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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教学的情感测评一直是教学心理学和教学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借鉴布鲁姆情感目标分类思想 ,从情感教学

心理学原理出发 ,并在我国大量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尝试构建较为符合我国教学实际情况的三维度四层次的课堂教学情感

目标分类框架 ,以冀为进一步编制有关的课堂教学的情感测评工具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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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世纪之交启动的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 ,正在全国深入推进。在这次新课程改革中 ,在各

科教学的课程标准里明确提出了三大教学目标 ,其

中之一就是情感目标 ,即“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

它与另外两大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 、“方法

与过程目标”一起构成教学目标中三足鼎立之势
[ 1]
。

在学科教学中如此重视情感目标 ,实为新中国建立

以来首次 ,这对于扭转教学实践活动中长期以来所

形成的重知轻情的失衡状况 ,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

提高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表明 ,由于情感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以及人们对教学

中的情感现象认识不足 ,无论是东部沿海的发达地

区 ,中部欠发达地区 ,还是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的一线

教师 ,大多不知道如何在教学中运用情感优化教学 ,

实现教学的情感目标[ 2-4] 。为此我们研究了以情优

教的教学思想[ 5 , 6] 、教学原则[ 7] 、教学策略体系[ 8] ,进

而又探索了情感教学模式 ,为第一线教师的教学提

供操作上的指导 。但紧接着便面临一个突出而棘手

的问题:如何评估这些教学策略乃至教学模式在促

进学生情感发展方面的作用呢? 如何对教师的课堂

教学在落实情感目标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 这就涉

及课堂教学的情感测评问题 ,其中一个基本的前提

就是要解决课堂教学的情感目标分类 。本文就这一

问题作理论框架上的探索 ,为课堂教学的情感测评
提供依据 。

1　课堂教学中情感的形成性评价

　　随着对教学中情感因素(affective factors)的逐

渐重视 ,一个十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如

何评价教学对学生情感的促进作用 ?这里涉及情感

形成和发展的机制问题 ,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就是情感形成需要相应的情绪体验的积累。情绪体

验对情感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9] :

在情感萌发阶段起着某种触发的作用 ,例如 ,学生原

先并不喜欢语文课 ,遇上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 ,听了

第一次课 ,就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到的激动情绪 ,这

种体验正是喜欢语文情感的最初感受 ,起着“先导”

的作用;在情感形成阶段起着必要的沉积作用 , 例

如 ,那位学生在以后的语文课上多次引起这样的激
动情绪 ,那么他很可能逐渐形成喜欢语文课的情感 ,

正如前苏联心理学家富尔顿纳多夫所说“如果情感

体验以情绪过程的形式多次重复 ,它确实可能变成

对相应体验的稳定的倾向性”[ 10] ;在情感形成之后

起着巩固作用 ,例如 ,那位学生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

没再遇到那样优秀的语文教师 ,甚至常给他带来不

愉快的体验 ,那他已形成的对语文课的积极情感也

会发生变化 ,甚至消退 。了解了情绪在情感形成过

程中的这一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学生在课堂教

学中的情绪受教学的积极影响情况 ,来反映教学对

学生情感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当教师在教学中根据

教学的情感目标采取某种情感教学模式及其相应的

教学策略来优化教学 。落实学科教学的情感目标

时 ,总希望能在教学过程中 ,透过学生身上所发生的

情绪体验的变化看到该教学模式及其策略的运用效

果 ,这就需要运用形成性评价手段来加以检验。

在教学评价中 ,人们从教学评价发生的时机上

划分 ,可以将教学评价分为诊断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
和终结性评价。诊断性评价(diagnostic evaluation)

发生在教学活动之前了解学生学习的原有水平;形

成性评价(formative evaluation )发生在在教学活动

之中了解学生学习的进展情况;终结性评价(sum-

mative evaluation)发生在教学活动之后了解学生学

习的最终效果[ 11] 。这三种教学评价的目的不同:诊

断性评价的目的在于使教学适合学习者的需要和背

景 ,以便对症下药 ,因材施教;形成性评价的目的在

于改进教学的某些方面 ,提高教学质量;终结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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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在于对教学效力 、达到预期目标的状况进行

鉴定。其中形成性评价还可进一步表述为:“在教育

活动过程中 ,评价活动本身的效果 ,用以调节活动过

程 ,保证教育目标实现而进行的评价”[ 12] 。这种评

价能及时获取反馈信息 ,有利于适时调节教学变量 ,

缩小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 ,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学生的情感发展 ,有一个较长的隐性积累的过

程 ,要了解教学在促进学生情感发展这一教学目标

的达成情况 ,不仅需要实施学生情感的终结性评价 ,

更需要实施学生情感的形成性评价:前者测评学生

情感通过一个阶段的教学所发生变化的情况 ,以鉴

定该教学是否具有促情上的有效性 ,即阶段的促情

效果;后者测评具体的一堂课的教学对学生情感的

影响情况 ,以鉴定该教学是否具有促情性 ,即当场的
促情状况 ,它对教学过程的评价更有参考价值。当

然 ,这种影响是否能最终导致学生情感上的持久变

化 ,还要用终结性评价对一段时期的教学效果加以

鉴定 。

2　布鲁姆的情感目标分类思想的启发与局

限

　　当我们涉及对教学活动中学生情感进行形成性

评价问题时 ,我们就会想到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J.

