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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语文是学生情感学习的主要方式,在小学语文知识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进行学生的情

感教育。情感教育是学生情感表达的基础,对于学生日后的学习及生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文主要

从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的重要性、现阶段小学语文情感教育现状以及小学语文渗透情感教育

的方法措施三个方面分析,旨在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让学生可以更好地与人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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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

育的重要性 

1.1促进学生情感思维健康发展 

情感教育往往影响学生一生的生

活。学生在不同的年龄时期所需的情感

教育不同,小学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基

础阶段,是学生习惯能力养成的重要时

期也是 为关键的时期,有句话说得好

“万丈高楼平地起”,学生的情感教育也

是一样,需要从小教育。小学语文的教学

任务主要就是丰富学生情感,让学生通

过知识的学习进行知识的积累,并且将

积累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表达技巧的这

么一个过程,通过小学语文渗透情感教

育,让学生有健康的思想观念,养成良好

的品格,让孩子学会表达自己的喜怒哀

乐,更好地进行与人交流沟通[1]。 

1.2提高学生对美的事物的追求 

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对

美好的事物的追求。在小学语文渗透情感

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极大程度地实现学生

对美的掌握,一个人的情感丰富的程度可

以根据他的审美标准判断出来,小学语

文的情感教育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的学习

生活中通过知识的学习掌握一定的情感

表达技巧以及表达方式,也能够更好地

进行自我审美素质能力的提升。通过情

感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进而

更好地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也能够很

大程度的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发展,让

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更多美的东西。 

2 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

育现状 

2.1在实际的教学中,忽视情感教学

的作用 

在现阶段的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

情感教学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尽管

教育改革要求学校注重学生的情感教学,

但是仍然有部分的学校以及教师不能正

确认识情感教学对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

性。在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

的思想观念存在一定的落后,只能做到

知识的传输,缺乏一定的情感教育,在语

文课堂学生与教师缺乏沟通,极大程度

的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针对这样的

情况,需要教师进行创新教学思维,通过

加强自身的专业技能实现与学生有效沟

通,潜移默化的进行情感教育。 

2.2学生对语文课堂缺乏学习积极性 

想要实现小学语文教学的情感渗透,

首先需要教师做到的就是营造良好的语

文课堂学习氛围,只有建立良好的学习

氛围,才能让学生积极投入课堂的知识

学习过程中去。但是目前的小学语文课

堂教学方式方法的不恰当导致了学生对

于语文课堂很难提起兴趣,极大程度降

低了学生的语文课堂参与感,单一的教

学方式依然是教师为教学主体的灌输式

教育,这样的教育方式不利于学生知识

的学习,也不利于学生素质能力的发展,

更影响了学生情感教育的有效学习。所

以想要营造良好课堂氛围让学生积极主

动参与学习是现阶段学校以及教师应该

重点考虑的问题[2]。 

3 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

育的措施 

3.1品析文本 

小学语文主要的教学目的就是通过

对教材内的文章进行分析,将文章的情

感表达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技巧让学生掌

握,在学生掌握的过程中能将这部分知

识充分吸收转为己用的过程。一篇文章

在叙述的过程中往往是作者情感的宣泄

与表达,通过让学生对文章细节的学习,

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为学生

的情感教学打好基础。当语文教师在进

行语文文章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完整的

阅读一遍文章,掌握文章的大概的主旨

思想,然后通过一段一段的为学生分析

段落主旨,再结合文章整体思想,让学生

更加深入的了解内在的感情表达。例如

在进行《母亲的恩情》这篇文章的时,

教师要让学生先自行阅读,让学生掌握

文章只要表达内容。学生阅读文章之后

教师 始讲解,第一段：“孟郊要出门,

天已经黑了,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的

为他缝补衣裳,这次外出之后,不知道下

次回来会是什么时候……”在教师读文

章的过程中要注意速度,对重点突出情

感的语句提高分贝,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从而更好地表现出母亲送儿子出门前的

情感流露。第二段是母亲送别孟郊的情

景,用几根白发以及湿润的眼眶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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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母亲的不舍。第三段是自然情景的描

述,太阳出来了,小草在太阳的照耀下成

长,小草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太阳的恩

情。文章这段采用的是拟人的手法,将孟

郊比作小草,母亲比作太阳,儿子这辈子

也报答不完母亲的养育之情。通过这样

细致的品析文本,让学生真正的掌握文

章的情感表达。 

3.2创设情境 

想要更好地实现小学语文教学中的

情感教学渗透,让学生充分的了解文章

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内容进而更好地对

文章进行分析学习,从而提高学生自身

的情感表达水平,教师就需要在语文文

章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根据课堂内容需求

为学生创设学习情境,让学生在情景创

设中学习,真正地实现学生精神层次与

文章表达相互融合,让学生进到文章里,

更好地去体验作者文章情感及观点。教

师可以以人物模拟方式为学生进行情景

创设,比如在进行文章《小动物过冬》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不同角

色的扮演,找不同同学扮演青蛙、小燕

子、小蜜蜂,让学生们根据文章角色进行

朗读,在朗读的过程中,让学生进行不同

角色互换,知道青蛙过冬是通过冬眠的

方式；小燕子由于冬季天气很冷需要飞

到南方过冬,而小蜜蜂过冬需要储存足

够的蜂蜜,进行过冬。通过让学生们进行

角色扮演以及角色互换,为学生创设良

好的学习情境,使学生真正地成为小蜜

蜂、小青蛙、小燕子,学习到他们的过冬

方式,进而通过学习掌握文章小动物的

心理活动以及生活常识,进一步实现小

学语文的趣闻性教学,情境创设有利于

教师 展情感教育工作,让学生在不知

不觉中学会生活常识,建立正确的价值

观念。 

3.3拓展延伸阅读 

小学语文的拓展延伸阅读对于小学

语文的情感教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通

过语文知识的延伸阅读让学生在学会文

章内容以及文章思想的前提下,还可以

进行知识的延伸,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

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的小学语文情

感教学发展,拓展延伸阅读就是情感体

验的进一步延伸[3]。举例说明：当小学

教师 展语文课文《要下雨了》内容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要下雨了》文

章的内容讲解让学生掌握自然现象,比

如下雨前的天气会非常闷,小燕子会飞

的非常低,蚂蚁会成群结队的出现,天空

会打雷,会有闪电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也要更加专业地为学生讲解为什么会发

生这样的自然现象,让学生对科学知识

有一定的了解。当教师讲完《要下雨了》

内容之后可以进行内容的拓展延伸,比

如提问：同学们,要下雨了的知识我们讲

完了,哪位小朋友能说一下要下雨了和

下雨了的区别呢？这个“要”字又是什

么含义呢？这个时候学生就会认真思考,

进而领会要下雨了和下雨了的区别。通

过文章的拓展延伸阅读,让学生掌握课

堂内容文章情感的学习之外还可以进行

情感体验的延伸,极大程度丰富了小学

语文课堂的情感学习,提高了学生学习

积极性,促进了学生素质能力养成,进一

步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情感教学的教学效

率以及教学质量。 

4 总结 

综上所述,小学阶段对于学生的情

感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这个阶段的学生

对情感学习与表达还没有正确的意识,

这就需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通过细化语文文章情感知识,让学生

充分的学习文章的主旨思想,更好地掌

握文章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表达技巧。

通过创设课堂教学环境,让学生积极主

动参与课堂知识学习,拓展延伸阅读做

好学生的情感延伸体验。从而为小学语

文教学渗透情感教育工作的 展打下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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