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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社会情感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而且有利于教师自身专业的发展。支持系统的构建

对于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出发，对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

展的支持系统构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小学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需要三方面心理需求的满足，并

且它们受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需要从不同层面构建支持系统来助力小学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即宏观系统层面的政策支持、提供培训机会、专门项目的开发，提供专业发展机会；中观系统层面加强

学校与教师家庭的联合，提升社会情感学习的意愿感；微观系统层面的学校氛围建设、校长领导风格转

变，增强教师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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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stude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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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eachers’ ow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
er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lemen-
tary school teacher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requires the satisfaction of three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they are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support systems 
need to be constructed at different levels to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teachers’ social-emo-
tional competence, i.e., policy support at the macro-system level, provision of training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program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of the union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teacher’s family at the meso-system level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climate and change in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the school principal at the micro-system level to enhance 
the teachers’ sense of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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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2022 年)中指出“高质量教师是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教师。我国学者李明蔚等人提出，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对学生发展有正向影响并

对教师自身专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1]。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是指教师在发展的复杂情境中掌握并应用的一

系列与个体适应及社会性发展有关的核心能力[2]。大量研究表明，教师作为学生社会情感发展项目的首

要实施者，其个体社会情感能力水平、实施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信念和态度直接影响学生的社会情感能

力发展和教师个人的幸福感[3] [4]。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情感能力较高的教师通常具有亲社会价

值观(能够与学生、家长、同事等建立良好关系)，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技能和情绪调节能力等[5]。因此，

如何发展教师的社会情感力这一问题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思考。我国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

构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学生、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框架[6]。国外学者詹宁斯(Jennings)和格林伯格(Greenberg)
针对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对学生的影响提出了亲社会课堂模型[7]。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教师社会情感能力

理论框架、影响因素及其提升策略，或是探讨师生关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教师职业倦怠等的影响[8]，
而对于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有哪些需求及该提供怎样的支持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为此，一些国家和

地区开始将社会情感能力整合到在职教师培训中，以提升教师的情绪调节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社

会情感教学技能。但同时，相关培训也存在政府角色缺位、系统性支持缺失等问题。因此，小学教师社

会情感能力的发展需要哪些支持？如何为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提供专业化支撑体系？是本文的主要关

注问题。 
本文基于自我决定动机理论，通过探讨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以促进

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动机转向社会情感能力行为的良性循环。三种心理需求的满足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本

文通过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构建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支持体系，以助力教师社会情感

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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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决定动机理论及其适应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和理查德·瑞安从提出了一个新的动机理论：自我决定理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简称 SDT) [9]。自我决定理论主要关注人类行为的自我决定程度，其理论构建的前

提是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积极主动的有机体，先天即具有内在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倾向和潜能[10]。然

而，这种先天的积极行为倾向不会自动地发生，而是受制于环境。外部环境可能支持，也可能阻碍个体

积极行为的产生。自我决定理论对外部环境的关注，为我们理解个体行为的产生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价值。要理解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就需要把握教师内部心理动力、外部条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11]。 
首先，自我决定理论关注外部环境因素对个体积极行为的影响。SDT 认为人的内在成长趋势不会自

动地起作用，而是需要从社会环境中汲取营养与支持才能有效发挥其功效，而这种支持就是人类的基本

心理需要的满足。其次，自我决定理论将个体的内在行为动力细化为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归属需要、

能力需要和自主需要[12]。这三种心理需要为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营养”，缺一不可。第一，

归属需要是一种社会动机，是个体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指个体需要来自周围

环境或其他人的关爱、理解、支持等，体验到他人的理解和认同[13] [14]。第二，能力需要是指个体在从

事各种活动时所体验到的一种胜任感。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不单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关系行为。

社会情感能力的“关系性建构”本质，能够为教师提供人际交往的胜任感，使其更好地与同事、领导交

流与合作，并获得积极的关系体验[15]。第三，自主需要是个体在从事某个活动上的自我决定程度，当个

体的自我决定程度高时，个体会产生一种内部归因，感到自己能主宰自我的行为，此时其参加这一活动

的内部动机很高[16]。也就是说，教师社会情感能力自主需要是指教师在从事某种活动时，个体可以根据

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来自行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当教师从事社会情感行为具有能力感时，还需要同时体

验到他们的行为是由自己决定的，这样的内在行为动机才能够实现。对于胜任力较强的教师，当其感知

到高水平的自主感时，其产生社会情感能力行为的内在动机将会增加，反之将会减少。 
换言之，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对于教师社会感知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分析教

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成长框架，将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以及如何提供外部环境的支

持纳入同一框架中，构建小学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支持系统。 

3. 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成长框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詹宁斯(Patricia A. Jennings)等学者根据 CASEL 的儿童社会情感能力车

轮框架建构了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核心内容：教师自我意识、教师自我管理、教师社会意识、教师人

际技能、教师负责任的决策[17]。本文根据上述自我需要、能力需要以及归属需要的内涵与教师社会

情感能力的核心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对于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3.1. 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生成机制 

