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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应试教育中，老师不需要太过关让学生对语文的感受，也没有足够地考虑到情感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重

要性。随着人文教育的推进，高中语文对学生的要求逐渐从知识转向能力的培养，情感教育进入课堂。教师在高中语文

的教学中加入情感教育，能够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培养师生之间的情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了解学生的思想感情

走向，有效提高其语文课程的核心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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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教育中在高中语文教学的现状

1.1 高中语文观念的偏差

一些教师认为，高中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高考获得高

分，主要教授的是考试应试技巧，并没有分清语文在人一生中

的长期短期目标。因此，在高中语文教育的过程中，要更加强

调语文情感教育的长远性。高中语文知识的理解、学习、记忆

和掌握是国民语言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短期的高中语文教育

忽视了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除了追求短期成绩提升外，学生

对语文的刻板印象也是情感教育中存在的一个偏差问题。例如，

2022 年高考作文题中的“本手、妙手、俗手”，一般而言，除

了通过新闻热点猜题，学生不会关注“围棋”这类东西，这就

是学生们对语文作文的一个刻板印象，导致学生乍然遇到陌生

的题目，往往惊慌失措不知所言。在长期片面教育模式的影响

下，学生在高中语文学习中容易养成机械性学习模式，教师也

盲目强调知识的重复刻画，忽视了民族语言在情感上的学习。

1.3 学生兴趣消极

在上课的过程中，老师有时会发现学生一上语文课就双眼

无神，昏昏欲睡。主要原因是老师忽视了学生在课堂上的情感

体验。在开展高中语文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关注学生的情

感，确保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保持积极的状态，使学生感受

1.2 教师素质的局限性

情感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高中语文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文化

素质。因此，情感教育的发展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

较强的教育技能。但是，鉴于我国教师的师资专业化程度良莠

不齐，部分教师仍有一些差距，因此对情感教学的整体开展产

生了一些困难。

到高中语文教育的吸引力，促进他们的兴趣的提高。

二、情感教育法的引入介绍

2.1 情感教育法的解读

自古以来，情感与教育的关系就受到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关

注和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例如，情感教育模式以

情感教育心理学理论为基石，是一种较为固定的教学结构框

架，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情感因素的积极影响，优化教学目的，

并有较完善的情感教学策略与评估制度为保障。

第二，情感教育是一种教育方法。情感教育是完整教育过

程的一部分，通过培养学生的情感素质，培养学生的社会素

质，提升自己的自控能力，鼓励他们创造积极的情感体验，养

成对学习、生活和环境的尊重，并形成独立健康的人格，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第三，情感教育是一种理念。情感教育不是一种操作层面

的教育艺术，而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模式，是以全面开发人的潜

能、全面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它是教师的教

学方法，是学生与教师沟通的助手，能够帮助教师很好地理解

学生的思想感情，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适当地优化教育计划。它

是一种从学生自身出发的教育理念。

2.2 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情感教育是指教师灵活地采取各种教育手段，并对学生的

情感提出充分的需求和需求，促进课堂教育活动的发展。情感

是人产生的，人的情感可以影响人的现实活动。在学习高中因

为的过程中，学生必须了解作者对句子的创造性情感，才能深

刻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这是发展高中语文教学的前提要

求。基于此，中学教师必须培养学生的情感感知。高中是形成

多种认知观念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可

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同时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朝

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学生，创造具有正确价值观的学生。

2.3 情感教育法的意义

2.31 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

高中生已经有过情感体验和学习基础，他们可以在课堂上

独立思考。高中教师不仅需要用民族语言来教授学生，还需要

快速理解语文主体的中心思想，就积极教育学生语言知识的情

感体验而言，有效的情感教育不仅可以在学生现有学习心理的

基础上，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也能帮助学生建立成熟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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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人生价值观。例如，当他学习《致橡树》时，学生不单

单需要欣赏诗歌的优美文字，能为诗歌发声，也要在阅读过程

中感受到作者的深厚情怀，在诗中感受到女性坚毅之美。

2.33 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高中阶段的情感教育是在学生已有情感体验的基础上，通

