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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教学内容 (即教材内容 )是教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 对教学内容作情感

性处理的策略分两类:第一类是巧妙组织教学内容来调节学生的学习心向 ,包括心理匹配

策略、超出预期策略 ;第二类是有效地利用教学内容中的情感资源来陶冶学生的情操 ,包

括展示情感策略、发掘情感策略、诱发情感策略、赋予情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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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指教材内容 , 它

是教学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 ,是师生传递、加

工、 转化信息的主要来源。 过去教学论并未将教

材列入研究内容 ,只是近 20年国外教学心理学家

才把教材作为研究中的一项课题 , 研究范围也只

限于精选教材、教材的难易度和易读性等方面。所

要解决的问题核心是 , 如何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

的可接受性程度。 从梅耶用实验证明对教材内容

设计符号标志的策略 , 到加涅提出易化教材学习

的指导策略 ,直至奥苏贝尔提出 “先行组织者”策

略等 , 已有的教材处理策略的研究都囿于认知范

畴 , 缺乏情感维度上的考虑。我们知道 , 无论是

教学内容本身 , 还是接受教学内容的学生 , 都存

在着各种各样的情感现象 , 都是情、 知并存、 交

融的实体。随着人们对教学中的情感现象、 作用

及其教育价值的认识的不断提高 , 随着以德育为

核心、 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点的素

质教育的全面推进 , 从情感维度优化教学 , 其中

包括对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理 , 充分发掘教学潜

力 , 形成情知互促、 并茂的教学格局 , 促进学生

素质的全面发展 , 已逐渐成为新世纪未来教学发

展的趋势。

一、策略的内涵、作用和体系

所谓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策略 ,是指教师

从情感维度上着眼对教学内容进行加工、组织 ,使

教学内容在向学生呈现的过程中能充分发挥其在

情感方面的积极作用。

从情感维度上着眼对教学内容进行的加工 ,

旨在充分发挥情感因素在两个主要方面的积极作

用。一是以情感为手段 ,通过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

理 ,充分调动情感因素的一系列独特的功能 ,促进

学生包括认知学习在内的各方面素质的发展。 这

方面涉及到的情感功能主要有三个: 动力功能、调

节功能和疏导功能。动力功能是指情感对一个人

的行为活动具有增力或减力的效能 ,发挥这一功

能的积极作用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有关教学内

容的积极性 ;调节功能是指情感对一个人的认知

操作活动具有组织或瓦解的效能 ,发挥这一功能

的积极作用 ,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有关教学内容进

行认知加工的水平和效率 ;疏导功能是指情感能

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对他人言行的接受程度的效

能 ,发挥这一功能的积极作用 ,有助于提高学生对

有关教学内容的内化水平。二是以情感为目标 ,通

过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理 ,引发学生积极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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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以陶冶高尚情操。此举的心理学原理主要是

