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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在技工学校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陈艳丽

　　

[摘要]一直以来,语文都是各阶段教育工作中的重点学科.所以在技工学校内,教师也应加大对语文教育的

关注度.对于技工学校学生来说,开展语文学习可以使之更加顺利地参与社交活动,提高个人的表达能力,

增强逻辑思维意识.而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情感教育法,可使得语文教育的这一功能得到更深层次的呈现,也

有助于教师打造生动性课堂,推动学生情感素养及学科素养的发展.文章将立足于这一点,分析技工学校语

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应用价值及具体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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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普通高中学校教育不同，技工学校教育的侧重点在

于学生的能力发展，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水

平，使之在未来能够更顺利地进入社会，承担不同的岗位责

任。 也正因如此，一直以来技工学校对语文教育都有所忽

视，甚至部分教师会将语文教育看作是形式化教育。 为有

效改变这一问题，巩固语文教学地位，教师必须对现有的教

学方法加以改进创新，将语文教育与情感教育相互整合，体

现语文教育功能，丰富学生学习认识。

情感教育在技工学校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一是可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过程中，学生会产生

各类不同的情感体验，或欢喜，或厌烦，甚至是感到痛苦，

不同的情感体验会导致学生呈现出不同的知识接收水平。

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对学生实施正向的情感教育，

以稳定学生的学习心态，进而激发其学习动力。

二是可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 技工院校学生的年

龄大多在１８岁左右，正值情感波动明显的青春期。 语文教

师可通过情感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情趣，使之在文学作

品中正向价值观念、情感取向的指导下，形成正确价值观

念，在丰富的情感交织下，陶冶其情操并实现心灵的启迪。

情感教育在技工学校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一)更新教育观念，注重情感体验

教育理念指的是教师对于教育本质、教育性质所形成的

认识，是其教学风格、教学行为形成的重要影响要素。 教

育理念稳定性较强，若在动态多元的教育环境中，教师不能

及时更新教学理念，那么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就会逐渐显露出

一定的落后趋势，阻碍教学质量的提高。 相比于普通高中

学生，技工学校学生并没有升学方面的压力，所以教师可适

当协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人文性特征，淡化前者，关注后

者，并辅以情感教育对学生加以指导，加深学生的情感认

识，促进其职业素养有机发展。 此外，现行《中等职业学

校语文教学大纲》中也指出，职业院校教师应侧重体现职业

教育特色，落实人本教育理念，改进教育方法。 因此，技

工学校语文教师要紧跟号召，抓住机遇，脱离传统的灌输式

教学模式。

例如，教师可基于文化传承，带领学生开展传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语文主题活动，也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职业发展特

点，设置礼仪训练类、模拟求职类主题活动。 在活动中增

强学生体验，辅助其积累知识与经验，促进其专业能力及素

养的积极发展。

(二)实施赏识教育，增强自我效能

以往，受固有教育理念及社会环境的影响，技工学校学

生多会承担一定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产生自我怀疑，所以对

其加以激励引导便显得十分重要。 语文教育工作中，教师

要多多使用赏识教育、激励教育等情感化的教育方法，深入

挖掘学生的闪光点，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 比如，面对班

级中的后进生，教师要辅助其建立阶段性学习目标，在逐一

实现小目标的过程中驱动其进步，培养学生的学习成就感，

使之意识到自身与他人并无区别，自己也可以实现更高层次

的自我超越。 或者，教师可以为学生介绍一些生平坎坷、

成长道路上有较多困难的历史人物，让学生可以了解他们的

人生经历，了解他们在面对困难挫折时的一些反映，更加乐

观地面对自己当下遇到的问题，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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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在积极情感的驱动下，辅助学生不断

进步。

(三)创建教学情境，激发学习热情

创建教学情境是情感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 技工学校

语文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创设情境带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意象

