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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深入了解我国教师情绪研究的现状和热点，揭示我国教师情绪领域的总体性发展态势。方法：

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2000年~2020年“教师情绪”为主题的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

基于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关键词聚类绘制知识图谱。结果：年发文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以个

人研究为主，虽然有一定的研究者合作网络，但跨地区、跨机构的合作网络还较少；研究热点呈现多样

化。结果表明：我国教师情绪研究的质和量还需进一步提升，应拓展多学科研究视角，增强研究的理论

创新，未来还应加强对教师情绪调节能力、教师情绪表达、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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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tspots of teacher emotion research in China, and 
to reveal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motion in China. Methods: This study used the jour-
nal literature on the topic of “teachers’ emotions”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d CiteSpace software to draw a knowledge map based on keyword 
co-occurrence, keyword emergence, and keyword clustering. Results: The number of annual pub-
lications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individual research was the main focus, and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collaborative networks of researchers, there were few cross-regional and 
cross-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ve networks; research hotspots were diversified. The results indi-
cate that: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eacher emotion research in China need to be further im-
prove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spectives should be expande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research should be enhanced, and future research on teacher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teacher 
emotion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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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教师发展研究更强调理性和认知，而忽视情绪方面的研究。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教师

情绪日益受到教育界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情绪在教育中的作用，并且开始研究情绪在教与

学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有关教师情绪的研究持续增加。结合已有的研究来看，我国教师情绪研究已经形

成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少有学者对 21 世纪以来的教师情绪的研究进展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

现有的关于情绪的文献综述大多仅针对教师情绪的一方面来进行述评，如我国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研究述

评(杨田静，尹爱青，2019)，教师情绪智力研究综述(朱朕红，2013)。 
为了探究国内教师情绪研究的现状，进一步推进教师情绪在国内的发展，本文基于文献计量视角对

相关文献展开全面系统的梳理，对教师情绪研究领域的主题、热点、发展变化与前沿进行归纳整理、总

结和分析，反思现有研究的不足，为该领域进一步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借鉴作用。 

2. 数据来源、研究工具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作为数据来源，时间范围为 200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以精准

匹配模式选择来源文献，以“教师情绪”为主题词，共检索出来 605 篇期刊文献。为了确保文献研究对

象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对其中会议通知、新闻报道等与教师情绪无关的文献进行筛选、剔重和删除后共

检索到 424 条文献，将这些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用以后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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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和方法 

为了以更直观的方式解释 21 世纪以来教师情绪研究发展的总体状况，本研究主要采用 CiteSpace 和

CNKI 文献计量软件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同时借用 Excel 工具进一步补充和完善。CiteSpace 软件是美国

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开发的用于文献计量和分析的可视化软件，主要通过聚类视图来展示研究相关领域

的发展情况(陈悦等，2015)，这对于从纷繁冗杂的大量数据信息中梳理出教师情绪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作

用。 
本研究运行 CiteSpace，时间区间设置为 2000 年~2020 年，时间切片为 1 年，采用“Pathfinder”算

法，然后分别选择“Keyword”、“Author”等作为分析对象，绘制出相应的科学知识图谱。 

3. 我国教师情绪研究的基本状况 

3.1. 教师情绪研究年发文量 

通过对 20 年来的教师情绪研究发文量的统计，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的发文变化趋势。 
以年份为横坐标，发文量为纵坐标绘制了 2000~2020 年发文量统计图(见图 1)，发文数量的分布可以

直观地看到某研究领域在某一时间段内研究热度的变化，是衡量该研究领域在该时间段内发展态势的重

要指标。关于教师情绪的文献在 2000 年到 2020 年共发表了 424 篇，平均每年发表 20 篇。从总体上看我

国教师情绪研究的发文量呈现上升的态势，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 2000 年~2004 年处于萌芽期，

相关文献的发文量较少，年发文量在 8 篇到 13 篇之间浮动，其次是 2005 年~2016 年为波动增长期，呈

现出了波动中保持增长的态势，从 2005 年~2011 年 2008 年呈现波动式增长，年载文量从 11 篇发展到 39
篇。2012 年~2016 年保持直线上升的趋势；最后是 2017 年~2020 年为稳步发展期。在这段时间内发文数