情感形成和发展的心理机制。人类的高级情感是

遵循着“情绪—情感—情操”这样的基本轨迹发展

的 ,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需要认知因素的参与和深

化 ,更需要有积极的情绪体验的积累:积极的情绪

体验在高级情感的形成之初能起触动和萌发的作

用 ,形成之中又能起沉积和深化的作用 ,形成之后

则还能起巩固和增强的作用。 因此 ,在教学活动

中 ,通过教学内容的情感处理不断引发学生积极

的情绪体验 ,无疑会极大地促进学生高级情感的

发展 ,达到陶冶学生情操的目的。

鉴于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策略在上述两方

面的主要作用 ,我们将策略分为相应的两类。第一

类主要用以调整学生的学习心向 ,其依据是情绪

发生的心理机制。 它又根据不同的心理机制分为

两条策略:心理匹配策略和超出预期策略 ,其中心

理匹配策略又细分为认知匹配策略和形式匹配策

略。第二类主要用以陶冶学生的高尚情操 ,其根据

是教学内容具有内含情感因素的特点。它又根据

教学内容内含情感因素的不同情况分为四条策

略:展示情感策略、发掘情感策略、诱发情感策略

和赋予情感策略。 由此初步形成了一个策略体系

(见表 )。在课堂教学伊始 ,教师往往着眼于如何调

动学生的学习心向上 ,即引发学生对教学内容的

学习积极性 ,这时就需要更多地考虑运用第一类

策略 ;在课堂教学中间 ,随着教学内容的展开 ,教

师往往着眼点在于如何给学生以情感上的陶冶 ,

即引发学生对教学内容各种积极的情绪体验 ,这

时就需要更多地考虑运用第二类策略。诚然 ,上述

两方面的作用往往是相互交织、不能截然分开的。
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策略体系

策略

类别
策略名称 策略适用情况

策略

作用

第
一
类

心理匹

配策略

认知匹配策略

形式匹配策略

超出预期策略

教学内容

与学生需

要不一致

改变学生的认知评价

改变教学的形式　　

平淡、枯燥的教学内容

调节学

生的学

习心向

第
二
类

展示情感策略 内含显性情感因素的教学内容

发掘情感策略 内含隐性情感因素的教学内容

诱发情感策略 内含悟性情感因素的教学内容

赋予情感策略 内含中性情感因素的教学内容

陶冶学

生的高

尚情操

二、第一类策略

该类策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巧妙组

织教学内容来调节学生的学习心向。

1. 心理匹配策略

奥苏贝尔从意义学习理论出发 ,曾提出学生

在进行意义学习时所需要的两条内部条件: 一是

学习者必须具有同化学习材料的适当的认知结

构 ;二是学习者必须具有意义学习的心向。但长期

以来 ,人们对教学内容的处理问题上的关心 ,更多

的是如何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可接受性 ,而很

少是如何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乐接受性。因此 ,

把学习心向作为意义学习的必要内部条件之一提

出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 ,这是从教学内容

本身的处理中寻求解决学生对当前学习的动力问

题 ,涉及的是学生学习的内在性动机 ( intrinsic

m otiv atio n) ,这在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具

有更稳定、更持久、更有效的作用。其次 ,从教学内

容本身的处理中寻求解决学生对学习的动力问

题 ,具有即时和长时的培养学生学习心向的双重

促进作用。再次 ,对教学内容的处理不仅涉及教师

对本学科知识的更好掌握 ,也涉及教师对有关教

育理论的更好运用 ,促进教师提高自身教学的科

学性和艺术性。

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中调整学生学习心向策略

的原理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 ,教学内容及其呈现

要能为学生的学习心向所趋 ,就必须符合学生的

需要。 美国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代表罗杰斯在意

义性维度上把学习分为意义学习和无意义学习两

类。他所谓的意义学习 ( signi fica nt learning )与奥

苏贝尔的意义学习 ( mea ning ful learning )不是一

回事。 他强调的是学习内容与学生个人之间的关

系 ,即教学内容与学生个体利益和目的的关系。他

指出意义学习的四个要素之一 ,便是自我评价

——评价当前的学习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 ,是否

有助于导致自己获得所想要的东西。罗杰斯认为 ,

当学生认为学习内容与达到自己目的有关时 ,学

习积极性高 ,效率也高 ,学习各科目所需化费的时

间就会大大节约。因此 ,使教学内容满足学生需要

是调节学生学习心向的关键。然而 ,另一方面 ,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 ,教学内容却又往往不符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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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这是因为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 ,依据的

