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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门课程到综合变革: 学生社会
情感能力发展策略的模式变迁

*

杜 媛 毛亚庆①

摘要 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成为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议
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历了从课程模式、项目模式到综合变革模式的变迁，演变至今相
对清晰和充实。课程模式以情绪智力理论为依据，实现对学生发展的直接干预，但却导致了
碎片化和边缘化倾向，同时也受限于授课教师的能力特征。项目模式力图使学生在民主参与
合作的氛围中发展社会情感能力，然而项目模式在面对项目干预措施与学校工作的契合度时
也表现出无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的综合变革转向，确保了学校在变革中的主体性，校
长的领导力提升和教师专业发展为实施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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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能力(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是儿童掌握并应用的一系列
与自我适应和社会发展有关的核心能力，包括识别和管理情绪，设置并实现积
极目标、欣赏他人、建立和维护良好关系、做出负责任决定等若干要素［1］。研
究业已证明，良好的社会情感能力可以提高学业成绩［2］、提升学校归属感［3］、
减少问题行为［4］，还能促进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及职场成功的可能
性［5］。自 1994年美国“学术、社会与情感学习协作组织”(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Social，and Emotional Learning，简称 CASEL) 首次将社会情感能力作
为专门术语提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在基础教育实践中探索培养学生社会情
感能力的有效策略，经历了从课程模式、项目模式到综合变革模式的发展变
迁。分析国际上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策略模式变迁及发展趋势，理解不
同模式的提出背景、典型做法及现实困境，对我国中小学社会情感教育的研究
与实践探索有重要启示意义。

*

①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优先关注课题“北京市学生社会情绪能力发展策略研究”
( 项目编号: BEEA17035) 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家长教育
参与研究”( 项目编号: 2017M610801) 的研究成果。

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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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课程模式及其困境

(一) 课程模式的提出
在教育领域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强调，至少可追溯到一百年前杜威关于教育

的目的在于“支持发展民主社会中富有责任的、积极参与的公民所需具备的知识
和技能”［6］的思想，但作为一个术语提出是源自心理学界对智力的研究进展。上
世纪 80年代，以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和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理论为代表的心
理学研究成果证实了智力具有多种形式［7］，由此引发了上世纪 90年代心理学界
对情绪智力的深入研究。1990年，美国心理学者萨洛维( Peter Salovey) 等人界定
了情绪智力的概念，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戈尔曼 ( Daniel Goleman) 在
《情绪智力》专著中将情绪智力界定为“控制情绪冲动、解读他人情感和处理各
种关系的能力”［8］，包括自我认知、自我管理、动机、同理心和社交技能这五个
要素，并提出情绪智力对个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是可被习得的，极大扩大
了情绪智力的社会影响力，也直接促成了社会情感能力及其内涵的提出。

从本质上讲，社会情感能力是一种胜任性能力，它被看作是情绪智力在各
种情境中的应用，是可以像智力发展一样通过学习、练习并在具体情境中应用
而获得的能力［9］。在美国费兹研究院 1994 年学术会议上成立的“学术、社会
与情感学习协作组织”首次提出了社会情感能力这一术语，并用“社会情感学
习(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表示其发展过程。1997年，该组织出版了第一本
《教育者指导手册》［10］，提出“采取多样化的社会情感能力显性课程并在常规
教学中渗透社会情感能力，是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主要干预措
施”［11］，这可被看作是课程模式的开端。

(二) 课程模式的实施策略
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课程主要有两类: 一是社会情感能力显性课

程，是由学校或外部机构开发的专门课程;二是社会情感能力渗透课程，即在学
科课程中融入社会情感能力内容并采用有助于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策略。

