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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教学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教师的情绪在课堂管理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具

有积极情绪的教师可以在促使学生高效获得知识的同时带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获取知识的同

时体会学习的乐趣。在教师长期的课堂管理中,如何调动积极情绪将是教师需要一直面对和不断改进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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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一种情绪劳动,其情绪会影

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教师在课堂管理

中的情绪变化影响着课堂的进程、课堂

的气氛和教学的效果。因此,小学教师在

课堂管理中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是很有必

要的。 

1 小学课堂管理现状 

1.1小学教师课堂管理理念 

随着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学课

堂形式也向多样化的趋势发展,例如多

媒体技术的提高,带动了课堂的活跃性,

但是管理课堂的主体仍为教师。我们在

访谈中发现,不同教师在进行课堂管理

时,虽然理念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她们

都认为情绪会对其课堂产生一定影响。

由于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教师对于

小学生的课堂会花费更多的情绪,调动

和维持小学生的注意力,但是教师会因

为不同状态和情形产生情绪的变化,从

而影响到课堂管理,因此教师对于积极

情绪的维持还需要自我完善。 

1.2小学教师课堂管理的观察分析 

1.2.1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课堂管

理比较 

在小学教师课堂管理观察分析这一

环节,在对不同学校的教师进行了观察,

对校内的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进行了对

比之后,发现了诸多显著差异。 

首先,在建立课堂秩序方面,优秀教

师相对于普通教师在课堂秩序的建立方

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优秀教师在课堂管

理时,她的目的性和指向性更为明确,她

们具备一个清晰的思维来运用情绪调动

课堂气氛和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按计划

完成教学目的。而她们的课堂管理也往

往能具备先行性,往往能够在不良因素

生成之初就通过手段解决掉。 

其次,在维持课堂纪律方面,受个人

能力和情绪管理的影响,优秀教师更具

备在短时间内稳定课堂纪律的能力。在

课堂管理工作中,他们能够设法将更多

的学生引导入自己的教育流程中,照顾

到近乎全部的学生,避免“强者愈强,弱

者愈弱”局面的发生。 

后,在积极情绪维持方面,女教师

的表现状况优于男教师,可能由于女性

更容易发现和维持自己的情绪,而男性

则经验较少。而城市教师的表现状况优

于乡村教师,可能是由于乡村条件有限,

工作环境较差等原因。因此,更应该关注

乡村教师的情绪,提高她们的课堂情绪

管理能力。 

1.2.2不同教龄组教师的课堂管理

状况 

教师的教学经验会随着其从业年限

的增长而增长,具备更多教育年限的教

师与新进入学校的教师其课堂情绪明显

不同。 

在教龄超过十年的老师中,大多数

老师在课堂中的情绪维持更加平稳,在

面对课堂突发事件时,她们的情绪起伏

较小,已经具备充分的经验去解决问题,

而在对学生课堂日常的规则建立方面更

为严格。教龄长的老师通常愿意花费更

多的课堂时间去关注学生本身；而年轻

教师往往是因为过于注重强调课堂进度

而忽略了自身情绪的变化。 

另外,教师的优秀程度也与其教育

年限的长短有关,往往教龄长的老师在

积累了大量教育经验之后进行课堂管理

更加得心应手。在状况出现后,她们也更

容易怀着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工作烦恼

相对要小很多。这一结果表明,初任教师

缺乏面对和解决课堂管理问题的素质和

经验,缺乏相关方面的训练,发现问题和

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尚待改善,所以她

们在课堂管理中的情绪起伏较大。因此,

年轻教师应该提高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

运用积极情绪去化解课堂中学生出现的

问题行为。 

2 教师积极情绪对小学课堂管

理的促进作用 

2.1积极情绪能够减轻学生学习压

力,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小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产生忧郁、

自闭、焦虑等情绪,进而潜移默化加重学

习过程中的紧张感,课堂注意不集中、学

习积极性不高。而通过教师在课堂中积

极情绪的引导,能更好地敞开心灵和头

脑,更加具备创造性且有益的、和谐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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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管理,提升课堂管理工作的成效。进而