S.Bloom)的研究成果 。以他为首的委员会对教学

的情感目标分类进行了系统研究 ,并于 1964年公布

了由克拉斯沃尔(D.R.Krathw ohl)具体负责制定

的情感领域的教学目标分类 ,提出了影响较大的情

感领域(affective domain)的目标分类(classif ication of

educational g oals)体系。布鲁姆认为教育基本功能

是发展 ,而不是挑战 ,因此 ,最适合这一教育观而实

施的教育评价的工具不是常模参照测验 ,而是准则

参照测验 ,其测量的目标应该是一个按等级层次排

列的连续体[ 13] 。情感这一维度也应视为按等级层

次排列的连续体 ,但对其描述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简

单到复杂” , “从具体到抽象”上 ,还有“从外部控制到

内部控制” 、“从有意识到无意识”的特征 , 即内

化[ 14] 。因此 ,在其目标分类系统中 ,从接受 、反应 、

价值评价 、到组织 、价值或价值复合体的性格化 ,情

感以内化(internalization)为维度划分出 5 个不同层

次 ,每个层次上的情感都有特定的内涵 ,并且还都有

各自的亚层次(见图 1)
[ 15]
。这就有利于克服我国教

学实践中教师以往在进行教学评价时出现的评价目

标“大而无当”无法具体操作的困境。

但在我国教学实际中运用上述理论时仍遇到三

方面的困难:一是缺乏基于上述理论的测量工具 ,使

评价最终无法进行数量化的操作;二是分类体系过

于烦琐 ,特别是亚层次之间有时很难区分;三是由于

存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使该体系所使用的

概念(接受 、反应 、价值评价 、组织 、价值或价值复合

体的性格化)和思维习惯同我们的有所不同 ,难为广

大第一线教师所接受。即便如此 ,这种“内化”过程

的描述和“按等级层次排列的连续体”思想 ,对我们

运用等级的办法来刻划学生情感体验在教学过程中

发展情况带来启发 ,也为教学中运用适当的指标对

学生的情感作出形成性评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

鉴。

图 1　布鲁姆的情感目标分类

3　我们的课堂教学情感目标分类的维度

　　布鲁姆的教学认知目标分类是从单一维度上分

层递进的:知识 -领会 -运用-分析 -综合-评

价[ 16] 。在涉及教学的情感目标分类时 ,其思维模式
似乎与其认知目标分类相应 ,也是一个单维分层递
进的过程:接受-反应-价值评价-组织-价值或
价值复合体的性格化。然而情感现象与认知现象有

本质的不同 ,课堂中的情感现象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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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对课堂教学中情感连续体特征的描述似乎不

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维度 ,还需进一步探索。打破上

述思维定势 ,我们便从情感教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

中学生情感发展实际两个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首

先 ,从情感教学心理学的理论角度思考 ,我们已经在

分析和揭示教学活动中情感因素的静态特征(三大

情感源点)和动态特点(三大情感信息回路及其十二

条支路)两方面情况的基础上构建了三条情感性教

学原则 ,形成情感性教学原则体系[ 7] 。这就是乐情

原则 ———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积极创设条件让学

生怀着快乐-兴趣的情绪进行学习;冶情原则———

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积极创设条件使学生的情感

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陶冶;融情原则 ———在教学活

动中 ,教师要积极创设条件使师生人际情感在教学

过程中积极交融 。三大教学原则在教学中的实施结

果 ,则有助于学生三方面的情感发展:一是对学习的

乐趣(乐情原则);二是情感体验的丰富(冶情原则);