1． 社会情感能力显性课程
社会情感能力显性课程大致有两种方式: 一是面向特殊群体的防范性课

程，在上世纪 90年代比较普遍，目的在于防范校园暴力或减少问题行为，主要
以高危群体或问题行为儿童为授课对象，授课方式以课程教学为主，有时也会
辅以心理干预。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促进性课程，在本世纪初获得学者和机
构的认可，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社会情感能力，以全体学生为授课
对象，授课方式以多种形式的技能练习为主。以美国为例，在中小学校中开设
的社会情感能力显性课程大致有技能聚焦课程和主题聚焦课程两种。

第一，技能聚焦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像掌握阅读技能一样学会诸如倾听、
同理心、人际交往等技能。例如，由格林伯格( Greenberg) 等人开发的促进选择
性思维策略( PATHS) 课程，基于情感 行为 认知 动力( Affective Behavi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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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Dynamic，简称 ABCD) 发展模型理论［12］，围绕自我控制、理解情绪、自
尊、人际关系及问题解决等主题，采用对话、角色扮演、讲故事、同伴支持、社会
强化、自我反思等不同方式授课。该课程至今已扩展到爱尔兰、瑞士、英国等
国，并在我国香港地区的部分学校试用。［13］课程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在项目结
束两年后，接受课程的学生的问题行为更少，抑郁水平更低［14］。美国“国际狮
子探索基金会(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开发的面向全体学生的
“狮子探索”主题课程，内容包括人际沟通、个人管理、社会责任感、应对欺凌
等，课时为每周 20—30分钟，授课过程为“探索发现—建立联系—技能练习—
技能应用”［15］四环节。

第二，主题聚焦课程，目的是解决校园欺凌等专题问题。例如，在美国中
小学校广泛开设的“第二步”课程，主要是教授学生同理心培养、情绪管理能
力、建立友谊和问题解决等技能，并指导学生如何使用这些技能降低冲动和攻
击行为、有效应对校园欺凌。每个学年 22—28 课时，教学方式有头脑构建活
动、每周主题活动、强化练习活动及家庭作业练习等。每周主题活动又进一步
细分“主题授课—讲故事和讨论—小组分享—阅读和总结”四个环节，并有针
对性地与语言、艺术和戏剧等学科课程内容结合。学生在课程中会学到解决
冲突的五个步骤( 确定问题;头脑风暴，想出可能解决办法;试着评估每种办法
的可能结果;选出最佳方法解决问题; 评估结果) 、管理情绪的四个步骤( 寻找
身体线索，理解情绪;采用适当策略冷静下来; 思考问题解决方法; 再次思考，
评估各种方法及其结果) 等非常具有操作性的技能。［16］

2． 社会情感能力渗透课程
社会情感能力的渗透课程本质上仍是学科课程，但增加了社会情感能力

训练，并采用有助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教学策略。在教学内容方面，以
语文学科为例，除了让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和反思技能等学科内容之外，还可以
根据课文内容渗透控制冲动、建立友谊、关心他人等社会情感能力目标［17］。在
教学策略方面，美国研究所分析在全美开展的社会情感能力学科渗透课程的
教学策略及课堂观察工具，归纳了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十项教学策
略，即: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精炼教师的教学用语，鼓励学生做出负责任的决
定，创造温暖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开展合作学习，组织课堂讨论，组织学生进
行自我反思与自我评价，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活动设计，为学生提供适
当的学习挑战和学习期望，通过示范、实践、反馈、指导以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
能力［18］。美国“积极回应的课堂”也提出了让教师掌握“每日晨会、建立规则、
互动示范、积极教学用语、有逻辑的结果、指导学业发现、指导学业选择、课堂
组织、合作问题解决及家校合作”［19］在这十项教学改进策略中，每日晨会、积极
教学用语和课堂组织是有助于教师教学管理的主要干预措施［20］。研究结果表
明，这些干预措施能提高学生对学习和教师的积极感受，增强学生与学校的连
接感，改进师生关系，增加学生的亲社会行为［21］，还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
学成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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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程模式的现实困境
课程模式具有针对性强、直接指向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特点，在教育