过对学生情感的感受，逐步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和情感思维。

高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迅速、心理成长迅速的关键时期。教师

强调情感教育与学生心理发展的结合，运用情感教育有利于丰

富学生正确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高

中语文强调学生的独立个性化，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发

展学生的个性化，提高学生内在的情感和审美水平。教师采用

情感教育，传授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促进学生教育的发展和

发展，引导学生培养尊重教师的道德原则、方式的优先性和学

生道德素质的发展。教师理性情感教育的运用有利于高中生优

2.32 深入了解高中语文教育内容

传统的教育实践观念强调教师对课文的讲解，通过讲解生词

和优美的句子，要求学生通过背诵硬背来提高语文成绩，教育氛

围又硬又重。在情感教学中，教师一反常态，需要将语文教育的

内容与情感教育相结合，通过多媒体技术丰富国语教育的内容，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体性，强调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情

感需求，引导学生学习寓情于字的高中语文知识，培养学生的高

中语文情感。例如，教师在教授《记念刘和珍君》课时，老师采

用情感教育模式，通过放映当年民国学生开展爱国活动的视频

，向学生们展示中国旧社会里的热血青年形象，不仅有利于学生

理解课文中的“刘和珍君”为什么这么做，让学生对课文内容有

了深刻的理解，也能燃起他们的爱国热情。

秀道德素质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情感教育的优势

在高中教育中引入情感教育，使学生在浓厚的情感氛围中学

习，不断丰富学生情感世界，让学生成为一个有内涵有素质的新

时代青年，在学生的性格形成中都有很大的帮助。中国文化博大

精深，高中语文教材截取的不仅是文化片段，而且都是各具特色

的教育素材，教育不同方面。在高中阶段，教科书中的句子增加

了许多隐喻，带来了更多的情感，情感教育就是让学生理解高中

语文作品中情感和思想情感的情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逐渐增加

学习兴趣，让学生对作者或句子中的人理解更加深刻，并在优秀

情感的感悟下逐渐成长，逐渐获得良好的情感观念和思想认识。

四、情感教育理念的推进

4.1 学校持续推进情感教学教育

虽然中国的教育体制已经推进了改革，提倡人文教育，但

许多学校仍然不太重视作为教师教育标准的学生综合素质评

估。学校不应该仅仅通过分数来讨论教师的优劣，而应该将教

师的综合素质添加到教师的考试标准中，以及对教师的学生进

行情感教育是否成功，对教师的工作进行全方位的考试。这样

可以显著地进行情感教育，促进师生对身心发展的重视和对学

生情感发展的关注。

4.3 学生自愿接受情感教育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如果学生树立自愿接受情感教育的观

念，情感教育的效果会更好。在高中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相

对容易实施，但是学生必须改变以往应试考试的死板学习方

式，不要把短期目标定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应该主动接受情感

4.2 教师强调学生的情感需求

高中阶段是学生成年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学生已经具备独

立思考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情感丰富、多愁善感，

学习结果不应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衡量标准”。学生身心健

康的所有情感发展趋势都必须得到老师的良好引导，高中语文

教育本身就是情感教育的重要支撑点，而情感教育是在教育中

自觉进行的，师生需要与课本文字之间产生情感共鸣，让知识

与情感是相互兼容。

教育，促进自己身心的发展。

4.4 情感教育内容与方法的合理设计

《高中课程标准》明确提供了一种学习方法，积极倡导自

主、合作和探索，尊重学生的个体发展，强调情感教育。因

此，要求教师能够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课堂，这就需要教师在

高中语文教育过程中为教育设计做好充分准备，合理设计情感

教育的内容和风格。

五、高中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方法

5.1 根据课文类型选择情感教育方法

高中教材内容宽泛，如果教师盲目使用传统教学方法，采

用脚本式教学，容易导致学生对课文内容理解不充分，容易对

语文课堂失去兴趣。高中教科书在思想深度上和初中浅显易懂

的教材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必须结合不

同类型句子的不同材料，将句子的中心思想融入情感教育，让

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句子的核心思想。

在高中语文教育阶段，应该利用事物的特性和形象与学

生产生情感共鸣。然而，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课文的主要内

容、创作技巧等明显不同，教师很难以同样的方式开展情感教

育，也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作为一名教师，有必要结合

课本内容的形式和特点，开展不同方法的情感教育。例如，在

学习这些课本的过程中，教师必须首先为学生营造一个活跃的

课堂气氛，因为他们可以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更舒适

的体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句子的内容和情感。对于具有情

感表达意蕴的诗词，如李煜在《虞美人》中写道“小楼昨夜又

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柳永在《雨霖铃》中写“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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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同样一个意象，教师赏析“月”

