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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师教学情绪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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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教师的课堂情绪对教学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教师情绪不仅影响其教学行为和课堂氛围，还直

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课堂参与度。积极情绪有助于增强教师的教学动能和课堂互动，促进学生的

主动学习；而消极情绪则可能导致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受到制约。教师情绪的生成与教学效能、教

学情境、师生关系以及学生行为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分析了高职教师课堂情绪的主要成因，探

讨了其对教学质量的具体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对策，以期为提高职业教育的教学效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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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教学质量的提升已

成为高职院校亟需解决的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授的任务，还需要管理和调动课

堂情绪，以创造积极的学习氛围。教师的情绪状态

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不仅能左右教师的教学

方式，还能影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学习态度。情绪

是人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情绪能够通过言语、行为及非语言信号传递

给学生，从而对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课堂参与度产生

深远影响[1]。

1 高职教师教学情绪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1.1 教师课堂情绪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影响

高职教师的课堂情绪对教学行为具有推动作

用，表现为促进和减少两种力量。教师作为课堂教

学的主要参与者，其情绪状态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

成败[2]。积极的教学情绪可以形成强大的动力，使

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增强参与教育

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教师具有良好的教学

情绪，可以用简练的语言和具体实例讲解课堂内容，

让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发言、认真思考和大胆作答。

相反，消极的教学情绪不仅使教师感到倦怠，还会

对课堂教学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教师若不能有

效控制负性情绪，将导致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大幅下

降；另一方面，教师的负面情绪会影响教学内容的

传达，妨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1.2 教师情绪对课堂认知的引导与抑制作用

在职业教育中，教师经常使用非言语情绪信号

辅助教学。要实现对教学情绪的有效控制，必须明

确其产生机理[3]。一般认为，教师在无意识情况下，

在实际需求的刺激下产生教学情绪。因此，教师可

以通过“意识效能”激发情绪移情，积累多种教学

情绪经验，生成不同特点的“教学情绪模型”，从

而影响教师的课堂认知。教师的教学情绪通常存在

一定程度的张力，既有放松也有紧张。紧张更多地

表现为正向情绪，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产生消极影

响，导致心理倦怠；而过度的放松则会对教师智能

水平发挥产生负面作用，降低课堂教学效果。由此

可见，教学情绪在职业教育中起着导向或抑制的作

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心理状态对认知的影响上。

情绪是一种心理因素，具有扩散效应，在课堂教学

中，不良情绪会导致教师的负性认知；良好的心态

能带来正面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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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师课堂情绪对学生学习的感染作用

在职业教育中，教师的教学情绪会影响课堂气

氛，进而影响学生对教育活动的参与。如果教师在

课堂上的情绪消极，教学积极性较低，课堂气氛会

变得沉闷，学生也不会主动参与，从而导致学习效

率下降。相反，如果教师情绪稳定，对学生的心理

变化、智力发展和情绪状态等有深入了解，就能创

造出愉快、积极的课堂气氛，在这种氛围中，学生

更愿意与教师互动，提高学习效率。

2 高职教师课堂情绪的生成原因

2.1 教学效能对教师情绪的预测作用

教学效能既是沟通教学情绪的中介变量，也是

职业认同的直接预测因素。高职教师的教学效能包

括个体教学效能和总体教学效能[4]。个体教学效能

指教师对自身教学状况和教学效果的认识与评价，

总体教学效能则指教学在学生成长和发展中的作

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情况等方面的总体观点和

评判。通常，高水平的高职教师在情绪上表现出更

多的正面情绪；而教学效能感低的教师，其情绪状

态多为消极。

从学生参与的角度来看，教师的教学情绪受学

生主动性、合作性和参与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高职教师的教学效能感通过正向高唤醒和正向低

唤醒两方面发挥作用，专业认同既可以直接作用于

教学情绪，也可以通过教学效能这一中介变量间接

影响教师的教学情绪。此外，教师的情绪智力对其

教学效能感也有一定影响，并且与普通教学效能相

比，相关程度更高。情绪智力中的情绪管理、情绪

理解和情绪感知与个体教学效能有明显正向关联。

由此可见，情绪智能与个体教育效能之间存在密切

联系。情绪管理和情绪理解能够适度预测高职教师

的教学效能。

2.2 教学情境对教师情绪的影响

职业技术教育环境包括心理条件和客观条件。

课堂教学具有“人—情境”交互作用的典型特征。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与教学环境互动，二者互

