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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教育理论下的学校教育发展变革
——基于苏霍姆林斯基情感教育理论的思考

罗小晶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 情感教育是苏霍姆林斯基全面发展和谐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融于智育、劳育、体育、美育和德育之

中的，也是联系教育发展各个部分的桥梁和纽带。从苏霍姆林斯基情感教育理论出发，分析情感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

重要地位，进而指出在情感教育理论视角下，学校教育发展变革应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应当将情感融于课堂教学之

中；第二，要构建凸显情感教育的校园文化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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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under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Education

——Thoughts on Suhomulinski's Emotional Educ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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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ukhomlinski's theory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harmony educa-

tion. It is integrated into intellectual education, labor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the various part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Sukhomlinski's theory of

emo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emotional education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education theory,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school education should proceed

from two aspects: first, emo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second, campus writing highlighting emo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and we should protec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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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霍姆林斯基的情感教育理论

“所谓情感教育，就是关注人的情感层面如何在教育的影

响下不断产生新质、走向新的高度，也是关注作为人的生命机

制之一的情绪机制，如何与生理机制、思维机制一道协调发挥

作用，达到最佳功能状态。”[1]

1.1 情感教育贯穿于全面和谐发展教育之中

苏霍姆林斯基全面和谐教育是一个包括“全面发展”、“和

谐发展”与“个性发展”二者在内，并互相融合在一起的整体教

育,而这种整体教育是与情感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智力不仅表现在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方面，还应

体现在具有高尚的道德感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方面。”从苏霍姆

林斯基的教学目的观中，情感教育在其教育思想中所占的地位

就可见一斑。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情感教育渗透于全面和谐

发展教育的各个部分，情感教育是联系教育发展各个部分的桥

梁和纽带。全面和谐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情感教育

也并不是独立于五育之外的一种教育，而是与五育相互贯通、

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情感教育是五育协同共进的隐形推动力。

1.2 情感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形式

苏霍姆林斯基所谈到的情感教育，主要指“理智感”、“道德

感”和“美感”三个内容。“理智感”主要指惊奇感、求知欲和成

功感。一方面，强调学生学习时应当持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和渴

求习得知识的心理状态，为之后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成为知识的探究者与发现者；另一方

面，学生只有在学习中感受到自己的“成就”，才会产生一种发

自内心的自我肯定与继续学习的冲动，从而反过来加深学生的

惊奇感与求知欲，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之下而

主动地进行学习。“道德感”占据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的

主导地位，道德情感的培育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指的

是个人对各种事物现象所持的态度，即对各种事物现象的看

法、评价和感受，它包括同情感、责任感和义务感、羞耻感、正义

感、灵感等。[2]“美感”即美的感受，是审美主体在观察审美对象

时所产生的感受、体验、认识和评价，是苏霍姆林斯基情感教育

思想另一个重要方面。

2 将情感教育融于课堂教学中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课堂教学是学校情感教育的主阵地之

一。随着三维目标、核心素养的提出，课堂教学无疑越来越注

重课堂中学生的情感教育，不仅关注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而

且关注学生在情感、精神层面的发展。帕克·帕尔默曾指出，

教学是智能的、情感的、精神的整合体。“如果把教学缩减为纯

智能的，它就是冷冰冰的、抽象的；把教学缩减为纯情感的，它

就成了自我陶醉；把教学缩减为纯精神性的，它就丧失了现实

世界的根基。”[3]教学应当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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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课堂教学是师生富有情感的真实相遇

“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4]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相

遇。师生双方，相互靠近，彼此敞开心扉，才能真正做到相互平

等，只有真正相遇了，彼此才能真正相互沟通。异在的东西与

“我”相遇，这就使我超出自我本身，去感受自我以外的世界而

不囿于自我。正如马丁布伯所说，在相遇中“应该根除的绝非

是‘我’，而是惟我独尊之妄虚本能，它诱使人回避那缥缈不定，

茫昧恍惚，无所延绵的关系世界，逃入‘对物的占有’”。[5]教师

在面对学生、学科知识这两个复杂的对象的时候，首先要做的

就是懂得学生，坦然地、无私地面对这些教师每天都会见到的

个体，突破与学生分隔开来的状态，这也正是情感教育走进课

堂教学的基础之所在。

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教育所能带来的现实利益成为

了国家、学校、社会、个人所关注的焦点，掌握知识的数量成为

了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教育很大程度上被窄化为知

识教育。当教育被窄化为理智知识教育时，整个教育在情感层

面的发展目标则被边缘化甚至淡化，课堂教学被认知教育所替

代，学生学习、考试，重复单一的行为使得学生在对成绩、知识

点的角逐之中成长，导致人的“情感”这一生命优势被忽略。苏

霍姆林斯基说：“在我们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学生

看成是活生生的人。学习并不是把知识从教师的头脑里移注

到学生的头脑里，而首先是教师跟儿童之间的活生生的人的相

互关系。”[6]课堂教学不仅是认知教育实践的场地，也应该是情

感教育生长的地方。情感是课堂教学得以真正成功的保障，使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不仅实现知识的积累与掌握，也能够在情感

