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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33名4~5年级学生进行关键行为事件访谈，建构了我国小学四五年级学生的社会情绪指标，研究

结果表明：1) 采用BEI关键事件访谈法建构四五年级学生社会情绪指标，其指标的频次和最高等级分数

受到访谈长度的影响，但平均数不受影响，且能区分高社会情绪水平和低社会情绪水平者，故采用平均

数确定四五年级学生社会情绪指标具有稳定性。2) 交叉效度检验证实，感恩、积极心态、激情和坚持性

这四个指标为四五年级学生的社会情绪健康指标；3) 采用团体焦点访谈法对社会情绪指标进行完善补充，

发现抗逆力是四五年级学生关键的社会情绪指标；4) 基于社会情绪指标的确立，设计的干预方案能切实

提高四五年级学生的社会情绪水平。研究从核心胜任特征角度探究小学高年级学生社会情绪的指标，为

社会情绪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对于开展小学生社会情绪的干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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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33 students from grade 4 to 5 were chosen to conduct the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 
to discuss the social emotion indicators of fourth or fifth grade student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Using the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 to construct four or five grade students’ social emo-
tional index here, index’s frequencies and maximal level of complexity were influenced by inter-
view length,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average score. What’s more, average score could diffe-
rentiate superstars and average performers. So using the average score to determine the social 
emotion indicators was more stability; 2) The results of cross validity confirm that gratitude, posi-
tive attitude, passion and persistence are the social emotional health indicators of grade 4 and 5 
students; 3)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 can be used to supplement the social emotional indicators 
of students in grades 4 and 5, and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show that resilience is a key social 
emotional indicator of students in grades 4 and 5; 4) Based on the index of social emotion, the de-
signed intervention scheme can improve the social emotional level of 4 or 5 grade student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dicators of social emotion of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ompetency Model, which provided empirical support for relevant studies 
on social emotion. Meanwhile, it also provided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arrying out the 
social emotion intervention training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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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各层次的教育要紧紧围绕着“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首要任务，并始终持续发力在“培养学生的健

全人格”方面。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一个完整健康的人，包括四个方面：躯体健康、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而心理健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具备健康心理的人，人格是完整的，自

我感觉是良好的，情绪是稳定的，积极情绪多与消极情绪，有较好的自控能力，且能保持心理上的平衡量。 

1.1. 社会情绪健康综合活力与情绪胜任力 

Furlong (2013)等学校心理学家们根据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模型，他们用社会

情绪健康综合活力(Student Con-vitality)这一综合指标，来表示所发现的积极特质和特质所产生的能够对

学生的社会生活起到正向作用的核心心理特质，并将研究结果逐渐形成了能够评估学会社会和情绪健康

的系列工具。从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得知，积极情绪有利于个体的多方面发展。Fredrickson (2009)
提出，积极情绪能够帮助一个个体扩展个体当时瞬间的思维，也能帮助个体改变行动序列，从而也能帮

助个体发展更多更好的个人资源，这些资源会帮助个体非常好的应对挑战，如帮助个体利用各种机会最

终获得成功和生活健康等有益成就。 
就情绪智力方面，Goleman (1998)提出了情绪胜任力的概念(Emotional Competence, EC)：“是指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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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绩效优异者身上基于情绪智力并且能够直接影响绩效的可习得的情绪智力和社会技能。”而 Baron & 
Parker (2000)、Mayer et al. (1999)则从人格的角度对情绪胜任力进行界定，他们开发的情绪胜任特征模型

也称为“社会智力和情绪智力混合模型”。其胜任特征主要包括 5 个维度，分别是：能够识别、理解和

表达情绪；有同理心；能够管理和控制情绪；能够妥善处理人际关系；激励他人与自我激励。在此基础

上，后来的学者提出了社会情绪能力，并认为其是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驾驭自己的情绪，并与他人建

立积极的关系、负责任地决策以解决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能力(陈权，陆柳，2014)。基于社会日益严重