实践中最易为学校校长和教师所接受，也一直被看作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的主要方式。然而，在具体操作中会遇到碎片化、边缘化和效果依赖性等现实
困境。第一，干预内容的碎片化。每周或每月仅实施半小时左右的显性课程
让学生很难获得持续一贯的支持，单一的干预方式也很容易在学校繁杂的教
育教学工作中被碎片化。第二，干预方式的边缘化。一方面，不多的显性课程
课时很容易被主要学科挤占; 另一方面，学科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任务本已繁
重，学科渗透的内容和渗透方式很难直接衡量，在教学中可能会被边缘化。第
三，干预效果的依赖性。课程模式的效果受教师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及课堂
教学驾驭能力的直接影响，也可能受教师个人意愿、工作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二、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项目模式及其困境

(一) 项目模式的提出
随着教育研究和实践对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视及以布朗芬布伦纳的发展生

态系统理论为代表的相关理论发展，有学者总结提出，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
展既受到儿童个人因素影响，也受到儿童所处的环境( 班级因素、学校因素、家
庭因素等) 的影响［23］，“学校的操场、食堂、走廊等空间都可以是社会情感学习
发生的场所”［24］。由此，有效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需兼具两方面: 一
是有目的地教授学生掌握社会情感技能，即前述的课程模式; 二是创设安全、
关心、合作、参与的支持性环境，并建立互相尊重、关心的人际关系。［25］美国“学
术、社会与情感学习协作组织”在其 2003 版《教育者指导手册》中将之总结为
关注能力与关注环境相结合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模式( 干预框架模式见图 1) ，
为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研发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框架。

图 1 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模式干预框架［26］

蜗冀投岸跃
Highlight

蜗冀投岸跃
Highlight

蜗冀投岸跃
Highlight

蜗冀投岸跃
Highlight



— 43 —

(二) 项目模式的实施策略
1． 美国“学校自选”社会情感学习项目
2002年 1月 8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要

求三至八年级的全部学生每年都必须参加阅读和数学标准化成就测试。以
“应试”为导向的新法案促使中小学校积极探索提高学业成绩的有效手段。已
有研究中发现，社会情感学习项目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27］［28］，还可弥补
学校教育过于重视认知发展的缺憾，由此极大地激发了中小学校开展社会情
感学习项目的积极性及专业机构研发项目的热情。［29］

为指导各中小学校有效选择项目，学术、社会与情感学习协作组织会定期
发布优秀项目的评选结果及教育者实施指南。以最新版指南( 小学版发布于
2013年，中学版发布于 2015年) 为例，该指南从能力( 教授和练习社会情感能
力的程度) 及环境( 在课堂、学校、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倡导社会情感能力的程
度) 两个维度按照“较少”“足够”“充分”三个等级评分，并参考项目效果循证
研究，最终评选出 23个优秀社会情感学习项目［30］，耶鲁大学的 ＲULEＲ项目和
美国发展研究中心研发的关心型共同体项目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

( 1) 由耶鲁大学情绪智力中心开发的 ＲULEＲ 项目( ＲULEＲ 是识别情绪、
理解情绪、表征情绪、表达情绪和调适情绪这五个情绪智力技能的缩写) ，通过
培训学校管理人员、指导教师、教师、家长和学生，将 ＲULEＲ 这五个能力融入
学校课程和管理中的各个方面［31］( 具体实施框架见图 2) 。研究结果表明，
ＲULEＲ项目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师生社会情感能力得到提升，学校和班级
内形成了具有情感支持和良好沟通的氛围，学生的情感觉察、情感表达和情感
调节能力均得到加强［32］［33］。

图 2 ＲULEＲ项目干预框架

( 2) 由美国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关心型共同体( Caring Community) 项目，
采取以下四项措施在班级、学校和家庭中建立关心型共同体: 一是每年召开
30—35次班级会议，共同讨论班级事务，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 二是组织跨年
龄伙伴项目，不同年龄学生一一结对建立亲密互助伙伴关系;三是每月开展一
次家庭主题活动，让家长理解关心是学校的核心价值，并按照学校要求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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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展亲子活动; 四是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建立人际关系、知识分享及提供学校服
务等活动，让学生在民主、合作、参与中彼此熟悉，在行动中体验关心他人。［34］

