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教材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策略
 

———赋予情感策略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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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对内含中性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实施情感性处理的一种策略———赋予情感策略运用

于物理教学中 , 进行现场的教学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内含中性情感因素的理科教材内容

中可以运用赋予情感策略来对其进行情感性处理;运用赋予情感策略来对内含中性情感因素的理

科教材内容进行情感性处理 , 对促进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学习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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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教学心理学情感维度上优化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教材内容的情感性处理 ,即教师从情

感维度上着眼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 、组织 ,使之在向学生呈现过程中能充分发挥其在情感方面的积

极作用(卢家楣 ,1994)。但如何有效地情感性处理呢? 这就需要进行有关的教学策略方面的探索 。
教学策略(inst ructional st rategy)是当前教学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 ,其中也包括对教学内容

处理的教学策略 。在加涅(R.M .Gagne)1968年提出的九种基本策略中 ,就有一种所谓“以适当的

方式向教学者呈现刺激材料”策略 ,涉及的就是教学内容处理的教学策略。但迄今为止有关方面策

略的研究几乎都囿于认知范畴 。因此 ,对教材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策略研究的本身也是一种尝试 ,试

图从情感维度上开拓教学策略探索的新方向 。我们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 ,我们从

教学心理学理论上进行推演 ,特别是从情感维度上对教材内容进行情感性分析 ,为针对不同教学内

容提出相应的情感性处理的教学策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 ,我们又从教学实践中 ,尤其是从优秀教

师的成功教学经验中进行归纳 、总结 ,以提炼出某些教学策略性方面的东西 ,并加以实验研究 ,以确

证其可行性和有效性 。

对教材内容进行情感性分析发现 ,教材内容中蕴涵情感因素的情况可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为

内含显性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 ,第二类为内含隐性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 ,第三类为内含悟性情感因

素的教材内容 ,第四类为内含中性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卢家楣 ,2000)。其中 ,所谓中性情感因素 ,

即指不含情感因素。对内含有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进行情感性处理的研究 ,当在情理之中 ,但对本

身就不含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又何以存在情感性处理问题呢? 这不仅在认识上 ,也在实际操作上

给人以困惑。然而 ,这类教材内容又大量存在于理科教学中 ,甚至在某些文科教学中也有所反映 。

它往往是教材内容中最易使学生感到枯燥 、乏味 ,也最难使教师引发学生积极情绪体验的方面 。因

此 ,如何对这类教材内容进行特殊的情感性处理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情趣 ,形成情知互促并茂的教

学格局 ,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具有十分现实而普遍意义。因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 ,也就成为
我们对教学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策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我们遵循上述的研究思路 ,几经反复 ,概括出针对内含中性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的情感性处理

策略———赋予情感策略。所谓赋予情感策略(strategy of aw arding affection),就是指教师通过对内

含中性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的加工 、组织 ,赋予教材内容以一定的情感色彩 ,从而使学生获得相应

的情感体验。教学策略是“教师教学时为求达成教学目标所采用的教学取向 ,而非特别限定的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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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张春兴 , 1998),“教学策略的外延比教学方法宽广 ,层次比教学方法高”(张大均 ,1997)。

更确切地说 ,教学策略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用以指导其教学行为的操作指南 ,为教师具体的教学方

法的选择和运用提供了富有操作性的指导思想 ,但它本身并不是具体的方法。因此 ,赋予情感策略

也只是为本身不含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进行情感性处理提供了操作上的指导 ,具体处理的方法则

是多种多样的:寓不含情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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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于趣味化的讲解之中的方式 ,以赋予其情感色彩;寓不含情因素的教学内容于轶事插入式的讲

解之中的方式 ,以赋予其情感色彩等等(卢家楣 , 2000)。本文涉及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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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教学实践的基础之一便是上海市奉贤县曙

光中学物理高级教师邵妙祥的漫画物理教学。邵老师从事物理教学近 30年 ,致力于物理教学改

革 ,又有相当的漫画造诣 ,在教学过程中独辟蹊径 ,探索出用漫画的形式来富有情趣地讲授物理原

理的教学方式 ,受到学生的欢迎。他这种通过漫画手段来赋予物理内容的教学以一定的情趣 ,以此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促进学生对有关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的做法 ,正是对内含中性情感

因素的教材内容的一种情感性处理 ,是运用我们称之为“赋予情感策略”于理科类教学的一个典型
事例 。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未经过实验验证 。因此现从教学策略研究的角度来加以审视 ,既是对