Collie 和 Perry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与社会情感能力相关文献中的概念基础，提出了教师茁壮成长框架

[18]。本文基于教师茁壮成长框架来架构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成长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师社会情

感学习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作用[19]。在流程图 1 中可以看到，迭代过程的

第一步是基本心理需求。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教师会将外部动机

转化为内部动机，从而产生社会情感自主动机。社会情感自主动机是迭代过程的第二步。自主动机是指

由自决权、意志和选择驱动的行为规范。自主动机在教师茁壮成长框架中起决定性作用，其认为感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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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实际能力，感知到的能力能够激发个人行为，并推动自身发展，即相信自己能够

达到某种能力时，人们会倾向于为之做出努力，从而达到某种能力来获得自身发展[19]。在该框架中，教

师社会情感自主动机包括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指教师在自身的教育信念、兴趣或者享受教

学等个人意志下促成的行为，如在教学中能够获得乐趣和幸福感来促进社会情感学习。外部动机是指教

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个人行为，通常需要自身做出努力产生积极的结果来激发自身的动机，

比如学校中教师通过课堂管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取得显著学习成果，从而获得教学成就感来促进社

会情感学习。当教师有了社会情感学习自主动机后，会倾向于产生社会情感能力行为。这便是迭代过程

的第三步——社会情感能力行为。社会情感能力行为是指教师采取正念练习、专业课程训练、寻求支持

性环境等行为或策略。通过采取或强化教师社会情感能力行为，教师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心理韧性和

幸福感得以加强，并且心理韧性和幸福感的增强又影响教师社会情感能力行为，心理韧性和幸福感越强，

越能促进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行为。 
教师茁壮成长框架是一个互惠的迭代过程，在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会激发社会情感自主动机，

从而产生社会情感能力行为，社会情感能力行为产生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需求，使得教师茁壮成长框架不

断迭代更新，教师能获得更强的心理韧性和更强的幸福感，而心理韧性和幸福感增强后又会产生新的社

会情感能力行为，这样教师就能不断地增强自己的社会情感能力。 
 

 
Figure 1. Mechanisms for generating teacher’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图 1. 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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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支持系统的必要性 

如流程图所示，需求支持是整个教师茁壮成长框架的开始环节。有机整合理论主要探讨外在行为动

机是否自主，以及如何促进外在动机的内化[20]。一般的理论中，通常将外部动机视为无意义的、苍白的、

缺乏动机的形式，而有机整合理论认为通过外部条件的支持来使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可以促进人

的外部动机的内化，且内化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活动中所体验到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程

度。因此，只有当外部提供的支持满足了教师社会情感学习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时，才能帮助教师实现

有意义的社会情感学习，并在实践中产生积极的社会情感行为。框架中需求支持的满足是整个迭代过程

的基础，对于教师的茁壮成长具有显著作用。在整个教师社会情感生成机制中，教师自身的个体差异(如
近期经历、性格特征、生理习性等)会制约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但是，本研究更关注普遍的、一般

的社会情感能力的生成过程，暂时排除了教师自身的个体因素[18]。 

4. 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支持系统的构建 

依据有机整合理论，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取决于外部环境的支持程度，外部支持程度高的教师

更倾向于产生社会情感能力动机和行为，反之则不然。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受多个系统层面的综合

影响。因此，本文致力从不同层面构建助力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支持系统，以满足教师的基本心理

需求，从而助力其产生社会情感能力动机和行为。 

4.1. 宏观系统层面——提升专业发展 

4.1.1. 政府顶层设计引导 
教育管理层应明确提出支持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政策，并为此划拨必要的时间和资源。首先，

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引导，政策制定者需要将如何提高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充分考虑进政策中，争取出台相

应各渠道的发展计划，建立三位一体的支持体系，对各渠道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计划和课程提出具体

要求和规定，为政策推进奠定可行性基础。其次，我国可以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小学教育专业师范

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等为切入点，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将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具体内容纳入教师

专业发展标准，不断完善与创新指标内容，发掘或增加社会情感能力因素，把教师社会情感能力需求落

在细处并付诸实践。这样，从国家宏观层面对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提供支持，更能加深教师对社会情

感能力的认识，让教师更加注重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有自主学习的欲望和动力。 

4.1.2. 教育行政机构提供培训机会 
在美国，社会情感学习理论和功能实践已经被纳入教师培训项目中[21]。我国目前的教师培训内容和

方法还不能满足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需求。根据美国基于循证的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干预项目的经验

发现将教师社会情感学习纳入教师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性[22]。因此，相关教师教育机构或组织可

以对中小学教师进行社会情感学习培训干预，这一措施应在三个层面上提出：首先，在职前教师培训计

划中，社会情感学习应纳入整个学习培训周期。其次，应该打通职前与在职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培训的持

