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感教学模式论 

教学模式作为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既避免了关于教学的

空泛的沙龙式侈谈，又避免了仅仅是实践经验的报告，它以成熟的理论来指导实

践，又以成熟的经验来丰富理论”，若能将情感因素融入教学模式之中，并在教

学实践中加以广泛推广，必能为教育者提供以情优教思想在教学实践上得以具体

贯彻的有效指导。然而，国内外几乎没有一个公认的重视情感的教学模式，罗杰

斯的情感教育模式也只是从心理咨询理论演推而来，缺乏教学结构上的严谨性和

实践上的适用性，更没有教学理论上的充实基础。 

科学的教学模式，应该包括坚实的理论基础、明确的目标、稳定的结构一程

序，以及相应的教学策略和评价体系。教学模式的构建有两条途径：一是理论演

绎，二是实践归纳。情感教学模式构建就是要从情感教学基本理论（教学的“情

知系统观”“情知并茂观”“情知矛盾观”导“情感发生观”和“导乐观”）出发

进行教学模式推演，同时紧紧围绕情感因素的作用发挥，对教学活动进行大量观

察，总结、提炼和概括出符合情感教学基本理论的教学活动的共性特点，并将其

放在教学模式的框架上加以考量，最终提出一个能最大限度发挥情感因素积极作

用优化教学效果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由此，为实现情感教学模式

的目标（详见情感教学目标论．．．．．．．．．），我们构建起了情感教学模式的结构-程序。 

1.情感教学模式的结构 

我们从静态的角度揭示出为规范、体现情感教学理论而必备的教学活动基本

操作要素，形成情感教学模式的结构：诱发（诱导和引发学生对当前学习活动的

兴趣，以便调动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陶冶（在积极推进认知活动的同

时，培养学生各种高尚情感以及情感能力）、激励（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增强

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和胜任感，激发学生学习的后继动力）、调控（使学生的情绪

在整个教学过程里始终处于有利于学习活动的状态之中）。 

2.情感教学模式的程序 

上述静态的结构在教学活动中又以动态的方式表现为一定的程序，其要素在

这里也就称为环节。这些环节的安排虽非刻板不变的，但仍有一般的顺序：在教



学活动之始，多从“诱发”环节开始，以于引发学生对所学材料的学习动力；在

教学活动之中，伴随认知信息传递，也应传递情感信息，形成情知和谐发展的教

学格局，由此应展开中间的“陶冶”环节；当教学进行到一定时候，随着师生教

学互动的深入开展，学生开始有所松懈，这时候就特别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鼓励，

“激励”环节应运而生；而对学生良好情绪状态的调节，自始至终都是需要的，

因此“调控”环节实际处于教学活动的始末。这一活动程序的粗略示意图如下。 

 

情感教学模式的结构-程序，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从总体上把握教学的格局

提供了准绳，但如何具体实施仍需有教学策略方面的指导，以便为情感教学模式

运行提供教学操作指南，而实施的效果如何还需要进行评价，以检验情感教学模

式在达成情感性目标方面的有效性程度。为此，我们在情感教学模式的四个环节

上均配备了相应的教学策略，并研制出了《中学课堂教学的情感测评问卷》和《学

生情感目标评价问卷》两套教学情感目标测评工具（详见情感教学评价论．．．．．．．．．）。 

可以说，情感教学模式就是在情感教学心理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最大限

度地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来优化教学为目标的，并配有相应的情感教学策略

和情感目标评价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框架结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情感教学模式根据教学中情感本身的活动规律，以情感

为主线，从情感维度规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教学行为，以充分发挥情感的积极

作用，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学模式。因此它并不排斥其他认知性教学模式，相

反，它具有充分的兼容性，它可以而且也应该结合其他各种教学模式实施教学，

形成对其他认知性教学模式的补充和完善。但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情感教学模

式也有其不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其情性特色上：以情感教学理论为基础，强调

情感因素积极作用的发挥，在教学模式各环节配备了行之有效的情感教学策略体

系，研制了匠心独运的教学情感目标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工具。 



总之，以情感为主线所建构起来的，旨在通过对教学中情感因素的充分重视

和有效调动，最大限度地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来优化教学的一种新型的教学

模式，对于扭转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重知轻情的教学失衡格局，落实新课程

改革中的学科教学目标，特别是情感目标，以形成情知互促、并茂的新局面，具

有直接作用和现实意义。 

 

有关情感教学模式论的更多论述详见下一篇文档“论情感教学模式”，该文

发表于《教育研究》2006 年第 1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