这一具体的教学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检验 ,也是对赋予情感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实验说

明。这便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2　方法

　　为使研究的结果具有切实的教学应用价值 ,我们拟在实验教学情境中进行实验 ,即采用现场实

验法(method of field experiment)来进行实验验证 。

2.1　被试

被试是从曙光中学高二年级中挑选出来的在学习态度 、学习成绩 、男女比例 、纪律状况等方面

都比较接近的 1班和 2班 ,并随机确定 2班为实验班 , 1班为对照班。这两个班都未曾为邵妙祥老

师所教授过。

2.2　实验过程

邵妙祥老师以插班的方式 ,同为两个班执教 ,所上的是同一物理内容的课———《楞次定律》 。课

前邵老师准备了两份教案:一份是不使用赋予情感策略的常规教学的教案 ,用于对照班;另一份是

采用赋予情感策略的漫画教学的教案 ,用于实验班。在两个班上课前分别进行了认知前测和情感

前测 ,以检测两个班在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基础水平 。在两个班的教学过程中 ,其它各方面的条

件都保持相同 ,甚至连运用物理教学中常规的演示实验这一环节也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 ,邵老

师在上实验班时运用了自己画的漫画来形象 、生动 、富有情趣地说明楞次定律 ,而在对照班上则运
用常规的语言描述 ,没有运用漫画。课结束后 ,又立即在两个班上分别进行了认知后测和情感后

测 ,以检测两个班在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差异;并在一周后 ,在学生未被预先告知的情况下 ,进行

了认知的巩固性测试 ,以进一步考察赋予情感策略的教学效果。最后将所得的数据都输入计算机 ,

进行统计处理。

2.3　材料

2.3.1　实验材料　在实验班上邵老师用了事先画好的两组配合楞次定律教学的漫画 ,共 5幅(见

图 1-5)。第一组的 2幅画(见图 1)反映的是这样一个奇妙的现象:拿一根磁性极强的条形磁铁 ,

插入一个封闭的金属耳环时 ,会发现耳环向后退;当条形磁铁从耳环内退出时 ,又会发现耳环跟着

运动 。这是对楞次定律的一种生动 、形象的说明。第二组的 3幅画(见图 2)是运用楞次定律进行

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当一个人穿着带有磁体的靴子从闭合线圈中穿进或穿出时 ,线圈中感生电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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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磁场就会阻碍原来磁场的变化 ,因而人体下落时加速度就会减少 。在高层楼房中 ,如果每层都

有一个巨大的线圈 ,那么遇到紧急情况时 ,下落的人每穿过一个线圈的前后都会受到阻碍作用 ,减

少下落的速度 ,起到了巧妙的缓冲作用 。

图 1 图 2

2.3.2　认知测试材料　认知测试材料包括认知前测 、认知后测以及巩固性认知后测 。这三种测试

均为邵老师根据教学内容中的有关知识点编写的测试 ,其题型以选择题为主 ,约占 70%,非选择题

约占 30%,题量控制在 10分钟内能做完为限。认知前测用以检测实验班和对照班对学习楞次定

律的认知准备情况 ,旨在检验两个班在这方面的认知基础是否一样。认知后测和巩固性后测用以

检测实验班和对照班学习楞次定律后的认知接受状况 ,旨在检验运用赋予情感策略的教学是否有

效果 。

2.3.3　情感测试材料　情感测试材料包括情感前测和情感后测。它们均为我们编制的问卷调查

表 ,主要在于调查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倾向程度及其情感在课中受感染的程度。该表由 10道题目组

成:第 1-9题为封闭式有结构的问卷题 ,具体涉及学生在课堂上注意集中 、动脑思考 、学习兴趣 、学

习热忱 、情感感受 、触动以及所受影响 、课堂情绪气氛等 9项内容 ,每道题后面都设有 5级评分表 ,

供学生选择性评分。第 1级为 1分 ,第 5级为 5分 ,中间类推。第 10题为开放式问题 ,让学生用一

两句话来描述自己在本课学习中的情感体验 。

3　结果

　　将实验班和对照班上获得的各类前后测数据都输入计算机 , 运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SPSS9.0)进行统计处理 。处理的结果如下:表 1 、表 2和表 3反映的是实验班和对照班认知前测

和后测的比较结果。表 4和表 5反映的实验班和对照班在前测和后测的情感问卷调查中的比较结

果。表 6至表 11反映的是实验班和对照班在后测的情感问卷调查中经 t检验差异显著的那些项

目的比较结果。

4　讨论

　　这是一堂关于楞次定律的物理课。与其它物理课一样 ,教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内容基本上属

