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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感教育是引导学生打开语文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钥匙，能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使学生学会用心灵触摸大千世界。在以素质教

育为主题的现代课堂教学中，应切实突出情感教学的重要地位。这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也是指导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受真、善、美，从而

在现实生活中来感悟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人生之美的重要途径，更是使学生在知识上得以充实和延伸，在情感上得以熏陶和丰富，在人格

上得以美化和完善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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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艺术性和人文性的影响，语文在情感渗透方面具有较强的依赖

性，因此，语文教学应该对学生情感认知方面的能力加以培养，将情感

渗透应用在初中语文教学活动当中，不但能够提升语文教学的效率和质

量，同时还能获得一定的人文效益，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应该对情感渗

透的有效应用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此来推动初中语文教育的发展。 

1 结合教学内容创设情感渗透的情境 

初中阶段的学生情感都较为丰富，内心情感极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

响。教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与文本相关的教学情境，使学生的内

在情感得以激发，促进其与作者产生共鸣，从而能更好地把握文章所表

达的情感。 

以《背影》为例，教师在教学这篇课文之前，可以先播放歌曲《父亲》

给学生听。《父亲》这首歌是现今学生比较喜欢的一个组合“筷子兄弟”

所演唱的。对学生来说，播放他们喜欢的歌曲不仅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而且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以播放音乐来导入课文，一方面学生在

听歌词时能唤起对自己父亲的感恩、想念之情，另一方面营造了舒适的教

学环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内心情感的驱使下，更容易投入

到文章的学习中。这样，教师在教授课文前不必大说特说，可让学生自己

去领悟、体会与理解课文的情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2 结合教材，挖掘作者情感 

能够入选初中语文教材的作品都是语言的典范，这些优秀作品内容

中往往包含强烈的情感。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

对其中包含丰富情感的内容进行有效挖掘，这种强烈的情感是我们开展

情感教育的重要素材。但是，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许多情感都隐含在课

文的深处，所以需要教师能够对教材进行深入挖掘。教师应该通过有效

的教学设计，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兴趣。通过幽默的语言文字，把

语文作品中作者的隐形情感生动地再现给学生。这样学生处在一定的情

境中，学习的效率会大大提升。 

3 结合生活实践，深化情感的熏陶 

学生情感教育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

要潜移默化逐渐渗透。而这也说明单靠课上有限的时间进行情感教育是

不够的，课堂教育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教师应该把情感教育延

伸到课外，即要重视学生课下与生活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深化情感的熏

陶。教师要从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实际出发，让学生注重以课堂为起点

实现语文的生活化，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例如：在《故宫博物院》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课堂情感氛围营造

以及通过朗读进行情感激发，已经与作者产生共鸣，通过对故宫的认识，

培养了对祖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热爱，除此之外，作为教师，我们还应当

将学生的情感进行外延，让学生从身边出发进一步感悟中国传统建筑文

化的源远流长。所以，我通过让学生从周边出发，进行调查，了解自己

家乡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并搜集其中的故事，在课堂上进行交流，

让学生感悟“传统建筑所承载的民族意义”，进一步体会传统建筑对我们

当代的影响，通过这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从我国传统建筑入手，

逐步培养对古代劳动人民伟大创造的崇拜之情以及民族自豪感。 

4 优化教学方法，加强情感体验 

初中语文的教学方法有很多种，包括表演、游戏、小组合作等等，

其中角色表演既能够为学生营造宽松的教学氛围，还能使其深入文本之

中，感受人物的情感，实现知识的内化迁移，进而实现情感的渗透，加

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在教学中，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文本内容开展角色表

演活动，引导学生把握人物的特点、心理活动及其情感变化，使学生在

表演中加强对文本的理解，提升情感认识和情感体验。 

例如，在教学《皇帝的新装》时，为使学生体会不同人物的情感，

教师可让学生轮流扮演皇帝、大臣、骗子、小孩等角色，推敲这些人物

角色的心理活动以及情感特点，加强对文本的理解。初中生正处于认知

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这类角色扮演活动的开展，能够提高其认知能力，

端正其情感态度，丰富其情感体验，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5 回归现实生活加强情感体验 

没有情感的教育不会成为成功的课堂。初中语文教学的真正任务应

该是使学生通过情感的熏陶最终获得情感体验，获得幸福生活。这就需

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情感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中，将课堂内的情感教育

逐步扩展到课堂外的生活实际中去，这样，以课堂为起点，实现情感教

育的生活化，切实升华学生的情感。 

比如，在教学《做人与处世》的课文时，通过把握天人、人人及个

人思想情感矛盾与平衡的三个核心关系，然后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处理具

体到与家人朋友同学的关系，达到宏观教学与具体处事之间的统一。通

过学习《毛遂自荐》教育学生要相信自己，日常生活中，要有毛遂自荐

的精神。在学习《序》时，通过寓言故事培养学生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

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的先驱者精神。这样，将课本中体现的哲理哲思与

学生实际生活联系，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这样使学生情

感得到升华，提升个人的修养和素质。 

在进行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将情感教育融入进去，不仅可以使

学生更喜欢学习，还能促进师生平等，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着应

有的尊严。所以说，语文老师在教学当中应该尽职尽责，不仅需要向学

生传递知识，还应关心其情感上的教学，提高其语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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