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的情感发生观 

情绪情感的发生与形成机制问题，是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重点。迄今为止关

于情绪发生机制的大量研究，是在生物-化学、解剖-生理、心理、社会-心理四

个层次上展开的。其中早期的研究，又更多地集中在脑的解剖-生理层次上。自

19 世纪末詹姆斯和朗格提出的情绪发生的外周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理论，

使人们对情绪发生的机制的认识，由周围神经系统，深入到中枢神经系统，直至

大脑皮层。人类的情感则是遵循着情绪-情感-情操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轨迹

发展的，且已为大量研究和事实所印证。如婴儿在其出生后的最初阶段，就已经

出现一些与生物性相联系的基本情绪，如痛苦、厌恶、微笑等；而作为社会性情

绪的微笑，则大约在出生后 1个月左右，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出现；情感中的依

恋感则要到 7个月以后才出现，并在母婴交往中获得最初的发展；至于情操，则

出现得更晚。 

这些研究为我们多角度、多层次认识情绪、情感现象的发生是有重要意义的。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情绪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毕竟还有较大的距离。

随着人们对教学中情感因素及其作用的认知逐步提高和深化，如何驾驭情感（如，

对学生情绪的积极引发和调节、教师对自身情绪的有效自激和自控等）并以此优

化教育教学效果就成了人们（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所面临和关心的问题了。要解

决这一问题，就应知道一个人的情绪情感是怎样发生和形成的。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我们开启了漫长的对教学情境中情绪情感发生与形成机制的探索历程，以

冀为教育情境中学生的情绪调控和情感培养提供操作依据和某些实施上的启发。 

一、情绪发生的心理机制 

人类情绪的发生，并非只有一种机制模式，而是可能存在多种模式。这里我

们把它概括为两类。一类我们称为“以境生情”，另一类我们称为“以情生情”。 

（一）“以境生情” 

所谓“以境生情”，涉及到的是一个人在客观事物的作用下产生情绪的心理

机制。心理学研究表明，客观事物本身并不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情绪，同样的客体，

在不同人的身上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反应。从目前的研究看，有三个因素在情绪发



生中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并构成情绪现象发生的主要心理机制。 

1.客体与需要的关系是决定情绪的主要因素 

需要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要求在头脑中的反映。客观事物是否满足个体需

要，首先决定了情绪发生的极性。比如讲课本身并不决定学生的情绪，只有当讲

课内容满足学生某种需要时才会引起学生的快乐情绪，反之则引起不快感。其次，

客体与个体需要的关系还会决定情绪的种类。由于客观事物与个体需要之间的关

系十分复杂，由此决定的情绪种类也就会多种多样。甚至还会出现一种客观事物

同时满足个体多种需要，以及一种客观事物在满足个体一种需要的同时却满足不

了个体的另一需要的情况，前者让人百感交集，而后者则会引发个体爱恨交织、

悲喜交加的对立情绪。再次，对客观事物需要的迫切性会影响情绪发生的强度：

越迫切越强烈，反之则越微弱。此外，客观事物所满足（或不满足）的需要的意

义性，还决定了情绪发生的性质：凡与社会利益及个体健康发展相一致的需要相

联系的情绪是积极情绪，反之则是消极情绪。 

2.客体与预期关系是决定情绪的又一重要因素 

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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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认

知倾向范畴。如学生考试前对考试内容的估计，考试后对成绩的推测，都是一种

预期。预期，有的可以被人充分意识到,表现为有意识的估量；有的也可未被充

分意识到,表现为潜意识的估量。综合大量观察和研究材料发现,预期也是客观事

物影响一个人情绪的重要中介。首先，客体与预期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情绪

发生的强度。一般说,客体超出个体预期越大,客体满足个体需要与否所引起的情

绪越强烈;反之,则越微弱。这情况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如运动比赛，两强相争，

输赢未卜，一旦决胜，激情油生。若以强克弱，以小胜大，超出预期更大，激情

尤甚；若以明摆着的优势取胜，虽亦满足求胜需要，但兴奋程度肯定要低得多。

其次，这种关系还直接决定惊奇一类的情绪的发生。客体与个体需要关系不明时，

客体只要超出个体预期到一定程度，即能引起惊奇一类的中性情绪，并随超出预

期程度不同而区分出新鲜、新奇、惊异、惊讶、震惊等一系列不同程度发惊奇情

绪；随着客体与个体需要关系逐渐明朗化，这类中性情绪还会慢慢转变为惊喜、

惊恐、惊恸等一类具有极性的正负情绪。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接触更多的是带有

极性的正负性情绪，因此我们往往会忽视中性的惊奇情绪的发生机制。然而，恰

恰是它，不仅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绪，而且还是认知活动中兴趣的先导，所以，



揭示客体与预期的关系直接决定惊奇一类情绪的心理机制，在教学活动中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3.对客体与个体需要关系的认知评价是决定情绪的关键因素 

