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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与情感是语言学习中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的两方面。而今随着教育模式的加速变革、教

学环境、学生的学习特点的变化,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消极情感更为普遍。为改善这种焦虑、冷淡、消极

低沉的学习情感,本文主要探讨在知情合一的教学模式下怎样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以促进英语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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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on and affect function as two sides of language learning interactively complementing with 

each other. Whereas nowadays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expanding emotional problems of indifference and 

anxiety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 with the changes in education mod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To light up the negative and gloomy learning emotion,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approache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positive learning affect under the integrative mode of cognition and affect, aiming to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by nourishing positive 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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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习情感问题在大学英语的学习中

表现为学习心态消极、被动,焦虑感和压

力感进一步扩大,课堂氛围压抑,低头现

象严重,学生参与度和积极性低,如何激

发英语学习的兴趣和态度成为高校英语

教师共同面对的挑战。认知与情感相互

促进,应将情感因素和认知统一起来,即

知情合一,来改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

语言学习现状。教师通过在教学中有意

识的培养积极的学习情感,及时调整适

切的教学观,将侧重“教师的教”转向重

视“学生的学”。 

1 理解学生的学习情感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

为：人的认知活动总是伴随着一定的情

感因素。语言教学中,学习情感包含学习

者的感情,感觉,情绪和态度。当情感因

素受到压抑甚至抹杀时,人的自我创造

潜能就得不到发展和实现。知情分离或

者只重视智力、能力的发展忽略学生的

学习情感,就无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只

有用真实、对个人的尊重和理解学生的

内心世界的态度,才能激发起学生的学

习热情,增强他们的自信心。[1] 

值得赞赏的是,2020年公布的《“90

后”教师现状调研报告》(简称调研报告)

中指出“90后”教师成长于高速发展的

社会环境和更加注重个体的时代,他们

所践行的教育“更加注重与孩子心灵的

距离”,经历着压力带来的焦虑,对学生

的压力能感同身受、更加有同理心,关注

每位学生的个体感受,带给学生的感觉

是平等和自由。教师一旦从学生视角看

待学生们各种语言学习的困难,了解学

生的内心真实感受,用心理解并引导学

生正确解决现实问题,学生的主动精神

和兴趣便得以弘扬,教学的灵活性和适

应性也会增强。 

2 有效的课堂教学观：情感与

知识交融的对话 

叶澜认为教学的内涵是“以师生之

间、学生之间的多向互动、动态生成这

一基本方式,教师引导学生实现个人的

经验世界与社会共有的精神文化世界的

沟通和富有创造性的转换”。为培养积极

的学习情感,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

为习惯需要作适应性调整。好的课堂,

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展开知识性的对话和

探讨,赋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感,

加强师生间的平等民主的沟通,教师能

够鼓励互动并获得学生的想法,做心灵

的“捕手”,而非将课堂变成教师的个人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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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显示：“‘90后’教师心目

中理想的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的、民主

和谐的、教学相长的、自由快乐的”,

这更加需要每一位教师具备新的教学观,

将课堂活起来,燃起学生参与课堂的学

习热情。比如,课前基于生活实际进行启

发式导入、开放式问答、切实关注当前

学生们所处的现实情境,启发学生关照

现实,学有所用,用其所长；课后收集学

生对学习内容和作业任务的反馈,了解

学生学习困难的症结。 

课堂教学更应该是师生双向教和学

的共同活动,应该是注重德智融合、知情

合一的。如何让每一位学生都有课堂的

参与感、获得感和成就感,如何启蒙学生

独立思考成为困扰多数教师的问题。“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把学生看作‘对

象’主体,还要看作教学‘资源’的重要

构成和生成者”[2]。教学是师生之间知

识性对话,同时也是情感对话的过程。应

当将教师的讲变为“引”,引起兴趣,引

起思考,引起更持久更深层的主动汲

取；学生的“听”变为真正的“学”,

听其精髓和科学方法。在教师所营造的

积极的学习情感中,蕴含着价值观的感

召力,这将召唤学生对知识进行创造性

开发和利用。 

总之,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内在关系

是教学过程创造主体之间的交往(对话、

合作、沟通)关系,这种关系在教学过程

的动态生成中得以展开和实现。叶澜提

出了教学过程的内在展开逻辑是“多向

互动,动态生成”[3]。教师将课堂视作知

识性对话和沟通,教师需要有意识地避

免传统应试教育那样“一言堂”,防止僵

化、机械地讲授,而应该关注“学生的学”,

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充分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采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适

合的学习方式。善于教授学生学习方法,

课堂教学的关键应该从“教会学生知

识”转向“教会学生学习”,进而赋予

学生进行不懈的自发的探究和终身学

习的能力。 

3 以德施教,走入学生的心灵 

针对大学生在外语学习上动机不足

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学英语,如何学好

英语,以及只是为读大学而读大学的消

极态度,教师应当注重教学过程中学生

的情感因素,一方面要消除学生学习动

机不明、缺乏学习兴趣以及对英语学习

存在恐惧焦虑等消极情感因素；另一方

面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学生

进行对话交流,调动学生的积极情感,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还要做到以德立

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自身的严谨

治学、崇高德行和扎实学识感染学生,

成为释放学生学习潜能的驱动力量。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

教育的灵魂。教师在教学中所折射出的

明道、立德、治学、爱生的积极情感,

将赋予教育思想和灵魂。我们知道,一位

善于理解学生情感、平等对待每一位学

生、尊重学生个性、包容学生缺点和不

足的教师,才是能走入学生心灵世界的

教师,才是一位充满爱的教师。在对待不

爱学不擅于学的问题时,依然做到有教

无类,因材施教,“关爱每一个学生,激发

每一种潜能,包容每一个错误”。充分尊

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差异性,以发展的眼

光和态度看待学生成长问题,打开学生

的视野,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

帮助学生拿出勇气,把握课堂重难点,

学会运用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突破语

言学习难关。志于学,志于道,教师不能

依靠单一的分数徒耗年轻一代的时间

与生命。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是以“整全生命

体”的状态在场,其学习过程在“认知—

情感”的互通中经由冲突、一致、反复

等环节,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生命成长。

不仅课堂教学内容蕴含着价值观,课堂

教学形式同样具有价值观教育的引导功

能。以学科知识和教学过程为载体,学生

价值观的形成蕴藏并体现在教学过程诸

多细节的设计中。[4] 

4 总结 

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通过

关注学生的学习情感问题,秉承知识-情

感对话的课堂教学观和以德施教走入学

生内心的途径,培养正能量的学习情感

来激活英语课堂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态

度。树立教育理想,摒弃只重知识和能力

的教学观,秉持知情合一的教学理念,塑

造学生的积极情感,以真知点亮学生心

中的理想,成为有能力走进学生的生活

世界和心灵世界的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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