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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情感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的基础教育,学生的情感基础不仅影响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更多的是影响着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程度。将情感教育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在理

性的知识基础上掺入感性的情感教学,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并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进行学习。在初中道德与

法治教学中,倡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集中围绕道德与法治教学影响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能

力、生活态度等几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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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让每个

儿童看到人的心灵美,珍惜爱护这种美,

并用自己的行动让这种美到达应有的高

度。”由此可见,情感教育对师生双方来

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道德与法治教学

中,将情感教育作为第一教学目标,引起

学生对道德与法治学科的重视,同时提

高学生的学习品质和行为规范。在道德

与法治课堂上,教师在教授学生基础知

识外还要不断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教育,

更好的进行德育工作。 

1 道德与法治的教学现状 

在学生特定的年龄段,每一个学科

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道德与法治

这一学科是为了让学生对周围的学习与

生活的环境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从情感

与道德等方面对周围的事情进行分析与

解读。其中隐藏着对道德与法治学科教

学不利的因素,道德与法治不能与其他

主要学科一样受到学生的重视,甚至教

师在备课期间也只是简单准备,这就造

成了道德与法治教学不能顺利的开展与

进行。书中的一些细节教师不能讲的透

彻,学生自然也听得不够清晰。如此的恶

性循环,对道德与法治教学来说,无疑是

一个绊脚石,教师与学生对待道德与法

治这门学科的消极态度,直接导致了教

学质量的不达标,最后学生对书本中的

知识一知半解,对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

目标。另外,当学生从小学升入初中后,

整体的环境会有不小的变化,所以对于

学生的学习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

以,教师应当及时的引导学生,提高道德

与法治课堂的趣味,才能让学生更好的

接受这门课。 

2 情感教育在道德与法治教学

中的影响 

2.1情感教育对教师的影响 

教师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富有激情和

热情的职业,人充满丰富的情感是与其

他生物和机器区分的最本质的因素。这

也就说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理应将情感

教育带到日常教学中。 

教育教学过程也是教师与学生情感

交流的过程,和谐的师生关系能够使学

生愉悦地学习和生活,使学生身心得到

健康的发展。因为人的情感状况会直接

影响其思维活动的强度,不同的情感环

境对智力活动的开展会产生不同的效

果。舒畅的情绪,可形成优势情感中心,

而烦躁、消极的情绪会阻碍正常的心理

活动。因此,我们在培养学生能力水平的

同时,还要注意学生情感的发展,培养学

生健康的心理素质,从而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 

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教师可以利

用学科优势,对学生展开心理疏导,实现

与学生良好的沟通,帮助学生解决学习

与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为学生创建了一

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2.2情感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是最需要引导和

教育的成长阶段,这就体现了道德与法

治教学的关键作用。学生在学习期间不

仅需要知识的支撑,更需要情感基础,道

德与法治这一学科在学生迷茫和困惑的

时刻可以为其指点迷津,从而豁然开朗。 

情感教育对学生来说有着不同寻常

的意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家庭、学校

以及社会等多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教学指

导,使学生能够全方面的学习和发展。情

感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将社

会实践与教学相结合,实现情感的传递,

加深学生对情感的理解。 

初中时期是学生的情感发展的黄金

期,只有保持天平两端知识与情感的平

衡,不断发展学生的情感,培养他们的社

会行为,对于提高其社会化水平有着重

要的意义。 

3 情感教育在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3.1营造具有情感的学习环境 

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积极创设

符合学生特点和心理特点的学习环境并

有效地利用,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和谐的发展。因此,良好的学习环境

的创设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在

创设过程中,应注重教育性、参与性,结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8 

Education Research 

合学生的已有水平、兴趣爱好和年龄特

点,将知识与情感融于一体,达到良好的

效果。实践中,以理解和尊重每一个学生

为前提,关注他们的需要,积极为学生的

生活和学习创设良好的环境。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不断渗透学

生情感对学习的重要性,为学生打造一

个互帮互助,诚信友爱的学习氛围,并在

教学中结合书本知识对学生进行情感教

学,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不断加强教学

质量与效率。 

3.2加强学生在课堂的主体地位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时常会忽略自

身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通常是跟随教

师的脚步进行学习,不懂得主动询问与

创新实践。在情感教育过程中,教师要

帮助学生把握好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

地位,将被动的接受知识灌输转化为主

动的吸取。 

由于学生没有具备正确学习方式与

思想认知,缺少对情感的理解,以及学生

在学习中种种懈怠的学习态度,最终导

致学生没有初步形成正确的三观。这不

仅是学生没有认真学习的表现,更是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失职。因此,加强对中

学生的情感教育,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

理念,对道德与法治进行不断创新,有利

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帮助学生

对学习产生一个正确的态度,对待生活

也可以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3.3组织实践活动加强情感教学 

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应用,因

此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实践

的机会,让学生可以对学到的知识进行

有效的应用。在以往的教学中,更多的教

师是让学生做练习题,但是将这种学习

方式拿到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就显得十分

笨拙,在情感教学中,学生更多的是要感

受和理解,并将这份情感带到日常生活

中。教师要想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真

正有所体会和收获,就必须为他们组织

实践活动。这样一来,学生在亲身经历的

过程中就会有深刻的感受,教师的情感

教育也因此能得到有效的渗透。 

情感教育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最重

要的是时机,教师不仅仅要在教学中注

入情感,更重要的是在准备教学期间就

要注入一定的情感,教师在教学期间不

仅仅要实现有效教学,同时还要不断研

究有效的方法来促进对学生的情感教育,

将学生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3.4教学中将情感教育与生活情景

结合 

将情感教育有效渗透到道德与法治

的教学中,就要将情感教学与生活情景

进行有效结合,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兴

趣与积极性,通过对道德与法治的学习,

能够树立正确的情感观念,培养良好的

品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设立简单的

课前情景,请几位同学进行演绎,通过参

与和互动的教学方式可以将情感教学更

加深刻的传递给学生；除此之外,教师还

可以创设课前导学,将教材中的知识通

过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展现出来,将生硬

的课本知识转化为灵活的语言交流。可

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教师在备

课期间可以将真实案例和契合的音乐融

入到教学方案中,可以对情感教学起到

更好的渲染作用,加强学生对知识的学

习与理解。 

情感教育离不开真实生活,将教学

与生活相结合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会有

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

情感认知,也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 

4 结束语 

情感教育在中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不同方向和程

度上影响着学生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

教师要想顺利的展开教学工作,就需要

先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指导,从学生的

多个方面进行创新,从中找到最适合学

生的教育方式,并坚持对学生进行思想

指导,使教育工作能够稳步进行。以人为

本是展开德育工作的前提,教师为学生

树立正确的情感观念可以有效提高当前

的教学效率,能够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发

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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