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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
,

我国的高等 院

校为了培养高素质现代科技人才
,

正在深化教

学改革
,

加快教学改革步伐
∃

教学方法的改革

也 日趋深人
,

逐步向现代化教学法方向发展
,

情

感教学法就是一个侧面
∃

本文以一堂课教学 内

容为例
,

探索教学中情感氛围的创设
∃

一
、

创设亲切的情感氛围

情感教学包括教师情感及内容本身所含的

情感
,

这两种情感伴 同于知识教学的全过程
∃

因此
,

在教学中
,

要注意到情感与知识的渗透性

和伴同性
∃

有时宜采用把教师置于同学生平等

的位置
,

共同探讨和接受前人的知识
,

教师内涵

情感要谦虚
、

真诚
∃

例如
,

讲麦克斯韦电磁感应

定律时
,

是这样讲的
%

上节课讨论的法拉第定律

君
%
二 一 &哪&∋ 表达了导体闭合回路中感应电动

势 嘿正 比于穿过该闭合回路所围面积的磁通量

变化率
∃

那么
,

如果拿掉导体
,

在没有导体的回

路中还会有 考(

吗 ) 这就是本节课要讨论 的问

题
,

也就是早在 !∗ � 年前麦克斯韦在 +� 多岁时

所思考的间题
∃

下面我们一起学习麦克斯韦对

此问题的探讨
∃

一个晴和 的秋 日
,

比法拉第年

轻 ∗ � 岁的麦克斯韦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访法拉

第
∃

两人一见如故亲切交谈
,

麦克斯韦拿出他的
“

法拉第力线
”

的论文后
,

法拉第说
“

这是一篇出

色的文章
,

你不应停 留于用数学来解释我的观

点
,

而应该突破它
” ∃

法拉第的话
,

像 一盏明灯

照亮了麦克斯韦前进的道路
∃

此后他立即投人

了深入思考
%

如果把导体拿掉
,

在没有导体的该

闭合回路中会不会有 者(呢 ) 于是他大胆地假设

了
“

涡旋 电场
” ∃

提出
%

变化 的磁场在其周围空

间激发 出一种 电场
,

叫感应电场
∃

而且这个电

场的电力线是闭合的
,

正因为有电场的存在
,

所

以在其空间任意 闭合回路上
,

不管这个闭合回

路有无导体存在
,

都会有 者
!

产生
∃

他反复用数

学作了严密推导⋯ ⋯

这种 以科学伟人的 口 气分析
、

阐明问题的

教法
,

把教师置于 同学生平等 的位置上
,

表明教

师不过是
“

得道先行
”

而已
,

这使学生感到亲切
∃

课堂上气氛是融洽的
,

情绪是愉悦的
、

专注的
∃

二
、

创设感人的情感氛围

课程 中的情感既深邃又广泛
,

一旦把这 丰

富情感挖掘出来
,

就要深人体会进人角色
,

把客

观情感变成主观情感
,

创设 出感人的情感氛围
∃

例如
,

对上面所讲的内容
,

当公式推导完毕进人

深刻理解感应电场的性质 时
,

学生中出现不安

宁现象
,

有的摇头
,

有的抓耳挠腮
,

这表 明一是

学生精力专注持续一段时间已经疲劳
,

二是
“

涡

旋电场
”

抽象难懂
,

学生难以接受和理解
∃

这时

就及时转换情感表达
,

调整课堂节奏
,

再将学生

的情绪调整到最佳程度
∃

情感表达采用的是演

讲方式
%

同学们
, “

涡旋 电场
”

是个难点
,

虽然数

学式子简捷
,

但它确很抽象难 以理解
,

但你可知

道麦克斯韦为使它的理论能为人接受
,

付出 了

多少艰辛啊 , 当麦克斯韦理论问世 以后
,

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承认
,

并被批评为太抽象
∃

麦克斯韦为了证实他的理论
,

修建了实验室
,

他

把心血都献给 了实验室
∃

由于劳累过度
,

身体

跨下来了
,

但为了将他的理论传播下去
,

尽管只

有两名听众
,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

夹着讲义
,

照

样步履坚定地走上空 旷的阶梯教室的讲台
,

仿

佛不是在向两名听众
,

而是 向全世界 阐述 自己

的理论
∃

同学们
,

只要 我们能像麦克斯韦那样

对知识执着地追求
,

我们就一定能攻下这一难

关
∃

两分钟的演讲
,

把学生 的注意力引到对麦

克斯韦的无限崇敬和我演讲的情感上
,

精神得

到调整
,

解除了疲劳
∃

同时也从激情 中受到感

染
、

鼓舞
,

使之精神振奋
,

增强信心
,

这时学生的

情绪是安祥的
∃

三
、

创设和谐的情感氛围

心理学表明
,

良好的课堂气氛
,

能使大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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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想化方法是物理 学研究 的一种科 学方

