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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of SEL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social-emotional skill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body and mind.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eachers, schools and parents, through the support of the environment, 
the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ame activities, democratic and equal class atmosphere, as 
well as activ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skills can be developed, so 
that children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manage emotions. It can develop children’s self-control, 
improve children’s learning ability, decision-making ability, social 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and 
help children to form good interpersonal and moral quality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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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情感技能作为SEL (社会情感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促进幼儿的身心全面和

谐发展，在教师、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之下，通过环境的支持，游戏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民主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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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氛围，以及开展积极的家校合作等途径，能够培养幼儿的社会情感技能，使得幼儿可以更好地理解

和管理情绪，发展幼儿的自控力，提高幼儿的学习力、决策力、社交力和适应力，帮助幼儿在校内外形

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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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是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6~2020 周期爱生学校合作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是针对中小学所开展的一项以校长培训为抓手的人才培养项目。在小学阶段，教师期待幼儿在学

前期就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等，这个时期，教师的重心在于知识的传

授，而不是情绪能力的培养，因此，学前期便成为了社会情感技能培养的关键期。俗话说“三岁看老”，

学前期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对于人的成长来说起着奠基石的作用，学前期形成的人格以及养成的个性特

征与行为习惯对于幼儿未来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由此可见，社会情感学习不仅要针对于中小学，

还要从学前期抓起。幼儿社会情感技能包括幼儿的情绪力、自控力、学习力、决策力、社交力和适应力。

培养幼儿的社会情感技能，能够帮助幼儿更好地处理和解决问题，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挑战，能够

有效地缓解幼儿的心理问题和情绪问题，改善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提升幼儿的归属感和活动参与度，

促使幼儿“去自我中心”。要培养幼儿的健康心理和完整人格，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等的共同努力。采

取正确有效的培养方式，能够帮助幼儿提升社会情感技能，为未来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教师要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情感技能，做好幼儿的榜样 

教师作为幼儿的模仿对象，对幼儿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要想培养具有社会情感技能的幼儿，教师

首先要以身作则，对自己的社会情感技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社会情感技能的教师。 

2.1. 积极的社会情感技能 

教师积极的社会情感技能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首先是教师要具有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正

确认识自己的社会情感技能特征，包括情绪特征，决策力特征等，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规范，对

待幼儿的态度是否温和，是否乐于学习以及善于反思。其次是教师要有他人认知和他人管理的技能，对

于他人的感受要尊重，能够亲和的和幼儿及家长进行沟通，要以自己的行动去教会幼儿学会换位思考，

理解他人和关爱他人等情感技能。最后是教师要具有集体认知和集体管理的能力。教师作为幼儿园这个

集体的一份子，要积极接纳这个集体，认同集体的规范，和同事积极合作，创造自己的集体价值，为学

生创建一个积极和谐的园所氛围[1]。 

2.2. 提升自身的社会情感素养 

要提升教师自身的社会情感素养，首先要求教师能够及时觉察并且接纳自己的情绪。教师要及时认

知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当教师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正确和清晰的认知的时候，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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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找到自己情绪产生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地分析情绪，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良好的情绪”[2]。教师不

仅要清晰认识自己的情绪，还要及时与幼儿进行沟通，体察幼儿的情绪状态，了解幼儿情绪产生的原因，

从而帮助幼儿调整情绪状态，使幼儿能够进行正常的人际交流，逐渐习得社会情感技能，提高情绪的管

理能力。当幼儿有了良好的情绪力时，幼儿才能作出负责的决策，在人际交往中调整情绪来适应不同的

交往情境，增强社会适应力。其次是教师要合理调节情绪。在对自己情绪有了清晰的认知之后，要积极

寻求合理的方式来调节不良情绪。教师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和寻求他人帮助等措施缓解情绪。例如，通过

强烈的自我暗示训练情绪力，激发内部情绪调节动机；与同事交谈愉快的事情以缓解消极情绪；从工作

价值的实现中获取自信等。对于难以排解的情绪，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运用正规的情绪疗法来消

除不良情绪的困扰[3]。合理的发泄和表达情绪既帮助教师提升了情绪力、决策力、适应力等，又为幼儿

的情感技能学习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模仿对象，教师良好的社会情感技能通过潜移默化地对幼儿产生熏陶，

对幼儿社会情感技能也起到了内隐的提升作用。 

3.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了解幼儿社会情感技能发展短板 

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平等交流的基础，教师只有放下权威，平视幼儿，才能获得幼儿的赤诚之心。建

立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教师了解幼儿的内心，从而有针对性的解决幼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教师的力量在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首先教师要转变自身的

