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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学班级管理中情绪价值的有效传递机制

施旖

江苏省江阴市青阳中学，中国·江苏 江阴 214401

摘 要：在当前的中学教育场景中，学校里的情绪愈发受到人们关注，尤其是班级这一教育组织的基本单位，学生

们的学习生活中，充满了班级内部情绪的影响。面对这一现实，这项研究深入地去探索了情绪在中学班级中如何被

传递。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做了合理的实地调查后。首先，对于班级情绪的持重、对学生的作用这一主题做了

深度的诠释，并尝试去理解其传递机制是如何变得如此多样、复杂的。为了拓宽视角，采取了问卷调查、访谈以及

观察等方法，并从全校五个班级中抽取出一部分数据，作为进一步的分析依据。这一过程结果显示，师生情绪的互动、

班级氛围的营造、班级的各种活动和情绪目标的设定等诸多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班主任老师的情绪

领导，以其独特的位置和影响力，有效地对班级内的情绪传递产生了积极作用。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建立有效

的情绪传递机制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和集体荣誉感，还能促进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性发展。本研究对

于未来中学班级管理工作，特别是如何优化情绪传递机制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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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Effectiv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Emotional Value in Middle School Cla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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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econdary education scene, emotions in schools are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classroom, which is the basic unit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Students’ learning and life are full of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emotions in the classroom. Faced with this reality, this study delves into how emotions are transmitted in middle 
school classrooms. After reviewing a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 and conducting reasonable field investigations. Firstly, a 
deep interpretation was given on the theme of the importance of class emo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students, and attempts 
were made to understand how their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have become so diverse and complex. In order to broaden the 
perspective,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were adopted, and a portion of data was 
extracted	from	five	classes	in	the	school	as	further	analysis	basis.	The	results	of	this	process	show	that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action of teacher-student emotions, the creation of class atmosphere, various activities in the class, and the setting of 
emotional goals, play a decisive role. Especially the emo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homeroom teacher, with its uniqu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has	effective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emotions	within	the	class.	In	addition,	empirical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emo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can not onl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ollective sense of honor, but als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tudents’ self-worth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has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middle school class management, especially on how to optimize emo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Keywords: high school class management; emo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mo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homeroom 
teacher; student self-worth; secondary education environment

1 引言

当今社会，随着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教育技术的进步，

中学教育环境的变化备受瞩目。其中，班级是教育活动的最

小单位，也是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而在班级中，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校园情绪尤其重

要。例如，积极的校园情绪可以激励学生积极学习，提高学

习动力和成就感；消极的校园情绪则可能阻碍学生的学习和

个性发展。因此，研究如何在班级管理中有效传递情绪价值，

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和集体荣誉感，促进学生自我价值的实

现和个性发展，成为校园教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论文就

此展开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期望为中学班级管理提供新的理

论支持和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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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学教育环境的情绪价值

2.1 中学班级情绪的来源与重要性
中学班级情绪的来源多样且复杂，主要包括家庭背景、

同伴关系、师生互动及社会环境等因素 [1]。家庭背景是学生

情绪形成的基础，家庭和谐与否、父母教育方式等均对学生

的情绪状态产生直接影响。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培养学生积极

的情绪，而家庭矛盾或教育方式不当则可能导致学生情绪问

题。同伴关系在中学阶段尤为重要，学生在班级中的社交互

动和归属感直接影响其情绪。同伴支持可以增强学生的情感

安全感，提升其正向情绪；而同伴排斥或欺凌则可能引发负

面情绪，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

师生互动作为情绪传递的重要渠道，对班级情绪的塑

造具有关键作用。教师的情绪表达、教育方式和沟通技巧直

接影响学生的情绪状态。教师积极、关怀的态度可以营造良

好的班级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反之，教

师的负面情绪和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班级内紧张、焦虑的情绪

氛围 [2]。学校的社会环境、教育政策以及校园文化也对班级

情绪产生重要影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和公平合理的教育

政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积极情绪，增强其对学校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中学班级情绪的来源不仅多样，而且其重要性也不容

忽视。良好的班级情绪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业成

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心理韧性。班级内部的积极情绪氛

围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提升班级凝聚力和集体

荣誉感。积极的情绪体验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

发展健康的人际关系，并为其未来的社会适应能力打下坚实

基础。

情绪在中学教育环境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对学生身心

发展的全面影响上。情绪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还涉及

其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积极的情绪体验能够增强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探索精神，提升其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而负面

情绪则可能导致学生的学习困难、心理障碍甚至行为问题。

关注和管理中学班级情绪，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班级

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2.2 情绪在中学教育环境中的作用
情绪在中学教育环境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情绪不仅直

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还通过其潜在的社会影

响力改变班级整体氛围。积极的情绪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从而提升学术表现。相反，