的青少年社会情感和心理健康问题，以及不断增长的暴力、吸毒、酗酒等问题行为。戈尔曼基于大量情

绪智力的相关研究，曾于 1994 年专门成立过一个推广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组织。他们希望学生通过分阶

段的学习不光能够学习情绪的调节，也能使学生掌握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技能，这样学校毕业的学生未

来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和成功(曾晓滢，原晋霞，2020)。研究表明，社会情绪技能可以

改善人的认知、行为和态度，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此外儿童的情绪健康预示着他们良好的社交和

学业适应性行为。它不仅能够帮助儿童适应新环境，也有利于与同龄人、成人之间支持型关系的发展，

以及参与学习活动能力的养成和提升(许玭，2017)增加个人幸福感，促进学业或工作取得成功(徐文彬，

肖连群，2015)。而目前，我国社会也处在改革发展深水期，社会转型、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青少年学

生也面临学业、就业、创业和社会交往等多重压力及由此而生的各种心理矛盾和压力，其中与情绪困扰

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浦晓黎，邹婷，2015)。 

1.2. 胜任特征与胜任特征模型 

在人力资源发开与管理中，培养和选拔什么样的人才，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且不能脱离特有的

文化、特有的组织和特有的岗位。所以，Competence 一词就被提了出来。Competence 通常被翻译成为胜

任力或胜任特征。胜任特征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当时人们就曾通过建构胜任剖面图来说明

“一名好的罗马战士”的属性(McClelland, 1973)。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希望用胜任特征来指代一组内容，

这组内容能够把某一工作或者某一类人中的优异者与普通人彻底区分开来(Spencer & Spencer, 1993)。之

后，我国心理学家(仲理峰，时勘，2003)将胜任特征定义为能够把职位中表现优异者和表现一般者区别开

来的个体潜在的、较为持久的行为特征。这些特质不一定非得是显性的，也可以是个人潜在特性或者潜

在的行为。我们可以把胜任特征描述为在水面漂浮的一座冰山。水上部分代表表层特征，如知识，技能

等；水下部分代表深层的胜任特征，如社会角色、自我概念、特质和动机等。后者是决定人们的行为及

表现得关键因素(时勘，2006)。胜任特征以及胜任特征模型与情绪相关联的是，戈尔曼提出了情绪胜任力

的概念，并认为情绪胜任力是指体现在绩效优异者身上基于情绪智力并且能够直接影响绩效的可习得的

情绪智力和社会技能。在对胜任特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前人总结了一套通用的研究范式(时勘，2006)，
即对认知和行为数据进行细致的采集和分析，最终建立起某一类岗位或者某群人的通用结构模型。建立

胜任特征模型的方法有多种，包括战略分析法、关键行为事件访谈法、团体焦点访谈法等。目前最公认

有效的方法是美国心理学家 McClelland 结合关键事件法和主题统觉测验而提出来的行为事件访谈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 BEI) (仲理峰，时勘，2004)。在基于心理健康的双因素模型和核心胜任特征理

论，本研究主要采用关键行为事件访谈法和团体焦点访谈法，对小学生社会情绪健康进行建模，并探究

一种切实可行的干预方案来培养小学生的社会情绪。 

2. 研究一：建构小学生社会情绪指标 

2.1. 研究被试 

研究共访谈了 33 位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其中男生 16 人，女生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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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和步骤 

在研究一中主要运用了战略分析法、行为事件访谈法、团体焦点访谈法。 

2.2.1. 战略分析步骤 
分析我国小学生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我国对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具体要求，得出小学生在战略