是教学大纲、教科书 ,其内容是根据学科知识的逻

辑体系编写的 ,虽然也考虑学生的年龄阶段特点

和认知发展水平 ,却无法顾及学生当时的需要 ,以

致教学内容与学生学习时的具体需要不一致是十

分普遍的现象 ,这是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又一基本

矛盾。为解决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矛盾 ,便引出了心

理匹配的思想。

“匹配”原是物理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 ,指通

过安放一个装置使两个物体在某方面相互协调、

配合 ,达到最佳效果。心理匹配策略 ( st rateg y of

m ental match )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通过调整

教学内容与学生需要之间关系 ,使呈现的教学内

容被学生主观上感到满足其需要 ,从而达到教学

内容与学生需要之间的统一 ,以有效调节学生的

学习心向 ,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这里有两种不同形

式的心理匹配的具体操作策略。

( 1)认知匹配策略

所谓认知匹配策略 ( st rateg y o f cog nitiv e

m atch) ,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通过调整学生对

教学内容与学生需要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 ,使呈

现的教学内容被学生主观上感到满足其需要 ,从

而达到教学内容与学生需要之间的统一 ,以有效

调节学生的学习心向 ,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可

运用该策略 ,来改变学生原来对教学内容与自己

需要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 ,达到调节学生学习心

向的目的。

( 2)形式匹配策略

所谓形式匹 配策略 ( st ra tegy of formal

m atch) ,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通过改变教学内

容的呈现形式 ,使该内容被学生主观上感到是满

足其需要的 ,从而达到教学内容与学生需要之间

的统一 ,以有效调节学生的学习心向 ,提高学习的

积极性。这一策略的实质就是 ,将教学内容寓于符

合学生需要的教学形式之中。

2. 超出预期策略

奥苏贝尔提出的“先行组织者”策略只是从认

知维度上解决新学习材料与学生已有认知结构之

间的差距的衔接 ,但未涉及这个差距的大小问题。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的“最新发展区”理