消极情绪可能导致学习倦怠和心理压力，进而对学生的学习

效果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情绪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互动中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良好的情绪互动能够增强学生对

教师的信任与依赖，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班级情绪还

影响到学生间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到同学间的合作与竞

争，从而塑造班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情绪在中学教育

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对其有效管理有助于优化教育

效果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2.3 中学班级情绪对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影响
中学班级情绪对学生学习与生活有显著影响。积极的

班级情绪氛围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使其更愿意参与课

堂互动和课外活动，从而提高学业成绩 [3]。班级内积极的情

绪还能够促进学生间的合作与信任，增强班级的凝聚力。良

好的情绪氛围有助于缓解学生在学业和生活中的压力，增强

其心理健康水平，减少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出现。情绪

的有效管理还能够促进学生自我价值感和归属感的提升，有

助于个体的全面发展。

3 探索中学班级情绪的传递机制

3.1 情绪传递机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中学班级管理中，情绪传递机制体现出多样性与复

杂性，这与班级作为一个微型社会系统的特质紧密相关。情

绪传递机制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形 

式 [4]。这包括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群体内部的

情绪交流与互动。不同形式的情绪传递可能包含非言语沟

通、言语表达、行为反应等多种方式，这使得整个情绪传递

过程充满了多样性。

情绪传递的复杂性则体现在其动态性和情境依赖性上。

在同一班级内，不间、不同事件背景下，情绪的传递方式和

效果都会有所不同。例如，考试压力、体育比赛、集体活动

等情境对班级内的情绪传递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班级内部

的情绪文化、制度规范以及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等因素也在复

杂的情绪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情绪传递不仅是单向传递，而是表现为多向互动过程。

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情绪反馈会相互作用，造成

群体情绪的变化 [5]。这种多向互动性增加了情绪传递的复杂

性，使得管理者需要具备敏锐的情绪感知能力和灵活的应对

策略，以有效调控班级情绪。

在研究中发现，班级活动、集体讨论、情景模拟等方

式可以有效促进积极情绪的传递，提升班级凝聚力。负面情

绪的积累和扩散则可能导致班级环境的恶化，甚至影响到学

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效果。探索并理解情绪传递机制的多样

性与复杂性，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班级管理策略具有重要

意义。

3.2 情绪价值有效传递机制的设计与实施
在中学班级管理中，设计并实施情绪价值的有效传递

机制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班级氛围的关键。制定

一套科学合理的情绪管理规范与策略至关重要，这包括教

授学生如何准确识别自身及他人的情绪，鼓励正面情绪的表

达，同时引导有效调节负面情绪的方法。通过定期的情绪管

理培训，学生能够掌握情绪调节的技巧，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开展丰富多彩的情绪教育课程与活动，如情绪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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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交流会等，不仅提升了师生的情绪认知能力，还促进了

彼此间的理解与共情。这些活动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如何正确表达情感，增强了班级成员间的情感联结。

同时，建立情绪反馈与调整机制是保障情绪价值有效

传递的重要环节。通过设立情绪观察员、开展匿名情绪调查

等方式，及时发现班级中存在的情绪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

调整。这种机制确保了班级情绪的健康发展，为学生提供了

安全、稳定的成长环境。

强化家校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家长作为孩子成长

的重要伙伴，其情绪态度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家

校沟通平台，共同关注学生情绪发展，分享情绪管理经验，

形成教育合力，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情绪健康与全面

发展。

3.3 师生情绪互动在情绪传递中的作用
一方面，师生情绪互动在中学班级情绪传递中具有关

键作用。在班级管理中，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交流呈现出互动

性和双向性，情绪的相互影响尤为显著。教师的情绪状态如

热情、平静、自信等，会通过日常教学、班级活动等各类互

动方式传递给学生，这种情绪传递能够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情

绪状态和心理健康。学生在感受到积极情绪时，往往表现出

更强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从而在课堂活动和学习任务中表

现出色。

另一方面，学生的情绪也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情绪。例如，

学生的积极反馈和参与会增强教师的教学动力和满意度，反

之亦然。如果学生表现出消极情绪，如焦虑、厌学等，则可

能对教师的情绪造成负面影响，导致教学效率的降低。建立

良好的师生情绪互动机制是情绪传递的核心所在，这不仅有

助于提高课堂管理的效率，还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积极的班

级氛围。

有效的师生情绪互动还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情绪识别

和管理能力。通过敏锐地捕捉学生情绪变化，教师可以及时

采取有效的调节措施，如情绪疏导、个别谈话等，以缓解学

生的负面情绪，增强师生之间的信任和理解，从而进一步促

进正向情绪的传递和班级凝聚力的提升。老师的情绪领导

力，在这一过程中，更显得尤为重要。

3.4 班级活动与情绪目标设定在情绪传递中的角色
班级活动和情绪目标设定在情绪传递机制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班级活动不仅能够营造积极的班级氛围，还能增强