层面需要具备的社会情绪健康特征。 

2.2.2. 关键行为事件访谈步骤 
首先，确定取样策略和标准并进行访谈。以小学生在自己学校内部的评价的相对位置来代表他的优

秀程度，如果被访问者综合素质评价为优则为优秀组，否则，归为普通组。这样能够有效避免横向比较

中的各项差异，如环境差异、文化差异等。 
其次，编码访谈结果。第一，将录音整理成文稿。有些人由于小学生这个群体的专注时间不长，逻

辑思维尚待提高，对事件的描述比较分散。所以，我们对每个受访者的真实访谈时间平均为 15~40 分钟，

最短 10 分钟，最长为 1.5 小时。这次访谈产生了 33 份文本，合计约 13 万字内容。这些内容都是未来对

小学生社会情绪健康特征内容进行研究的重要材料；第二，编码人员进行编码一致性训练。得到原始的

文字材料后，在不知道谁是优秀组、谁是普通组的情况下，项目组成员参考 Spencer 的胜任力词典，共

同对着一份访谈文本各自编码。负责编码的小组成员采用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将访谈记录中受

访者体现出的具体能力概念化，逐渐把单个人涉及到的全部胜任特征逐条评分梳理出来。当双方各自的

编码结果达到较高的一致性后，进行正式的编码。第三，正式编码。比照胜任力词典，编码形成《小学

生社会情绪胜任力编码词典》的初稿(以下简称“词典”)。 
最后，进行数据处理与建模。对编码人员的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完成量化指标的整理。并对优秀

组和普通组在每项核心胜任特征上出现的访谈时间、文字字数、频次、等级分数和平均数进行差异性检

验。根据优秀组和普通组比较的结果构建出小学生社会情绪健康的胜任力模型。所有的数据处理均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 

2.2.3. 团体焦点访谈 
本次研究访谈对象为教育部领导、儿童心理学专家、小学校长、小学优秀班主任。意在了解在专家

眼中，小学生的社会情绪需要具备哪一些特征。 

2.3. 研究结果 

2.3.1. 战略分析与文献分析结果(M1) 
从国内外关于小学生社会情绪健康相关文献中搜集小学生情绪胜任特征的词语，并进行战略分析，

我们初步得到 25 个特征描述词，包括：自我意识、激情、坚持、想象、积极心态、自信、情感表达、社

交、果断、活跃、冒险、谦虚、自爱、自律、情感丰富、求异、智能、直率、利他、感恩、成就动机、

关注秩序、人际沟通、灵活、组织观念。 

2.3.2. 关键行为事件访谈结果(M2) 
1) 访谈长度(字数)分析 
为了确保优秀组和普通组在各胜任特征上的差异不是由访谈长度所引起的，我们先对优秀组和普通

组的访谈长度进行了差异显著性检验(时勘，王继承，李超平，2002)。结果表明，两组访谈字数，t (31) = 
0.427，p = 0.672，和访谈时间，t(31) = 0.291，p = 0.773 无统计学上的差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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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interview length and interview time between the excellent group and the ordinary group 
表 1. 优秀组和普通组访谈长度、访谈时间比较 

优秀组(N = 18) 普通组(N = 15) t df p 

M SD M SD    

3647.17 1240.56 3448 1440.61 0.43 31 0.672 

30.50 12.19 29 17.35 0.29 31 0.773 
 

在统计处理时，采用胜任特征出现的频次、平均分数或者最高分数作为指标。为了考察哪种指标更

为稳定，我们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有 2 项胜任特征与访谈长度(字数)相关达到显著水平；最高分

数有 1 项胜任特征与访谈长度(字数)相关显著；平均分在各项核心胜任特征均无显著性相关。由此可见，

采用平均分数这项指标所得结果应该更稳定。这与 Spencer & Spencer (199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average score and maximum score of competency characte-
ristics and interview length 
表 2. 胜任特征发生频次、平均分数和最高分数与访谈长度的相关性分析 

胜任特征 字数与频次 字数与平均分 字数与最高分 

激情 0.465** 0.203  0.195  

积极心态 −0.066 0.255  −0.057  

感恩 −0.021  0.232  −0.057  

自信 −0.105  0.162  −0.182  

坚持 −0.152  0.309  −0.108  

自律 −0.346*  0.166  −0.346*  

灵活性 −0.334  0.155  −0.300  

注：*p < 0.05，**p < 0.01。 
 

2) 胜任特征的提取：优秀组和普通组的差异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所确定的胜任特征能否在效标样本中的优秀组与普通组之间显示出差异，我们先对