教育观和儿童观，不以权威的态度面对幼儿。正如瑞吉欧儿童观中所强调的那样：“儿童与你是平等的；

儿童是有独立思想和行为的人，他享有一切公民权利。”这就要求教师把幼儿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个体来

对待，尊重幼儿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权利。其次，幼儿期的特殊依恋情节要求教师给予幼儿更多母亲般的

关怀。对于刚入园的幼儿，分离焦虑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教师可通过依恋的转移来缓解幼儿的这种

情绪。通过给予幼儿母亲般的呵护和关怀，给幼儿创建一个家庭般温暖安全的环境，以此来帮助幼儿适

应园所氛围，提高幼儿的适应力。再次，教师要合理评价幼儿的行为，通过赞扬提升幼儿的自信心，对

于幼儿不合理的行为也要及时批评并加以指导，做到严慈相济，恩威并施，既增强幼儿对教师的信任感，

也避免了教师对幼儿过度溺爱行为的出现[4]。最后，教师可以尝试做幼儿的玩伴，以平等的身份和幼儿

交流，以真挚的感情面对幼儿，让幼儿感受到被关怀被尊重，师幼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缩小。从

大量的文献中可以了解到，和谐的师幼关系有助于教师和幼儿相互接纳，相互了解，促进幼儿身心健康

发展。通过建立和谐的师幼关系，教师可以了解幼儿社会情感技能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

指导策略，培养幼儿的社会情感技能。 

4. 开展社会情感技能学习的活动 

游戏作为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幼儿园教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游戏中，幼儿的认

知水平得到提高，头脑风暴中的幼儿其创造力、想象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迅速发展。根据不同幼儿游

戏特点，教师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游戏活动来培养幼儿社会情感技能。 

4.1. 开展愉悦的游戏活动 

首先，教师可引导幼儿开展自主性游戏，培养幼儿的学习力。幼儿经验的获得大多是操作性的直接

经验，让幼儿自主探索能够有效提升幼儿的学习力，以此可训练幼儿思维的灵活性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如建构性游戏中，幼儿要对建构作品进行空间及平衡的探索和判断，以此来搭建出满意的作品。安吉游

戏案例中，某幼儿通过多次探索，最终成功搭建倾斜的屋顶，这是一次对摩擦力的自主探索，幼儿的学

习力在这些操作性的直接经验中积淀，为以后系统知识的学习打下屋基。幼儿在这种以自我兴趣为基础

开展的建构活动中，充分调动了学习的内驱力，自我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都在自主探索中逐渐发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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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游戏中幼儿要自己做出决策，确定合理有效的游戏行为来保证游戏的顺利进行和自我游戏目标的

实现，因此，在自主游戏中，幼儿的学习力和决策力能够得到一定的训练。 
其次，角色游戏作为幼儿游戏中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也不可避免的成为幼儿社会情感技能的培养

的重要途径。角色游戏中，幼儿要对角色的特性进行判断，并做出表演形式的决策。这种判断–决策–

再判断–再决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训练幼儿决策力的过程。教师在游戏过程中可适当给予幼儿自我商

讨决定游戏设计和开展过程的机会，以此来训练幼儿的决策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幼儿的社交力

在同伴相互交流讨论的过程中也在逐步发展。 
最后，教师可利用规则游戏来培养幼儿的社交力和情绪力。群体的规则游戏可以约束和规范幼儿的

游戏行为，帮助幼儿“去自我中心”。为了保证游戏的质量和进度，幼儿要适当地站在同伴的角度思考

问题。在游戏过程中，幼儿的情绪可能会影响游戏的开展，因此，遵守游戏的既定规则和调整自己的情

绪是维持游戏进程的重要条件，这就使得幼儿要适应不同个体的特性，对幼儿的社交力和情绪力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刘焱将幼儿的游戏比作一面镜子，反映着幼儿的发展水平，幼儿的情感技能在游戏中一

览无余，游戏也便成为了幼儿情感技能培养的重要途径[5]。 

4.2. 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 

基于对小学一年级社会情感学习资源课堂教学材料的学习，我们可以获取一些培养幼儿社会情感技

能的启示。首先，在培养幼儿社会情感技能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以帮助幼儿

更好地适应幼儿园学习生活，从幼儿入园开始，就要注重对幼儿情绪力、决策力、学习力、适应力以及

社交力的培养，因为幼儿园生活对于幼儿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第一次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

独自面对如此多的陌生人，极易引起幼儿焦虑。而对于幼儿的入园焦虑，我们需要引起重视并寻求行之

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 
其次，合理的情绪表达和有效的调节对幼儿的健康心理和社会情感技能的形成至关重要。圆圈游戏作