论 ,则为之提供了认知维度上的操作依据。 所谓

“最新发展区” ,是指学生现实的发展水平和潜在

的发展水平之间的一个区域 ,教学内容的难度只

有落在这个区域内 ,才能获得促进学生发展的最

佳效果。 所谓超出预期策略 ( st rategy o f exceed-

ing ex pecta tions) ,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恰当

处理教学内容 ,使之呈现的教学内容超出学生预

期 ,引发学生的兴趣情绪 ,以有效调节学生的学习

心向 ,提高其学习的积极性。该策略的心理学原理

涉及以下两个环节。

( 1)由超出预期的刺激引起惊奇

在人的情绪发生的心理机制中 ,客观事物与

个体预期之间的关系 ,是决定情绪发生的一个重

要因素。所谓预期 ( ex pectatio n)是一个人根据自

己的经验、习惯对客观事物作出的一种事前估量。

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 ,是意识活动的超前性

反映。 当客观事物与个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尚不明

确之前 ,只要客观事物超出个体预期并达到一定

的程度 ,就会引起惊奇一类的情绪 ,并可由超出预

期的不同程度区分出从新鲜感、新异感、新奇感到

惊异、惊讶、惊愕 ,直至震惊、惊厥等一系列不同程

度的惊奇情绪。前苏联心理学家把这类情绪称为

“不确定性情绪” ,并把它定义为: “是一种对突然

发生的情况的情绪反应 ,它没有肯定或否定特征

的明显表现”。

( 2)由惊奇转化为兴趣

这里所指的兴趣是情绪性兴趣 ,与我们平时

常说的对某学科的兴趣不同 ,前者具有明显的情

境性特点 ,而后者则具有相对稳定性特点 ,是个性

化兴趣。正如前苏联心理学家所说: “兴趣情绪和

个体的浓厚兴趣不是一回事” ,前者所指的“有兴

趣的是由大脑皮层和脑下皮层生理上实现相应情

感的那部分脑组织的兴奋引起的”。刺激的新异性

和变化性 ,往往导致客观事物超出个体预期 ,产生

惊奇 ,而惊奇作为中性情绪 ,很容易转化 ,一旦客

观事物与个体需要之间的关系明朗 ,就会被赋予

极性:满足需要 ,转化为正情绪 ;不满足需要 ,转化

为负情绪。 因此 ,惊奇情绪停留的时间很短 ,只是

一瞬间使整个个体指向刺激源 ,如果这时的刺激

足以使个体继续对它维持注意并对它进行探索 ,

惊奇就转化为情绪性兴趣。 这种刺激在教学活动

中则主要与个体的认知需要相联系。因此 ,情绪性

兴趣的引发过程是:具有新异性、变化性的刺激超

出个体预期 ,产生惊奇情绪 ,而当个体发现这一刺

—72—



激与自己认知需要相联系时 ,便使惊奇转化成情

绪性兴趣。个体一旦产生由惊奇转化来的兴趣 ,往

往会在心理上伴以某种冲动感 ,将有助于学生产

生“跳一跳”去掌握具有一定难度的新学习材料的

学习心向。这一策略在教学中运用的关键在于“出

奇制胜”。

关于这方面的实践可以从五种情况的策略运

用中得到充分反映:一是教师应尽可能将看上去

似乎是比较平淡的教学内容 ,出乎意料地与奇异

现象联系起来 ,使学生惊奇地发现其中所存在的

不可思议的事实 ;二是教师应尽可能将看上去似

乎是枯燥乏味的教学内容 ,出乎意料地与生动事

例、有趣知识联系起来 ,使学生惊奇地发现其中所

蕴涵的趣味性 ,产生学习的兴趣 ;三是教师应尽可

能将看上去似乎是简单易懂的教学内容 ,出乎意

料地与学生未曾思考过的问题、未曾接触过的领

域联系起来 ,使学生惊奇地发现其中所具有的深

层内涵 ,产生欲进一步琢磨、推敲的兴趣 ;四是教

师应尽可能将看上去似乎是“教条性”的内容 ,出

乎意料地与现实社会、生活实际、生产实践和未来

工作与事业联系起来 ,使学生惊奇地发现其中所

显示的实用价值 ,产生要深入领会、掌握其要义的

兴趣 ;五是教师应尽可能将看上去似乎是经典性

的内容 ,出乎意料地与现代社会、高新科技联系起

来 ,使学生惊奇地发现其中所折射出的时代气息。

三、第二类策略

第二类策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有效

地利用教学内容中的情感资源来陶冶学生情操。

当人们从情感维度来透视时 ,往往把注意力

更多地集中于教学三要素中最富有生气活力、有

血有肉的人—— 教师和学生身上 ,而忽视对教学

三要素中的物——教材的情感分析。其实 ,教材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物 ,它是人文化了的物。教材本身

蕴涵大量情感因素 ,为教师在教学中情感性处理

教学内容 ,创造了客观条件。我们按所含情感因素

的不同情况把教学内容分为四大类 ,进而提出四

条相应的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策略。

1. 展示情感策略

当教学内容直接反映人类实践活动以及人类

在活动中的思想感情时 ,教学内容所蕴涵的情感

因素便以显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谓显性情感因

素 ,就是指在教学内容中通过语言文字材料、直观

形象材料等使人能直接感受到的情感因素。艺术

类、语文类 (包括外语类 )等教材中的不少内容便

属于此类。 而且 ,由于教学内容的教育性导向 ,其

所蕴涵的都是反映人类对真、善、美的高尚情操。

展示情感策略运用于蕴涵显性情感因素的教

学内容的处理上。 它的基本涵义是教师通过自己

对教学内容的加工提炼 ,让教学内容中所蕴涵的

显性情感因素得以尽可能的展示 ,从而使学生获

得相应的情感体验。该策略所依据的主要心理学

原理是情感的信号功能和感染功能。 所谓情感的

信号功能 ,是指一个人的情感能通过表情外显而

具有信息传递的效能 ,即一个人能通过自己的表

情来表达其思想感情 ,这就为教师运用表情展示

教学内容中的情感创造必要条件。所谓情感的感

染功能 ,是指一个人的情感具有对他人情感施予

影响的效能 ,即一个人的情感一旦表现出来为他

人所感受 ,就能引发他人相似的情感体验。这一策

略的操作要点是:一是要深入体验教学内容中的

情感 ;二是要善用语言表达教学内容中的情感 ;三

是要善用表情传递教学内容中的情感 ;四是要利

用学生表情增强体验效果 ;五是可利用情境营造

情感气氛。

2. 发掘情感策略

有些教学内容主要反映客观事实 ,不带明显

的情感色彩 ,但在反映客观事实的过程中仍然会

不知不觉地隐含情感。 我们把这称为蕴涵隐性情

感因素的教学内容。由于这类教学内容蕴涵隐性

情感 ,易为人们忽视 ,造成教学内容的情感资源浪

费。一般而言 ,这类教学内容在文理各科中都有 ,

但尤以史地类多见。这是因为史地类教学内容本

身需要客观、公允地记录有关的史地资料 ,真实反

映客观事这 ,但编写者在记叙历史事件、人物 ,描

述地貌、资源时 ,不免渗入某种情感 ,虽不洋溢于

字面 ,却已隐含于字背。

发掘情感策略运用于蕴涵隐性情感的教学内

容的处理上。它的基本涵义是教师通过自己对教

学内容的加工提炼 ,让教学内容中所蕴涵的隐性

情感因素得以尽可能的发掘 ,从而使学生获得相

应的情感体验。该策略所依据的主要心理学原理

是情感的迁移功能。所谓情感迁移 ,是指一个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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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或他物的情感会迁移到与之有关的对象上去