优秀组与普通组编码后得到胜任特征平均分数，然后对他们的差异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优秀组与

普通组的 4 个胜任特征上均有显著差异分别是激情、积极心态、感恩、坚持(见表 3)。 
 
Table 3. Differences of average scores of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excellent group and ordinary group compe-
tency characteristics 
表 3. 优秀组与普通组各胜任特征平均分数的差异胜任特征 

 优秀组(N = 18) 普通组(N = 15) t p 

 M SD M SD   

激情 4.569 0.495 3.665 0.702 4.326 0.000*** 

积极心态 4.632 0.566 3.717 0.76 3.963 0.000*** 

感恩 4.717 0.605 3.8 0.794 3.858 0.001** 

自信 4.536 0.576 4.578 0.427 3.858 0.091 

坚持 4.684 0.586 3.967 0.664 3.294 0.002** 

自律 4.564 0.716 4.105 0.651 1.911 0.065 

灵活性 4.269 1.023 4.15 0.705 0.381 0.706 

注：*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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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胜任特征模型的初步检验 
Spencer 认为验证胜任特征有效性的原则是：“如果杰出表现的胜任特征分数高于一般者，则胜任特

征模型的有效性就可以得到确立。”通过胜任特征的平均分对比发现，激情、积极心态、感恩、自信、

坚持、自律、灵活性这 7 项分数，优秀组均高于普通组。通过 t 检验后发现，优秀组和普通组之间在 4
个胜任特征的平均分数上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所以激情、积极心态、感恩、坚持这四个特征最终成

为社会情绪健康胜任的鉴别特征，其余 3 个特征可以作为基础特征使用(见表 4)。 
 
Table 4. Cor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M2 obtained from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s 
表 4. 通过行为事件访谈得到的核心胜任特征 M2 

胜任特征 特征描述 

激情 活跃、冒险、情感丰富、想象 

坚持 灵活、成就动机 

积极心态 自爱 

感恩 利他 

 
4) 胜任特征模型的交叉效度检验 
一般对于胜任特征的研究，都会选取第二个校标样本进行交叉效度检验，对于校标样本，也需要再

次用关键行为事件访谈法的进行数据收集，从而用来分析之前建立的胜任特征模型是否能够为第二个校

标样本做出准确的区分工作(第二次的分析员拿到样本时，事先并不知道哪些是优秀组，哪些是普通组)。
t 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文稿长度，t (8) = 0.588，p = 0.573)还是访谈时间 t (8) = 0.532，p = 0.609，优秀

组和普通组两组间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见表 5)。 
 
Table 5. Comparison of interview length and interview time between the excellent group and the ordinary group 
表 5. 优秀组和普通组访谈长度、访谈时间比较 

 优秀组(N = 4) 普通组(N = 6) t p 

 M SD M SD   

长度(字数) 4157.250 1473.470 3573.667 1576.169 0.588 0.573 

时间(分钟) 34.750 14.151 29.167 17.406 0.532 0.609 
 

之后，再对第二次样本的优秀组和普通组的胜任特征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普通组和优秀组

在 4 个胜任特征上均有显著性差异，模型得到了验证(见表 6)。 
 
Table 6. Difference test of average scores of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excellent group and the ordinary group 
表 6. 优秀组与普通组各胜任特征平均分数的差异检验 

 优秀组(N = 4) 普通组(N = 6) t p 

 M SD M SD   

激情 4.603 0.331 3.970 0.464 2.339 0.048* 

积极心态 4.520 0.443 3.663 0.473 2.874 0.021* 

感恩 4.770 0.592 3.742 0.429 3.211 0.012* 

坚持 4.888 0.517 3.825 0.357 3.882 0.005**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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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团体焦点访谈结果(M2) 
专家在经过充分讨论之后，每组专家给出了不同的胜任特征建议，但也存在一致的胜任特征内容(见

