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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文阅读迸发的情感往往是学生进行自我思想对话时，

思维互相碰撞而产生的内向感受。这种衍生出来的独特情感

不是通过教师教授获得的，是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探索的结

果。语文课程标准也提出了“着眼创新精神，努力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品质和自我研究能力”，积极落实到阅读教学过

程中——阅读是学生、教师和文本之间的自由对话，教师不

能够以教来代替学生的学，要重视学生的阅读感受与体悟，

培养其独特的语文领悟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 [1]。如何更好地

提升中小学生的语文情感阅读呢？在各种实践活动中，通过

反复地探索研究和印证最终会形成更为贴合中小学生实际

情况的情感教学法。作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应以不断追

求创新，终身学习为远大目标。

2 寓教于语言感知

2.1 着眼文字蕴含的文化

中国文字的历史渊源是极为丰富悠久的。在教学中讲授

文字蕴含的文化，一方面有助于教师通过历史故事或是俗语

等方式引入文字学习，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使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古文化的熏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们

对于语言文字的感知能力，继而使得学生在具体环境中从文

章字面意思就可以感知人物情绪。

例如，“落”一字最早见于秦小篆，其本意是指树叶掉

下来、往下降。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凡艸曰零，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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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由此引申为衰败、飘零；停留；失落；萧条冷落等义。

又譬如“流水”表面意思是流淌的水。剪不断，永不停息是

它最大的特点。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流水”是诗人经常借

用的一种意向。通常借用“流水”抒写离别之愁，相思之苦，

壮志难酬或是亡国之痛等等。

基于以上文字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即使中小学生对于“落

花流水”“落花有意，落水无情”等寓意了解不深，但是放

在具体的语言情境中，如“梁山好汉把寇贼打得落花流水”，

学生们也可以分辨出消极色彩。通过对文字本身所蕴含的文

化的掌握，能够大大提升学生的文字认知能力，从而使得他

们对于文字的情感色彩更为敏锐，因此在教学中着眼于文字

所蕴含的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2.2 抓住文本“读”的精髓
在中小学阶段，“读”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2]，

可以分为四种，即默读、朗读、精读和略读。默读，实际上

是自读的一种形式，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依据自己的学习习惯

标明阅读障碍，对精彩之处进行批注以便后续的教学导读，

允许在不理解的地方进行停留和反复；朗读，通过多感官完

成的一项综合活动，借助形与声的特定关系，变有形无声的

书面语言为无形有声的口头语言，刺激大脑及感官对于文字

的接收能力；精读，其核心在于“精”，主要是教师凭借自

己对于教学内容关键的掌握，使得学生在全面了解的基础

上，对精彩之处生发自我感想，研究作者的文笔和情思；略

读，主要把握整体框架，理清文章脉络即可，培养学生善于

捕捉标题信息，文章精彩或核心部分等能力。

无论是哪一种教学读法，都有利于学生对文章内容产生

印象。“书读百遍，其意自现”，学生经过反复地读，能够

更深切地体会其中的韵味。与此同时，学生渐入情境，自然

更容易把握文章情感态度。

2.3 关注课后阅读指导
在课堂教学过后，需要自我巩固的过程来帮助学生顺利

地完成知能转换以及知识积累。阅读教科书或是与之相关的

书籍是最为基础的方法，对于情感阅读而言，教师除了课堂

引导以外，还应该在课后指导学生阅读的方法（分析段落、

分辨色彩、积累手法……），使他们独立阅读，沉浸阅读，

学会自我释放情感，学会自我积累语言 [3]。

当语言文字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实现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学生对于文章片段中的修辞手法、框架结构等的感

知能力会大幅度提升。而手法的掌握，词句色彩的分辨，人

物形象的揣摩等等都有助于学生加深文本理解，进而更准确

地把握文章作者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例如，《老屋》有一片段：“我离家已经整整九个年头。

开始几年，老伴依然和这老屋厮守。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如

同候鸟一样飞回乡下，与老伴相聚。彼时的老屋在我心中是，

如同鸟儿的归巢。当我在人生的天空飞累了，可以在此睡个

甜甜的觉，亦可躲避外界的风风雨雨。”这个小片段既包含

了形象的比喻，又包含了形象的抒情。学生通过“如同鸟儿

的归巢”“如同候鸟”的比喻，以及联系表达情感的词句“厮

守”“睡个甜甜的觉”等，便可以体悟作者的情感——对老

屋的眷恋。

3 寓教于多元情境

3.1 配乐朗诵，引导情感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激发情感的艺术。可以说，在某

种程度上，欣赏音乐的过程就是体验情感的过程。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如果恰当地将音乐融入其中，将会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4]。

