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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堂教学中认知与情感的关系探讨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四中 李 蕾

摘 要：历史教学不仅要完成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在历史学习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为达
到这一教学任务和目标，我们需要在历史知识中挖掘出蕴含的巨大精神财富，并把其变成有效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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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标准》明确设定了三维课程目标，尤其突出了历

史学科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方面独有的具体要求。所以历史

教师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学生的心理体验、情感震撼、内心选

择、精神升华和外人无法观察与干预的特殊性，要给学生创设充

分参与体验和感受的机会和环境，尊重学生个性和体验的独特

性，教师负责示范、引导、升华与启发指导，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教

师的引导下真实、积极主动地去感受历史文化，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
这些论述都在时时提醒历史教师，必须在课堂教学中把认

知与情感结合起来，依托认知发展情感，借助情感深化认知。
1. 认知与情感构成一个整体。每个人的行为既有认知的成

分，又有情感的成分。认知与情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构成一个

整体。教学过程是以人的整体的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认知活动和

情感活动相统一的过程。认知因素主要解决能不能、懂不懂、会
不会的问题，情感因素则解决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相信不

相信的问题。认知活动和情感活动都是随学习过程同时发生和

发展的。情感是促进认知水平提高的动力，认知水平的提高也促

使情感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它们互为目的和手段。如果没有认知

因素的参与，教学任务不可能完成；同样，如果没有情感因素的

参与，教学活动既不能发生也不能维持。
2.认知是引起和促进情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情感是人对事物

与自己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是以认知为基础

的，人只有在通过认知反映客观事物的属性、揭示客观事物对人

的意义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相应的情感。人的情绪的产生是受到

认知影响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各种较

稳定的、主要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情感的形成，也是以认

知为基础的。在历史教学中，只有对历史现象有了基本的认知，

才能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审美意识、科学态度、国际意识等情感。与此同时，认知也是影响

情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历史认知的深化发展，往往会改变人们

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判断与评价，受到不同时代限制的

历史认知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历史判断和评价，与这些判断、评价

伴随的情感也就随着认知的深化而发展变迁，在课堂教学中学

生的情感体验由低级向高级、由肤浅向深刻发展。
3.情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认知活动顺利开展的保证，情感对

认知活动起着推动和组织作用。情感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好奇心、惊异感、美感、认知偏好，推动学生趋向学习目标，也

可以抑制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稍遇困难便浅尝辄止。情感还可

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使学生的创造力得到很好的发挥。当学生

对某些知识现象产生强烈的欲望与情感时，就很容易产生与此

相关的想象，其情感体验越丰富，想象就越活跃，思维的创造性

也就越能得到充分发挥。积极的情感有利于学生自我调节学习，

消极的情感则激发学生依靠外部条件调节学习。缺乏情感的作

用，即使有良好的学习潜力，学习的积极性也不会被调动起来；

相反，当学生处于积极的情感状态时，他们就会变得乐于学习、
善于学习，就会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如案例分析：

在《夏商西周的社会与国家》一课中，商周时期的社会等级制

度和阶级关系是本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下面是教学实录片段：

师：现在我们把全班同学分成三组，三组的地位分别是贵
族、平民和奴隶（随意分组）。
生（“奴隶组”学生抗议）：为什么把我们分为“奴隶组”？
师：其实在那个社会，每个人一生下来，他的身份就已经确

定了，通常很难改变。请同学们用 2分钟的时间，把各自所在阶
层的生活状况和地位仔细阅读一下，我们一会儿来交流。

师：我们先请“贵族”代表说一下你们贵族阶层由哪些人构
成？你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你们是怎么对待奴隶的？
生：贵族由周王、诸侯、卿大夫和士组成。我们享有特权，担

任官职，是统治阶级，不把奴隶当人看。
师：那请“奴隶们”讲一下你们的悲惨生活。
生：奴隶们属于贵族，来源于战俘和囚徒，无人身自由，强迫

服苦役，还经常被杀害用来祭祀祖先或殉葬。
师：贵族与奴隶之间的平民有什么要说的吗？
生：我们平民隶属于贵族，被驱使进行大规模集体劳动，但

也有一些生产工具和家庭副业。
师（面向“奴隶组”）：贵族的生活很腐化，不把你们当人看，

你们应该怎么办？
生：我们要起义！我们要造反
师（面向“贵族组”）：奴隶们要起义了，他们不满你们的生

活，你们该怎么办？
生：镇压，派兵攻打他们……
分析：在这个教学片段中，教师给每个学生都设定了不同阶

层的身份角色，学生在阅读课文时能够有针对性。学生能站在角

色的立场上，用自己的语言阐释课文的内容。在讲解奴隶与贵族

的阶级矛盾时，双方学生甚至到了群情激奋的地步，说明学生已

经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了。这种体验式教学方式，不仅发挥了学

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而且促使学生自主建构历史认知，有

助于学生体验真实历史人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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