表 7)。 
 

Table 7. Results of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表 7. 各焦点团体讨论的结果 

组别 新加的胜任特征 

1 自我意识、抗逆力 

2 抗逆力、自爱、成就动机 

3 人际理解力、谦虚、严谨、抗逆力 

 
通过对团体焦点访谈的结果分析，并取相同结果，我们新增了了小学生社会情绪健康的新特征：抗

逆力(见表 8)。 
 

Table 8. Characteristics obtained from group focus interview M3 
表 8. 团体焦点访谈得到的特征 M3 

胜任特征 特征描述 

抗逆力 不沉浸在逆境里 

2.4. 胜任特征总结(M4) 

综上，我们得到了四五年级学生社会情绪健康特征，分别为感恩、积极心态、坚持、激情和抗逆力(见
表 9)。 
 

Table 9. Social emotional health characteristics of grade 4 and 5 students M4 
表 9. 四五年级学生社会情绪健康特征 M4 

胜任特征 特征描述 

激情 活跃、冒险、情感丰富、想象 

坚持 灵活、成就动机 

积极心态 自爱 

感恩 利他 

抗逆力 不沉浸在逆境里 

3. 研究二：小学生社会情绪干预培养 

3.1. 研究目的 

基于研究一得到的社会情绪健康特征，研究二探讨适合小学生社会情绪团体辅导干预的方案，希望

通过干预能够提高小学生的小学生社会情绪健康水平。 

3.2. 研究假设 

实验开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的社会情绪健康水平相当，实验组经过专门的干预培训后，其社

会情绪健康水平将显著得到提高，而釆用传统干预的控制组提升程度可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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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被试 

选取来自同一水平学校同一年级的两个四年级班级的学生作为被试，一共 79 名。 

3.4. 实验程序 

3.4.1. 实验准备阶段 
第一，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材《小学 4 年级社会情感用书》编写本次实验干预方案；第

一，对选取的实验班与控制班的学生使用社会情绪健康量表－小学版(SEHS-P) (Wang, Yang, Jiang, & 
Furlong, 2017)、进行前测，以便了解干预实验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基线水平。 

3.4.2. 实验开展阶段 
运用自编的小学社会情绪健康干预手册对学生进行团体辅导，共计开展了 10 次干预课程，每周一次，

每次两个课时。该手册的课时安排以及核心内容见表 10： 
 
Table 10. Proposal preparation and design purpose 
表 10. 方案准备以及设计目的 

主题 核心内容 干预目的 

感恩 爸爸妈妈我爱你 
白衣天使我想对你说 

通过“我对爸妈知多少”、“说说疫情中的白衣天使”等让学生学会

爱的表达并激发感恩心理。 

积极心态 我就是我，接纳自我 
我的未来我做主 

通过“优点小贴纸”互评活动认识并懂得欣赏自己，并学会赞美他人，

发现美好事物，对未来形成积极心态。 

激情 在线舞动少年  
家庭体育比赛  

通过家校联合的形式开展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同时设置一些

竞争环节，让学生充分投入其中，具备活力人生。 

坚持 红军长征故事 
我坚持，我胜利 

通过观看长征视频、奥运图片谈感受，初步感知坚持做事情的重要性，

对坚持做事情与半途而废的案例体会坚持就是胜利。 

抗逆力 我以伟人为榜样 
我与挫折面对面 

通过特殊人士和领袖人物的成长经历，了解挫折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掌握承受挫折、战胜挫折的一些方法。 

 
在进行干预授课时，我们严格按照以下要求和程序进行：1) 每次课次开始前，均会告知学生干预的

主题，并让学生做好准备；2) 在进入干预主题前，先与学生开展一些热身小活动，意在激发学生的兴趣，

从而更快进去状态；3) 实施干预方案；4) 完成干预活动后，与学生一起进行自由讨论，并邀请学生分享

本次活动的感想与收获，并做好一定的反思总结；5) 布置课后小活动，要求学生记录活动与生活中的所

思所想，而干预者主要观察和记录活动中获得成长和进步的人，他们发生的具体的事，他们的感受，以

及整个干预过程的群体气氛，必要时会在每次干预结束后对具体的被试写好记录。 

3.4.3. 实验结束阶段 
再次测量实验组、控制组学生进行社会情绪健康水平。 

3.5. 数据处理  

① 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差异比较 
在所选择的小学四年级班级里发放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 85 份问卷，回收了 84 份问卷，其中有效