的效能。因此 ,当编写者在编写教学内容时 ,他对

与该内容有关的情感会自然迁移到对该内容的编

写之中。即使出于教材体例和风格上的限制 ,不能

把有关的情感直接表达出来 ,他也会不知不觉地

把这种情感隐匿于教学内容深处 ,从而为教师发

掘情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这一策略的操作要点

是:一是要善于发现教学内容背后的情感素材 ;二

是要善于通过想象引发自己的情感 ;三是要善于

运用表情来引起学生的情绪感染。

3. 诱发情感策略

还有一些教学内容完全反映客观事实及其规

律 ,本身不含显性或隐性情感因素 ,但却具有引起

情感的某种因素 ,这主要是指美的因素 ,谓之科学

美。对这种美 ,只有当个体具有一定的领悟水平时

才能感受到。 在教学中则往往需经教师点拨才能

使学生感悟到 ,并由此产生美感。我们把这称为蕴

涵悟性情感因素的教学内容。这在理科类教材中

居多 ,在最“无情”的数学教学内容中也能得到体

现 ,并主要表现为和谐、对称、简洁和奇异的美等。

诱发情感策略运用于蕴涵悟性情感因素的教

学内容的处理上。 它的基本涵义是教师通过自己

对教学内容的加工提炼 ,让教学内容中所蕴涵的

悟性情感因素为学生所尽可能地感悟到 ,从而使

学生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 该策略所依据的主要

心理学原理是认知评价在情绪发生机制中的作

用。正如前面在论述超出预期策略时所说的那样 ,

客观事物并不直接导致一个人的情绪 ,而是通过

认知评价对个体发生作用的。同样一个客观事物 ,

会由于不同的认知评价而导致不同情绪的发生。

因此 ,某些教学内容能否引发学生情感 ,取决于教

师如何诱导学生的认知评价 ,这就为教师运用一

定的教学方法 ,调整学生对有关内容的重新认识 ,

以诱发学生相应的情感创造条件。这一策略的操

作要点是:一是要提高发现悟性情感因素的水平 ;

二是要善于用生动的语言表情表达自己的感受 ;

三是要帮助学生建立评价美的标准。

4. 赋予情感策略

所谓中性情感因素 ,也就是不含情感因素。这

在理科类教学内容中最常见 ,例如 ,数学、物理、化

学等学科的大量教学内容便属于这一类。生物、物

理、历史等学科教材中也有不少蕴涵这类情感因

素的内容。甚至在语文教材中也有 ,这主要是某些

说明文、应用文等。

赋予情感策略运用于蕴涵中性情感因素的教

学内容的处理上。 它的基本涵义是教师通过自己

对教学内容的加工提炼 ,赋予教学内容以一定的

情感色彩 ,从而使学生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该策

略所依据的主要心理学原理也是情感迁移功能。

教学内容本身并不蕴涵情感 ,但只要将能引起学

生情感的东西设法与该内容发生联系 ,便能把学

生对该事物的情感迁移到教学内容中去 ,以此引

发学生对该教学内容的情感。这就为教师赋予某

教学内容以一定的情感因素提供了可能性。这一

策略的操作要点: 一是寓育于赋情之中 ;二是赋情

于各个角度 (寓不含情感因素的教学内容于人格

化的讲解之中的方式 ,以赋予其情感色彩 ;寓不含

情感因素的教学内容于生活化的讲解之中的方

式 ,以赋予其情感色彩 ;寓不含情感因素的教学内

容于情感化的讲解之中的方式 ,以赋予其情感色

彩 ;通过将轶事插入不含情感因素的教学内容之

中的讲解方式 ,以赋予其情感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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