为补充，共同完成教学任务。教学环境在达到教学

目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设恰当的教学情景

必不可少。

教师在教学情境中起着能动作用，可以根据需

要调整和选择教学环境，而不是被动接受既定的教

学情景。人与环境的协调共生是实现“人—情境”

交互的重要条件，即教师的情绪状态必须与其所处

环境相匹配，否则会导致负面情绪。同时，教学环

境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情绪。因此，高

职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实际技能，理解

并掌握教学环境中不可控因素，集中注意力改变课

堂教学环境，注重开发和创新教学环境，避免课堂

教学方式僵化，活跃课堂学习气氛，营造和谐的师

生关系，持续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2.3 学生行为与师生关系对教师情绪的影响

在职业教育的教学环境中，教师和学生是课堂

教学活动的两个核心主体，二者之间的互动对课堂

氛围及情绪体验产生重要影响[5]。教师的情绪状态

往往受到师生关系、师生互动以及学生行为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例如，在一些职业学校，教师可能因

学生在课堂上的不专心听讲或行为不当而感到沮

丧和焦虑，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批评和训斥

学生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不仅影响课堂秩序，还

可能影响教师的教学情绪。

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缺乏主动思考和参与，教师

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教学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应，从

而产生不满或焦虑的情绪。在某些情况下，教师对

学生的期望与学生的学习成果之间的差距较大，这

种落差也可能导致教师的情绪波动，从而影响课堂

的整体教学氛围。负面情绪的积累不仅削弱了课堂

的互动性和积极性，还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习动力和

课堂参与度。因此，师生关系的良好发展和学生行

为的规范性对于课堂情绪氛围的构建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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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师个体情绪体验对课堂情绪的影响

高职教师的个体情绪体验深刻影响着课堂教

学的情绪氛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性格特点、

情绪态度等因素往往决定了其对课堂环境的情绪

投入程度。同时，师生之间的情绪交流也呈现出一

种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教师的情绪活动常常会影

响学生的情绪反应，而学生的负面情绪又可能导致

教师产生负向情绪，从而形成一种恶性情绪循环。

因此，高职教师应通过丰富的教学情绪表达来

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以增强教育

和教学的吸引力。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始终

保持积极的情绪态度，避免情绪的消极化，并尽量

通过情绪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通过

这种积极情绪的渲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课堂

中的负面情绪，从而促使教师更好地发挥情绪在教

学中的正向作用，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动力。

3 提升高职教师课堂情绪质量的对策

3.1 增强教学效能感，促进情绪智能发展

在职业教育中，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一种重要

的情绪因素。已有研究表明，教学效能感越高的教

师，在课堂上会按照教学任务制定具有挑战性的目

标，愿意为教育工作投入更多努力，在困难面前更

有毅力，并能将挫折视为提升自身能力的挑战与机

会。这种动机、思维和行为模式使得教师更愿意投

入教学。因此，教师应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更新和

充实专业知识、教学知识和教学技巧，提高教育教

学能力，增强教学效能感。

例如，情绪智能水平高的教师，即使教育程度

不高，也能敏锐感知学生在课堂上的情绪变化，及

时恰当地运用教学方式和策略，对学生的情绪进行

指导，使其集中精力学习，从而提升教学效率。长

期来看，教师不仅能更好地进行教学，还能在潜移

默化中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使教学效能感保持在

较高水平。这表明，在职业学校中，情绪智能对教

学效能感具有显著作用。情绪智能水平越高，教师

的教学效能感越高，教育效果越好；反之亦然。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情绪的影响，并进行适当

处理。

3.2 改进情景教学策略，更好掌控课堂情绪

高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面临不同教学情景，其

教学情绪也各不相同。通过改进情景教学策略，可

以使教师在各种情景下更好地掌握情绪。当教师在

某些情况下产生负面情绪时，情景教学法可以有效

解决这一问题。例如，上课时如果有学生做小动作

或不专心听讲，教师可能会感到烦躁、愤怒等负面

情绪，并陷入迷茫。此时，教师应及时调整情绪，

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利用面部表情、讲课语

调、肢体动作等调整教学环境，干预学生不良行为，

使其全身心投入学习，从而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情景教学法可以帮助教师克服消极情绪，以正