需要、预期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最终受一个人头脑中认知评价

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阿德诺的情绪评估-兴奋说、沙赫特的认知-激活说、拉扎

罗斯的认知-评价说，都非常重视对刺激情境的认知评价在情绪发生中的作用。

如同样考90分，学生会因不同的认知评价产生不同的情绪：从评奖学金角度讲，

会因够格二庆幸；从真正掌握知识的角度讲，会因一部分知识未吃透而惭愧；从

真正掌握知识的角度讲，会因有所进步而高兴。因此，对同一事件，会因不同角

度的认知评价引发不同的情绪反应。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认知评价会受到一个

人内部的知识经验，尤其是思想方法的影响。同时，这种认知评价还会受到一个

人外部诱导、劝说的影响。 

至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境生情”的情绪发生的基本模式：当客观事物作

用于一个人时，他会对客观事物与自己的需要、预期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而这

种评价会受到一个人内部的知识经验、思想方法及外部诱导、劝说等的影响。根

据认知评价的结果，决定情绪发生的极性、强度，以及种类、性质等（见图1）。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调节客观事物与个人需要和预期的关系，或调整对

此的认知评价，都可以影响他的情绪。这就为教学中控制学生情绪，创设快乐-

兴趣背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极为重要的途径和依据。 

 

图 1 情绪发生的基本模式 

（二）“以情生情” 



