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6), 3395-3399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536    

文章引用: 方琼.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学习与渗透路径研究[J]. 教育进展, 2023, 13(6): 3395-3399.  
DOI: 10.12677/ae.2023.136536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学习与渗透路径研究 

方  琼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3年5月5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2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9日 

 
 

 
摘  要 

二十一世纪，社会情感能力作为新的教育议题，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会情感能力作为一种非认知因素，

是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个体特征，具有发展性和可塑性，能够通过后天学习得到锻炼与提升，

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角色同一性、社会责任感等都产生显著影响。我国学校的社会情感能力学习尚未完

全普及，其潜力尚未被完全开发。本文立足社会情感能力的基本构成，从社会情感能力对学生发展的积

极作用入手，阐述开发社会情感能力课程、校园管理、家校共育三个路径对于社会情感能力学习与渗透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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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a new educa-
tional topic. As a non-cognitive factor,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is a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raction of physiological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which is developmental and mal-
leable, can be exercised and improved through acquired learn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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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role identity,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learning of so-
cial emotional abilities in our schools is not yet fully universal, and its potential has not yet been 
fully exploited. Based on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ositive role of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expounds the 
promotion role of the three paths of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development, campus management, 
and home-school cooperation on the learning and penetration of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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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情感能力是学生认知和管理自身、他人和社会关系的个性心理特征，也是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上世纪，美国“学术、社会和情感学习联合会”界定了社会情感能力的概念雏形，包括自我

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交往能力和负责任的决定五方面，为社会情感能力的实施提供了理论

框架。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情感能力也被提上教育决策的议题，引起学者对学校开设和普及社会情感

能力相关课程的重视。在我国，学校内社会情感能力的学习尚未普及，其意义和潜力也尚未完全被开发。

事实上，社会情感能力作为一种非认知因素，对学生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庸能力，而是与认知因素相

辅相成，共同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与素质的全面发展[1]。 

2. 社会情感能力的积极影响 

简单而言，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就是教会学生认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关心及照顾他人，建立并

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有效处理各种问题的学习过程。21 世纪，随着社会情感能力

项目在全球的大规模推广和实验，众多的研究数据表明，社会情感能力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业成绩、改

善心理状况，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维持合理的人际关系。基于 213 项被广泛实施的社会情感能力学习

项目的结构分析表明：一般情况下，学生的成绩增量中有 11%归因于社会情感能力，此项数据表明社会

情感能力的培养会帮助学生表现出由智力因素引导的良好学业行为。作为一种非认知因素，社会情感能

力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成绩的提升，拥有高社会情感能力的学生会进行适当的情绪调控，树立积极的学习

态度，维持积极的学习状态，这是表现良好行为的基础。社会情感能力可以引导学生主动体会他人的感

受，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利他主义，从而化解交往矛盾，主动建立亲密关系，

维持人际和谐。同时，研究显示，社会情感能力对校园暴力和欺凌行为有着明显的负向作用，拥有高社

会情感能力的学生几乎不参与校园欺凌，有更好的道德修养，能尊重和保护彼此的人身权利，表现出良

好的校园行为。 

3.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学习和渗透路径 

社会情感能力可发展可塑造，且与认知能力相辅相成，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和家校共育的作用，二

者统筹协调，既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应有之义，也是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必要措施。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53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方琼 
 

 

DOI: 10.12677/ae.2023.136536 3397 教育进展 
 

3.1. 学校开设社会情感能力校本课程 

学校是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主阵地，是开设社会情感能力校本课程的实施主体，对学生此项能

力的培养应该与德智体美劳各育并驾齐驱，相互融贯，协调一致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社会情感能力

校本课程在育人方面起着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优势在于将区域发展特色、学生的发展规律、学校

教学实际、国家的育人目标有机结合[2]，以实现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独特培养。不同区域学生文化背

景差异、中西部教育发展不平衡、社会情感能力普及度分化等因素都会影响社会情感能力校本课程的开

设及实施效果，因此开展社会情感能力校本课程，需要多方面统筹，学校发挥教师优势，建立具有社会

情感能力的、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的专业化教师团队，遴选专家进行指导，制定课程实施标准，以社会