2． 英国“全国推进”社会情感学习项目
200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每个儿童都重要》绿皮书，提出了儿童发展的五

项目标( 健康、安全、享受生活并取得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及经济福祉) ［35］。该
绿皮书要求自 2005年起，教育机构需要提出具体的落实行动。受此影响，英国
教育和技能部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广泛研究，借鉴美国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经验，
自 2005年正式启动了面向全国中小学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 小学项目自 2005
年启动;中学项目自 2007 年启动) ，至 2010 年共覆盖全英约 90%的小学和
70%的中学［36］。

英国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主要采取整校干预方式，具体措施有: ( 1) 在学
校规划中积极倡导和宣传。 ( 2 ) 为教师提供及时激励和专业发展机会。
( 3) 营造支持性的物理环境、学习环境、情感环境、社交环境和社区环境等。
( 4) 实施社会情感能力课程与教学，由“新开始”“争吵与和好”“喜欢我自己”
等七个专题组成，既有由集会活动、圆圈活动、专门课时构成的显性课程，又将
这些主题内容渗透到健康教育、公民教育课程中。［37］在学校中，社会情感学习
项目按照三波干预的方式实施［38］( 见图 3) 。第一波干预为全校范围的项目执
行( 图中最顶层) ，干预内容包括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有质量的社会情感能力显
性课程，建立学校社会情感学习管理制度和整校推进实施框架。第二波干预
针对经甄别诊断发现在社会情感发展方面需要给予额外帮助和指导的部分学
生和家长( 图中中间层) ，干预方式包括小范围授课、家校合作共育等。第三波
干预直接针对特殊儿童，采取个别化辅导方式( 图中最底层) ，必要时辅以专业
咨询和指导。

图 3 英国 SEAL项目的三波干预模型

(三) 项目模式的现实困境
由于项目设计和实施的科学性以及经研究证实的干预有效性，人们普遍

认为项目模式是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有效策略。然而，社会情感学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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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实施并不必然保证被学校接受，项目实施的质量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学校自选”模式下，项目质量是影响项目效果的主要因素。美国学者

杜拉克( Joseph Durlak) 等人运用元分析方法分析了 213 个在全美实施社会情
感学习项目效果，归纳出有质量的项目需要满足按照顺序、学校积极主动、内
容聚焦和策略精准这四项原则［39］。欧舍( David Osher) 等人提出发展适宜性、
文化适切性、全面的系统化、基于证据、独立评估和前瞻性是有效的社会情感
学习项目的主要特征［40］。由于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多是由外部机构研发，如何
与学校日常实践相结合，将外部项目干预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并关注学校特殊
需要和挑战，是有质量的项目需要满足的条件［41］，也是项目模式经常会面临的
现实困境。项目内容的适切性以及与学校的契合度，项目执行人员的观念和
执行能力，项目执行人员接受培训和指导的程度，以及项目学校自身的氛围、
开放程度、愿景、决策、沟通和执行流程［42］等，共同决定了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
实施质量。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无法保障，项目模式都有可能变成一种
乌托邦式的干预策略。

在“全国推进”模式下，项目质量已由行政力量和专业力量予以保障，“项
目执行”是影响项目效果的主要因素。2010年，英国教育部组织评估全英中学
阶段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效果，结果发现，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未能如预期对学
生发展带来积极影响［43］，学校教职员工的意愿和能力及项目实施所需的资源
和时间限制［44］是影响项目效果的主要因素。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弗里曼
( Elizabeth Freeman) 等人以在澳大利亚实施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为例，通过深
度访谈教师发现，学校执行团队是否清晰了解项目意图，分工是否明确，是否
接受了足够的培训和指导等，都是促进或阻碍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效果的
因素［45］。