面情绪解决实际问题。例如，上课时学生忘记带教

材或学习用具，教师可以在教室备置一些额外教材

和学习用具，既解决了学生的学习问题，又避免了

教师的不良情绪。在不同教学情景下，高职教师可

采取不同策略和方法应对教学问题，持续调整情绪，

实现科学高效的课堂教学。

3.3 建立和谐师生关系，促进课堂积极投入

高职教师不仅需要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还要最

大程度地发挥人格魅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同时，

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还需要培养个性和情绪，

提升学习效率。因此，师生都应充满热情地参与课

堂，主动进行情绪交流和互动，达到教学与学习的

结合。在职业教育中，正向情绪应引导形成良性师

生关系。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包括课堂上的知

识和情绪交流，更包括教学过程中亦师亦友的互动。

教师应主动融入学生，放下架子，以平等姿态

与学生沟通；学生也需改变对教师的固有观念，建

立良好沟通关系，共同推动职业教育活动的成功进

行。为此，应加强师生交往，创造宽松、和谐的课

堂学习环境。教师需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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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通过沟通、交流等手段，增强师生感情，减少

冲突；多了解、关心学生，给予激励和帮助，防止

负面情绪的产生和蔓延。同时，师生应共同努力，

创造快乐、和谐的学习氛围。宽松、愉悦的学习环

境和气氛能更好地调整师生心态，降低不良情绪，

使双方能够顺畅沟通和互动，达到高效课堂教学效

果。

3.4 积极调整课堂情绪，减轻消极情绪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需注重知识和技能的

传授，还要关注人格和情绪教育。然而，目前的课

堂教学忽视了对学生情绪和良好情绪的培养，过于

强调知识和技能传授，导致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厌学、

焦虑和烦躁等负面情绪，对学习进程和个性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因此，要在职业教育中培养良好情绪，

需要高水平的教育技能和情绪智能。

有效调控不良情绪需要基于情绪理论，并与实

际情绪发生的根本条件相联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教师需加强对文化知识和情绪理论的学习，提高文

化素质和道德素质，更好地控制情绪。课堂教学中，

教师应加强自身的心理调控，通过科学和有效的方

式疏导不良情绪。如果出现或即将出现不良情绪，

应合理考虑其对学生的危害及对教学的不利影响，

以预防或控制不良情绪的发生。

课外，教师可以利用正面情绪效应，抑制负面

情绪的蔓延。例如，感觉情绪低落、烦躁、疲惫时，

可以听舒缓音乐、听幽默故事或观看喜剧影视作品，

缓解负面情绪。教师还可通过跑步、在空旷无人的

地方大喊、向家人或朋友倾诉、打沙袋等方法，缓

解不良情绪，保持良好心态。

4 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的课堂情绪在高职教育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教师情绪不仅直接影响教学效

果，还通过情感传递作用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

参与度及认知状态产生深远的影响。情绪效能感、

教学情境、学生行为与师生关系等因素共同决定了

教师情绪的生成与表现。教师在教学中应通过合理

的情绪管理和策略调整，最大限度地发挥情绪的积

极作用，减少消极情绪对教学的负面影响。为此，

教师应重视情绪智力的提升，增强情绪调控能力，

创造更加和谐的课堂氛围，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

生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赵侨月.教师教学情绪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探析——以高职院校为例[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

33(04):17-23.

[2]刘迪昱,孙伟.同步在线教学质量影响因素及优化策略研究[J].天津电大学报,2023,27(02):39-44.

[3]郑誉煌.教师教学情绪综合评价分析[J].计算机时代,2021,(03):104-106+109.

[4]乔观民,徐皓,冯革群.教学情绪空间对师范生专业认同影响的测度[J].高教论坛,2020,(10):111-11

5.

[5]施贵菊,余萍,杜尚荣.情绪推理视角下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研究[J].教育参考,2020,(03):11-16.


	引言
	1 高职教师教学情绪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1.1 教师课堂情绪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影响
	1.2 教师情绪对课堂认知的引导与抑制作用
	1.3 教师课堂情绪对学生学习的感染作用

	2 高职教师课堂情绪的生成原因
	2.1 教学效能对教师情绪的预测作用
	2.2 教学情境对教师情绪的影响
	2.3 学生行为与师生关系对教师情绪的影响
	2.4 教师个体情绪体验对课堂情绪的影响

	3 提升高职教师课堂情绪质量的对策
	3.1 增强教学效能感，促进情绪智能发展
	3.2 改进情景教学策略，更好掌控课堂情绪
	3.3 建立和谐师生关系，促进课堂积极投入
	3.4 积极调整课堂情绪，减轻消极情绪

	4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