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感教学的融情原则 

一、融情原则的基本涵义 

以情优教理念下的第三条情感性教学原则就是融情原则。这是从教学中学生

学习的环境问题出发所确立的一条情感性教学原则。这里所说的学习环境，涉及

的是教学活动的软环境，即师生人际情感环境。传统教学关注的是硬环境，即主

要是物理环境，如教室里的灯光、墙壁的布置、周围的噪音、教学的设备等，却

没有把师生人际情感关系放到应有的高度，以致没有从教学原则的层面上来规范

教师的教学行为。而情感教学心理学研究表明，师生人际情感关系所形成的软环

境对教学活动的影响远甚于物理条件所形成的硬环境。由于教学是师生双方的一

种特殊的交往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所形成的某种师生关系也就成为师生进行教学

活动的载体。这就好比计算机的平台。平台构建得好，各种软件就可以正常操作，

反之，则会影响软件的操作。因此，提出融情原则就是旨在强调，要为学生学习

创设融洽的师生人际情感关系。该原则的基本内涵的完整表述是，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积极创设条件使师生人际情感在教学过程中积极交融。为了对融情原则本

身的内涵有更清晰的认识，还需要作两点说明： 

第一，这里所说的“教学过程”并不完全局限于课堂教学之中,也适当包括

课余。这是因为师生之间的人际情感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不能以课上和课后

为界加以截然分割。但它的侧重点是明确的，以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交往关系

为主，辅以课外的师生交往关系，这才符合我们所确立的教学原则的基本适用范

畴，又兼顾师生情感交往的连续性特点。我们在对课堂教学中情感因素的动态分

析时还明确指出：“作为师生的人际情感是教师和学生在学校教学、教育活动各

个方面的接触中逐渐发展的，课堂教学中所反映的仅仅是师生情感的一个侧面。

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师生情感交流回路深处确实还存在一条暗流，这条暗流是师

生平时情感交流、积累所形成的，对教学中的情感交流起着巨大的调节作用。”  

第二，这里所说的“积极交融”有两点内涵上的界定：一是指师生人际交往

的亲密性，要达到和谐、融洽的程度。当然，这并不是说，师生间就没有冲突和

矛盾，事实上，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冲突和矛盾是在所难免的，这也是矛盾的

普遍性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问题是一旦出现冲突和矛盾时，教师要如何主动、

积极、巧妙地加以解决或化解，使师生关系始终处在融洽或趋于融洽的格局之中。



二是指这种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不是无原则的、庸庸碌碌的，而是具有明确的

教育导向。也就是说，教师在与学生交往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一个明

确的意念，那就是一切都为了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凡是有利于达成这一教学目

标的交往，要积极地加以发展，凡是有违这一教学目标的交往，立即中断，从而

使师生人际交往充分体现其积极的教育导向的价值。 

二、融情原则的心理学原理 

（一）确立融情原则的必要性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围绕教材展开的一种教育活动。教学双方——教师和学

生，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师生之间不

仅传递着教材中的认知信息，进行思想上、技能上的交流，也传递着人际间的情

感信息，进行心灵上、体验上的沟通。因此，教学的过程不仅是师生学识交往的

过程，也同时是师生人际交往的过程，被称为特殊的交往过程 。而教学中的师

生人际交往过程不仅是师生学识交往过程的伴随，更是师生学识交往过程的载

体。教学内容的教授、教学方法的应用、教学效果的达成等都建立在师生交往的

过程的顺逆之上。这也好比舟与水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顺水可以

使舟加速，逆水也可以使舟减速。行舟的一切都离不开水，对驾舟者来说，水情

的处理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如西方教育家布贝尔所说的那样：“具有教育效果的

不是教育的意图，而是师生间的相互接触。” 由此可见，在教学中确立融情原

则是十分必要的。其教育价值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进一步细析。  

1、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学习态度 

情感的迁移功能告述我们，一个人对某对象的情感会转移到与该对象有关的

其它对象上去的效能。这就是中国成语“爱屋及乌”的道理。这一情感现象在教

学中表现为：当一个学生对教师有好感，就容易对这位教师上的课感兴趣，反之，

学生对教师反感，也会对所教的课不感兴趣。这就是《学记》里所说的“亲其师，

信其道”。在一项有关学生对教师的态度与学习兴趣成绩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发现，

在所调查的309名中小学生中，学生最喜欢的教师与对该教师所教学科感兴趣的

一致率都高达70%左右。在另一项有关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在所调查的862名小学、

