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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班级管理中渗透情感教育研究

晁源泽

郯城县红花镇初级中学　山东临沂　276100

摘　要：“问题即课题”，我们对实验班级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并对采用的情感渗透方法进行探讨和反思，

形成相应的班级管理渗透情感教育的方式方法：走近学生的情感世界，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渗透情感教育要有针对性；

组织多种形式的班级实践活动，让学生的情感体验丰富起来，渗透情感教育要有计划性；班主任和家长建立紧密的沟通联

系，形成教育合力，渗透情感教育要有社会性。无论运用哪种方式方法，目的都是优化班级管理模式，形成良好的班级氛围，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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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在的育人导向，是让学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而前两个方面大多属于情感教育的范畴，

可见情感教育在教育教学，尤其是班级管理方面的重要性。

通过调查研究，家长和教师唯分成绩观念和急功近利思想导

致了学生情感荒漠化，不仅导致学生厌学，影响其身心健康

发展，还给班主任班级管理带来困难，影响形成良好班级。

针对此问题，做了如下研究。

1. 研究发现或结论

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发现，班主任将情感教育理念融

入到班级管理中能有效促进优秀班级的形成，学生的整体素

养得以提升，这是适应当代教育发展需要的 [1]。当然，也发

现了阻碍班级管理中渗透情感教育的现象：部分家长和教师

重成绩轻素质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和整体素质的提高。我们对实验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

析和研究实验，然后对研究资料进行整理，梳理出班级管理

中渗透情感教育可借鉴的方法和途径，形成可操作的情感教

育管理经验。 

1.1 走近学生的情感世界，关爱每一个学生，有针对性

地渗透情感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要想教育好学生，首先应该

走近学生。了解他的长处和弱点，理解他的思想和内心感受，

小心翼翼地去接触他的情感世界。”

情感教育指班主任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积极

的情感因素，通过与学生情感交流和组织实践活动，增强学

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让他们逐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备独

立健全的个性和人格，以及生活所应具有的关键能力。

情感教育不是新生的事物，1925 年英国教育家尼尔主

张的“快乐教育，尊重生命，尊重个体”教育就有所体现 [2]。

美国有以布卢姆等人提出的情感目标分类为指导的情感教

育理论。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其“和谐教育”中指

出学生在积极情感的教育环境中才能全面、健康的发展。

我国的情感教育始于四十年前特级教师李吉林老师，

他提出了情境教育，目的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强调兴趣

的培养。后来教育界又提出 " 愉快教育 " 这一理念，强调以

多样化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

由此可见，那么漫长的人类教育史，情感教育史还是极

短的，还需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我们准备在以上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班级学生情感教育现状分析，

探索可推广和借鉴的渗透情感教育的班级管理策略，以充分

发挥情感教育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班级管理的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有针对性地渗透情感教育，我

们在实践中从以下方面入手：

①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走近他们的情感世界。

班主任作为一个班级最重要的管理者，要想管理好班

级，就应该走近学生的内心，去了解感受学生的喜怒哀乐，

探寻他们各种不合常规的表现背后的原因，然后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合适的对策。这样的教育才有针对性，才能取得预期

的效果。尤其是那些有特殊情况家庭的学生，往往思想敏感，

性格偏激，不利于班级管理，这就更需要班主任工作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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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班主任的权威架子。首先把自己当作学生倾听的朋友，

站在他们的角度体会他们的感受，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

口。班主任态度要真诚，言语要温和，行动要有效。班主任

对这部分学生要“厚爱”，因为他们这样的性格不是短期养

成的，要想改变他们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班主任不仅要

有热情，还要有计划有方法改变他们，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

下，让他们尽快融于班集体，进而逐渐变得积极乐观，阳光

健康，从而促进整个班集体的和谐发展。

②心中有每一个学生，给他们及时真诚的鼓励和艺术

的批评。

学生是班级的主体，班主任是管理班级的主要负责人，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优秀班级形成的保障。小到哪怕班主任传

