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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情 优 教

卢家檐

为使教育更好地适应新世纪社会的发

展
,

满足未来世界对提高全民素质
、

培养高规

格后备人才的需要
,

必须从根本上扭转长期

以来在学校教育的基本领域— 教学 中所形

成的重知轻情的教学失衡状况
,

充分重视教

学中的情感因素
,

创建以情优教 的教学新格

局
,

从深层次上发掘教学潜力
,

将教育的发展

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

一
、

以情优教的基本内涵

所谓以情优教
,

一言蔽之
,

就是通过情感

来优化教学
。

具体地说
,

以情优教就是在充

分考虑教学中的认知 因素的同时
,

又充分重

视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

努力发挥其积极的作

用
,

以完善教学 目标
,

改进教学 的各个环节
,

优化教学效果
,

促进学生 素质的全面发展
。

这里包含了五层涵义
。

其一
,

我们把优
“

教
”

的着力点放在教学上
。

我们认为教学是学校

教育的最基本的领域和最主要的形式
,

要发

展教育固然可以从各方面着手
,

但一个最根

本的着眼点则在 于向教学要质量
,

这是世界

各国各地区发展学校教育的一个共 同的
、

永

恒的主题
。

其二
,

我们在强调教 学中的情感

因素的时候
,

并不意味着对教学 中的认知 因

素的忽视
,

恰恰相反
,

而是在继续强化认知因

素的同时
,

充分重视和加强情感因素在教学

中的地位和作用
,

力求形成以情促知
,

以知增

情
,

情知互促
、

并茂 的教学格局
。

这里
“

以情

优教
”

中之所以突出
“

情
” ,

只是对重知轻情的

教学失衡状况 的一种矫枉
,

而其 最终 目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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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作为教育者的人对受教育的人进行教

育所应实施的真正的教学— 情知和谐统一

的教学
。

其三
,

情感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作

用具有两重性
:

在一定条件下情感会发挥积

极的效能
,

而在另外情况下
,

情感则会产生消

极的影响
。

因此
,

以情优教是教师操纵教学

变量
,

创设条件使情感朝着积极的方面发生

作用
。

其四
,

以情优教
,

首先把情感作为 目

标
,

把陶冶
、

培养学生 良好的学习情感
、

高尚

情操作为教学 目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以

完善教学 目标
。

其五
,

以情优教
,

又把情感作

为手段
,

通过改进教学各个环节
,

让情感在教

学促进学生各方面素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

挥积极的作用
。

二
、

以情优教的现实背景

未来 21 世纪社会发展的特点对学校教

育的要求与现实教育中所存在的重知轻情的

教学失衡状况之间的矛盾
,

是我们今天提出

以情优教深度推进素质教育的思想的最主要

的现实背景
。

教育是为社会的发展服务的
。

今天的学

校教育更是为培养明天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的公民打基础的
。

因此
,

未来社会发展 的特

点
,

对现今的教育的改革具有超前的导向作

用
。

而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概括为
“

两化
”

—
强化与弱化

,

即在强化人一物关

系的同时
,

弱化了人一人关系
。

由于高科技
、

高信息
、

高竞争
,

大大加强了人对物的研究和

操纵
,

增强 了人类认识世界
、

改造世界 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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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然而也正在人类从宏观到微观
、

从太空到 不够
,

还要培养学生学习的心 向和乐学的情

海洋
、

从计算机到信息公路
、

从基因到克隆等 操
。

因此
,

可以更确切地说
,

在防止人一人关

一系列的 日益深入的对物研究和 开拓过程 系的弱化上我们更要加强对学生道德情感的

中
,

人类自身也极易被
“

物化
” 。

在工作自动 培养
,

而在强化人一物关系上 我们还需要加

化
、

管理程序化
、

通讯微电化的未来世界 里
,

强对学生理智感的陶冶
。

人也越来越变得象机器一样
,

人情淡薄
,

人性 然而
,

现实的学校教育
,

却偏偏忽视教学

弱化
。

人一物关系的 日益强化
,

要求人 们不 中的情感因素
,

似乎教学涉及到的就是诸如

断提高认知能力
、

创造能力
,

而人一人关系的 传授知识
、

训练技能
、

发展智力之类的属认知

逐渐弱化
,

则要求人们不断完善人性
、

融洽人 范畴的活动
,

而情感只是附属的
“

软件
”

