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

2021 年第 12 期 教学研究

情感教育在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郑金姣

（百色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情感教育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身心情感发展有重要作用。情感是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灵魂所在，发挥情感

教育意义深远。本文探讨了情感教育在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提出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存在受传统教育束缚，教师

注重讲解，缺乏情感因素引导、教师过于关注知识传授、教学模式单一等问题，提出提高教师自身情感素养、创设多样的教学情境等策

略确保情感教育在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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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核心，通过阅读教学培养学生的阅读

兴趣、提升阅读能力，进而养成喜欢阅读的良好习惯。《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强调：“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

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小学语文

阅读文蕴含着丰富情感元素，可感受到多样情感教育。但在实际

教学中，情感教育并未受到重视，基于此在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

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十分必要，通过情感教育引导他们把

知识与生活相联系，更深层次关注情感教育。

一、情感教育的概念界定

心理学上认为，基本情感和高级情感是情感的组成部分，情

感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心理现象。对“情感教育”的界定，目前没

有统一的定义，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对其认识和理解

也不一。朱小曼认为，情感教育是关注人的情感层面如何在教育

的影响下不断产生新质，走向新的高度。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

心理感受不同，对情感教育的理解和感受也不一样，“情感教育”

应从情感的特性出发，从个体影响出发，确定情感教育的内涵，

不断升华对情感教育认识。

二、情感教育在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表达多样的思想情感

语文是一门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具有丰富的情感

内涵。小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类型繁多，但不管那种类型的

文学作品，都饱含着丰富的阅读情感，要我们反复去阅读体会。

在阅读教学当中情感教育与阅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小学语文

篇目是专家学者经过深思熟虑、精心挑选，有着深刻的情感教育

意义。学生通过阅读可获得多样的情感体验，激发学习兴趣、抒

发情感表达。

（二）蕴含丰富的审美情感

语文阅读文本材料丰富多样，诗歌、童话、寓言等文体都表

现出了美的人、事和景，不管哪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有其审美性。

李霞将文学作品的美归纳语言优美，意境之美，文本表达艺术美；

反复阅读文章，发现作品的蕴涵美，得到美的熏陶，丰富自身情

感体验，因为作品中作者描述的事物大多是作者借助所描述的事

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些能够传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媒介物有其

独特的特点。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去分析作者所描写事物的审美性，

让学生在美的画面中挖掘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怀，能更加真切

地感受作者抒发情感。

（三）创设有趣的阅读情境 

每一篇文学作品都包含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或是作者经历

后的感悟，或是他借助作品来阐述本人的情感寄托。进行文章阅

读，可以创设具体情境，将自身投入到创设情境当中，在具体情

境中寻找作品本身的情感抒发，也可以从中得到更加深刻的情感

体验。在进行阅读教学时运用情境教学可以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

因此，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可以创设与课文有关的情境，寓情于此，

将文字描述的画面带到丰富有趣的意境当中，通过调动感觉器官，

在具体的情境中有所感受，有所感悟。

三、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存在的问题及

原因

（一）传统教育观念的制约，忽视人文情感

受传统高分至上教育观念制约，教学时重知识传授，轻情感

教育表达。教师进行阅读教学时不重视人文主义教育的情感反思，

因而对文本表达所带来的情感教育也就逐渐淡化，慢慢地对学生

情感教育就相对缺乏。情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素质

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素质教育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

学生人格全面和谐的充分发展。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学科，人文精

神是它的基本特性，但实际语文阅读教学中，大多教师受应试教

育影响，为提高成绩，往往更关注工具性，让学生掌握知识技能，

忽略人文主义教育。

（二）阅读教学中功利性较强，过于关注知识的传授

阅读教学是师生之间、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然而，部分老

师进行阅读教学时，大都强调要掌握的知识点和考试的内容，对

于文章思想情感很少有通过创设相关的问题情境或者描述文字营

造的画面，让学生置身于作者创作时的心境，感受情感抒发，进

而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重考试和分数的课堂教学中，情感教育

始终处于很被动的位置，正是因为教师这种过于关注知识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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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方式，导致在阅读教学中没有深入挖掘到阅读课中情感教育，