量稳步保持在 38~46 篇之间，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Figure 1. The quantity of teacher emotion research  
图 1. 教师情绪研究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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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研究某一个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合作关系，可以快速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和合作团队，运行

CiteSpace 绘制出作者合作网络的知识图谱。 
从研究者合作情况来看，我国研究教师情绪的研究者有一部分人选择合作发文，有跨地区的合作网

络，如上海师范大学的卢家楣、唐晓晨、陈宁，扬州大学的张奇勇，黄山学院的汪海彬和南通大学的张

庆；也有同地区跨机构的合作网络，如广州大学的路红、刘毅、吴宇驹和暨南大学的凌文辁，以及同个

机构合作发文，如江南大学的屈廖健和邵剑耀(见图 2)。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师范类高校(如上海师范大学)、
和综合性大学(如广州大学)等。还有很多研究者主要是独立研究，其之间并没有形成较密切的合作关系，

如果成立研究团队将研究力量聚集起来，加强合作，则有利于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Figure 2. The collaboration network among authors with high Productivity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4. 我国教师情绪研究的热点与发展趋势 

我们依据 CiteSpace 提供的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来判断绘制效果。当 Q 值 > 0.3，S 值 > 
0.5 时，聚类是令人信服的(陈悦等，2015)。本文绘制的知识图谱中 Q 值为 0.6349，S 值为 0.8754，聚类

效果较显著，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4.1.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凝结。在关键词知识图谱中，节点代表关键词，圆圈越大代表这个关键词

出现的频率越高；节点为紫色外环则说明该节点中心度较高，和周围节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图中有 374
个关键词节点和 822 条连线(见图 3)。 

在本研究中，最大的节点是“情绪劳动”(见图 3)，其次分别是：“教师”、“情绪智力”、“职业

倦怠”、“工作满意度”、“教师情绪”、“情绪”、“情绪管理”、“幼儿教师”、“元分析”、“大

学教师”、“中小学教师”、“教师情绪”、“工作投入”(见表 1)。依据这些关键词可以判断出我国教

师情绪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到教师工作、教师教学、教师情绪调节等多个方面，充分说明了教师情绪研

究视角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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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High frequency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3. 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Table 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table 
表 1. 关键词词频统计图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情绪劳动 90 0.44 

2 教师 69 0.38 

3 情绪智力 52 0.31 

4 职业倦怠 42 0.09 

5 工作满意度 36 0.02 

6 教师情绪 36 0.27 

7 情绪 32 0.19 

8 情绪管理 31 0.16 

9 幼儿教师 28 0.09 

10 元分析 24 0.00 

11 大学教师 24 0.00 

12 中小学教师 15 0.1. 

13 教学情绪 13 0.05 

14 工作投入 1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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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更加形象的呈现出 20 年来我国教师情绪领域的发展趋势，运行 CiteSpace 获得了关键词聚

类和共现时区图谱。关键词聚类选取了前 9 个：“教师”、“教师情绪”、“工作满意度”、“情绪管

理”、“情绪劳动”、“职业倦怠”、“消极情绪”、“初中教师”、“教学情绪”、“分析与对策”、

依据主要聚类在不同时间段的发展(见图 4)，本文从中发现以下特点： 
2000 年~2001 年教师情绪研究主要关注教师的情绪情感、沟通技巧、教学情绪。在研究对象上主要

针对幼儿教师和大学教师，幼儿教师面对的是生理和心理都尚未成熟的孩子，情绪起伏较大，所以幼儿

教师经常会受幼儿情绪影响导致自身情绪失控(舒仙桃，2000)。2001 年~2004 年，研究者们关注教师自

身素质的发展、情绪的有效控制、情绪体验、以及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2004 年~2007 年，研究开始侧

重教师专业社会化、情绪社会化、情绪能力、课堂教学、情绪规则等。2007 年~2010 年，国内针对教师

情绪的研究大幅度增加，开始关注教师自身情绪的研究，比如教师的幸福感、教学效能感、情绪状态、

教学心境、消极情绪等。2010 年~2013 年开始探寻教师情绪的影响因素，如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教师职

业的压力、情绪耗竭、心理资本、人格特征等都是关注的重点。2013 年~2016 年，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