体验，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其学习能力。

１．音乐情境

音乐富有灵性，也素有人类灵魂之称。 因其具有较强

的抒情功能，所以在情感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 技工学校

语文教育工作中，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选择相应的曲调，

营造教学氛围，使得学生在乐曲的熏陶下，产生更加深刻、

直观的情感体验，并激发其学习兴趣。 例如，在指导学生

学习《春江花月夜》时，教师便可根据诗歌所营造的情感，

播放乐音悠长、意境深远的古曲，充分调动学生兴趣；在指

导学生学习《蒹葭》时则可播放《在水一方》，让学生在曼

妙的女声演唱下，体会到诗歌中语言的精炼与柔美。 在增

强其情感体验的同时，也可促进其审美能力的稳步增强。

２．故事情境

长期以来，诸多教师都会发现很多学生喜欢听故事，并

且不限年龄、不限学段，也不限学科。 所以，在情感教育

中，技工学校语文教师便可创设故事化教学情境，利用情境

引出课文内容，巩固教学基础，吸引学生的求知欲望。

例如，在引导学生学习《咬文嚼字》这篇课文时，教师

便可讲述苏东坡和苏小妹之间的故事。 苏东坡和苏小妹曾

就一副对联中的用字展开了讨论。 对联中包含着“清风细

柳”４个字，小妹说可以在这４个字中加一个字凑成五言。

苏东坡给出的答案是清风“摇”细柳，苏小妹给出的答案是

清风“扶”细柳，而黄庭坚则给出了清风“舞”细柳。 故事

讲解到这里，教师便可引导学生尝试分析在这句五言对联

中，“摇、扶、舞”三个字哪个字更好。 通过这一方式，融

入咬文嚼字的概念，利用故事启发学生讨论动力，也可使之

逐渐过渡到原文情境，更好地完成文本学习。

３．视频情境

信息化教育环境中，各类不同的信息工具起到了明显的

教育价值。 而在情感教育中，教师也可运用信息化手段打

造视频情景，为学生提供更加直观且具有针对性的教学信

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例如，在带领学生开展即兴演讲主题活动时，便可提前

利用网络工具下载与《主持人大赛》有关的比赛视频。 课

堂上，先为学生展示这些主持人的精彩表现，使得学生体会

到演讲的重点与技巧，而后设定合适主题，带领学生展开即

兴演讲，借助视频带给学生深刻的情感启发。 但值得注意

的是，教师一定要遵循适度原则，不可过多对多媒体工具形

成依赖，造成本末倒置的教学影响。

４．问题情境

正所谓，学起于思，思源于疑。 语文教学中，适当的

设计问题可以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 因此，在情感教育

中，教师可设计问题类情景，借助问题迅速集中学生注意

力，使之积极探索，产生浓郁的好奇心。

例如，在带领学生学习《像山一样思考》这篇课文时，

便可在阅读之前，根据文章内容向学生提出问题：你如何理

解文章标题？ 如果山会思考，那么它会思考哪些内容呢？

为什么作者要让我们像山一样去思考？ 而后指导学生带着

问题阅读文本，提高阅读教学指向性。 但在创设问题时，

教师也要考虑加强问题的梯度特征，在由易到难的问题引导

下带领学生抽丝剥茧，逐渐把握文本内涵，在问题情境下带

给学生丰富的学习体验。

(四)重视朗读教学，深化情感感知

１．教师善于范读

曾有教育学家指出，教师的语言是会对学生心理造成影

响的直接工具。 技工学校语文教育工作中，教师会发现部

分学生学习基础较弱，甚至普通话并不标准。 朗读中，若

基础不扎实，很容易曲解文本的含义，也很难体会文本传递

的情感。 因此，教师一方面要注重严格要求学生的普通话

表达，指导其掌握一些正确的吐字归音方法，提升其普通话

水平，夯实基础。 另一方面则要善于范读，能够通过范读

指导学生开展朗读。 尤其是在文言文学习中，教师的范读

更加重要。 在为学生范读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做好充分

的准备，能够正确读出文章词句的字音、掌握断句与停顿，

能够选择正确的朗读情感，在声情并茂的状态下，使得学生

感受到原文所体现的情感与意义，快速将学生拉入到特定的

教学情景中，温润学生的情感心田。

２．指导学生朗读

除了要为学生提供范读外，教师还要指导学生掌握正确

的朗读技巧，在授人以渔的状态下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体

验。 很多教师在朗读环节都会过多地依赖多媒体工具，会

在教学开端运用信息化设备播放朗读录音，这种方法的确可

以带给学生一定的听觉享受，但也会使之下意识模仿，失去

了原本的阅读感受与真实的阅读体验。 所以教师可以先带

领学生进行朗读，抓住学生最质朴最纯真的情感，而后引导

学生尝试聆听他人的朗读成果，在交流鉴赏中丰富学生情感

体会。

(五)立足文本中心，融入情感思想

１．充分理解文本

俗话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

咀，终不知味也。 由此可见，解读文本、阅读文本是理解

文本的重要前提。

首先，教师要基于情感教育，引导学生能够理解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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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彻体会文本的内容内涵，与创作者形成灵魂共鸣，带给学

