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情感教学模式的四环节构建的情感教学策略体系 

情感教学模式的结构-程序，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从总体上把握教学的格局

提供了准绳，但如何具体实施仍需要有教学策略方面加以指导。教学策略

（teaching strategy）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用以指导其有效教学行为的操作指

南,对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活动具有最直接的指导意义。也可以说，当教学策略

一旦纳入教学模式的范畴之中，它就成为有效推动相应的教学模式运行的教学操

作指南，是教学模式在教学实际操作情境中的延伸。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是情感教

学模式，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教学策略也就是有效推动情感教学模式运行的教学

操作指南，谓之基于情感教学模式的情感教学策略。 

一、基于情感教学模式的情感教学策略体系 

这是在情感教学模式的四环节（诱发、陶冶、激励和调控）上构建的，配

合各环节使用的教学策略，并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它与基于教学的四要素（内

容、组织、环境和评价）构建的情感教学策略体系形成相互补充促进的关系，为

教师在教学中灵活运用情感教学策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余地，以便更好

地适应复杂的教学情境。 

（一）在诱发环节上 

1、认知匹配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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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形式匹配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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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超出预期策略：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恰当处理教学内容，使呈现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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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

习的积极性。 



4、目标吸引策略：指教师通过直接提出对学生富有吸引力的教学目标，使教

学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相联系，诱发学生的学习心向。（直接提出对学生具有吸

引力的教学目标） 

5、情境模拟策略：指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创设符合学生年龄特征的生活情境，

使学生“身临其中”富有情趣地进行学习。（可以用在一、二、四环节） 

6、设置悬念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巧设悬念，导入内容，激活学生

的探究需要，引发学习心向。 

（二）在陶冶环节上 

1、展示情感策略：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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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示，从而使学生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 

2、发掘情感策略：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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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掘，从而使学生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 

3、诱发情感策略：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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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赋予情感策略：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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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情感迁移策略：指教师引导学生将自己对某对象的良好情感迁移到有关的

教学活动中来，使学生对这一教学活动也具有相应的情感体验。 

（三）在激励环节上 

1、正向性评价策略：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时，要从鼓励的角度出

发，充分给予学生正向的、富有促进性的评价，使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增

强后继学习的动力。 

2、特色性评价策略：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时，要从具体方面着重

指出其能区别于他人的特点，使学生产生一种真正被教师所重视和欣赏的感受，

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增强后继学习的动力。 

3、主体性评价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作为主体参与教学评价，



实现学生间的互评互励，使学生作为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同时感受到鼓励而增强学

习的自主性和后继动力。 

4、象征性评价策略：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时，运用能引起学生兴

趣的象征性刺激物强化学生的正确反应，以提高其积极情感体验的强度，增强后

继学习的动力。 

5、归因诱导策略：指教师引导学生对自己学习的成败正确归因，以克服不

良情绪，明确努力方向，增强学习的自信和动力。 

6、竞争互助策略：指教师通过组织教学活动，营造学生间既竞争又合作的

学习情境，调节学习气氛，增强学习动力。 

7、期待激励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设法让学生感受到对其发展潜能

的信心和期望，以此激励学生，增强学习动力。 

8、典型影响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通过褒奖学生的典型事例，以点

带面，优化学生群体心理氛围，增强学习动力。 

9、质疑解疑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并

加以解决，强化探究欲望，增强学习动力。 

（四）在调控环节上 

1、灵活分组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按学业、能力、个性等方面的差

异将学生分成若干异质学习小组，加强生生交流，促进合作学习，使学生在良好

的心境中学习。 

2、表情调控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注重运用积极的言语表情和非言

语表情，营造和谐的心理氛围，使学生在良好的心境中学习。  

3、张驰调节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通过有张有弛地调节教学气氛，

改变学生的情绪强度，使学生始终处于有利于学习的心境之中。 

4、创设氛围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利用各种教学设备，创设符

合教学活动需要的情感氛围，使学生在良好的心境中学习。 

5、良性积累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通过与学生的积极互动，促进师

生友好情感的良性发展，使学生在师生关系融洽的情感氛围中学习。 

6、角色转换策略：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通过有意识地与学生进行角色转

换，让学生暂时充当“教师”，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使学生在活



跃的情绪氛围中学习。 

二、情感教学策略体系的几点说明 

1、这些情感教学策略是我们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践归纳的途径获得的，是情

感教学心理学理论和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

和实践基础，并通过随后的教学现场实验，其可行性和有效性也都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实证检验。 