的字样中形成正确的态度、价值观。找回情感教育在课堂教学

中的应有地位，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推动学校教育走向完善

的关键之处，要使情感教育始终贯穿于课堂教学之中。

2.2 实现情感教育与认知教育融合

苏霍姆林斯基说：“我确信，没有情感的高涨，就不可能有

儿童脑细胞的正常发育。我通过对低年级学生脑力劳动的多

年观察证实，在情绪十分高涨的时候，孩子的思维特别清楚，识

记进行得也很紧张。”[6]情感教育不仅是通过教育来培养学生的

情感，也是使学生在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下进行学习。使学生

在课堂教学之中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了解学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充当着组织者与

实施者的角色，实现情感教育，教师首先必须对课堂中的每一

个学生有着充分的了解，了解不同学生的认知风格、学习方式，

以便在教学过程中采取灵活地方式尽可能地给予每一位学生

以回应。在课堂教学之中，教师应努力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全

体学生的课堂表现，有针对性地为不同学生创造表达、提问、思

考的机会，使学生在课堂的学习之中，体会到自己的需求能够

及时地在老师或同伴中得以回应，得到来自教师与同学的及时

指导与激励。

第二，教师本身的情感状态。教师内心的教育信念、教育

热情、教育情感作为一种隐性因素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着影

响。首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良好的情感状态是表现为一种积

极饱满的情绪状态，能够以一种向上的情感来对待每一堂课，

能够让学生体会到教师对自己所授学科的热情，对所教学生的

爱。其次，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他说：“如果教师不得不使足全

部力气去回想教材内容，他的讲述缺乏情感，那么儿童就不会

感兴趣，而在没有兴趣的地方也就没有不随意识记。”[7]因此，教

师应当要采用能够调动学生好奇心、求知欲的讲授方法。教师

本身积极的生命状态，是课堂教学有效进行的前提条件，同时

也是对学生生命状态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3 构建凸显情感教育的校园文化

（1）构建富有情感的制度文化。学生和教师聚集于学校这

一专门的育人场所之中，有着固定的学制与教学形式，有着规

定的作息时间表、课程表等。“学生的角色涉及必须要有运动

和言语的控制”[8]同时，学校依赖于这些详尽可行的规章制度，

以及细致入微的纪律约束来保证学校的教育教学效率。学生

在学校学习，意味着要在规定的时间中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

在高度常规性的学科教学活动中，这一系列带有“权威性质”的

规定与要求，长期存在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这些蕴含的“服

从”、“等待”、“效率竞争”等因素也会在影响到学生的个体成

长，影响到学生走出学校之后的生活。学校的规章制度是学校

文化的一种体现方式，作为校园文化的一种形式，它以一种潜

在的形式影响着学生。因此，学校为学生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氛

围，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校人员众

多，学校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纪律和规章制度在学校教育就有

着存在的必然性。但学校日常规章制度应当更多地倾向于对

“人”的关注，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权力体对学生或者教师进行

控制。将“控制”转向为“柔性”的教导、引导，使学生能从内心

深处生长出约束感、责任感以及对学校的信任感，这样才能从

制度层面上体现对学生情感的引导、情感的教育。

（2）创造良好的校园语言文化。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

作为一个专门的育人场所，不仅要注重物质环境，人文环境的

和谐也是同等重要的，他说，要“努力做到使学校的墙壁也说

话”，让孩子所看到的每幅画、读到的每句话都能激起情感的反

应，渗入学生的心灵。[9]这些文字是一种潜在课程，即我们所说

的隐性课程，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产生一些非预期的学生学习

效果。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校公共场域内的语言倾向于一

种竞争的样态，过于竞争性的口号与标语，以及对认知目标的

过度追求使得学生在情感层面更多地持有竞争而非共生的姿

态。学校里出现的文字，是一种情感的展现，是一种对学生的

期望，更是一种美的体现。学校出现的每一个文字，都应当留

有足够的空间令学生去感受、体会和创造，它在学生精神面貌

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创造一种良好的校园语言文

化是使学校教育突破应试，转而关注人的“情感”、人的“生命”，

使学校教育生态从竞争走向共生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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