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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脑”在教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协调师生之间的人际互动来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教育环境

也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基于“社会脑”的神经机制，从脑科学的角度探讨“社会脑”如何助力良好师生

关系的构建与提升，以期为交叉融合的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学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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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brain”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fields of brain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more effectiv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better coordinates interper-
s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ased on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brain”,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social brain”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ment of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science, with a vie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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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ing some academic basis for cross-discipline collaboration of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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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脑”与教育 

人类的大脑是一个社会器官，大脑在处理涉及多领域多系统的社会刺激时，会表现出极其高度的专

门化，这使得人类拥有所谓的“社会脑”[1]。绝大多数的学习环境都可以被量化为微型的社会环境，影

响学生行为的诸多因素都与社会息息相关。学生的生理逻辑和神经反应直接并深刻地受到社会环境中社

会互动的影响；学生的行为、反应及其互动的方式，都是大脑特定的认知过程的产物，这一系列的交互

关系，涉及构成人类大脑的一万亿个神经细胞[2]。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社会脑”在

教育领域中的作用，显然是教育环境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社会脑”的起源假说，试图通过了解人脑内部机制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来解释现代人类大脑

中不同寻常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研究者认为，复杂的社会环境是人类大脑发育主要面临的生存压力，这

也是人脑的额极皮层相对较大的主要原因[3]。此外，在人类的大脑结构中，有着比类人猿相对较大和较

厚的脑岛和颞叶皮层[3] [4]，这大大有利于增强师生处理和解决教育领域中涉及社会交往问题的能力：比

如对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亲社会行为或欺骗行为的处理和解决能力；再比如学习者如何看待自己与老师

或同伴间的关系；学习者所期待的师生及生生关系等。这些都是学习环境中存在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

大脑如何处理社会层面的信息，并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 
在诸多涉及社会交互的教育情境中，积极的师生关系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通过协调师生之间的

人际互动来建立一个有效的教育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当学生感到被教师支持时，他们更有可能参与学习

并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5]。研究表明，当学生与老师进行积极互动并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时，将大大有

利于减少行为问题发生的概率并增进其心理健康[6]。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或许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具挑战性。 

2. “社会脑”的神经机制 

Brothers (1990)最早提出了“社会脑”的概念，认为灵长类动物中存在着由进化而来的专门负责社会

交往认知的特殊脑区，认为‘社会脑’主要包含了杏仁核、眶额皮层和颞叶皮层等脑区[7]。此外，随着

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其它的脑区如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也被认为是“社会脑”的

关键功能脑区[8]。Porcelli 等人(2019)提出了对‘社会脑’的另一层理解，他们把社会大脑描述为类似于

包含了一个动态的、层次分明的脑网络系统，涉及到形式较简单的或自动化的刺激信息处理过程(比如对

社会相关刺激的检测)；以及部分复杂且彼此重叠的脑网络，涉及到更高级更复杂的信息处理过程(比如反

思和理解自己或他人的心理状态) [9]。杏仁核被认为与社会认知有关，能够处理无法被意识感知(或处于

潜意识层面)的刺激，比如个体只是通过看到他人的面貌就去评判他人(以貌取人) [9]。在这种情况下，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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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核的激活与对不同种族的刻板印象有关，而个体并不知道自己持有着这些刻板印象[10]。腹内侧前额叶

皮层由许多相互连接的脑区域组成，它也参与处理与奖赏、惩罚和情绪调节有关的社会认知过程[11]。研

究人员普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参与社会处理的大脑区域众多且复杂：Billeke 和 Aboitiz 于 2013 年对

参与社会处理的大脑区域的分类区分了不同的区域，并梳理出了四个相关的参与过程[12]：其一是社会知

觉区域更多地激活了躯体运动区、视觉皮层中的纹外体区，和梭状回面孔区；其二是与社会参与相关的

情绪和动机关联脑区，激活了包括杏仁核、前脑岛、前扣带皮层、眶额皮层，以及腹侧纹状体以及下丘

脑等；这些结构依次与其它脑结构相互作用，形成了联结或重叠的脑区域：例如背外侧前额皮层和内侧

前额皮层和前扣带皮层等“社会脑”激活的区域，同时也与个体参与目标导向行为以及适应性行为密切

相关。最后，腹侧运动前皮层、颞上沟、后扣带皮层和楔前叶参与了与社会归因相关的脑区，其中更多

的是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自动、自下而上的推断；而诸如内侧前额皮皮层和颞顶叶结合区域这样的脑区则

更多地涉及到与心智技能相关的认知理论[12]。 
另一方面，个体在社会活动中产生共情或同理心时，大脑内的镜像神经系统会被激活，这可以解释

个体站在对方的角度体验他人情绪情感并产生感同身受的心理倾向[13]。当个体进行特定的社会活动或者

观察他人的社会活动时，镜像神经元系统(位于前额叶皮层)会被激活，其作用是让个体立即理解所观察到

的他人的情绪或行为表达，并让观察者设身处地地感受到对方当时的感受。镜像神经系统是由涉及面部

表情的前运动皮层、下顶叶、颞上沟、杏仁核和脑岛组成的，这表明对他人情绪的观察激活了观察者的

同一情绪神经回路[13] [14]。Gallese 等人(2013)的研究也证实[15]，参与者在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表情时他

们所激活的大脑区域是重叠的。镜像机制或许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行为意图更容易被观察者所理解的

原因何在，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机制是自动的且先于反省性意识，并通过种系传递成为人类社会认知的