递温情的一个眼神，发自内心的一句温暖话语，一个简简单

单鼓励的手势，都能激起学生内心的涟漪，催其奋进；大到

一次与学生的交心长谈，一场有意义的班级活动，一次有温

度的家访 ，都可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在实验的过程中，

我们做到每天至少要表扬和鼓励三位同学。如：肯定优等生

认真的学习态度和为班级着想的好行为，榜样在身边，其他

学生就有前进的力量；对于后进生，我们侧重于鼓励，只要

他们哪怕是有很小的进步，就及时地给以肯定和表扬，学生

幼小纯洁的心灵得以满足。学生体验到了作为好孩子的快

乐，他们积极向上的劲头更足了。当然，对于成长中的孩子

不可能不犯错，犯错误就得挨批评，但是我们批评犯错的学

生时，怀一颗公正之心，对事不对人，让学生真正接受老师

的批评，批评后还要心平气和地与学生聊一聊，做好后续辅

助工作，学生愿意改正错误。班集体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1.2 以班级实践活动为载体，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有

计划地渗透情感教育。 

组织班级活动让学生体验生命的过程，也是丰富学生情

感教育的过程。经常有目的地组织一些有意义的班级活动，

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①借全校“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红歌比赛”机会，向

学生渗透班级集体荣誉感和当代少年的历史责任感教育；借

学校组织运动会的机会，对学生进行不怕困难，坚持不懈，

为班级争光的团队意识教育；通过开展读书会活动和演讲比

赛，促进学生走近伟人，学习他们的追求真善美的高尚品质；

让学生阅读近现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让学生体会祖国的百

年屈辱史，激发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斗志；组织学

生去红色基地“岱崮”外出研学，感受一幕幕感人的革命斗

争画面，让学生懂得要珍惜现在衣食无忧，自由发展的新时

代，激发他们立志长大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学生在

这些活动中所得到的情感体验，远远胜过老师简单的说教，

这些体验将根植于学生的情感和血液里，行为有了方向，学

习才有力量，人格得以健全。学生在各种活动实践中，把这

些思想认知自觉地转化行动。积极向上的优秀班集体也就自

然形成了。

②开展主题班会课，给学生铺垫自己管理自己的意识。

老师不可能跟学生一辈子，也不可能管学生一生，所以引导

学生学会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提高他们情绪情感的

自我调控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利用班会课和日常交流给学生

普及成功人士的感人故事，引导学生向其学习，帮助学生树

立对自我的认识和未来的打算，依靠别人永远是不长久的，

自身强大首在内心。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见解，

但是当学生有偏离轨道的观点时，及时发现，加以纠正和疏

导。我们还特别关注了对将进入青春期的高年级学生进行心

理方面的疏导，使好多孩子不再迷茫。人人学会管理自己，

班集体不优秀都难。

1.3 建立学校和学生家庭的紧密联系，形成教育合力，

共同促进对学生的情感教育。

家庭是学生身心发展成长最重要的地方。因此，家庭

生活的环境和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影响很大。对

于生活能力还较低下的小学生，他们依赖父母，听从父母，

所以，作为班主任，做好与学生家长的交流和沟通工作是非

常必要的。在管理学生方面争取家长的积极配合，班级的管

理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鉴于此，我们做到以下三点：

①每接到一个新的班级，首先让学生填写自己的简历。

包括学生的姓名、性别、家庭住址、父母的工作单位和联系

方式等，便于后面深入实际地开展班级工作。

②充分抓住每学期所举行的至少一次的家长会和家委

会的机会，让家长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让他们观看孩子的

在校表现视频和书面作业；让家长听班主任和各位任课老师

对班级和孩子的汇报情况；让家长介绍家教经验或对班级工

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班主任整理，以备下一步整改。

③每周至少对两位学生进行家访。家访前，我们要对

被家访的学生做充足的备课，形成教案。想方设法沟通班主

任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情感，与家长切磋最有效的教育管理

孩子的方法，班主任、家长和学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在这样的班集体里，孩子的健康成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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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和讨论