人类情绪从本质上说都是通过“以境生情”的模式发生的。归根结底，客观

事物是人类情绪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在人类实际的情绪生活中，也可以通过“以

情生情”的模式产生情绪。所谓“以情生情”主要涉及到两种情况：一是指一个

人在他人情绪的影响下产生情绪的心理机制；二是指一个人在其自己表情的作用

下产生情绪的心理机制。由于无论他人情绪还是自己的表情，最初都还是在客观

事物的作用下发生的，所以“以情生情”乃是“以境生情”的产物，或是“以境

生情”的变式。但“以情生情”模式的揭示，不仅加深人们对情绪发生现象的认

识，而且为人们调节情绪增辟新途径，这对实施情感教学原则，调节学生情绪具

有现实意义。 

1.由他人情绪诱发情绪 

当一个人知觉他人的情绪体验时，也会引起相应的情绪反应。相反地，那就

可以通过他人情绪体验来诱发一个人的情绪，这就涉及到人际情绪感染。引起人

际情绪感染的方式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由现实情境中他人情绪（如看到别人痛

苦而难过）诱发、由再造情绪（如演员表演引发观众情绪）诱发、由单纯表情引

发、由语言描述诱发（阅读语言文字而体验蕴含其中的情绪）等等几种具体情况。

设身处地地将自己置身于他人情境中，是这类情绪发生机制的关键。斯托特兰德

的一个实验表明，当真被试按三种指令刚看“接受治疗”的热的情绪表现时，只

有“想象自己处在他的地位将如何感觉”和“想象他如何感觉”的被试，才会发

生情绪感染。观察者是否能“设身处地”既受自我暗示影响（“我应该想想，假

如是我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受他人暗示影响（“你想想看，假如是你，

会有怎样的感受”）。然而，在非直接性情境下的其情绪感染中，观察者能否“设

身处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观察者表情的真实性和语言描述的生动性。这些

无疑对教师在教学情境中有效引激发学生情绪具有重要意义。 

2.由自己表情诱发情绪 

表情不仅能使一个人的情绪外显，发挥情感的信号功能，而且与生理反应相

比，表情给主观反馈更多的可能性，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表情还可单独诱发一个

人自身的情绪。达尔文的研究显示，表情的反馈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情

能增强原有情绪的强度，如一个人采取狂乱的姿态就会增加他的大怒，一个恐惧

的人不去控制自己恐惧的表情就会发生更大的恐怖情绪；二是表情能直接诱发情

绪，他说“我们在去模仿一种情绪时，也会在我们头脑中发生一种倾向，要真的



表现出这种情绪来”，他还用莎士比亚描述的演员表演某种表情会引出相应真情

绪来的现象加以佐证。通过表情诱发情绪，在教学实践中也有明显的实用价值。

它能为教师在教学中有效引发学生情绪，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服务。 

二、情感情操的形成机制 

虽然人类的情感一般遵循着情绪-情感-情操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轨迹

发展，但这种发展也不是自然而然地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

心理条件下实现的。例如，母婴间的依恋感，是个体最早出现的，也是最典型的

带有先天成分的情感，它在个体身上的出现，具有显著的适应生存的生物学意义。

个体正是通过这种情感，密切母婴之间的关系，以获得母亲的爱抚、照料、关心

和保护。“如果没有始终如一的与婴儿接近的特定的人，例如从出生即生活在养

育院里，由多数人轮流照顾，婴儿就不会形成依恋。”至于情操的形成和发展，

就更需要后天的教育作用，否则，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发展高尚的情操。在社会化

过程中误入歧途的犯罪青少年就是典型的例子。情感情操在一个人身上形成的条

件主要是社会和教育，但他们形成的心理机制又是什么呢？ 

（一）情感情操形成有赖于社会性需要的发展 

情感情操是分别与基本社会需要和高级社会需要相联系的，但当个体出于某

种社会性需要而表现出某些社会性情绪时，我们还不能称之为情感情操，只有这

种社会性需要相对稳定后，才能形成真正的情感情操。由此可见，培养一个人的

情感，尤其是情操的一个实质性内容，主要是发展其相应的社会性需要。 

（二）情感情操形成有赖于认知的深化 

情感情操形成与情绪发生一样离不开认知评价的作用，但仅停留在客观事物

与自身需要、预期之间关系上的认知评价是无法形成情感情操的，只有形成了对

客观事物社会意义的深刻而稳定的认识，才能产生对该事物的情感和情操，正所

谓“知之深，爱之切”。人们对客观事物社会意义的朴素认识只能与情感联系，

只能是情操形成的基础，而深化了的社会意义认知才能与情操相联系，“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似乎正好反映了这种认知深化对情操形成的作

用。 



（三）情感情操形成有赖于情绪性体验的积累 

情绪情感的基本特征是含蓄的，不能被个体时时体验到。然而这种情绪性体

验是十分必要的，是情感情操形成的心理机制中又一重要因素。首先，这种情绪

体验在情感情操形成之初起触发作用：如某缺乏理智感的学生可能在一次偶尔的

学习成功经历中获得了意外成功，体验到从未有过的乐趣，这就为其理智感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性。其次，这种情绪体验在情感情操形成之中起沉积

深化作用：上例中教师若能抓住此契机，因势利导，创造条件让该学生在学习中

更多体验成功喜悦，则可形成必要的积累过程，并在认知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导致

情感上的飞跃，使作为新质的乐学感得以最终形成。最后，这种情绪体验在情感

情操形成之后起巩固增强作用：如上例中学生在形成乐学感后，若能继续获得更

大的成功，则必定能使其更乐于学习，但若此后由于环境变化而使他再难体验到

学习的乐趣，则他的乐学情感就可能因此而变淡，甚至消退。 

（四）情感情操可通过迁移泛化而形成 

情感迁移，是指一个人对他人、他物的情感，会迁移到与他人、他物有关的

对象上去的一种独特现象。通过情感迁移，一个人对原来没有感情的人和物,也

会产生情感。例如,你本不认识某人，对他也自然没有什么情感可言，但当你得

悉他是你朋友的好友,你也会对素不相识的他产生好感，这种好感便是情感迁移

的结果。而当一个人的情感，由于迁移作用从一个客住扩散到另一客体，由一个

范围扩散到另一范围的时候，他的情感就发生了泛化。迁移泛化了的情感伴随认

知的深化，以及情感的累积过程，最终就会形成稳定的情感情操。或者说，人们

的情感也可以通过迁移而直接形成,并通过泛化而向情操逐步升华。这就为情感

的概括、提炼,尤其是朝情操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以爱国主义情操的形成

为例，情感的迁移泛化就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儿童从父母那里获得

不要的积极情绪体验,并认识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时,作为依恋感的爱的情

感就会在个体身上形成；而随着个体对周围世界认识的提高和深入,对最初养育

自己的父母的爱又会迁移泛化到父母所寄予希望的，承担起教育他们责任的老师

身上,并进而泛化到他们家庭、母校所在的家乡,家乡的亲人、父老,以及哺育自

己成长的家乡的山山水水，以致扩散到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创造美好生活和未来



的祖国人民；当这种爱伴随着深刻的认识和信念，概括地凝聚到“祖国”这一寓

以丰富内涵的对象上去的时候,情感得到升华，爱国主义情操就会最终形成。 

在情感、情操形成的心理机制中，社会性需要的发展，认识的深化，情绪体

验的积累，情感的迁移泛化等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对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进

一步深入探索，但上述几方面因素的揭示，已使我们初步窥视情感、情操形成的

某些复杂机制，我们试图用以下基本模式来加以直观呈现（见图2）。 

 

图 2 情感情操形成的基本模式图 

总之，在综合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认知心理学关于情

绪发生的理论，我们在心理层面上，对教学情境中情绪发生及情感、情操形成的

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有效操纵教学变量调控学生情绪，培养学生情感，陶冶学生情操，优化教学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感心理学理论基础。 

 

有关教学情感发生观的更多论述详见下一篇文档“情绪发生机制及其对教

育中调控的启发”，该文发表于《教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