初中和高中学生中，学生选作喜爱的教师和对该教师所教学科喜爱程度的一致性

都高于95%，在学生对学科感兴趣的诸原因分析中，师生情感因素也在各年级中



占第一位（吴昌顺等，1987）。可见，师生关系好，学生对教师有感情，也会对

他所教的学科有好感，从而改变了学生对学科学习的态度。这在学校教学中是十

分重要的一步，正如法国教育家卢梭所说：“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

东西”。 

2、有助于促进教育要求的内化 

如前所述， 内化是指外部的教学要求和内容转化为学生内在的需要和认知

结构，学校教学的目的也正在于实现这一内化。这方面涉及情感的疏导功能——

情感具有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对他人言行的接受程度的效能。而影响疏导功能发挥

的情感因素之一，就是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两个人关系好，讲者的话

易为听者接受，反之，则不易接受。如有一位学生犯了纪律，班主任老师和他在

操场上谈话，进行教育，学生听不进。这时候一位数学老师走过，他数学课上得

很好，同学们很敬爱他，当他发现这情况后便也对那学生做了思想工作，一席话

并没有超出班主任的广度和深度，却使那学生连连点头，表示接受。为什么？就

是师生人际关系不一样所致。所以，师生关系好具有极大的促进内化，提高教学

效果的作用。此外，教师本人在教学中的人格力量以及这一力量所产生的迁移潜

移默化作用，也都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师生关系好坏的直接制约而影响着学生对其

内化效果。   

3、有助于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在阐明乐情原则时已指出，乐情有利于增进学生身体素质的健康发展。而学

生在学校环境中能否处于乐情状态，除了与教师在教学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有关

外，还受到师生关系的影响。当教师注意融洽师生关系，为学生营造了最为有利

的爱的气氛，那么在这种氛中学生情绪会更多地处于乐情状态，也就更有利于学

生的身心健康。反之，当教师未处理好师生关系，导致师生关系紧张或对抗，使

学生更多地处于焦虑、压抑、恐惧的情绪气氛中，对其身和心理都会造成损害，

甚至极大的创伤。这对正处于身心发育之中的青少年来说，其影响尤为突出。      

（二）确立融情原则的可能性 

  1、在师生认知教学的过程也是师生人际交往的过程 

由于教师和学生作为教学的双方都是有情有感的人，因此，师生双方围绕教

学内容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也是他们发生人际交往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师



生在进行认知信息传递的同时也在交流着情感信息。这里的情感信息既包括教学

内容中蕴涵的情感，也包括师生交往中发生的情感，甚至要有意排除后者，也不

可能。这就是因为交往的双方都是人。例如，教师在讲授教学内容的时候，在让

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在师生共同研讨的时候，在目光眼神中，在投手举足间，

都不仅仅在向学生传递认知信息，也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学生的喜厌爱恶的个

人情感；同样，学生在听课接受知识、信息的同时，也会不自不觉地从目光和神

态中流露出对教师的喜厌爱恶的个人情感。因此，教师和学生之间在进行着认知

信息传递的同时，都会交流着某种人际情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是积

极还是消极的。既然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人际情感的交流，也就为

教师在这交流的过程中进行积极的导向创造了锲机，在教学中融洽师生情感关系

也就成为可能。 

2、教师与学生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传统教学似乎给人一个误解，“教”和“学”既然是一对矛盾，代表“教”

的一方的教师和代表“学”的一方的学生自然也处于矛盾之中。古代汉语中“教”

（   ）字的形象说明便是一个明证。然而，深入分析一下，情况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教师和学生根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学生的最终目标就是求得自身的发

展，教师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促进学生的发展。 

因此，在“学生发展”这一目标上，教师和学生是一致的。现在之所以产生

矛盾，既可能有认识上原因、也可能有方法上的问题，但无论怎样，教师是完全

可以与学生沟通，以一片爱心赢得学生的真情回报的。 

3、师生双方最初的积极情感为师生人际情感关系融洽创造有利条件 

师生之间的人际交往还不同一般的人际交往之处是，师生在最初接触时就有

一个积极的情感倾向。那就是教师对学生的一份关爱和学生对教师的一种敬爱。

这是由我国长期以来的尊师重教、尊师爱生的传统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师生情感恋

结。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矛盾和消极甚至对抗的情感，可以说都不是

出于教师或学生的初衷，不是出于他们之间的情感恋结的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

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在各自的回忆中得到证实。因此，当学生刚刚入学上

课时，教师与学生初次接触的时，他们彼此间出现的最初的积极情感倾向，为随

后师生人际情感的融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教师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随势发

展师生关系、增进师生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