续性与一致性。最后，教师培训主体和学校社区之间需要联合工作，开设教师培训课程的大学、教师教

育机构、中小学师培部门等协作参与教师社会情感发展的实践。教师教育专业机构、中小学教育部门应

该积极为老师进行策划，与此同时开展社会情感方面的专题培训与专业学习机会。 

4.1.3. 社会机构研发学习项目 
在美国有许多致力于促进社会情感学习的社会专业机构，这些社会专业机构大多是研究机构或与高

校具有密切联系的学术机构或非营利性组织，这些专业机构会通过干预项目的方式提升教师社会情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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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为教师开发设计在线学习资源。比如，美国加里森研究所开展的“在教育中提高正念意识和抗逆力

项目”简称“CARE”[23]、2007 年起实施的教师干预项目 SMART-in-Education 项目[24]，及耶鲁情商中

心免费开放了其为参与 RULLER 干预项目的教师及工作人员所定制的“在线 RULER”(RULER Online)
平台[25]。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应开发相应的线上或线下学习项目来助力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 联合各高校或社会上关注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组织，研发适

合我国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项目。2) 开发及整合一切有利于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资源，并将其

融合成完整的项目且具有学习周期，如打坐、运动、露营、聚会等。3) 开发线上资源，整合社会情感学

习资源开发学习平台，为教师社会情感学习提供更为快捷和方便的行为方式。通过社会机构开发学习项

目，不但能够帮助教师缓解自身压力和不良情绪，发展教师自身的社会情感能力，而且能够帮助教师掌

握社会情感能力技能。 

4.2. 中观系统层面——提升学习意愿感 

学校与教师家庭之间的联合 
工作角色与生活角色失衡，是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26]。大量非教学工作的涌

入，导致许多教师需要将工作带到家庭场域才能完成，使教师的工作角色与生活角色发生冲突。调查表

明，教师群体中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人经常与配偶发生争吵。这表明，教师工作负担过重，无法在学

校和家庭之间达到平衡，而教师的个人失败经历和悲伤心情会阻碍教师社会情感学习内部动机的产生和

将外部动机转化为内部动机的意愿。因此，家庭和学校都应当为教师提供支持性帮助，如配偶、家人或

朋友可以充当小学教师的倾诉对象，成为教师失落时的避风港；学校可以定期了解教师的家庭状况，是

否有困难或问题，并及时地提供关心和帮扶。不仅仅对于学生要进行家校共育，对于教师也要进行家校

联合来帮助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当教师能够处理好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不协调、不平衡时，教师会

拥有更多的心力去开展社会情感能力学习。 

4.3. 微观系统层面——给予教师归属感 

4.3.1. 学校氛围建设 
我国学者张森等人提出，支持性的学校氛围对于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27]。支

持性的学校氛围与普通的学校环境不同，其更加重视学校中的心理–社会环境的构建，更关注学校环境

中教师和管理者的组织行为方式、更关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共享价值观、关注学校中人员的情绪和情感

体验、关注在学校中营造安全健康的积极氛围，使师生获得轻松、愉悦的情感体验。因此，满足教师的

自主需求，可以从支持性学校氛围的建设层面来满足：1) 教师在学校中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2) 学校领

导人能够承认和采纳教师对于社会情感学习的观点；3) 鼓励教师进行自我激励；4) 可以让教师自由选择

对社会情感学习的思考、感受和行动方式。以上四点可以更好地赋予教师行使社会情感学习和行为的自

主权。当教师能够拥有社会情感学习的自主权时，教师会产生更加强烈的社会情感信念，增强其教学效

能感，快乐和自信的教师也会让学生更加快乐和自信。 

4.3.2. 校领导风格转变 
校长作为学校的“掌舵手”，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不断激发教师表现出积极的行为，尤其是在非正

式行为方面。我国学者田瑾等人提出，校长领导风格对于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作

用[28]。已有实证研究发现，校长通过核心变革行为、绩效期望、个性化关怀和智力刺激可能有效增强教

师的情感承诺。校长的开放性、有效性和易接近性有利于提升教师的组织承诺[29]。在培养与激发小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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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情感能力的过程中，校长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和教育信念。因此，本文建议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 领导者能够聆听教师的需求；2) 为教师提供不知所措时退后一步的机会；3) 
学校校长站在人力资源塑造与激励的视角，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资源，在适当的时候展现其人文关怀

与共情，营造教师和学生都有动力相互学习与激励的教育氛围。4) 关注教师是否存在潜在的社会情感挑

战。只有当教师的贡献被重视、组织关心教师的福祉、考虑教师的目标和价值观，会在他们有困难和问

题时帮助他们，被信任并公平对待，能够感受到组织支持感时，他们才能产生组织认同感，并产生积极

的社会情感学习动力和行为。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自我决定理论视角探讨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不仅需要内部动机，更需要外

部环境的支持。教师越感受到外部环境的支持，越能产生社会情感能力动机和行为。教师所处的三个场

域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对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提高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水平，

需要三方提供完整、可持续的支持系统，为他们提供职业的满足和稳固的服务基础，从而有利于教师社

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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