三、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的综合变革转型

(一) 综合变革模式的提出
近年来，社会情感能力逐渐提上了全球教育政策议程。2015年 8月，联合

国 193个会员国的代表一致通过将“包容、公平和有质量的教育”确立为 2030
年教育发展议程，提出要让学生掌握处理好自我与他人、社会、国家和世界的
多种关系的社会情感能力［46］。2015 年 3 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促
进社会进步的技能: 社会情感能力的力量》，并提出了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需
要家庭、学校、社区等共同发挥作用，能够引发学校的系统性变革［47］。学生社
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不是单一的、零碎的外部改革措施，学校自身应作为变革的
主体，可以借鉴“颠覆性创新理论”［48］，用更简单、方便的形式融入学校的日常
管理［49］。这样的变革不需庞大而复杂，但是需要发端于学校内部，需要全员参
与、统筹规划和实施，“颠覆性创新并不是要替代原有的选项，而是将最核心的内
容覆盖到最大范围的受众，特别是那些传统意义上未被关注到的受众。”［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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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综合变革模式的实施策略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的综合变革转向使干预主体从外部转向学校内

部，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被支持做”，从而确保了学校在变革中的主体地位。
其核心思想有二: 一是变革内容由庞大复杂的多项干预转变为与学校日常教
学管理工作的有机结合，从维持性创新转变为颠覆性创新，有代表性的模式为
哈佛大学的琼斯( Stephanie M． Jones) 等人提出的基于关系的学校综合变革模
式;二是变革的主体由外部的专业机构转变为学校，但仍需得到家庭、社区和
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有代表性的模式为美国社会情感学习协作组织
( CASEL) 提出的学校内外联合综合变革模式。

1． 基于关系的学校综合变革模式
哈佛大学琼斯( Stephanie M． Jones) 等人认为，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认知能

力发展相辅相成，社会情感能力可以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发展。积极的人际关
系是社会情感能力得以发展的土壤和最初平台，学校和教室是社会情感能力
得以发展的环境，而家庭、社区及各级政府的教育政策则提供了重要保障，由
此提出了基于关系的学校综合变革模式［51］( 见图 4) ，并指出这样的综合变革
能够重塑学校文化、创建支持性的氛围，形成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共享愿景，
其短期的结果为减少学生的攻击行为，降低抑郁，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社交能
力。而从长期来看，这样的综合变革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增加学
生积极行为，提高学业成绩。［52］

图 4 基于关系的学校综合变革模式

2． 学校内外联合综合变革模式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美国学术、社会和情感学习协作组织提出学生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需要超越学校范围、突破项目模式。学校需要与其外部环
境( 社区、学区、州和联邦政府) 整体发力，实现社会情感学习的学校内外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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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53］( 变革框架见图 5) 。

图 5 CASEL的社会情感学习系统推进模式［54］

第一，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是各项干预措施的核心，它会为学生带来短期影
响( 如: 社会情感能力提升、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更加积极、更多的亲社会行
为、人际关系改善和学业成绩提高等) 及在今后的学习与社会生活中获得成功
的长期影响。

第二，学生所处的各级生态系统( 班级、学校、学区、州、联邦层面的政策) ，
层层递进、逐渐深入地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55］。在学校内部，影响学生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干预措施包括学科教学渗透与社会情感学习专门课程，
学校氛围创设，学校管理实践及相关政策，以及学校、家庭和社区合作伙伴关
系。在学校外部，地区政府对社会情感学习的承诺和支持，有效评估需求并提
供相关的资源，发起和支持社会情感学习相关工作，及建立社会情感学习的学
校评估和持续改进系统，都是社会情感学习综合变革的措施。此外，州和联邦
政府的政策和支持也是发展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举措。