没能让学生在阅读教学中有充分的情感体验，学生对情感教育的

理解只能停留表面。

（三）教学方式单一，学生难以共鸣 

在阅读教学中，受本身教学技能的制约，教师的教学方式比

较单一，教学方法的运用较少，大多是以讲授法为主。在授课时，

许多一线的教师会以讲为中心，按照课件的顺序，让学生跟着课

件内容按部就班的学习。比如，讲新课让学生阅读课文，圈关键

字词，少引导学生跟着情感走进课文；讲解关于情感冲突的爆发点，

很少有教师会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走进课文。在讲到关键的情感

抒发点时，很少挖掘文章中蕴含的情感因素，指引学生走进课文。

教师没有充分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将学生引用到阅读教学当中，

学生对课文情感表述理解不透，进而难以获得共鸣。

（四）对教材情感因素的理解不透，缺乏情感因素引导

教材中的阅读文文质兼美，具有丰富的人文内容。在现实阅

读教学中，教师重在知识钻研，极少深入研究透教材中的情感因

素所要表达情感教育。因对教材中的情感理解不透，把教学重点

放在知识与技能上，对整篇阅读课文进行肢解讲授，忽略了完整

的文本情感教育。因此教师对教材中的情感因素理解不透，学生

也不能透彻地把握课文中的情感。而情感因素是人们接收信息渠

道的“阀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就是利用教材中的情

感因素进行教学的活动。若对教材情感因素理解不透，在进行阅

读教学就会缺乏情感因素引导。

四、情感教育在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实施策略

（一）教师注重情感表达，提升情感教育素养

语文课教得有情趣才有效，语文课上富情趣感染力，教师要

多阅读相关情感教育书籍、观看名师授课的视频等，不断提升情

感素养，提高专业技能，并利用情感表达技巧将课文中的情感传

达给学生，以情引情。阅读教学前，教师要先了解文章表达的思

想情感，针对课文的情感特点设计教学内容。以《父爱之舟》为例，

作者以梦境回忆的形式阐述“我”和父亲往事的几个场景，在教

学时就要围绕这几个场景所表达的父爱之情进行教学。可以通过

采用巧设问题、眼神会意、眼神动作等向学生传递丰富的情感信息，

让学生的内心泛起情感的波涛。

（二）创设多样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进行语文阅读教学，可通过创设具体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学

习当中再现课文画面，身临其境地感受文章中的情感表达的爆发

点，感受文本的情感。如，覃老师执教《草地夜行》时，先介绍

红军长征时艰苦的环境，为学生创设氛围。再让学生朗读并想象，

引导他们闭着眼睛联想红军长征时艰苦的画面进入情境，激发学

生情感。所以对课文中红军的遭遇能产生情感共鸣，从中能把文

中要表达的爱国情感很好地表达出来，进而达到情感教育的目的，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因此，通过创设情境用语言引导学生进入语

文阅读文本情境中，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而受到潜移默化的情感

教育。

（三）转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情感创造

小学语文课文每一篇都非常优美，值得学生去阅读。运用角

色扮演、对话、问答等方式来进行阅读教学，激发学生语文学习

的欲望，让他们能在玩中学、乐中学。如教学《慈母情深》，老

师让学生以读促写，用读书指导法让学生把无声文字转化为有声

画面，用不同语调和情感色彩等去朗读表现母子之爱的场景，鼓

励学生就“课文中哪件事最能让你感受到慈母情深？”进行讨论，

学生畅所欲言，用自己的方式抒发课文中的情感。因此运用多种

教学方法进行情感教育，鼓励学生情感创造，激发学习积极性。

（四）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阅读教学要重视语文教材中情感教育功能，深入挖掘课文中

隐藏的情感因素，让学生在阅读学习中获得情感的熏陶。刘怀萍

指出“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材是客体，

教师作为主导者要将作品中的情感传达给学生。”因此，要想精

准把握文本中内在的情感因素，教师首先要了解学生，其次深入

钻研文本教材，在把握教材的基础上，去挖掘、去深究，然后才

能在课堂中利用自身掌握到的情感信息。用真情实感去激荡学生

的内心，在声情并茂的朗读时，配合表情、手势、肢体语言等，

将文本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展示出来，生动形象地传达教师自身的

情感体验，让学生能够准确把握文中的情感共鸣点。

五、结语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情感教育强调师生之间有情感交流，

教师要向学生传递情感，让学生学会运用情感去表达事物，增强

学生的心理，促进学生情感智力，让学生通过情感教育学会做一

个有爱心、有责任、有温情、充满情怀的人。在小学高年级阅读

教学中进行情感教育，能够让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课堂充满情感表

达的氛围，让学生在课堂上既收获知识又拥有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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