中小学教师的情绪状态，以及学校生活中的同事关系，学生情绪和工作特质等。2016 年~2019 年，随着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传统课堂和互联网 + 课堂形式相结合，教师的培育路径需要新的转变，教师处于应

然的素质教育和实然的应试教育的双重压力下，心智调节、教师管理、教师发展、离职意向、职业压力、

工作控制感等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 2019 年至今，研究主要围绕着情绪能力、乡村教师、学校资源、

情绪表达、公共服务、学生课堂表现等。 
 

 
Figure 4. Timezone map of co-appearance keywords  
图 4. 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4.2. 阶段性热点研究领域分析 

关键词突现可以反映出在某一时间段内引用量有较大变化、影响力也较大的研究领域。本文选取了

研究最广泛的前 7 个突现词热点(见图 5)。“教师情绪”体现在 2001~2011 年，“情绪”体现在 2007 年~2010
年，“教师”体现在 2008~2009 年，“情绪智力”和“高校教师”都体现在 2015~2017 年，“工作投入”

体现在 2015~2016 年，“幼儿教师”和“特殊教师教育”体现在 2018~2020 年。从突现词影响的周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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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影响年限最长的是“教师情绪”，达 11 年。从最近的突现词“特殊教育”可以发现教育的发展和国

家政策是紧密联系的。随着国家教育的不断发展，对特殊教育的关注从量的发展到质的提升，教育部从

2017 年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特殊教育的发展(熊紫媛，2018)，特殊教育教师作为特殊教育服务的直

接提供者，对特殊教育者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以特殊教育教师的情绪发展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这里可以将教师情绪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00~2010 年，研究者主要关注教师情绪的教育

价值，情绪状态，以及如何发挥教师情绪作用的理论；第二个阶段是 2010 年~2020 年，研究者更加关注

不同阶段的教师情绪发展状况，在社会人际关系下影响教师情绪的相关关系研究以及情绪智力、情绪劳

动在教育研究领域的运用等。 
 

 
Figure 5. Top 7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 5. 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前 7 位 

4.3. 我国教师情绪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二十年来教师情绪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 
一是教师对学生情绪的影响。研究者们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了教师对学生情绪的影响，如教

师反馈，教学行为，教学期望等。有学者将情绪分为了消极和积极两个维度，并论述了积极情绪和消极

情绪分别对教学和师生关系的不同影响(李森，钟巧平，2011)。虽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试图掩盖自己

的情绪，但是学生往往能意识到教师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并且受到其影响。邱莉利用自然实验的

研究方法，表明了教师不同的课堂情绪对教师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教师消极的课堂情绪状态导致教学

效果的下降(邱莉，2014)。马惠霞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发现学生对教师的情绪，尤其是负性情

绪记忆尤为深刻，所以应重视师生之间的情绪互动和传递，避免教师负性情绪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马惠

霞，苏鑫，刘静，2016)。 
二是教师的情绪衰竭。本主题的重点是研究教师情绪衰竭与职业倦怠或幸福感的关系，此外还关注

了教师的抑郁、焦虑、工作满意度、压力、动机、自我效能感等概念。这些文章主要是从社会和个人的

角度去探讨情绪耗竭及其相关因素。社会方面主要是指人际关系、学校资本和组织承诺等，个人方面主

要是指认知自我调节、坚韧、教师目标、工作满意度等。张艳芬在新课改背景下对中小学教师的抑郁和

焦虑情况进行了现状调查研究(张艳芬，2012)。姚计海通过问卷调查证明了教师沟通满意度与情绪枯竭存

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教师的沟通满意度可以通过情绪枯竭影响组织承诺的机制(姚计海，相晓彤，朱进

杰，2018)，在此基础上张丽使用田野调研与数据分析法表明了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困扰和消极情绪对职业

幸福感有负向预测作用(张丽，傅海伦，申培轩，2019)。仅有较少研究探讨了降低教师情绪衰竭的优化策

略，如蒋小群和李超平提出通过在校长领导提升中推广服务性领导方式，降低教师的工作倦怠(蒋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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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平，2020)。 
三是教师的情绪智力、情绪劳动和情绪管理。教师会根据情境和目的有意识地决定表现或抑制自己

的情绪。教师在课堂上的情绪表达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情境判断，这说明教师进行教学活动需要情绪智力、