(三) 综合变革模式的质量保障因素
校长的领导力提升和教师专业发展是保障学校社会情感学习综合变革质

量的重要因素。
1． 校长的领导力提升
社会情感学习综合变革是一项持续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成为学校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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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创造性张力( 认同变革的意义，愿意尝试改变) 和
情感张力( 由于远离舒适区而担心失败) 的冲突，学校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情
感阻力、认知阻力和行为阻力”［56］的影响。若要克服变革中的阻力，校长可以在
变革管理中采取“一致性培育策略”，实现“变革过程中的行为主体、理念与行为、
认知与情感、决策与目标、目标与结果等的一致性”［57］。具体做法如下: ( 1) 聚
焦结果，实现变革理念的一致性。校长可以将社会情感学习融入到学校的愿景
中，在发展规划的理念中体现对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视，在内容中明确具体措
施，并在执行中及时跟进、解决遇到的问题和挑战［58］。( 2) 激励教师，实现变
革动力的一致性。校长可以与教师有效沟通，让教师说出对变革措施的疑惑
和问题，并与教师一同讨论问题解决方案［59］。( 3) 能力建设，实现变革主体能
力的一致性。校长可以规划和设计教师专业发展的数量、内容和培训方式，可
采用一对一辅导、自我反思和反思性实践［60］等多种方式。( 4) 创设信任氛围，
实现变革情感的一致性。校长可以在学校内部创设信任的关系，包括教师间
的信任、师生间的信任，家长对教师的信任，以及校长对教师的信任［61］。

2． 教师的专业发展
已有大量研究证实，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是影响学校社会情感学习变革效

果的关键因素。社会情感能力较好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更为积极，更有可
能有效管理课堂，有效教授社会情感学习课程［62］。如果教师接受更多培训和
指导，其教授的学生就会表现出更多积极行为及更高社会情感能力。［63］聚焦于
教师能力提升的实践项目主要有: 培养教育中的觉察力和反弹力项目［64］

( Cultivating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in education，简称 CAＲE) 、压力管理和反
弹力培训项目 ( Stress Management and Ｒesiliency Training，简称 SMAＲT) ［65］。
教练技术( coaching) 和正念技术( mindfulness) ［66］是当前广为使用的培训方式。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接受培训的教师对教师职业和学生有更积极的感受，更加
乐于奉献，且具有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和自我效能感［67］。

四、启示和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尽管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已取得重大进步，但在很长
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着“重教学、轻育人”的现实问题仍不容忽视。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指出“要注重培养学生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
要求的关键能力……培养合作能力，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学会与他人合
作，学会过集体生活，学会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遵守、履行道德准则和行
为规范”。如何在学校实践中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是当前我国
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从内涵上看，关键能力中的合
作能力与国际上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理解有内在的一致性。回顾国际上关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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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的模式变迁可以发现，每一种模式都是前一模式的
更高层次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不同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及遇到的现
实困境，对我国开展相关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一) 开设专门课程，注重社会情感能力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
从国外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的模式变迁来看，开设专门课程及在

学科教授社会情感能力始终是各个模式的核心策略。国外已有研究证实，社
会情感能力与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68］，而且可以像阅读、
数学一样在课堂中教授。

当前国内无论是课程三维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还是学生
核心素养中对自主发展和社会适应的强调及对关键能力的提倡，都与社会情
感能力具有内部一致性，但学校往往会困扰于如何让这些目标落地。从国外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课程模式来看，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需要也可以融入
课程中。在课程目标上，把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作为明确的教学目标;在课
程结构上，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既可以开设专门的社会情感能力显性课
程，也可以将社会情感能力教学内容渗透到学科教学中，有效避免认知发展和
非认知发展的“两张皮”现象;在教学方式上，既可以借鉴国际上总结出的有利
于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教学策略，特别是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比较成熟的教
学策略，又可以结合我国课程改革实践，重视和总结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
展的教学策略的中国经验。

(二) 立足学生发展和学校需要，重视项目适应性和实施质量
项目模式是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中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实

