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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新形势

下需要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情感

教育以它自身的优势，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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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

础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

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情感教育以它自身的优势，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采用情感教育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对人的工作，是解决大

学生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情感教育强调从学生的情感方面入手，在教学过程中创造愉

悦和谐的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真正体验到学习的快乐，于无意识中接受思想

政治教育，陶冶情操，有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避免思想政治教师的职业倦怠  教师是典型的助人职业，思想政治教师长期与学生

打交道，工作任务繁重，社会期望值高，加之教师的综合素质不平衡，容易产生心力交瘁的

感觉，发生职业倦怠。职业倦怠的直接后果是教师厌教，导致学生厌学。情感教育是在充分

发挥教师的积极情感因素的前提下，师生在愉悦的环境中共同完成教学内容，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的积极情感因素必然引发学生的积极回应，教师由此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教学情绪继续

高涨，进而形成一个良性的教学过程，成功避免了职业倦怠。  

  3、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必然要求  在新时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传统的理论说

教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改进教育方法，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

教育讲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因此从情感角度入手，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是当前必然的选择。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情感教育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时间性与方法性统一原则  时间性要求进行情感教育时注意时间场合，达到在恰当

的时间表达恰当的情感的作用，方法性指对情感的运用要合理，情感教育不是煽情教育，更

不是舞台表演，不能为情感教育而情感教育。  

  2、张弛有度原则  情感教育是一种教学方法，服务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滥用情

感或不用情感都不能达到情感教育的目的。  

  3、长度与宽度统一原则  长度意指情感教育贯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一直陪伴学

生直至毕业，宽度指尊重学生个体要求，不随意拓宽情感教育的范围。 

三、情感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1、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人格示范作用  

  思想政治教师是学生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教育，首

先要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人格魅力。人格是内在的精神与外在行为和谐统一，通过优良的行

为表现出来。教师的人格形象愈是优良高尚，其主体资格愈能得到学生的认同，进而产生从

“信其师”到“信其道”的良好效果。反之，学生就会怀疑甚至否定其主体资格，不愿意甚至完

全拒绝接受教师的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人格示范作用，就是要求思想政治教师能够做



到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一是要求思想政治教师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的信念。二是要求思想政治教师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假话连篇，口是心非的思想政治教

师，其人格必然会引起学生的质疑，教学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三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思

想政治教育是教育人、说服人的教育，解决的是心灵问题，教师往往被学生奉为楷模，学生

常以审慎的目光关注教师的言行举止，因此，教师应该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优良

的思想道德品质引导学生。四是要求思想政治教师具有渊博的知识，较强的业务能力。一般

而言，在思想政治教师的思想道德品质高的前提下，教师的才能越高，思想政治的教育效果

就越好。  

  2、激发思想政治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激情  

  情感教育首先强调教育者要心中有“情”，一是对本职工作的情，即热爱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二是对教学内容有“情”，要求思想政治教师对教学内容充满激情，热爱自己所宣扬的一

切真善美的东西。思想政治教育充满了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的教育学习往往是枯燥乏味的，

教师在坚信和掌握理论知识的前提下，以饱满的热情将这些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教

师豪迈激情中学生体验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理论的训导。  

  3、培养思想政治教师对学生的热情  

  教师作为社会中非功利性角色，具有鲜明的利他性，情感教育强调教师对学生充满热情，

真正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使学生在“被关注”、“被关心”的心理体验中自

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是大学生人生路上的领航人，无论是学习上的疑虑，还是生活中

的困惑，都需要教师以热忱之心帮助学生一一排解。  

  4、提高教师的情感管理能力  

  情感教育是双向的情感交流，作为情感教育的主体教师，自身情感管理能力的大小直接

影响情感教育的实际效果。情感管理能力包含教师对自身情感的控制能力以及对课堂情感教

育的掌控能力。即要求教师会用“情”。教师作为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情感教育需

要把这些情绪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需要教师在面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注意台前幕

后的衔接，个体的情绪体验放在幕后，以对教学内容的情感体验开展教育。教师良好的情感

与稳定的情绪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体验，从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形成良好和谐的心理

关系。  

  课堂情感教育的掌控能力指教师对所授内容的情感运用以及对学生情感反映的恰当引

导。进行情感教育时，教师对教学内容寄以相应的情感并传输给学生，学生对此做出情感回

应，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情感感应的程度不同，需要教师迅速分析总结出大

多数学生所关注的情感内容，引领学生继续在教师的情感教育中畅游，获得美的体验，心灵

的启迪。  

  四、思想政治教育中情感教育的作用和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

通过开展情感教育，能够有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学生方面  与传统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在情感教学中，课堂教学不再是干巴巴

的理论讲授，教师以饱满的热情恰如其分的组织课堂教学，为学生营造一个欢快轻松的课堂，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涨，参与热情提升，课堂和谐，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提高思想政治素

质，从而有效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2、教师方面  由于情感教育需要教师掌握丰富的背景知识，吃透教材内容，把课程内容用

情感恰当的演绎给学生，同时强调教师的情感管理能力，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授课水平和综合

素质，在情感教育的良性循环中激发教师教学改革的热情，有效避免职业倦怠。  

  3、教学效果方面  情感教育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围绕教材



开展教学活动，师生的情感因素被激活，教学中的情感交流网络因此形成，从而收到以情动

人、以情感人、以情育人的教育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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