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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情感能力是中学生面向21世纪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对个体未来成就以及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

社会情感能力学习是个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学习，逐渐形成的与情绪管理、交流合作，有效认知并达成

目标等相关的综合能力，表现为不断发展的观念、情感和行为模式。研究表明，社会情感能力不仅对个

体的学业、事业发展和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还是减少反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幸福感的重

要因素。初中生阶段是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键阶段，本文以社会情感学习理论框架(SEL)为理论基础，

在学校教育中对初中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进行探索，并以心理课堂为例，以期为素质教育及学生非认

知能力的培养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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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s a component of the core compet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ac-
ing the 21st century,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dividual’s future achievement and mental 
health. Social affective ability learning is a comprehensive ability gradually formed by individuals 
through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which is related to emotio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effective cognition and achievement of goals, etc. It is manifested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deas, emotions and behavior pattern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ocial-emotional 
ability not onl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dividual’s academic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o reduce anti-social behavior,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nd enhance happiness. The stag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the ke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emotional abil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emo-
tional learning (S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emo-
tional ability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takes psychological classroom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pro-
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non-cogni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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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早关注社会情感能力是西方国家为了解决层出不穷的校园暴力事件、问题行为和学生情感的漠然，

基于此来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结果发现社会情感能力对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改善问题行为(欺凌、

暴力行为等)和促进社会适应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指出：学生适应未来发展需具备的关键能力是创造

新价值、缓解紧张和矛盾并承担责任[1]。这一观点进一步强调了，随着 21 世纪素质教育需求的不断提

升，学校教育不仅要提供学术指导还应注重培养学生情绪调节、抗压、承担责任等全方位的适应能力，

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在此背景下，一系列促进学习社会情感能力的课程应运而生。其中，社会情

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简称 SEL)是指个体获取知识与技能、形成积极态度的过程，通过

该过程个体能够管理自身情绪、实现既定目标、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具体而言，

社会情感学习始于耶鲁大学科默(James Comer)博士在纽黑文市两所小学开展的一项名为“科默学校发展

计划”(Comer School Development Program, SDp)的实验项目，强调学生、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合作，致力

于为儿童创设一个积极的学校环境[2]。随后，CASEL 提出社会情感学习行动理论(SEL Theory of Action)
为系统学习社会情感能力提供了方向指引。该理论体现以学校教育为核心载体，在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

上，CASEL 将学校定义为儿童社会情感学习的近端环境(proximal settings)，即为可以面对面交流、直接

互动的学习场域[3]。从互动主体来看，如校长、教师、家长和其他社区合作伙伴等都是近端环境中的关

键主体，课堂则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主要场所。在此基础上，韦斯伯格(Roger Weissberg)和施莱弗(Timo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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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iver)首次将 SEL 策略引入课堂。结果发现，由社会情感能力构成的教学方法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情绪

管理、人际交往的能力以及学业表现[4]。 
进一步来看，提高社会情感能力与我国素质教育的核心观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强调提升学生社会

责任感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具体实施层面，学校教育仍过度聚焦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忽视非认

知能力的发展。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系统梳理当前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脉络及学习策略，并以心理课

堂为例，以期推进社会情感能力学习的本土化。 

2. 社会情感能力的概述 

社会情感能力是衡量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指标，能够对个体生存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5]，
提升自我的问题解决能力和环境适应，并减少个体很多内外化问题[6]，提升学生在校与同学和教师的情

感依恋水平，使学生热爱集体，更有责任心、乐于助人等[7]。在大五人格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

OCED 搭建了社会情感能力的关键要素，认为社会情感能力是指人在达成目标、团结合作和调节情绪过

程中所使用的能力，包括任务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协作能力、开放能力以及交往能力[1]。重点说明了

社会情感能力是自我在面临多种情境时所展现出来的一致且稳定不变的个性特征。 
此外，国内学者对社会情感能力的概念也给出了不同的理解。石义堂等人认为社会情感能力是在根

据目标完成既定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与他人或者团体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并能适应当前社会环境的情

感技能和行为。黄中慧等人认为社会情感能力是指与自己、与他人以及与集体相处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有