情感能力为核心脉络，充分参考儿童基金学会推出的社会情感能力学习的系列教材，(该系列教材包含七

个主题：“成长新起点”“争吵与和好”“向欺凌说‘不’”“向目标迈进”“喜欢我自己”“我周围

的人”“迎接新变化”)在此基础上编制科学且独具特色的校本教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为主

体，重视学生自身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进行恰当的自我管理，合理发泄情绪和

表达情感，让学生意识到情绪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确转化情绪，避免因为情绪冲动产生不良行

为。教师需要适当调整教学方式，避免枯燥的道德说教，结合道德两难故事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和判断

能力，帮助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老师即温暖的共情者，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怀抱同理心，

找到学生的共鸣点，公平看待每一位学生，真情倾听学生的心事，为产生心理障碍的同学提供必要的心

理咨询，也可以在校本课程中加入团体辅导，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帮助学生们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尤

其在初中阶段，团体辅导对学生们已产生的闭锁心理有明显的调节效果。校本课程可以摆脱课堂空间的

局限性，采用班级辩论、竞技游戏、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扎实培养学生的

社会情感能力。教师在开展校本课程教学时，也可以结合“开放课堂”的理念，将服务式教学转化为自

助式学习，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外在的实践活动转化为内在的情感体验。同时，这种针对培养学生社会

情感能力的校本课程实施模式，也对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必须有能力为学生提供指导，且这种指

导必须是“有效指导”[3]，学生也必须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并积极参与其中。在开放课堂里，学生们得到

的是精准化的指导，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习得，还有社会情感能力的提高。 

3.2. 校园管理浸润社会情感氛围 

校园氛围属于隐形课程，营造关怀性和支持性的校园文化氛围，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有潜移

默化的渗透作用。从学校管理角度来看，培养社会情感能力的主体主要有四类：校长、课程技术保障人

员、教研组、教师。这四类人员在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推进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校长是开展社会情

感能力学习的带头人、组织者，管理与整合有关课程的各种校内外资源。校长责任重大，必须引导校园

氛围建设，重视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而不应该“唯分数”“唯升学率”“唯名誉”。校长须意识到良

好的校园管理与环境氛围，不仅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起推动作用，而且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和综合素质的发展。课程技术保障人员为学校开展社会情感能力课程提供技术保障，硬件上不拖后腿，

推进信息技术与社会情感能力的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为开放课堂、探究学习和协作学习提供帮助，

同时积极开发相关 MOOC、微课等网络教育资源，线上线下协调推进，落实到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提高。

教研组为教学提供新的思路，是教学智慧的创生者，应时时刻刻关注到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及开展课程学

习的弱点、难点，部分一线教师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实践工作，从而忽视了更新教育观念、改善教学方式，

因此教研组需要推进教学模式的改善，将社会情感能力的学习纳入教学思路中，为教师教学提供新的落

脚点，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毫无疑问，在四类主体中，教师是接近教学实践的一线人员，必须洞悉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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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发展规律，怀抱“包容”“和谐”“全纳”的理念看待每一位学生，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学会交

往，管理情绪，帮助学生找准角色定位，发挥自身价值，积极适应社会。四类主体人员协调一致，集中

力量为学生们营造一个和谐的校园氛围和安全的心理环境，为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打好基础，意识到社

会情感能力作为非认知因素，不仅可以提高学业成绩，也可以促进学生心理向好发展[4]，使教育回归立

德树人的本质。同时，学校的管理应破除传统的行政官僚体系，充分体现民主，让学生充满安全感，鼓

励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是师生关系，还有同伴关系。研究发现，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与学

校归属感、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安全感呈正相关[5]。 

3.3. 家校共育，统筹发展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家校共育的理念最先产生于美国，后演变成为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我国的家校共育开始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教育实践步入正轨[6]。近年来教育部对家校共育中的“家庭教育”极为重视。2021
年 10 月教育部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家庭教育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我国的家校共育实践进入了

新时期。促进法指明，家长必须明确自身的主体责任，强化底线意识，在孩子的培养过程中，学校教育

虽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与此同时，家庭教育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挥家庭教育作用，是建立家校协同共育模式的推动力。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情绪情感，培养孩子

的社会情感能力[7]。心理学家丹尼尔认为“家庭教育是我们学习情绪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社会情感