首先，我们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分别对教师和学生进

行班级中有关情感教育的问题开展问卷大调查，然后对所得

的数据进行整理，归纳，了解到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渗透情

感教育的现状，结果很不乐观：大部分班主任教师把时间和

精力都放在了对学生的学科教学上，即特别关注学生的学习

成绩，学生的成绩好，那么这个班级就是优秀班级。一般情

况下很少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而只有班级出现管理方面的

问题时才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而这种教育大多只停留在笼

统的说教或训斥上，学生不易于接受，有的甚至对班主任的

管理有意见，与班主任对着干。这样不利于积极向上、健康

活泼的班集体的形成。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对所实验的班级进行有步骤的情

感渗透教育，形式多样，方法灵活。对于影响良好班风形成

的学生，主要通过精心设计关爱、陪伴和帮扶活动，让他们

向优秀的学生看齐。当然，争取家长和其他任课老师的配合，

共同教育学生，纠正他们的不当行为，效果更好。我们团队

所有成员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课题研讨会。先是对上个月的

研究实验进行交流，分析和总结，然后根据学校和班级存在

的实际问题确定下一步的研究任务，并对班级实行情况进行

全程跟踪，有计划的针对班级管理中渗透情感教育的效果进

行反思和改进，采取应对性的情感教育方法。经过两年多的

实验研究，发现实验班级的班风正，学习氛围浓，积极上进，

健康活泼的孩子明显增多。最后以书面的形式形成易于操作的

最好的情感教育的班级管理经验。完成了在实验班级管理中渗

透情感教育研究的任务，形成一系列的可操作性的方式方法。

在这两年多的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课题组成员努力

探索，认真观察，不断发现班级管理中的新问题，并想法设

法解决问题，获得了班级管理中渗透情感教育的方式方法和

丰富经验，学生也得到了情感教育的滋润，老师和学生都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

2.1 学生发展成效

在班级里进行课题实验，一是所有的实验班级的学生

自我管理意识增强，班风班貌向好，得到全校领导和老师的

认可。在班级管理中，我们经常给予学生积极的鼓励和肯定

的评价，促进了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学生大多开始变得自

信张扬 [3]。二是在班级管理中，对学生渗透荣誉感、羞耻感、

义务感和责任感的情感教育，学生对班级形成积极的情绪和

体验，促进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

他们对班级有良好的归属感，对班级事务有参与感，对班级

成员有亲切感。三是侧重激发学生的积极探索精神，学生对

未知世界好奇心和求知欲增强了，学生变得积极向上，勇于

奋进，乐于探索。四是对实验学生渗透自尊、自信、自强和

自律精神的情感教育，学生完善了自己的行为价值体系，向

优秀的方向不断成长。

2.2 教师发展成效

经过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们课题组所有成员深刻地认

识到课题研究不仅重要而且非常必要。一是增强了我们课题

组成员的教研意识，查阅资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由课题

研究的“门外汉”逐渐成为课题研究的行家里手。在班级管

理中努力体现课题理念，不断在班级管理中实践，总结教训，

想方设法寻找促进班级管理良好发展的方法，二是参研教师

管理班级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不再有因班级管理中的问题

而发愁的现象。各自找到适合自己班级管理的情感教育方式

方法，师生关系和谐融洽。班主任即是研究者，又是受益者。

3. 建议

针对自身研究的缺陷，提出需要改进的事项以及根据

研究结论获得的启示，如对班级学生还做不到全面全覆盖的

了解，在渗透情感教育的时候，有时针对性不强，效果不太

理想。相邻实验班级的实验效果不太明显 ，最好利用整体

素质较高的班级与稍差一点的班级进行效果对比，这样或许

会使研究结果更加真实可信。

结语：班级管理中的情感教育渗透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教育者以爱心为底色，以专业为支撑，以创新为动力。

通过个性化关怀、系统化活动、协同化家校的三维联动，构

建充满人文关怀的班级生态，最终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班级

管理效能的双重提升。这不仅是对教育本质的坚守，更是对

新时代育人使命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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