时，要分开来，譬如，李煜的“月”是国家亡破，自己身为君

王却无能为力的绝望；柳永的“月”是分离之前的依依惜别。

5.2 通过语言基调激发学生的情感

在语文教育过程中，教师的语言表达是与学生互动的重要

方式，因此教师必须谨慎地表达自己的行为。高中生正处于情

感的无知时期，而学生在这一时期又具有强大的共情能力，因

此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可以用生动的描述和充满激情的话语感

染和打动学生。

例如，在教授的《我与地坛》一文中，教师在解读课文时

可以奠定悲伤的基调，阅读这篇文章前半段时，老师必须尽可

能谦逊，用悲伤的方式表达作者对忽然残疾的伤痛。课文的后

半部分主要表达了作者与命运的抗争，教师必须从这一部分改

变阅读氛围，以坚实的语气表达对作者命运的抗争。通过对渲

染不同作者想要表达的氛围，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更加容易地进

入作者的世界，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能够展示自己的想象

力，唤起学生的同理心。

5.3 创设生动的教育情境，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了解教材中高中语文知识的内容，并

指导学生接受这些知识内容，并灵活使用它们。在理想情况

下，这种教学方法有一定的效果，但事实上，学生在高中语文

学习这一过程中没有足够的参与，课堂成了老师的单向输出。

因此，要想在高中教育中有效地开展情感教育，就必须转变传

统教学方法，与学生进行互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创造生动的教育情境是培养学生情感共情的第一步，结合

各种教育方法，有必要让学生理解作者在教育过程中的情感意

蕴。教师必须摆脱传统的黑板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教育活动

的主要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广泛应用于教

育，多媒体技术也可以应用于语文教育。例如，教师可以播放

相关视频材料，增加对学生知识的理解，查找与阅读相关的时

代纪录片，帮助学生理解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帮助他们理解生

硬的信息。对于开放式作品，教师口语布置续写作业，让学生

可以继续书写想象故事的发展，帮助学生提高阅读写作技能。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各种课外阅读活动。例如，教师可

以让学生参加外部阅读竞赛，在特定主题的指导下选择相关阅

读材料，并提供有关主题的文件或口头教育，以增加对主题内

容的理解，鼓励学生将在语文阅读中获得的技能应用于实际问

题解决，并促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和思维能力等核心技能的

有效提高和发展。

5.4 扩大阅读范围，积累核心知识

高中语文教育应该以教科书为基础，但教科书的知识非常

有限。可以通过适当扩大阅读量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在教

学方法上，教师首先要重视课堂教学，利用教材中的阅读理解

内容，增加学生的阅读理解和阅读理解，增加语文阅读理解信

息的输入，实现语文阅读理解的再利用。阅读量是语文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能力是学生学习各种学科的基础。因此，

在高中语文教育中培养学生的阅读技能尤为重要。阅读能力的

发展是循序渐进的。

5.5 深挖句子中的情感

老师要加深理解句子中蕴含的情感。首先在备课时，思考

如何巧妙地引入情感教育，不同句子中包含的情感是不同的，

教师加深句子中包含的情感，然后根据句子的不同特点选择不

同的教学方法，并适当地向学生介绍作者的背景和情感的转

换，学生对故事背景有了更深的理解。

六、总结

如上所述，高中语文教育过程中采用情感教育的方法，可

以在丰富的语文教学基础上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并与

课堂内容产生共鸣。情感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而且影响

学生的阅读理解。在当前的高中语文教育中，教师必须充分认

识情感的重要作用，实现学生人性的培养和语言学习能力的提

高。在情感教学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以与许多学生进行互动，

个性化多元化教育学生，提高高中课堂的教育效率。教师还必

须不断提高教育能力，满足语文课堂的教育需求，构建结构化

的教育情境，增加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核心的形成和发

展。在高中语文教育实践中，情感教育的应用不仅丰富了学生

的情感世界，而且加强了学生的人文特性，有利于拓展民族语

文教育的教学内容，丰富语文教育的教育包容性，不断拓展学

生的视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在运用情感教育模式时，必

须选择合适的情感教育方法，以学生喜欢的方式开展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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