能力对孩子产生难以预测的重大影响，因此，家长正确引导孩子排解情绪，体会情感尤为重要。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事实是，很多家长也并未接受规范的社会情感

技能教育，但这并非是家长逃避给孩子实施正确的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原因。简单来说，家长需要做到

以理解的态度看待孩子的一言一行，用平等的视角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的情绪情感，给予孩子充分的

爱与温暖，鼓励孩子发展人际关系，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自己，树立角色同一性，规避可能会出现的同一

性混乱问题。孩子在学校接受道德理论知识的教育，在家庭中受到父母道德实践的影响，孩子的社会情

感能力也包括责任感，父母对婚姻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这种以身作则的责任感会对孩子产

生积极的影响，父母以自己的规范言行帮助孩子树立责任感，有利于孩子承担社会责任，更快更积极融

入社会，并从社会发展中汲取积极力量。家校协同共育模式对孩子一生的发展起着创造性作用，不可否

认，这种模式是极具创新性的，也是需要共同坚守的。 
除此之外，作为家长，应该具备基本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现实是很多家长并不具备这些基本知

识与技能。因此，为家长实施家庭教育提供法律依据与方法参考，也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功能之一。

促进法对家长所应开展的家庭教育内容进行了规范，其中第一章第五条提出家庭教育应当“尊重未成年

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作为家长，须改变传统的育儿观念，尊重孩子的意愿与行为，遵循孩子

发展的自然规律，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的培养，为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打下基础。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学校和家庭比作“两个教育者”，认为二者“不仅要一致行动，要

向儿童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单向径的学校教

育已经不能满足培养全面发展的青少年的总体要求，只有家校合作，才能形成教育合力。当前，我国大

中小学正在积极开展与社会情感能力相关的课程，逐渐培养学生的此项关键能力，家庭教育也需要认识

到社会情感能力对于孩子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家长要帮助孩子明确自己的角色，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

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在培养学生的美好品德的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然而大部分家

长实施的家庭教育却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数据显示，四年级、八

年级学生认为家长第一关注自己的学习情况的比例(79.8%, 79.9%)，远高于关注道德品质的比例(25.3%, 
30.7%)，可见家庭教育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智轻德、重智轻能倾向。我国的社会情感能力学习尚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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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学校教育对开展社会情感能力相关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家庭教育也并未完全意识到社会情感能

力对孩子的学业成绩以及其他各方面能力的积极影响。因此家校共育，协同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就

显得尤为重要。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仅要形成合力，二者的影响也要和谐一致，往一个方向努力，共同促进青少

年的各项能力均衡发展。家校凝聚的力量如同一团跳动的火焰，为孩子的发展照亮。学校教育作为基础

教育，培养学生各项基本能力，学校的心理健康课程、心理咨询室、团体辅导等活动为孩子营造良好的

心理氛围，教会孩子合理控制情绪，怀抱同理心去理解他人的情感。老师的道德教育、学校的道德实践

都助力学生培养社会情感能力。能力和道德的培养是长期且漫长的，崩塌却显得格外容易。如果家庭教

育与学校教育不一致甚至产生严重冲突，会让孩子辛苦建立起来的角色同一性逐渐崩塌。在学校，老师

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的同时，也不忽略对其道德实践水平的培养，帮助学生发展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正确认识与评价自己。在家庭，父母也须具备基本的教育知识，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以自身规范的言

行教育孩子，及时了解学校的教育进度，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协调一致。形成家校共育的共识后，学

校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充分调动家长的参与积极性[8]。可以通过定期组织“我与家长共育人”活动，

及时与家长沟通。也可以通过重构管理制度，引导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家长行使监督权、决定权、管理

权，提出宝贵意见，家校信息共享，共同促进孩子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 

4. 结语 

给孩子的成长多一些情感支持，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应把孩子的学业成绩作为教

育成果的唯一考量标准，家校合力协调一致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使青少年成为符合新

时代培养标准的人才，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主题，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逐渐得到各教育主体的重视，此

项能力作为非认知因素，不仅能与认知因素相互配合，促进学生学业成绩发展，还能帮助学生发展其他

各项能力，成为有道德、有共情力、有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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