三是师生 、生生间的情感融洽(融情原则)。其次 ,从

大量第一线教学实践活动角度分析 ,教学活动对学

生情感发展的影响也主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对学

习内容的喜欢程度能否增加;在学习中各种情感体

验是否增多;与教师和同学的情感有否增深。而这

三方面的情感发展恰与情感性教学原则对学生的情

感促进的方面吻合。可以说 ,这不是简单的巧合 ,而

是对教学中的情感现象的不同角度的认识 ,体现了

对同一个规律的反映或揭示。我们把这三个方面概

括为课堂教学情感目标分类的三个维度:乐情度 、冶

情度和融情度。

3.1　乐情度———教学能促进学生对其喜欢的程度。

这是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教学影响学生情感的首要

方面 。如果你的教学不能使学生喜欢你的课 ,那么

其他一切的育情效果都将无从谈起 。正如法国教育

家卢梭(J.J.Rousseau)所说:“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

喜欢你所教的东西”[ 17] 。从新课改的角度说 ,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乐学情操正是教学的情感目

标之一。例如 ,教师通过巧妙组织教学内容 ,使学生

被其所呈现的内容所吸引 ,产生对该课的好感 ,便是

这一方面的情感上的影响 。这一影响直接关系到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涉及的是学习动力的激发问题 ,已

成为教育心理学所着重加以研究的传统领域和永恒

课题 。同时 ,情感教学心理学研究表明 ,情感具有一

系列独特的功能 ,它会通过学生乐学而表现出各方

面的促学作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处在快乐-兴趣

的情绪状态时 ,情感的动力功能(情感对一个人的行

为活动具有增力或减力的效力)、调节功能(情感对

一个人的认知操作活动具有组织或瓦解的效能)和

疏导功能(情感具有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对他人言行

的接受程度的效能)就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有助于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提高学习效率 、促进外部的教

学内容的内化等[ 7] 。我们把这方面的情感影响归入

乐情维度 ,这从表面上看是学习的倾向性问题 ,其实

涉及的是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喜好情感的形成过程 ,

也即乐情的内化过程 。

3.2　冶情度———教学能使学生获得积极的情感体

验的程度。这是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教学影响学生

情感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这主要是通过教学内容的

传授来引发学生有关的情感体验 ,达到陶冶学生情

感的目标的 。从新课改的角度说 ,培养学生各种真

善美的高尚情感正是教学的主要情感目标 。例如 ,

教师通过适当的情感性处理手段 ,将蕴涵各种情感

因素———显性情感因素 、隐性情感因素 、悟性情感因

素和中性情感因素类型的教材内容中的情感给予充

分表达 ,使学生在接受认知信息的同时受到情感上

的感染[ 18 ,19] 。情感教学心理学研究表明 ,作为学生

的高级情感 ,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平时教学中的积

极情绪体验的积累。一堂课中所获得的积极情绪体

验 ,是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形成和发展高尚情感的一

个极为重要的途径。因此 ,这一影响的实质就是在

教学过程中陶冶学生的情感 ,涉及的是学生情操的

培养问题。它为以往教育心理学所忽视 ,缺乏对这

一方向的深入研究 ,却又是我国素质教育所强调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育人方面。特别是在新一轮全国的

课程改革中 ,把培养学生的情感作为各科教学的目

标的形势下 ,这一维度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

们把这方面的情感影响归入冶情度 ,从表面上看是

学习中的移情性问题 ,其实涉及的是学生的各种高

尚情感的形成过程 ,也即冶情的内化过程 。

3.3　融情度———教学能使学生与教师和周围学生

情感融洽的程度 。这是作为特殊的人际交往过程的

教学活动对学生情感影响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方

面 。我们知道 ,教学是师生根据教学目标 ,围绕教材

所开展的一种特殊的人际交往过程 。在这个过程

中 ,学生不仅学到知识 、发展能力 、形成高尚情感 ,也

逐渐产生了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人际情感 。这种

情感不仅是学生踏上社会前非常重要的社会化情

感 ,为日后发展广泛的人际社会情感创造必要的条

件 ,而且它本身具有促进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各方

面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把这方面的情感影响归入

融情度 ,从表面上看是学习中的师生情感的融合问

题 ,其实涉及的是学生对现实中的各种高尚的人际

情感的形成过程 ,也即融情的内化过程。

总之 ,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情感优化教学效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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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情感层面上的作用 ,主要概括为三个维度:乐

情性 、冶情性和融情性 。它与布鲁姆的内化维度相

比 ,不仅更全面刻划学生在教学中的情感变化 ,而且

相对来说更具有外显性 ,更易体现过程性特点 ,更适

合形成性评价。

4　我们的课堂教学情感目标分类的层次

　　为了更好地反映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情感发展的

过程 ,有必要在乐情度 、冶情度和融情度三个维度上

分别划分出不同内化程度的层次 ,并用相应的术语

加以标定 ,形成了四层次的结构。

4.1　根据教学使学生对其喜欢的程度 ,可在乐情度

上划分出由低到高逐级递进 、逐步内化的 4个层次:

接受 、反应 、兴趣和热爱。接受是指学生对所教内容

表现出愿意接纳的意向 ,为该情感维度上的最低层

次 。反应则是在接受的基础上 ,学生进而表现出对

教学内容一定的主动参与态度 ,作出积极的反应 。

兴趣则是在反应的基础上 ,学生对教学内容表现出

明显的喜欢情感。热爱是该维度上的最高层次 ,是

在兴趣的基础上进而表现出在教师指导下欲积极追

求所教内容的强烈情感(见图 2)。例如 ,在几何课

上 ,学生能注意听教师讲解这方面内容 ,为第一层

次;学生进而能主动举手发言 ,回答教师的提问 ,为

第二层次;学生对几何课有兴趣 ,乐于看几何书 、解

几何题 ,为第三层次;学生下课后还能主动找几何参

考书看 ,深入钻研 ,向老师请教超出上课教学内容范

围的几何问题 ,则为第四层次。

图 2　乐情维度及其四个层次

4.2　根据教学对学生情感的陶冶程度 ,可在冶情度

上划分出由浅入深逐级递进 、逐步内化的 4个层次:

感受 、感动 、感悟和感化。感受是指学生能体会到教

师在教学中所表现出的教材内容中所蕴涵的情感 ,这

是该维度上的最底层次。感动则是在感受的基础上

自己也产生相应的情感。感悟是引起内心深处的情

感上的触动 。感化是某种情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个

体把内心深处的感受上升到理性的层面 ,成为某种新

的情感形成中的一个触发点和情感发展中的一个新

生点。这是该维度上的最高层次(见图 3)。例如 ,在

语文课上 ,教师很有感情地讲解《十里长街送总理》这

篇课文 ,学生体会到教师所表达的蕴涵在课文中的对

革命领袖的缅怀之情 ,为第一层次;学生受到感染 ,也

产生相应的缅怀之情的体验 ,为第二层次;学生不仅

产生相应的情感 ,而且还深受感动 ,甚至流出了激动

的眼泪 ,为第三层次;学生在这堂课上产生如此深刻

的情感体验上的印象 ,以致久久不能忘怀自己曾在这

堂语文课上所经历过的那段情感体验 ,成为日后形成

和发展对革命领袖的崇高情感的一个新的触发点 ,在

其今后的生活中都将留下重要影响 ,为第四层次。

图 3　冶情维度及其四个层次

4.3　根据教学能使学生与教师和周围学生情感融洽

的程度 ,可在融情度上划分出由疏到亲逐级递进 、逐

步内化的 4个层次:互动 、互悦 、互纳和互爱。互动是

指师生间围绕教学活动发生了人际的互动 ,这是该维

度上的最低层次。互悦是指师生间的人际关系在教

学活动中达到积极呼应的程度。互纳是指师生间的

人际关系在教学活动中达到友好互助的程度。互爱

是指师生间的人际关系在教学活动中达到互敬互爱 、

亲密无间的程度 ,这是该维度上的最高层次(见图 4)。

例如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师生双方提问 ,让学生

和教师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达到互动 ,为第一层次;

教师进而创造了和谐的气氛 ,使师生主动积极地参与

相互交流 、和睦愉快的教学情境之中 ,为第二层次;师

生通过教学活动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自觉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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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状态 ,相互支持 、相互鼓励 、彼此好感 ,为第

三层次;当师生的感情继续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达到

高度默切 、融洽的程度 ,尤其表现在学生爱戴教师 、体

贴教师 、主动关心教师方面的行动上 ,为第四层次。

图 4　融情维度及其四个层次

5　小结

　　我们在布鲁姆的教育领域的情感目标分类思想

基础上 ,借鉴我国大量教学实践经验 ,从情感教学心

理学理论和教学中学生情感发展实际两个方面进行

探索 ,初步构建较为符合我国教学实际情况的由乐

情 、冶情和融情三维度和由逐级递进 、逐步内化的 4

个层次组成的课堂教学情感目标分类框架 ,试图通

过对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情感体验反应情况测评 ,

来评价某课堂教学在落实教学的情感目标方面所能

发挥的促情作用程度 ,既符合教学中情感测评的间

接性特点 ,又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特点。它为我

们在此基础上研制测量工具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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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Affective Goals of Classroom Teaching

Lu Jiamei
(School of Educat ional S cience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234)

Abstract　 Assessing affection in classroom teaching has been a problem that instruction psycholog y and teaching practice seek to

solve.Borrowing from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in the affectiv e domain put fo rward by B.S.Bloom and basing itself on the

principle of affection instruction psycholog y and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 this article constructed the classification frame of affec-

tiv e goals of classroom teaching w hich accords with the real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four levels in three dimensions , and laid a theo-

retical foundation fo r further compiling related tools of affection assessment.

Key words:classroom teaching , affective goal , goal classification ,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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