配乐朗诵之所以能引发情感：其一在于调动了学生的多

个感官，通过眼睛、耳朵、嘴巴等配合刺激了情感神经；其二，

音乐给人带来的是心灵的享受和愉悦的心情，大大减少了学

生对于学习的疲惫感和厌倦感；其三，音乐的旋律在某一方

面有利于学生揣测作者的情感态度。

例如，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雪》，在朗诵文章的时

候，配以与 Myth 相似的大气磅礴的音乐，让同学们随着音

乐的起伏，点燃内心的激情，从而更进一步体会“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的革命豪情，准确把握作者指点江山时的雄

浑激昂。

3.2 视频播放，输入情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已经迎来了信息化时代，如何充

分且最大化利用互联网是一个值得深思研究的问题，而其中

最基础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视频播放。

一方面，教师可以选取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此类视

频应该具有沉稳的内容，富有互动性，更偏向于生活化、慢

节奏的表达。通过视频的引入，学生更容易发生情感共鸣，

因为视频中的主人公也是普罗大众，别人的故事也许就是自

己生活的缩影，如此，每个人的情感都可以达到一定程度上

的互通。

另一方面，选择讲解性的视频（如中国大学 MOOC 课

堂视频、学习通录播课堂视频）相较情感丰富的学生而言，

有些学生情感迟钝，往往读不懂、看不懂、听不懂言外之意，

讲解性的视频对于他们而言是最容易理解的，他们可以将其

他数字化信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转码从而获得某种情感

体验。最早追溯于美国的学校，出现了一种心理疾病——情

绪减退症，后来日本等国家也陆续出现了这种状况，近几年

来中国校园里也出现了这种状况。对于这一部分同学来说，

（下转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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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解与建议

①以学科为单位，定期开展思政类专题讨论会（如 3 年

一次），结合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家大事，讨论环境工程领

域思政元素和案例，但不宜进行模板式总结，统一模式的思

政授课容易使学生形成心理疲劳，降低思政效果。

②“思政”的实现应从国家整体布局，上至国家的顶层

设计，中至社会的积极提倡，下至基层教师的主动实施。将

学生“浸”在整个社会良好风尚的大环境中，更能促进高校

思政效果的提高。

③部分基层教师思政动力与能力不足。不少教师习惯传

统的“教学”模式，较少考虑思政元素，缺少思政经验，

同时对于思政元素心理接受程度也较低。这要求教师积极

提升思政意愿，努力挖掘所授课程的思政元素，总结思政 

经验。

5 结语
成功的课程思政应使学生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美好前

景，使学生在学习到专业知识，具备专业能力之外，产生“韶

华不为少年留”的紧迫感和为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进步“甘

为孺子牛”的使命感；特定一门专业课程所承载的思政元素

是有限的，但对于学生未来的思想引导却至关重要；将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紧密结合，将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所需的德才兼备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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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疾病痊愈之前，即使教师不断进行情感引导也得不到

良好的反馈。相反，讲解性视频中的直白语言、技术性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会大大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

3.3 现身表演，唤起情感
现身表演用前沿语言表达便是角色 cos，是一种使人暂

时换位思考，身处他人的生活环境，并按符合人设的方式和

态度行事。这种教学方法能够使学生贴近人物生活，便于学

生身临其境地体验文本人物不同时刻的内心情感，以此来增

强学生对于作者情感态度的理解。

对于学生而言，如何将课文语言转化为贴合生活的台词、

动作、神态是一个难点，而要攻克难点就必须亲近文本，倾

入情感，感受其中的魅力。这一过程，学生可以极大限度地

释放自己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表演，不被框架所束缚。对

于平时内敛的学生而言，是挑战，也是迎接新自我的机遇。

通过一次次情感的唤起，有助于放松心情，使得学生的语文

综合素质得以全面提升。

4 寓教于平凡生活
陶行知先生曾言：“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强

调教育以生活为中心，反对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认为不以生

活为中心的教育为死教育。”故而，教学无法脱离生活独自

绽放。

在小学校园里，语文教师常常采取记日记或是记周记的

方式来提高学生的习作水平，大多数教师关注其用词、修辞

手法等等，而忽视了学生的情感表达。看着一句接一句的“我

今天好开心啊！”不知该作何感，生活瞬息万变，情感丰富

多彩，如此千篇一律便显得单调又无趣。教师借助记录的方

式并无不好，只是应该鼓励同学们用心去看世界，用心去享

受生活，将生活的点点滴滴带入课堂。例如，学习中学课文

《背影》《散步》时，同学们是否也有和父母相伴、相离的

故事，此刻可以共同分享欢乐、分享悲伤，每一位同学都可

以成为独一无二的表达者和倾听者。

5 结语
好的文章在于共情，好的课堂也不例外。总而言之，情

感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纽带。教师应该巧妙利用教学或是生

活中的情感因素去敲响学生情感的大门，积极创设与教学相

适应的情境，使学生获得同理心，并激起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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