而 已
。

际关系
、

陶冶高尚情操
,

以恢复
“

人情
” 。

因 难怪在教育理论中
,

有关认知层面教 学的研

此
,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 72 年提出
“

学 究连篇累腆
、

汗牛充栋
,

有关情感层面教学的

会生存
”

的主题
,

到北京
“

21 世纪 国际教育研 研究则稀稀疏疏
、

廖若晨星
,

甚至各种各样的

讨会
”
上提出

“

学会关心
”

的主题
,

正反映了世 教学原则
,

如直观原则
、

巩固性原则
、

系统性

人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深刻认识和应 原则
、

可接受性原则等
,

也大多用以指导认知

变对策
。

要使未来的公民学会生存
,

就必须 层面的教学
,

却很少有一条明确的教学原则

使他们在从小接受学校教育时
,

学会学习 ;而 用以指导情感层面的教学
。

至于学校教育实

要使未来的公民不仅学会生存
,

还能学会关 践
,

更把注意力集中于与分数
、

考试
、

升学密

心
,

则必须使他们在从小接受学校教育时
,

既 切联系的那些认知因素上
,

导致学生面 临沉

学会学 习
,

又学会做人
。

如果说
,

在强化人一 重的课业负担
、

乏味的课堂教学和紧张 的升

物关系
,

学会生存
,

学会学 习的过程中
,

认知 学压力
,

不仅没能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得到积

因素占了主要的地位的话
,

那么在防止人一 极的情感陶冶
,

反而滋长厌学的情绪
,

紧张
、

人关系弱化
,

学会关心
,

学会做人的过程中
,

压抑的体验
,

影响身心健康和 素质的各方面

无疑是情感 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发展
,

其中也包括认知方面的充分发展
。

正

针对未来社会的发展特点
,

在强化人一物关 如美国心理 学家罗杰斯 ( C
.

R艰昭
e sr

,

19 83)

系的同时
,

又要防止人一人关系的弱化
,

就需 所说
: “

现代教育的悲剧之一
,

就是认为唯有

要在今天的学校教育的教学过程中
,

在充分 认知学习是重要的
” 。

这一学校教育的现状

重视认知因素的 同时
,

充分强调情感 因素的 显然不能适应未来 21 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

育人作用
。

培养的需要
,

以情优教也就自然成为对重知

还要进一步指 出的是
,

在未来社会强化 轻情的教学失衡状况的最佳矫枉
。

人一物关系的过程中
,

由于社会科学技术的 三
、

以情优教的教育价值

迅速发展
,

知识 日益更新
,

要求人们不断学 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对学生素质发展的

习
,

以适应社会需 要
,

终身教育 ( h fe 一 10昭 促进
。

以情优教的教育价值的判断
,

也 同样
e
du

c at ion )也将成 为必然趋 势
。

而终身教育 取决于这一评价原则
。

只是对学 校教育而

对于一个公民来说
,

最重要的心理品质是 乐 言
,

其实施时期正是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
、

社

学情操
。

只有从小培养热爱学 习
,

以学为 乐 会化进程的重要时期
,

如何促进学生 素质的

的情感
,

才能为 成人后 的终身学 习创造最为 全面发展
,

自然更是学校教育的基本 目标
。

重要的个体内部条件
。

过去我们说
,

学校教 因此
,

以情优教的教育价值便集中体现在是

育不仅要给学生 以知识
·

技能
,

更要发展能 否更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儿童素质的拿百发展

力
、

创造力
,

掌握学习方法
,

现在看来
,

仅此还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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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素质
,

可谓广义的素质
。

它 知素质的发展
。

不管怎样
,

青少年儿童认知

大致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层面
:

生理素质
、

心 素质的发展
,

始终是教育者最关心的热 点之

理素质和社会素质
,

形成素质结构
。

其中生 一
。

然而
,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

仅靠认知维度

理素质是基础
,

社会素质是主要 内容 (包括政 的单线突进
,

不仅会影响个体各方面素质的

治素质
、

思想素质
、

道德素质
、

文化素质
、

专业 和谐发展
,

而且连认知 因素本身发展 也将受

素质等 )
,

心理素质是联系上下两个层面的中 到严重的阻碍
。

当代教学心理 学理论也指

介
,

对两个层面素质的发展都是具有直接的 出
,

要 使 学 生 发 生 意 义 学 习 (

~
11澎 u l

影响
,

并成为推动两者发展的重要 内因 (燕国 le aln
ign )

,

不仅要使学生具有同化新材料的认

材
,

19 90
、

19 9 5 )
。

而 在心理素质中认知和情 知结构
,

还要具有学 习新材料的心 向 ( D
.

P
.

感是构成人的色彩斑澜的心理世界中最基本 nA
s u b e l

,

1 9 60
,

1 978 )
。

如果说前者涉及到的

的两大心理 因素
。

它们的相互促进
、

和谐发 是学习中的认知因素
,

那么后者涉及到 的则

展才能使个体的心理素质
,

并通过心理素质 是学习中的情感因素
。

当代情感心理学专家

促进个体的各方面素质的良好发展
。

从这个 霍夫曼 ( M
.

H 6 f伍助
,

19 8 6) 曾把情感对认知

意义上说
,

以情优教在 促进青少年儿童素质 影响归纳为
: ( 1) 情感发动

、

结束
、

干扰信息加

的全面发展上
,

自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 工 ; ( 2) 情感导致选择性加工 ; ( 3 )情感组织记

用
。

具体说
,

它的教育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 忆 ; ( 4) 情感促进充予情绪的分类和图式的形

方面
:

成 ; ( 5) 情感影响决策和 间题解决
。

我 们认

1
,

以情优教
,

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儿童情 为
,

以情促知 比较突 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感素质本身的发展
。

以情优教的最根本的特 面
:

点就在于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情感因素的 ( 1) 情感影响认知 的选择性
。

学生对哪

积极作用
,

这种积极作用 自然包括运用教师 些学科
、

哪些认知 内容有好感
、

有兴趣
,

他就

自身所具有的高尚情感的人格力量和教材
、

会更多地注意 吸收与那些学科
、

那些认知内

教学环境中所蕴涵 的各种积极的情感因素
,

容有关的信息 ;

形成一种健康
、

积极
、

浓郁的情感氛围
,

对青 ( 2) 情感提高认知的积极性
。

当学生怀

少年儿童 施予有 目的
、

有计划
、

有系统的感 着积极的情绪或情感进行认知学习时
,

会更

染
、

陶冶
。

由于 人的情感是循着情绪一情感 多表现出学习的自觉性
、

主动性和克服困难
、

一情操的轨迹发展
,

因此
,

学生在这种情感氛 对付挫折的勇气和力量 ;

围 中经常获得的积极情绪的感受和体验
,

极 ( 3) 情感导致认知优化
。

学生的快乐一

有利于 高级情感
、

高尚情操的孕育和形成
。

兴趣状态为学生的认知操作活动提供最佳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
,

一方面作为高级情感
、

高尚 情绪背景
,

有利于提高学生观察
、

记忆
、

思维
、

情操不会 自然而然地在儿童身上必然形 成 解决问题和创造性活动的效率 ;

的
,

需要通过教育的培养 ;另一方面进入
“

学 ( 4) 情感促进认知深化
。

认知兴趣会促

龄前晚期的儿童
,

社会性的情感
,

如道德感
、

使学生不满足于仅仅解决问题
,

而是力求发

美感
、

理智感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

(朱智 展最有效
、

最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

积极运

贤 19 7 9)
。

因此
,

不 失时机地在 学校教育阶 用认知策略 (其中也包括元认知策略 )
。

已有

段培养青少年儿童的高级情感
、

高尚情操
,

不 研究表明
,

当学生缺乏认知兴趣
,

即便教会他

仅是可行的
,

更是必要的
,

是符合个体身心发 掌握认知策略
,

他也不会在学 习中自觉地运

展 的规律和以教学促进发展的原理
。

用认 知策略 ( P
.