情绪劳动和情绪管理。教师的情绪智力主要从职业倦怠、工作投入、教学效能感等角度来进行分析，郑

楚楚，郭力平通过元分析方法发现了教师情绪智力分数越高，越不容易感受到职业倦怠(郑楚楚，郭力平，

2018)，以及面向幼儿教师李永占提出教师情绪智力对其工作投入有明显的影响(李永占，2016)。在教师

劳动方面，教师作为高情绪劳动者，其情绪劳动对学生、教学效果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因此近年来受

到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张鹏程和徐志刚梳理了教师情绪劳动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价值，并提出优化教

师情绪劳动的策略(张鹏程，徐志刚，2016)。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情绪智力、情绪劳动作为一种中介

或调节作用来探析教师情绪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在情绪管理方面主要是关注教师如何使用和管理

情绪。如高福霞提出目前教师情绪管理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选择策略管理自身情绪(高福霞，2015)。 
四是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的教师情绪及其改革。教师情绪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教师自

身的原因，也还有教师所处环境的原因，大到当下的时代背景，教育改革等；小到学校教学环境、同事

关系、学生言语行为等。如金琦钦基于情绪地理学、社会—认知框架等理论探讨了教师对课程变革的情

绪体验及其影响因素(金琦钦，张文军，2016)，引入情绪地理的概念有助于发展情绪的理论，黄亚婷在此

基础上通过情绪地理学和叙事研究探讨了高考改革中的教师情绪，并提出要分析情绪背后的社会、文化、

教师专业等多维度机制，为教师提供情绪支持(黄亚婷，刘浩，2020)，卢家楣指出要从权利关系、情绪规

则等方面来研究教师情绪的塑造和转换(孙俊才，卢家楣，2007)。 

5. 总结与展望 

教师情绪在国内的发展远不止这 20 年，纵观其发展历程，教师情绪研究已逐步成为国内教育研究的

重要议题，已逐渐构建出具有中国本土化色彩的教师情绪理论体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从长远

来看，该领域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认为未来的国内教师情绪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我国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课程目标、教育理念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教师的要求不

断提高，因此不仅要关注教师自身的素质，还要将教师情绪置于社会文化中。未来可以关注文化背景对

教师情绪影响的重要性，如教师的情绪是如何由他们的性情、家庭经历、文化渊源、年龄、学生时期的

情绪经历以及他们学习教学的环境所形成的？也可以从学生感知的角度来理解教师情绪如何影响学生情

绪，这是目前较少被探索的研究领域。 
其次关注教师的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是指个体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他们拥有何种情绪，何时拥有

这些情绪，以及他们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的过程(Gross, 1998)。但目前教师情绪调节能力水平普遍不

高，那教师如何在课堂上调节自己的情绪？如何提高自己的情绪调节水平？现如今一些新任教师由于教

育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情绪调节水平不高，离职现象频频出现。教师离职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学

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那教师离职原因与他们在工作环境中、学习教学过程中积极和消极的情感

体验的平衡有关吗？这些都可以是未来关注的议题。 
最后要加强对教师情绪表达研究的关注。情绪体验是主观的一种感受，表达则是主观感受的一种外

在表达。教师的情绪表达不仅会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也会影响良好师生关系的建构。但是鲜有研究者去

研究教师情绪表达的规则以及如何提高教师的情绪表达能力。张冬梅、葛明贵提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会

陷入情绪的察觉困境、认知困境和策略困境中，要努力提升自身的情绪察觉水平应对困境(张冬梅，葛明

贵，2021)，但对教师如何正确表达情绪尚未提及，后续研究可以针对教师情绪表达的规则、影响因素、

优化策略等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8207


刘柏麟，邱莉 
 

 

DOI: 10.12677/ap.2021.118207 1862 心理学进展 
 

教师情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师情绪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情绪的培养也应该是

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目前教师专业发展中对教师情绪的培养少之又少，仅是依据已有理论

知识对教师情绪提出应然的规范化要求，并没有对教师在实际教学生活中的情绪操作给予实然的分析和

指导。在未来的教师培养中，职前、职中和职后阶段学校和教师教育者都应该有意识地培养教师识别、

理解、表达和应对各种情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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