学生的班级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这些活动包括体育比赛、

集体讨论、艺术表演等，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在互动中

体验到积极情绪，进而增强彼此间的情感联结。情绪目标设

定则通过明确的情绪管理目标，引导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主

动调节和管理情绪，促进其情绪自觉性和责任感。有效的情

绪目标设定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学业压力和人际关系

问题，从而提升整体情绪健康水平。

4 班主任情绪领导在情绪传递中的重要性

4.1 班主任情绪领导的特点与价值
班主任在中学班级管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

情绪领导不仅影响学生的情绪状态，还对整个班级的氛围有

着深远的影响。班主任情绪领导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情绪敏感

性、情绪管理能力和情绪感染力三个方面。班主任需要具备

高度的情绪敏感性，能够及时察觉学生的情绪变化，了解学

生的情感需求，并给予适当的情感回应。这种情绪敏感性不

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

的情绪体验和情绪发展。

情绪管理能力是班主任情绪领导的另一重要特点。班

主任需要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和理性，以身

作则地展示积极的情绪处理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班主任可

以为学生树立榜样，引导学生学会正确地处理和表达情绪。

这种情绪管理能力不仅提升了班主任自身的领导力，也在无

形中增强了学生的情绪调控能力，有助于营造积极健康的班

级氛围。

情绪感染力是班主任情绪领导的核心价值之一。班主

任的情绪状态和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积极、乐观的情绪

能够在班级内迅速传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集体荣誉

感。通过情绪感染，班主任可以增强班级凝聚力，促进学生

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进而提高整个班级的学习效率和整体

表现。

班主任情绪领导的特点和价值在中学班级管理中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情绪敏感性、情绪管理能力和情绪感染力，

班主任能够有效地传递积极情绪，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进

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这种情绪领导不仅

是班级管理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幸福感的

重要保障。

4.2 班主任情绪领导在构建班级氛围中的作用
班主任情绪领导在构建班级氛围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班主任作为班级的领头人，其情感状态与情绪表达对班级整

体气氛具有显著引导作用。拥有积极情绪的班主任，往往

会通过言行传递出乐观自信的信息，影响学生们的心态和行

为，从而营造一个支持性、友好且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这

种氛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结

与归属感。通过敏锐地感知学生情绪变化，班主任能够采取

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以应对班级内部的情绪波动，预防和

化解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班主任的情绪领导还体现在对班级规范的建立和落实

中。通过建设明确的班规班纪，并以身作则，班主任可以树

立良好的榜样，促进学生对集体规范的认同和遵守。在这个

过程中，班主任的情绪管理策略发挥了关键作用。善于鼓励

和表扬学生努力与进步的班主任，能够大幅提升学生的自信

心和积极性，进而形成相互支持、团结协作的集体氛围。



教育与研究 6卷 7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13

在班级活动的组织与开展过程中，班主任情绪领导的

影响也不容忽视。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班主任能够创造多

种多样的情绪体验和参与机会，使学生在合作与互动中感受

到集体的温暖和力量。这不仅有助于班级凝聚力的增强，还

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情绪管理能力与人际交往能

力。班主任的情绪领导在构建积极健康的班级氛围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3 班主任情绪领导对学生自我价值的影响和个性

发展
班主任的情绪领导在学生的自我价值塑造与个性发展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位情绪稳定、积极向上的班主

任，能够通过其言行举止传递正能量，让学生感受到被尊重

与理解，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在班主任的悉心

引导下，学生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发现自己的优点与

潜能，并勇于面对挑战，不断超越自我。同时，班主任的情

绪领导还促进了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在一个鼓励探索、包

容差异的氛围中，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情感，勇于尝

试新事物，个性得以自由舒展。这样的环境不仅培养了学生

的创新思维与独立人格，还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尊重他人的

同时保持自我，为未来的成长道路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5 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中学班级管理中情绪价值的有效传递机

制，并在广泛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措施。研究

表明，有效的情绪传递机制在实际应用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

值，如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班级和谐，以及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尤其是班主任在情绪

传递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如何才能构

建有效的情绪传递机制，并使之能够在各类中学班级中广泛

应用，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还

存在一些限制，如样本数据的有限和种类的局限等。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尝试使用更加多元和广泛的样本，来更全面地

理解和揭示中学班级情绪传递机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总的

来说，本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和提升中学班级管理中的情绪

传递能力，以及如何构建有效的情绪相互作用模型，有着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深入探讨，

更好地推动中学班级管理理论和实践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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