基石。基于“社会脑”神经机制的科学研究结论，给了教育领域新的科学视野，也开启了研究师生关系

的新篇章。 

3. “社会脑”助力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 

教育是基于学习的神经机制，从而建立在师生间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一门交往艺术。寻求师生间更

加积极的关系，可以为学生创造更为有利的学习环境。Hamre 和 Pianta 早在 2001 年的研究[16]，具体强

调了教室或课堂如何成为支持教师与学生构建良好互动教学的空间，学生可以通过社会交往和互动的方

式进行学习，与老师有积极关系的学生更愿意接受学业挑战，社会情感方面也更能够得以发展。Wantanabe 
(2013)指出[17]，教学应该被描述为一种动态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中，人际交流在多个层面上或显性或隐

性地发生。当这种交流总体上是积极的，学习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将得以加强，最终受益的将会是学生的

发展，如学业成绩的进一步提升[18]。 

3.1. 积极的师生关系助力学生学习与身心健康 

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是高质量教学的一个基本方面：积极的师生关系促进了学生的班

级归属感和荣誉感，并激励学生参与合作学习[5]。“社会脑”系统中涉及的镜像神经系统，即执行一个

动作和知觉到他人执行同一个动作都会激活同一个神经回路，这种机制使师生间具备了强大的模仿和共

情能力[18]。良好师生关系的内在特征(如关怀，理解，信任和相互尊重)，以及师生间的融洽关系塑造了

积极的教育及课堂环境，使学生在其中感受到了肯定与支持，从而达到心理的最佳状态。 
很多研究表明良好师生关系的互惠与共赢，以及包括课堂、学校、社区和其它环境系统，是如何相

互影响着师生关系的质量[2] [6] [9]。例如，在班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如果教师与每位学生均有更多的

互动与交流，课堂中将能够产生更加积极的情绪情感氛围。Zheng 等人(2020)采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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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处于教学情境中师生的大脑活动，其研究结果显示：在教学完成之后，教师和学生在静息状态下右

侧感觉运动皮层的大脑同步程度显着增加[19]。后续的链式中介分析表明[19]，教学过程中的大脑同步部

分介导了静息状态下大脑同步增加与亲和纽带强度之间的关系，并发现角色分配和社交互动都是亲和纽

带所必需的；即大脑活动中的人际同步是师生间亲和联系的基础，而社会互动直接介导了这一联系过程。

然而，消极的师生关系不仅不利于学业成就的获得，而且会损害其心理健康。例如，一个学生对被同伴

或老师排斥或拒绝的惊讶感，在前扣带皮层的背侧部分会产生一种被称为错误相关负电位(ERN)的脑皮层

信号[20]。学生欺凌行为会引发“社会脑”的威胁反应，因为受害者感觉到被评判、被冷落和被拒绝。使

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对个体大脑进行扫描，Eisenberger 等人(2003)发现感受到被排斥、被拒绝或被否

定体验的个体，他们的大脑激活了与痛苦和悲伤关联的神经区域[20]。因而，营造积极的师生关系是必要

且必须的，它将助力于学生的有效学习及其身心的健康发展。 

3.2. 积极的反馈带来更稳固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产生诸多积极的情绪反馈，参与“社会脑”的各个方面，甚至被认为是有效学

习的关键，它影响着学习过程的多个领域[17]。De Greck (2012)的研究表明[21]，被试更有可能报告与愉

悦面孔图像一致的愉悦情绪，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师生在课堂互动中产生共鸣的现象：与观看一张悲伤

的面孔相比，一张愉悦的面孔会触发更多的移情反应，并激活大脑中更多与奖赏系统相关的脑区，如内

侧眶额皮层，以及额下回和顶叶等与镜像神经元系统相关的脑区。这意味着人类对微笑的笑脸会做出更

积极的反应，因为人类天生就热衷于社会互动，对积极的刺激会做出积极的反应。此外，教师的情绪往

往是可以通过学生的行为反馈以及师生间的人际关系性质优略劣来预测的：如果这些关系是积极的，可

以预测教师更高程度的愉悦感受，但如果关系是消极的，则会预测到教师更多的焦虑感或来自工作的挫

败感[18]。这表明，师生关系的质量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双向发展的，这是一种积极的

反馈循环，积极的反馈会带来更稳固的师生关系，助力于学生更好的学业表现，以及提升教师对于工作

的满意程度。 
最后，发展系统理论也将师生关系放在一系列大小不一的情境中。发展系统理论强调：发育中的孩

子处于他/她自己的系统之一，在近端系统(如气质)和远端系统(如师生关系)中发挥作用[22]。在学校环境

中，互动不仅发生在个体内部和跨情境层次中，而且所发生的各类互动是相互作用的。教师同样也会受

到他们对儿童某一特定的理念、过去所接受的教育知识及培训，以及他们在工作中的学校环境的影响。

孩子的能力来自于他们的个人认知特性，如注意力和认知能力，以及孩子在课堂环境中的关系和互动。

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好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后续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师生彼此间的

良性互动持续不断，使得积极的反馈带来更加稳固的师生关系，这将是其后续教育经历的基石。 

4. 小结 

“社会脑”和情绪在学习中的交互作用，无时无刻地体现在合作学习，以及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

过程中。学校、教师及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均应积极应用“社会脑”理论并创造有利于培育师生

关系的良好环境。只有促进和提高教育工作人员关心学生的潜能，使其积极践行社会情感与爱的教育，

才能为有效的教育教学打下坚实的社会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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