关认知层面和管理方面的能力。胡伶认为社会情感能力是指个体对自身情绪的认知以及对他人情绪情感

的识别与理解的过程，并通过此种体验来调整自己意识和生活行为的能力。总而言之，已有研究中对社

会情感能力的定义既包括对个体自身情绪的认知能力和管理能力，也包括对他人、集体的认知和人际交

往能力。CASEL 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定义更多强调人们在复杂情境中对这些能力的关注，该定义受到了较

为广泛的认可，因此本文沿用其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界定，社会情感能力是指个体在复杂情景中，个体对

自身情绪的认知能力和管理能力，以及对他人、集体的认知和人际交往能力。 

3. 社会情感能力对个体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高速发展，青少年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研究指出，造成青少年自杀、暴力或者

其他违法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情绪管理能力或情绪智力较弱[8]。具体而言，当他们处于情绪漩

涡时，难以有效地帮助自己迅速平复心情，因而做出非理性思考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处理问题，导致危机

事件的发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与情绪能力是密切相关的概念，在理论上，情绪能力与一些重要的人类价

值相关，包括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质量以及职业成就，研究发现情绪能力能够直接正向预测生活满意

度。社会情感能力可以有效预测个体身体健康物质依赖、总体幸福感和人际关系，并且对青少年学生学

业成绩，师生关系和课堂氛围也有重要影响[9]，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对个体社会发展和积极

成长具有关键作用。 
中学阶段是青少年发展的“疾风怒涛”时期，除了在身体上面临巨大变化，还要面临认知能力的快

速发展、情绪情感不稳定、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增强等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在全球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社会

情感能力测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 10 岁至 15 岁青少年群体的学习成绩与毅力、好奇心密切相关，10
岁至 15 岁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早上升趋势，而乐观、抗压力强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比较低：10 岁儿童

(小学生)对生活的满意度、心理幸福感以及社会情感能力明显高于 15 岁的少年(初中生)，而这一数据在

儿童 15~18 岁期间又会出现“触底反弹”的情况[10]，初中生群体社会情感能力在青少年群体发展过程中

岌岌可危，这些特点对于教育者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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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我校，位于城乡结合部，大部分生源的原生家庭情况并不乐观，留守儿童、离异家庭、父母

的教育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导致家庭教育的缺失，社会情感能力的漠视。因此，初中部在校学生的问题行

为、校园欺凌的情况层出不穷。鉴于我国教育模式从“应试教育”转变为以“素质教育”为核心，良好的

社会情感能力作为个人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作为学校教育中的校本课程十分必要[11]。在 SEL
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社会情感学习行动理论指出，学校教育作为培养社会情感能力中的近端环境，能够

促进个体形成积极心理品质。课堂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在课程中通过隐形学习的形式培养社会情

感能力，不失为一种有效路径。本文通过总结心理课堂教学经验，并结合 SEL 理论框架，旨在梳理在课

堂中，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学习的有效路径。 

4. 培养初中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心理课堂探索 

团体心理辅导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路径之一，研究指出团体心理辅导对个体社会情感能力培养

具有良好效力，鲍晶根据社会情感能力结构模型及团体动力学理论，针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设计一套

系统的班级团体辅导干预方案，在实验班开展为期 2 个月，共 8 次的班级团体辅导干预，对照班不做实

验处理[12]。结束后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实施后测。相较于对照班学生，实验班社会情感能力在干预后获得

显著提升。研究发现，社会情感能力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影响个体与亲密朋友之间的同伴关系，从而促进

青少年更好地发展[13]。因此，初中阶段的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对于初中生身心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

由于团体心理辅导人数的限制，在大范围内进行施测得到效果并不明显，且对于团体心理辅导带领者需

经过专业培训。因此，以课堂为导向的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在学校教育中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收益。本文

在课程目标、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的选取中以社会情感能力为必要因素，让学生在学习知识技能的过

程中同时学习做一个有情感的人。 

4.1. 教学目标设计：以 SEL 核心维度为导向 

心理课堂的教学目标设计应以 SEL 的五个核心维度为基础，明确培养学生在情绪管理、人际关系、

关怀能力、决策能力及应对挑战性情境方面的具体目标例如，在情绪管理方面，教学目标可以设定为“学

生能够识别并命名自己的情绪，掌握至少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人际关系方面，目标可以是“学生能