2、作为情感教学模式中的教学策略，它们是动态的、开放的，不是一成不

变的、自我封闭的，它们将在情感教学模式的基本理念和要求下通过教学理论的

考量和实践的检验，不断修正、补充、丰富、完善，做到吐故纳新、博采众长，

以冀最终形成一个最优化的策略体系。 

3、教学策略不是具体的教学方法，在运用教学策略时所采取的方法是由教

师根据具体教学情况而选择的。犹如毛泽东当年概括总结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

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实就是游击战争的作战

策略，对具体作战具有指导意义。至于究竟如何落实这一作战策略，仍需广大指

战员根据具体情况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如“敌驻我扰”，怎么扰，是张

贴传单，搔扰部队，还是爆炸军火库，破坏交通线，抑或数法并用，综合对待，

这要酎情而定。教学策略的运用，也同样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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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教学策略的外

延比教学方法宽广，层次比教学方法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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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是可以，而

且也应该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的，相对于某一教学策略，可以有多种方法的选择

和创造，因此，即便有了情感教学策略体系，在策略运用中教师仍可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大量具体的创造性方法的探索和实践。 

4、我们为了便于教学一线教师在情感教学模式运用中选择策略，特根据各

策略发挥作用的情况，将它们分别归并到模式的各相应的环节上。但这并不意味

着，对于某一条策略来说，它所能发挥的教学作用仅仅局限在某一固定的环节上，

它也完全有可能在其他环节上发挥作用。这种一条策略多种效能的情况，在教学



中并不少见，它恰恰反映了策略功能的多元化特征。例如，赋予情感策略被归纳

在陶冶环节上，是因为通过赋予教学内容以一定的情感色彩，能使学生获得相应

的情感体验，起到陶冶情感的作用，但同时由于这种情感体验，有时也能使学生

对教学内容产生学习的心向，故也可归入诱发环节；情感迁移策略被归纳在陶冶

环节上，是因为将学生对某对象的良好情感迁移到有关的教学活动中来，产生对

教学活动的良好情感，发挥了陶冶情感的作用，但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很好地处理

师生关系，也能将学生对他的良好情感迁移到他所组织的教学活动上，那么也就

能起到诱发学生对其教学内容的学习心向的作用，故也可归纳入诱发环节；竞争

互助策略被归纳在激励环节上，其作用是教师将竞争机制引入教学活动，有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但同时也起到振作学生精神，使其处在良好情绪状态之中，

也可归入调节环节；期待激励策略被归纳在激励环节上，其作用是通过教师对学

生的信心和期望来激励学生的学习动力，但同时也使学生因获得这种感受而处于

良好的情绪状态之中，故也可归入调节环节；典型影响策略被归纳在激励环节上，

是因为通过褒奖个别学生，以点带面增强学生群体的学习动力，但也可能因此调

节了学生群体的情绪状态，也可归入调节环节；情境模拟策略被归纳在诱发环节

上，是因为它能使学生富有情趣．．地学习，符合诱发环节的核心内涵。其实，由于

它创设某种生活情境使学生能“身临其境”，那么结合某些教学内容，也可能起

到陶冶学生情感的作用而归入陶冶环节。进而，由于所创设的某种生活情境使学

生感到愉悦，那么也可能起到调节学生良好情绪状态的作用，归入调节环节。 因

此，我们上述所作出的模式各环节上的策略划归，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划分。

这也对后面第二编和第三编所列各实验研究中出现的现象——一条策略在不同

实验中会划入不同环节，作出必要的诠释。 

 

在基于情感教学模式四环节的请情感教学策略体系和基于教学四要素的情

感教学策略体系中，部分策略是通用的，而且这些策略十分重要，其中不少关于

某策略的理论阐述和实践论证的研究报告已发表于《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

法》《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发展与教育》等重要刊物上，以下 9 篇

研究报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