生更加丰富的情感感受，达到融会贯通的阅读成效。 其

次，教师要对文本中的情感资源加以适当整合。 在技工学

校语文教育中，部分语文文本的情感比较明显，学生即便没

有丰富的学习经验、生活经验也可快速捕捉，但部分文本的

情感表达比较隐晦，学生很难通过个人能力提炼其中的情感

要素，而教师便要适时地为学生提供辅助，通过问题或者点

拨，让学生快速走入文本，找准与作者情感交流的方向。

必要时，教师还可为学生提供文本作者的其他作品，在脱离

教材局限的基础上，让学生对作者的情感产生更全面地了解

与认识，进而在情感的启发下深入认知活动。

２．寻找突破要点

技工院校语文教育工作中，为推动学生情感素养及学科

素养共同发展，教师需对教学目标加以拓展，基于知识技能

目标延伸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目标。 而在这些教学目标

实现的过程中，细读文本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文本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作者往往会通过拟人、夸

张、象征等多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来诠释个人的情感，表达个

人的思想。 因此，教师要带领学生反复阅读文章，潜心化

解文本的细节，在细节之中找到情感突破口，体会作者的真

情实感，在完善情感结构与认知结构的辅助下，达到深入化

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

在各类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语言精妙含蓄，耐人寻味是

明显的一大特点。 教师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带领学生反复

琢磨推敲其中表达的情感信息，丰富文本内涵。 例如，在

引导学生学习《卖白菜》这篇课文时，文章中多次写到“母

亲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也频繁使用到“时而”。 此时，教

师便可鼓励学生分析“若将这些句子去掉是否合适？ 这些

句子在文章情节中体现了哪些作用？ 通过这些句子，你产

生了哪些体会？”在词句的选择方面找到情感突破口，让学

生更进一步理解到文章主人公与母亲当下的情感体会，在深

入品读细节的过程中，实现心与心的交融。

(六)实现拓展延伸，促进情感升华

１．开展课外阅读

正所谓，学无止境，语文教育的魅力绝不可能被局限在

教材之中。 所以，技工学校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

展开教学拓展，带领学生开展课外阅读，以此拓宽学生认识

面，丰富其文学积累，也可促进其人文素养、情感素养的有

效升华。

一方面，教师要为学生提供一些适合其年龄段的课外阅

读素材，如《青年文摘》《读者》等，要落实择其善而读、择

其真而读、择其美而读的原则。 另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

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技巧，落实读写结合原则。 比如，阅读

完课外素材后，摘抄其中的优美段落，与其他同学分享。

或者可要求学生根据所读内容写下自己的感悟体会，以此既

可增强学生的阅读记忆，也可丰富其情感体会，实现人文素

养及情感素养的发展要求。

２．观看影视作品

影视艺术与文学艺术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且感染力

较强。 在当今社会，有诸多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搬到大荧幕上。 相较于文字，动态化的影视反而更能够激

发学生的了解欲望。 所以教师可以利用一些优秀的改编影

视作品，带领学生开展阅读类活动，比如《白鹿原》《人世

间》《大江大河》，带领学生透过优秀演员的演技，感受书中

人物的情感变化。 此外，教师也可为学生播放一些与文学

相关的综艺类作品如《朗读者》《见字如面》，让学生体会节

目背后所传递的真善美，潜移默化地引发学生情感共鸣，借

助艺术的传递，实现情感的交流与融通。

结束语

在技工学校语文教育中，情感教育具有较高的运用价

值。 借助这一手段，教师可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使

之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达到身心健康发展的状态，促进语

文教育工作持续高效推进。 为了充分发挥情感教育的应用

价值，教师需要更新教育观念，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适时

实施赏识教育，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也要根据教学情况合

理设计教学情境。 此外，教师还要关注朗读教学、文本理

解教学，并做好适当的教学拓展延伸，以丰富学生的情感体

验，促进其情感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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