R
.

iP面hc
,

E
.

v
.

l灭石故刀t
,

2
.

以情优教
,

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儿童认 19 9 0)
。

这一 以情促知的特点
,

在越来越强调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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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学会学 习方法和掌握认知策略的今

天
,

更凸显其在深度发掘教学潜力方面的教

育价值 ;

( 5 )情感利于认知内化
。

当学生对认知

内容有积极情感
,

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其乐

于接受的程度
,

从而促进学生对外部认知 内

容的内化
。

3
.

以情优教
,

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儿童其

他各种素质的发展
。

首先
,

由于情感通过对

人的免疫系统的影响这一中介与人的身体健

康发生密切的关系
,

不 良的情绪状态是导致

疾病的重要内因
,

而 良好的情绪状态则不仅

会增进健康
、

延年益寿
,

而且也会使已有的疾

病减缓
、

减轻
,

直至消除
。

同时
,

良好情绪状

态的保持本身还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的组成部

分和评价指标
。

因此
,

以情优教
,

在教学中创

设良好的情绪氛围
,

将有利于增 进正处在 生

长
、

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

提高

生理素质水平
。

其次
,

情感具有提高个体对

他人言行的可接性的程度
。

这点在论述以情

促知时 已提到
,

但这里是从情感对其他素质

发展的影响方面来谈的
。

有实验研究表明
,

在对儿童讲叙道德故事时
,

有情有感的讲叙

与缺乏感情
、

照本宣科的说教
,

以及儿童听时

的愉快情绪与不愉快情绪都对儿童接受和内

化道德故事中内含的道德规则产生截然不同

的影响
。

有表情的讲叙和怀着愉快的情绪听

讲
,

有利于儿童掌握道德规则并运用 于自己

的行动之 中 (石 秀印
,

19 8 4 )
。

这样
,

以情优

教
,

将促进青少年儿童对教学 内容 (其中也包

括寓育于教中的政治
、

思想和道德方面的内

容 )的接受和内化
,

有助于提高相应的各种社

会素质水平
。

更不用说
,

在各种社会素质中
,

情感往往也是其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
,

如政治

素质中的政治感
、

道德素质中的道德感
,

思想

素质中的理智感等
。

再次
,

情感虽是在个体

同周围客观世界相互作用 的过程中发生的
,

这种相互作用也包括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交往

和影响
,

并由此形成一种动态的人际关系
,

但

反过来
,

情感也会影响正在形 成中的人际关

系
。

因此
,

以情优教
,

强调教学中师生情感的

交流与交融
,

也促进师生人际关系的发展
,

营

造学校环境中 良好的社会群体气氛
,

优化青

少年儿童的合群性和社会化过程
,

提高社会

交往素质
。

此外
,

当代情感心理学研究指出
,

情感 以及情知结合所形成 的人格倾向
,

是人

格的主要结构 形式 ( C
.

zI adr
,

19 8 5 )
。

良好的

情感素质将有利于青少年儿童形成良好的人

格
。

四
、

以情优教的基本策略

由于长期以来从教学理论到教 学实践
,

都呈现重视认知而轻视情感的基本格局
,

以

致在教学过程中
,

在操纵认知 因素方面积 累

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策略思想
,

而在情感 因素

的调控方面则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

正如

前苏联著名教学论专家斯卡特金所说
: “

我们

建立了很合理的
、

很有逻辑性的教学过程
,

但

他给积极情感的食粮很少
。 ”

鉴此
,

我们根据

情感发生的心理机制和教学中的情感活动原

理
,

并结合在学校教育领域实践探索的经验
,

提出如下五方面的以情优教的教学策略
:

1
.

教学 目标建立上的以情优教策略 ;

2
.

教学内容处理上的以情优教策略 ;

3
.

教学组织安排上的以情优教策略 ;

4
,

教学评价导向上的以情优教策略 ;

5
.