于不含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范畴。因此 ,教师在通常情况下都只从认知角度考虑 ,如何把该物理定

律讲清楚 ,只注意讲解中的条理性 、逻辑性以及实验演示中的直观性 ,而很少想到教学的情感性 、趣

味性。但邵妙祥老师在实验班上运用了赋予情感策略对教材内容进行了情感性处理 ,将楞次定律
的教材内容寓于富有生活化 、情趣化的漫画形式之中 ,使课堂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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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班与对照班认知前测结果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54.12 14.68

对照班 47 50.21 18.81
.914 .363>.10

表 2　实验班与对照班认知后测结果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82.13 14.51

对照班 47 72.80 18.21
2.668 .009<.01

表 3　实验班与对照班认知巩固性测试结果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56.67 13.34

对照班 47 49.32 17.04 2.340 .021<.05

表 4　实验班与对照班情感前测结果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29.60 5.51

对照班 47 29.28 4.88
.297 .767>.10

表 5　实验班与对照班情感后测结果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33.72 4.18

对照班 47 30.30 5.20
3.519 .001<.01

表 6　实验班与对照班注意集中状况的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4.26 .67

对照班 47 3.91 .69
2.425 .017<.05

表 7　实验班与对照班学习兴趣情况的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4.09 .72

对照班 47 3.72 .88
2.188 .031<.05

表 8　实验班与对照班在对本课

作进一步探索的愿望的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3.47 .83

对照班 47 3.06 .99
2.149 .034<.05

表 9　实验班与对照班在为来自教材

内容方面的情感所触动的情况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3.49 .80

对照班 47 3.13 .88
2.086 .040<.05

表 10　实验班与对照班在为来自教材

内容方面的情感产生共鸣情况的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3.55 .69

对照班 47 3.10 .76
2.996 .004<.01

表 11　实验班与对照班课堂气氛的比较

n x s t p

实验班 47 4.23 .73

对照班 47 3.98 .68
1.762 .081<.10

4.1　赋予情感策略对理科认知学习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教师在实验班上将楞次定律的教材内容寓于富有生活化 、情趣化的漫画形式之中 ,一改传

统的理科教学的风格 ,克服了易于刻板化 、程式化和枯燥化的教学倾向 ,首先产生了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活跃课堂学习气氛的效果。从两个班级学生在调查中作出的反映可以看出 ,实验班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课堂学习气氛比对照班学生有明显改善 ,两班在这两方面的得分有明显差异 ,经 t检验 ,

差异达到显著或较显著的水平(p=.031<.05 ,p=.081<.10)(见表 7和表 11)。随着学习兴趣的

提高和课堂学习气氛的活跃 ,学习积极性得到调动 ,并集中表现为上课时学生注意力集中的状况有

了明显改善。由调查可知 ,学生在实验班上注意力集中的状况比对照班要好得多 ,两者得分差异经

t检验 ,达到显著水平(p=.017<.05)(见表 6)。由于上课注意力集中 ,自然有力促进了学生的认

知学习。虽然认知学习的效果并非一堂课就能充分体现出来的 ,但是 ,由于教师在这堂课上将该策

略运用得很成功 ,以致于学生在实验班上认知学习的效果也能得到了初步的反映。如前所说 ,实验

班和对照班在学习态度 、学习成绩 、男女比例 、纪律状况等方面都比较接近 ,在上课前进行的认知前

测也表明 ,这两个班在学习楞次定律方面的预备性知识也是差不多的(见表 1),两者没有显著差异

(p=.363>.10)。但认知后测发现 ,实验班学生在有关楞次定律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方面比对照班

学生好 ,其平均成绩达到 82.13分 ,而对照班则只有 72.86分 ,经 t检验 ,两者相比有非常显著的差

异(p=.009<.01);一周后对两个班级进行认知方面的巩固性测验 ,发现实验班成绩仍比对照班

好 ,差异显著(p=.021<.05)(见表 3)。

4.2　赋予情感策略对学生积极情感发展有促进作用

对教材内容的情感性处理不仅有利于学生认知学习 ,而且更重要的是 ,也有利于学生情感陶

冶 ,从而有助于促进学生情知素质的和谐发展 。情感的陶冶并非是朝夕之事 ,它需要有不断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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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体验的积累 。对学生来说 ,则需要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 ,在具体的一堂课 、一堂课的学习过程