为幼儿园中常开展的一项教学活动，能有效促进幼儿之间的了解，消除幼儿的陌生感，该活动以增进幼儿、

师幼关系为目的，能有效缓解幼儿入园的焦虑情绪，进一步提升幼儿的认同感和活动参与感，从而为幼儿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奠定基础。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要求幼儿和教师围坐成一个圆圈，相互交流、自由发言，

彼此之间的关系正是在不断交流、讨论、分享的过程中得到巩固。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情绪反应，开展一

些帮助幼儿缓解消极情绪的教学活动，当前，在幼儿情绪调节中，较为常见的是音乐教学和体育活动教学，

这两种教学活动简单易行且能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幼儿将不良情绪转化为积极情绪。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要

求幼儿教师了解学生对音乐的喜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细心观察幼儿的情绪反应并作出适当地调整；在体

育活动教学中，幼儿教师除了注重利用相关体育动作帮助幼儿缓解消极情绪以外，也要做好学生的安全工

作。两者都是借助于刺激性较强的教学活动，转移幼儿的注意力，从而减轻幼儿的消极情绪。 
最后，幼儿教师也可以在幼儿入园之初，开展幼儿入园焦虑相关的情绪主题教学活动，具体操作如

下：幼儿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以幼儿喜爱的玩偶、玩具等为教学工具，引导幼儿表达出自己的情绪。

同时，幼儿教师也要注重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反应，对个别有情绪障碍的儿童重点关注，并在后续的幼

儿教学中给予更多地鼓励与支持。通过这些教学活动，幼儿能够正确认识情绪并采取合理的办法调节，

提高情绪力[6]。 

5. 创设温馨和谐的园所环境 

幼儿园环境的创设包括心理的和物质的这两方面。维果斯基提出教师要采取支架式教学，环境对于幼

儿的社情感技能培养来说，也相当于是一个支架。幼儿在安全温馨的园所环境中一步步习得社会情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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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创设安全有趣的心理环境 

心理环境的创设相对于物质环境来说对于幼儿的影响更大，运用一个温暖的、平等的、积极的心理

环境来培养幼儿的社会情感技能往往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教师可以从心里

环境的安全性和趣味性着手。首先是安全性，包括对尊重幼儿，接纳和包容幼儿，给予幼儿关心和爱护

以及师生平等交流。当幼儿处于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中，其情绪是具有稳定性的，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较

高的活动参与度，在教师的关注和鼓励之下，通过教师的期望效应，幼儿的自我效能感逐步提升，从而

变得自信，能够进行和谐的人际互动。在有趣的心理环境中，幼儿能够根据自我兴趣挑选合适的任务、

开展活动，自主决定活动中的事宜，通过自主探索、自我学习，在玩中自发成长。在兴趣基础之上，幼

儿学习内驱力和学习动机较高，学习力也随之提升[7]。 

5.2. 创设适宜的物质环境 

首先是物质环境要与幼儿的生活环境相契合，也就是要打造一个家庭般温暖的园所环境，增强幼儿

的归属感，提升幼儿的适应力。其次是在物质环境的创设中要尊重幼儿的意见，让幼儿来设计他们生活

和学习的场所，培养他们的决策力和学习力。再次是物质环境要具有童趣性，符合幼儿的身心特点是创

设幼儿园环境的一大原则，如：在材料的摆放上，要考虑到幼儿身高等特性，要给幼儿完成力所能及任

务的机会，提升幼儿的自信心。在充满童趣和温馨的物质环境中，幼儿的感受是安全的、幸福快乐的，

对于幼儿情绪的稳定和完整人格的塑造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6. 积极开展家校合作 

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认为“家庭生活是我们学习情绪的第一个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不

但家长对孩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会影响孩子，父母还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告诉孩子，他们是如何处

理情绪的。”家庭是幼儿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幼儿社会情感技能的习得靠教师的

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还需要家长的合作。首先是，教师可以通过家长开放日与家长委员会等方式与

家长分享社会情感技能学习的意义，获得家长的支持。其次是开展主题家长会，帮助家长了解社会情感

技能培养的内容与方法，使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能够有效结合，形成统一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最

后是教师要时刻与家长保持联系，及时反馈幼儿在园内的表现，也及时了解幼儿在家庭中的状态，从而

能够建立起家校联合培养幼儿社会情感技能的桥梁[8]。 

7. 结论 

幼儿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社会角色要求他具有社会交往的能力，能够适应社会，具有良好的人际

交往能力和完整的人格。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的开展，积极的家校合作以及创设温馨和谐的园所环

境，能够有效地培养幼儿的社会情感技能。幼儿社会情感技能的提升既有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也有利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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