教学环境设置上的以情优教策略 ;

限于篇幅
,

这里仅对教学 内容处理上的

以情优教策略中的一个具体策略—
心理匹

配策略 (卢家相
,

19 9 8) 作一点介绍
,

以此也可

窥见以情优教的教学策略的一些操作思想和

方法
。

前面曾提到
,

意义学 习有两个先决条件
:

一是学生具有同化新材料的认知结构
,

二是

学生具有学习新材料的心向
。

这是美国著名

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提出的
,

但他本人也

只是针对第一个先决条件提出了认知处理策

略— 先行组织 者策 略 ( a dvan
e e 印名 a n lez r )

,

以期通过先于教学材料呈现之前呈现一个引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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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材料
,

从外部影响学生的认知结构
,

使之

易于 同化新材料
,

而缺乏相应的情感处理策

略上的考虑
。

对此我们从以情优教的角度出

发
,

针对第二个先决条件提出心理 匹配策略

( s it 习 t e g y of p syc hol iog
c al r n a et )

,

以调节学 生对

新材料的学习心 向
。

该策略的 内涵是
,

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
,

应恰当处理教学材料
,

使之被

学生主观上感到是满足其需要的
,

从而达到

教学材料与学 生需要之间的统一
,

以有效调

节学生的学 习心 向
,

提高其学 习的积极性
。

这是因为在教学活动中
,

教师是在规定的时

间
,

规定的地点
,

按规定的顺序
,

以规 定的进

度
,

讲授规定的教材
,

呈现规定的教学 内容
,

让学生进行规定的认知操作
。

这一 系列的
“

规定
”

往往使具体教学中呈现的教学材料并

不恰好是学生在那个时刻所正需要接受的内

容
。

即使就学生 的求知需要而言
,

其需要的

具体内容也很难与具体教学 中的特定内容相

一致
。

因此
,

可以说
,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材料

与学生当时的具体需要是往往不一致的
。

这

是教与学基本矛盾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

方面
。

为此
,

提出这一策略
,

以适当处理教学

材料
,

使之一方面仍不改变为教学大纲
、

教科

书所规定的内容
,

以符合教学的要求
,

另一方

面却又被学生主观上感到是满足其需要的
,

引起学习心 向
。

具体运用有两种情况
:

一是

认知匹配
,

二是形式 匹配
。

前者是指教师通

过调整学生对教学内容与自己需要之间关系

的认知评价
,

来达到 心理 匹配
。

其要点在于

教师通过适当的启发
、

诱导
,

改变学生原来的

认知评价
,

使之认识到所接触的教学 内容是

符合其需要的
,

从而达到调节学生学 习心向

的 目的
。

例如
,

小学生原先没有学习汉语拼

音的需要
,

而有听故事的需要
。

于是教师 一

开始不忙着教拼音
,

而是拿出许多花花绿绿

的画册
,

告诉小朋 友
,

这里有很多精彩的故

事
,

可好看啦 ! 只要大家学会拼音
,

就能 自

己看懂
。

小学生被吸引住了
,

都盼望老师快

点教拼音
。

在这种气氛下
,

教师才开始教拼

音
,

而小学生都高高兴兴地学
,

枯燥
、

单调的

拼音
,

顿时在 学生 眼前变成可 爱
、

活 泼的符

号
,

引发了学 习的快乐情绪
。

后者是指教师

通过改变教学材料的呈现形式
,

来达到 心理

匹配
。

其实质就是
,

虽教学内容并不符合学

生当时的需要
,

但其某些教学形式却符合学

生的需要
,

于是将不符合学生需要的教学 内

容寓于符合学 生需要的教学形式 之 中
。

例

如
,

学生有学唱流行歌曲的需要
,

但不喜欢枯

燥
、

乏味的乐理知识
。

因此
,

教师设法让学生

在学唱流行歌曲的过程 中学习乐理知识
。

这

样
,

运用奥苏贝尔的先行组织者策略
,

则旨在

解决教学材料为学生可接受性的间题
,

而现

在提 出心理匹配策略
,

旨在进而解决教学材

料为学生乐接受性的问题
,

双管齐下
,

无疑有

助于达到以情优教学的目的
。

(作 者 来土 海 师 范大 学 教 授 邮 编
:

2 00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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