法
,

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抽象
∃

在物理教

学上
,

人们常用它来揭示被研究对象在想象的

纯化状态下变化的规律
,

显露其物理本质
,

从而

促进物理教学的深人开展
∃

渗透在教学内容中

的理想化方法
,

还丰富着学生对物理学科学方

法的认识和理解
,

这对加强基础物理的学习
,

掌

握现代物理知识
,

培养能力
,

发展智力都有重要

意义
∃

一
、

物质形态自身理想化

在物质世界中
,

物理现象万紫千红
,

物理过

程千变万化
,

彼此间都有纵横交错的相互联系
∃

人们要了解事物的本质
,

探索它们的变化规律
,

常把复杂抽象的事物归结为一些简单具体的问

题来研究
,

建立理想的物理模型
,

使物质形态 自

身理想化
∃

运用物理模型
,

能反映出客观事物

与问题中的主要矛盾
,

忽略次要因素
,

使 问题迎

刃 而解
∃

虽然
,

物理模型本身并不存在
,

它只是

对事物科学的抽象
,

是思维的产物
,

但它在物理

实验与理论之 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

是认识

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

!
∃

宏观物体的物理模型

一般宏观物体运动复杂
,

要抓住物体在所

讨论的现象 中起主要作用的性质
,

暂时舍去起

次要作用的性质
,

来建立模型
∃

例如质点
,

它是

把宏观物体看成是无体积和形状
,

只有质量和

位置的理想的点
∃

用质点模型能使物体的复杂

运动变成简单的质点运动
,

使问题 简化
∃

又如

刚体
,

它是指外力作用下体积和形状都不发生

改变的理想物体
∃

有了它
,

使解 决杠杆等机械

类问题变得容易
∃

此外
,

如单摆
、

弹簧振子
、

点

电荷⋯ ⋯
,

都是理想的物理模型
∃

宏观物体物

层兴奋
,

产生超常的记忆力并 发挥心理潜力
∃

我院培养的是未来的飞行员
,

使学生具有健康

的心理品质因素显得更为重要
∃

为此
,

教师在

教学中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
!

∃

创设和谐氛围和

注意情感的变换
∃

如上面所谈到的
,

当学生的

情绪转人安静时
,

就及时继续突破难点
%

从情感

上由演讲的激情转为面带微笑
,

和蔼可亲
,

对疑

难的攻破不急躁
,

充满信心
−
从语言上要生动形

象
,

注意抑扬顿挫和起伏节奏 的变化
∃

如对静

电场中的乡宕
·

亩二 . 和感应电场的乡宕
·

亩羊 。

的区别
,

声音放高
,

音调加重
,

有足够的停顿时

间 −
在教态上

,

自然
、

从容
、

平和
∃

在讲授方法

上
%

速度放慢
,

使中下等学生能接受
,

采用对话

播讲和启发式相结合
,

使学生在和谐轻快 的氛

围中思维
∃

+
∃

对学生一视同仁
,

尤其是暂时落

后的学生要热情相待
∃

如课堂中的提 问
,

对回

答问题好的学生给予微笑表示满意
,

而对回答

不出问题的学生
,

也应给予微笑
,

善意的给予启

发引导
,

帮他一同回答
,

对于他 回答正确的部

分
,

哪怕是一点
,

也应该给予肯定
,

让他体会到

教师在真心地关心着他
∃

切忌态度冷漠
,

白眼

相待
,

横加指责
∃

教学中要创设氛围
,

其 中情感氛围就是一

种
∃

创设情感氛围的目的在于沟通师生间的心

灵
,

陶冶学生情感
,

增强育人
“

深度
” ,

提高教学

质量
∃

通过对本节课情感氛围创设的剖析
,

可

以体察到情感教学既是教学艺术
,

又是教学方

法
∃

它渗透着教师对教学艺术执着的追求
,

又

是多种教学方法综合的运用
∃

现代教学方法具

有
“

双部性
”

的特征
,

即教师不仅注意师生间的

情感交融
,

观察学生外部学习情趣
,

而且启迪学

生 内部思 维
、

想象
、

创 造能力 的发展
∃

实践证

明
,

情感教学法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和非智

力 因素
,

有利于使好学生超前学
、

扩大学
、

创造

性地学
,

暂时落后的学生也不气馁
、

不灰心
、

顽

强学习
、

奋力追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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