎么表达怎么宣泄，不同学

生品读出不同的情 感味道，加深了他们对

作者的情感认知。

（三）主题交流深入内心

围绕本次课文的主情感问题在学生中

展开讨论，把语文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

教师由“教”转变为“导”，学生对教材

的情感进行交互式情感解读。比如《雨巷》

这首诗歌，有人说它是一首政治诗，有人

说它是一首爱情诗。每个人对它的解读都

不一样，但是全诗的情感基调是显而易见

的。教师可以由此让学生分成两个不同的

组派，让学生分别进行情感的延伸解读，

活跃了思维的同时进而对文章的情感把握

更深刻。

（四）角色扮演以境入情。

角色扮演是组织学生在教学中根据教

学内容所属的情景，让学生运用动作、语

言通过如话剧、即兴表演等形式进行情景

再现。角色扮演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

调动他们的情感，让文字变成生动形象的

画面。角色扮演需要教师对课堂的精准把

控，否则容易造成浮于表面的热闹假象。

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从角色扮演中体验

作者在文章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及时对

学生的表演做出恰当的点评，激发他们的

积极性。比如《雷雨》，它是一个舞台剧

的典型例子，教师要提前组织学生创造一

个适合该戏剧的环境，引导学生在扮演过

程中善于处理剧中的矛盾与冲突，代入角

色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进一步内

化、体验该剧的情感。

五、情感教学反思

在学前专业语文情感教育过程中，教

师的教学目标制定往往不够明晰，很多教

师的教学重点依然侧重在知识的说教上。

或者即使能在一定程度应用了情感教学，

但是也是短暂的假热闹现象，并不能从本

质让学生从情感中实现知识迁移及加强其

对语文的学习兴趣。

其次，教师的语言表达水平和课堂的

情感教学管控水平有待提高。不少老师在

上课过程因为语言表现平淡，面无表情，

很难激发学生走入到教材，难以让学生体

验教材所要表达的情感。

最后，语文教学尤其是语文的情感教

学地位得不到重视。语文是一切学科的基

础，是人形成素养的基本点。幼儿园教育

工作纲要中指出幼儿园教师需要具备良好

的基本科学文化素质，因此培养一位合格、

优秀的幼儿园教师，需要特别注重中职学

前专业的语文教学。通过有情感的语文教

学，重新定位语文在学生心中的认识，增

强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实现学生对语

文教学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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