问卷 78 份。对前测结果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班与控制班在感恩、积极心态、激情、坚

持、抗逆力这 5 个维度均无显著差异，两个班级在社会情绪健康水平上同质(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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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Pre-test results of social emotion levels i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表 11. 实验组与控制组社会情绪水平的前测结果 

 实验组(N = 37) 控制组(N = 42) t p d 

 M SD M SD    

感恩 22.083 2.761 21.214 3.854 1.156 0.252 0.259 

积极 22.472 3.047 22.595 3.864 −0.157 0.876 0.035 

热情 24.611 3.834 23.214 4.442 1.474 0.145 0.337 

坚持 21.917 4.252 21.786 3.592 0.147 0.883 0.033 

抗逆力 22.111 2.775 23.214 2.842 −1.728 0.088 0.393 
 

② 实验组前后测差异比较 
对实验组前后测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在感恩、积极、激情、坚持、抗逆力这 5 个

维度上，实验班的后测得分与前测得分差异极显著，且效应量 d 均处于较高水平(见表 12)。 
 
Table 12. Pre- and post-test results of social emotion level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表 12. 实验班社会情绪水平的前后测结果 

 前测 后测 t p d 

 M SD M SD    

感恩 22.083 2.761 25.056 3.928 −6.581 0.001** 0.876 

积极 22.472 3.047 24.583 3.981 −5.177 0.000*** 0.596 
热情 24.611 3.834 27.194 5.092 −5.219 0.001** 0.573 
坚持 21.917 4.252 24.222 4.888 −5.201 0.003** 0.503 

抗逆力 22.111 2.775 24.639 3.773 −4.066 0.000*** 0.763 

注：*p < 0.01，**p < 0.001。 
 

③ 控制班前后测差异比较 
对控制组的前后测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在感恩、积极、激情、坚持这四个维度上

的得分无显著差异。抗逆力差异显著，但其效应量 d 均处于较低水平(见表 13)。 
 
Table 13. Pre- and post-test results of social emotion level of control class 
表 13. 控制班社会情绪水平的前后测结果 

 前测 后测 t p d 

 M SD M SD    

感恩 21.214 3.854 21.262 3.851 −1.000 0.323 0.012 

积极 22.595 3.864 22.667 3.798 −1.355 0.183 0.019 

热情 23.214 4.442 23.429 4.429 −1.709 0.095 0.048 

坚持 21.786 3.592 21.881 3.604 −1.667 0.103 0.026 

抗逆力 23.214 2.842 23.024 2.789 2.442 0.019* 0.068 

注：*p < 0.05。  
 

④ 实验组和控制组后测差异比较 
对实验组、控制组的后测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在感恩、积极、激情、坚持、抗逆

力这 5 个维度上，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后测得分差异显著(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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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4. Post-test results of social emotion levels i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表 14. 实验组与控制组社会情绪水平的后测结果 

 实验组(N = 37) 控制组(N = 42) t p d 

 M SD M SD    

感恩 25.056 3.928 21.262 3.851 4.298 0.000*** 0.975 

积极 24.583 3.981 22.667 3.798 2.173 0.033* 0.493 

热情 27.194 5.092 23.429 4.429 3.493 0.001** 0.789 

坚持 24.222 4.888 21.881 3.604 2.429 0.017* 0.545 

抗逆力 24.639 3.773 23.024 2.789 2.119 0.038* 0.48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 结果讨论 

① 对社会情绪的结构指标进行讨论 
从访谈的时间和访谈文稿的长度来看，优秀组和普通组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水平，说明访谈的时间