够通过积极倾听和有效沟通，解决同伴冲突”。 
案例：在一节以“情绪管理”为主题的心理课上，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情境模拟活动，让学生扮演不

同情绪状态下的角色，并通过小组讨论分享情绪体验。教师引导学生识别情绪背后的原因，并教授深呼

吸、正念想等情绪调节策略。通过这一活动，学生不仅能够识别情绪，还能在实践中掌握情绪管理技能。 

4.2. 教学内容设计：情境化与体验式学习相结合 

SEL 强调知识的获取与应用，因此在心理课堂中，教学内容应注重情境化和体验式学习。通过创设

真实或模拟的情境，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从而加深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理解。 
案例：在“建立积极关系”主题课上，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团队合作挑战”活动。学生分组完成一项

需要协作的任务(如搭建纸塔)，并在任务过程中观察和记录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方式。任务结束

后，教师引导学生反思团队合作中的成功与不足，并讨论如何改进沟通技巧以建立更积极的关系。 

4.3. 教学反馈：及时性与个性化并重 

章节教学反馈是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基于 SEL 理论框架，教师应提供及时且个性化的反

馈，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进步与不足。反馈应具体、明确并指向学生的行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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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在“负责任决策”主题课上，教师可以设计一个“道德困境”讨论活动。学生在小组中讨论如

何应对一个两难情境(如是否举报朋友的作弊行为)，并作出决策。教师在讨论过程中观察学生的表现，并

在活动结束后提供反馈。例如，教师可以指出某位学生在讨论中表现出较强的同理心，但决策时缺乏对

后果的全面考虑，从而引导其改进决策过程。 

4.4. 教学生评价：多元化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 

传统的学业评价往往侧重于认知能力的考核，而社会情感能力的评价应更加多元化和过程化。评价

方式可以包括自我评价、同伴评价、教师评价以及行为观察等。此外，评价应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而

非仅仅关注结果。 
案例：在“应对挑战性情境”主题课上，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压力情境模拟”活动。学生在模拟的高

压情境中完成任务，教师通过观察学生的表现，结合学生的自我反思和同伴反馈，对其应对能力进行综

合评价。例如，教师可以评价某位学生在压力情境中表现出的冷静与应变能力，同时指出其在情绪表达

方面的不足并为其提供改进建议。 

4.5. 教学生评价：多元化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 

在 SEL 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需要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情感引导者。教师应具备较

高的情感素养，能够敏锐地察觉学生的情感需求，并通过积极的情感互动，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 
案例：在一节以“培养关怀能力”为主题的心理课上，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情感树洞”活动。学生匿

名写下自己的情感困惑或烦恼，放入“树洞”中。教师随机抽取纸条，并与学生共同讨论如何回应这些

情感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仅引导学生学会关怀他人，还通过自身的情感表达，为学生树立榜样。 

5. 培养初中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心理课堂探索 

综上所述，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初中生的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

管国家越来越重视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然而当下的教育，仍然过多地关注学生的知识学习和智力

发展，忽视情感关照、情感教育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中小学生面临社会情感发展和心理健康成长方面

的诸多问题。这些情绪、情感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成为诸多校园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

之一。因此，为有效促进青少年学生积极健康成长，提高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对青少年社会

情感能力的培养方法进行探索。 
在现有心理学研究中，社会情感能力主要通过团体心理辅导进行培养，通过小范围内招募，以社会

情感能力培养为理念，社会情感能力的分维度制定各期团体心理辅导目标。但在学科教学中贯彻社会情

感能力培养理念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基于 SEL 理论框架，心理课堂可以通过明确教学目标、设计

情境化教学内容、提供及时反馈、实施多元化评价以及转变教师角色等路径，有效促进初中生社会情感

能力的发展。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 SEL 能力培养的长效机制以及如何将 SEL 与其他学科教学相结

合，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厘清在现代教育中如何高效提升中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找到社会情感能力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途径，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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