中获得积极的情情体验 ,以此日积月累 ,才会促使高级情感的形成和发展(卢家楣 ,1993)。因此 ,在

实验班教学中由于成功地运用赋予情感策略 ,实验班学生获得了积极的情绪体验 ,无疑有利于学生

情感的陶冶。从总的方面看 ,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情感前测表明 ,两班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情感表现

是差不多的 ,其各自的情感问卷的得分平均值经 t检验 ,没有显著差异(p=.767>.10)(见表 4)。

但经过一堂课的学习 ,由于教师采取了赋予情感策略 ,使两班学生在情感后测上表现出差异 ,经 t

检验 ,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P =.001)(见表 5)。进一步分析发现 ,两班学生在后测的情感问卷调

查中的差异 ,除了上面提到的在注意 、兴趣 、课堂气氛 3方面外 ,还主要在以下 3个项目上:首先 ,实

验班学生在问及“在教学过程中是否为来自于教学内容方面的情感所触动” 、“在教学过程中是否对

来自教学内容方面有情感共鸣”等问题时 ,其得分数比对照班明显增多 ,经 t检验 ,差异分别达到比

较显著和非常显著的水平(p=.040<.05 ,p=.004<.01)(见表 9和表 10)。难怪实验班学生在开

放性回答题(第 10题)中 ,按题目要求“请用一两句话描述一下自己在本课程课堂学习中的情感体

验”时 ,大多作了积极 、肯定的反映:“感到很有兴趣” 、“课堂气氛很好” 、“本课给我印象深刻 ,耳目一

新” 、“课堂教学形式新颖 ,感触很深 ,能对物理有深刻的了解” 、“有趣 、生动 、具有实用意义”等 。其
次 ,这种情绪方面的体验对学生情感的影响 ,在这堂课上主要表现为对所学内容的积极的情感倾向

上。在问卷调查中提到“是否想在课后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作进一步探索”时 ,实验班学生比对照

班学生有更多的人表示了在课后对有关教学内容作进一步探索的意向 ,其差异经 t检验也达到显

著性水平(p=.034<.05)(见表 8)。现代教学观认为 ,学校教学不仅要传授学生以知识 、技能 ,更

要教授学生以学习的方法 、策略 ,即所谓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 。但我们认为 ,无论是传授知

识 、技能 ,还是教授方法 、策略 ,涉及的都是认知学习 ,而课堂教学中还有另一方面任务 ,那就是情感

培养 ,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情感———爱学 、乐学 ,更为重要 ,它对学生

一生的学习生涯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其中也包括对认知学习的影响)。因此 ,该实验课在情感培养

方面的作用更应予以充分肯定 。

4.3　关于赋予情感策略验证的两点说明

首先 ,如前所说 ,作为教学策略的一种 ,赋予情感策略也只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用以指导其教

学行为的操作指南 ,为教师对不含情感因素的教材内容进行情感性处理提供了操作上的具体指导 ,

但它本身并不是具体的方法 ,而是可以将其要点贯彻于具体的教学方法之中。这里用教学实验手

段验证的寓物理教学内容于情趣化的讲解之中的漫画教学法 ,便是贯彻该策略要点的一个具体方

法。对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检验 ,也是对该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一次检验 。诚然 ,由

于该策略可以在多方面加以运用 ,可贯彻于各种方法之中 ,因此 ,若再能对该策略其它各种方法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加以实验验证 ,则就更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了。

其次 ,赋予情感策略是用以对教材内容的情感性处理的 ,其直接的影响对象是学生的情感活动
而非认知活动 ,对学生认知的影响是相对间接的 ,所以通过一堂课很难体现出学生在认知上的效

果 ,只是反映一种趋势而已。从另一方面说 ,该策略虽是针对学生的情感活动的 ,但高级情感的形

成和发展更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也非一堂课所能充分体现出来的 ,在一堂课上能体现的多为情

绪上的影响和变化。我们从一堂课的教学实验中 ,只能从情绪和情感的关系上来推演出该策略对

学生高级情感的发展所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但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控制无关变量的干扰 ,使策略

的验证更为科学 ,我们还是通过一堂课来加以检验 。以后如有条件应再设法延长实验时间 ,以便能

更好地检验该策略对认知和情感的较长时的作用积累的效果。

5　结论

5.1　经教学实验的初步证实 ,在内含中性情感因素的理科教材内容中可以运用赋(下转第 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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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领域 。

对儿童元记忆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认识过程的了解。如果研究者们能在上述领域展开一些富

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对元记忆的了解会更加深入 ,人类记忆的开发与应用也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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