提高学生认知和调控情绪的能力,以使

学生以更正面的状态去投入学习、挖掘

学习、整体的提高小学生的学习效率。

教师在课堂中的积极情绪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的情绪,给学生带来良好的课

堂体验,积极情绪可以缓解学生的学习

压力,让学生在轻松的课堂中获得知识,

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2.2积极情绪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课

堂氛围,塑造学习风气 

众所周知,教师在课堂中的情绪会

对学生产生一定影响。教师精神饱满、

意气风发的走进教室,用饱含激情的语

调讲述知识,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传授知

识,会极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并且受教师的情绪感染,自然心情舒畅,

主动接受知识、消化理解知识的能力也

大大加强。课堂效果将会达到出乎意料

的效果,从而形成良好的课堂氛围,有利

于塑造良好的学习风气。 

2.3积极情绪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心

理健康发展 

在传统的认知里,人们往往认为只

要身体没有疾病就是健康的人,实际上

心理健康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小

学生刚刚步入校园,思想发育还未成熟,

这就需要教师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和意识

为情感导向,使其乐观面对学习。从积极

心理学角度出发,每位学生都具有发展

的潜力和天赋,要在积极的情绪指引下

学会发现自身和他人身上的优点,这样

不但培养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健康向上

的积极思想,而且还促进了学生之间的

良好人际关系。 

3 教师运用积极情绪管理课堂

的策略 

3.1教师自我情绪的管理与调节 

主观上,作为教师应该对自我情绪

做到良好的控制和调整。因此,小学教师

如果想要在课堂中养成积极情绪,首先

应该注意自我的控制能力和适应能力。

这就需要教师要有一种乐观且积极的生

活态度,养成习惯,只有将这种积极的态

度养成习以为常的习惯,那么教师就会

有一个积极情绪去面对学生。其次,教师

还必须注意释放和排除负面情绪,教师

如果出现负面情绪,就需要学会负面情

绪的释放,避免带入课堂中。 后,教师

应该积累课堂突发事件的处理经验,只

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在课堂上遇到问题时

不慌乱,运用恰当的方式处理问题。 

3.2改善教师的管理与评价方式 

学校在推动教师积极情绪的维持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学校领

导进行人性化的管理,比如说关注教师

的日常工作、尊重每位教师的个性、并

提供足够的关怀,这有利于增加教师工

作的积极性。另外,应采用科学的评估方

法对于教师课堂进行评估,不仅在成绩

方面评价,也要从学生的课堂体验上评

价。从课堂的整体状况进行分析,以便更

公平更客观地评估教师的课堂管理水平,

提高教师管理课堂的有效性。此外,学校

也要关注教师的情绪状态,给教师提供

管理情绪的培训,比如安排释放负面情

绪课程的讲座,或者安排心理咨询师对

存在负面情绪的教师提供心理疏导,从

而提高教师的情绪管理能力。 

3.3建立教师情绪管理体系 

随着教育教学突发猛进,建设教师

情绪管理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教

师以积极情绪进行工作开展时,才会

大限度的确保工作效率,并确定学生受

到积极作用。因此,教师情绪评估是必要

的。对于学校的教师有必要加强培训和

心理咨询,促进积极情绪养成。同时,还

必须定期的调查教师情绪现状,学校可

以安排一些心理辅导方式,加强教师形

成积极情绪的持续力,并为教师情绪管

理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教师与教师之

间也应该在情绪上彼此帮助。面对情绪

问题时,可以采取情绪互动、倾诉等形式

调整负面情绪。以便可以运用更积极的

情绪进行课堂管理。 

课堂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也是传递

教师对教学的热诚、对教育的热爱、对

学生的热情的平台。教师情绪的波动,

直接影响到课堂质量,也影响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和吸收。教育工作是一种情绪

事业,教师的积极情绪能够对课堂管理

起到促进作用,教师应该有效管理自己

的情绪,在工作中保持积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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