施模式，无论是学校自选项目还是政府领导的全国推进项目，都立足了学生发
展和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设计和实施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且在实践中积累了
丰富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当前在我国中小学校中围绕学生综合素养提升、情感发展等专题开展的
项目种类繁杂、数量众多，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项目却比较少。项目规划往往
来自政府或专家的顶层设计，鲜少考虑学校的实际需要，而且缺少过程的持续
跟进，往往是启动时轰轰烈烈，结束时不了了之。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借鉴
国际上开展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模式的优势。首先，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注
重项目设计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其次，要抓住立足学生发展的基础性和全面性
项目，深入分析学校的实际需要，确保项目实施与学校日常实践有机结合，遵
循“诊断 实践 完善 再诊断 再实践 再完善”这样的螺旋上升路径，确保项目
方案与学校目标的匹配; 再次，要注重项目实施质量，借鉴国际上基于实施效
果归纳的有质量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特征，为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提供技术
支持和动机激励;最后，要注重对项目实施效果的科学研究和项目经验的总结
和宣传，持续有效推行，确保项目切实取得效果。

(三) 发挥学校主动性，开展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综合变革
通过综合变革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已在国外教育界获得一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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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性认同［69］，也是当前的发展趋势。综合变革非常强调整合协调培养社会情
感能力的多种教育举措，实现整体设计、持续推进，既可以充分激发学校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也能发挥综合效应、减轻学校负担，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正处于全面综合改革的大潮之中，学校需要整
体系统来思考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有必要明确学校开展促
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综合变革的意义和使命感，理解综合变革的特点和
实施方式，理清变革阻力。首先，学校综合变革的意义在于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对学生短期和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学校现实问题的解决并在过程中激
发全体成员的归属感。综合变革不是校长一人或几名骨干教师的事情，而是
全校所有人在集体的努力中的共同收获。其次，综合变革具有“利益相关群体
多元性、变革内容多样性、变革过程非线性”［70］的多维性特点。变革利益相关
群体的多元性表明，学校管理者是学校变革的主要领导群体，学生和教师是学
校内部的重要参与力量，家长、社区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是学校外部不可忽视
的主要资源。变革内容的多样性表明，学校不能仅抓某一方面 ( 如课程、教
学) ，也不能将变革变为少数人实施的面向特定群体的变革。变革过程的非线
性表明，学校需要提前预料到变革可能会遇到许多不确定性的存在，各项措施
也很难按照线性计划按部就班完成，做好预判和准备。最后，针对变革中可能
遇到的阻力，可以借鉴国外做法，采取一致性培育策略，加强校长和教师能力
建设，并在学校内部充分沟通，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和谐关系。

( 四) 开展循证研究，引领社会情感学习发展策略的本土研究
文化适宜性是有质量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的重要特征之一［71］。以西

方学校教育为背景揭示的很多研究结论和实践策略，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
国的文化背景。因此，加强本土研究，揭示我国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策略
和有效途径，对指导我国基础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回应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社会情感学习综合变革的需要，教育研究者
必须要针对教育实践中的新问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揭示新的规
律，研制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并积极深入实践，在实践中用科学方法检
验并证明实践方案的有效性，广泛开展关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策略的循
证研究。比如，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具有顺序性特征，会随年龄增长而动态
变化［72］，但是，这种动态变化的轨迹是什么，受动态变化特征影响是否需要采
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今后的研究和
实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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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pecialized Courses to Comprehensive Ｒeform:
Strategy Model Transformation for

Promoting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ies

DU Yuan ＆ MAO Yaqing
( 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Beijing，100036，China;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i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issues in
global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istorically， the strategies evolved from the curriculum-
oriented model to project-oriented model and then to comprehensive reform model as the current
trend． The curriculum model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imed to provide
direct intervention to students， however， it may lead to the fragment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also be constrained by teachers' capacities． The project
model is intended for promoting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s through creating a
democratic， participatory and cooperative climate， which， however， may be subject to the fidelity
and fitting issues．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model ensures schools' ownership in the process and
quality of implementation by improving principals' leadership and developing teachers' teaching
profession．
Keyword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ies;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comprehensive reform;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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