长度和文稿长度并不会影响行为事件访谈的结果。从胜任特征的编码来看，胜任特征的一些维度与访谈

长度、最高分存在相关，但与平均分不存在相关。因此，采用平均分数进行编码，其结果具有较高的稳

定性。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得到初始的社会情绪指标后，进行交叉效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指标模型得

到验证。最后用团体焦点访谈法对学生的社会情绪指标进行补充，说明其结果比较全面可靠。 
② 对干预结果的总体讨论 
优秀组和普通组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小学生社会情绪指标包括：激情、积极心态、感恩、坚持、

抗逆力。对学生的社会情绪指标进行干预后其结果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即相比

于传统干预手段，本次研究发开出的干预方案能够确实有效地提升小学生社会情绪。 
③ 关于抗逆力的显著性探讨 
抗逆力是小学生社会情绪较为关键的结构指标之一，它通常是指个体面对负性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

维持相对稳定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理功能，且成功应对的能力(Bonanno, 2004)。它们有助于个体克服逆

境、积极应对压力危机，从而能良好的适应社会行为(田国秀，2007)。研究发现，抗逆力维度在控制组前

后测分数中出现了显著性差异，前测分数高于后测分数，但是效应量很小。这个可能是疫情期间，个体

处于长时间的隔离状态，个别家庭的家长给孩子进行了心理疏导时，但由于专业性不够，引起了逆反的

效果。同时，也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非智力因素受疫情影响明显，其学习热情、学习责任性和学习意

志均呈现下降趋势(宋乃庆，王钦，郭磊，沈光辉，202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情绪的干预培养对

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以及开展社会情绪研究的必要性。 

5. 小结 

随着我国综合素质的推行，学生应该具备怎么样的综合素质指标？如何对学生的社会情绪进行培养

干预？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应用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研究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和团体焦点访谈技术

对一线教师、专家和学生进行访谈，建立了小学生社会情绪指标，并尝试开发出一套干预方案，研究结

果表明： 
第一，关于情绪方面的研究，Goleman (1998)用“情绪胜任特征”概念替代情绪智力，将情绪胜任特

征定义为“基于情绪智力的、能够导致杰出工作绩效的习得性能力”。并对之前的模型进行了调整与拓

展，构建了一个由五个维度共 25 种胜任特征组成的模型(陈猛，车宏生，王丽娜，卞冉，2012)。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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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研究从核心胜任特征角度开展实证研究，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对社会情绪的核心胜任特征进行

编码，得到 5 种社会情绪胜任特征作为指标。其实际操作性强，为今后的干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通过对某地四年级班级进行实践干预，我们发现，针对小学生的社会情绪胜任特征进行团体

辅导的干预方案总体是可行的，对小学生胜任特征的培训和干预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践中

要注重干预的频次、内容的时效性和带动力，同时要密切观察学生在干预培养过程中的变化以及培训后

的效能。 
第三，本研究从核心胜任力角度在国内开展社会情绪的实证研究，初步揭示了我国小学生社会情绪

指标以及干预方案，并取得一定的成功。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样本量比较少，且受疫情

影响，干预仅持续 5 周的时间。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首先，在干预方面能够持续时间更长，使需要培

养的特征效果能够固化下来，并追踪实验组被试的成长发展，探究验证社会情绪与学业适应性以及亲社

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其次，在对培训效果的衡量上，除了采用传统的统计检验方式来评估实验组的干预

是否有效果外，还可以引入新型成长评估方式来评价个体通过培训后获得了多少“成长”(Walsh & 
Isenberg, 2015)。最后，对于小学生社会情绪指标的验证研究还需深入探索，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

发展下，将计算机技术与心理学知识相结合，使得前后测程序、培养干预等研究形成一个标准化体系，

且对于研究中产生的数据，还可以通过网络系统收集分析。在此背景下谈新型成长评估方式，以及社会

情绪的培养干预，将是一个有力的干预培养研究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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