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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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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文化知识，使学生掌握“生存”应必备的谋生技能，更要关注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培

养学生幸福“生活”的能力。社会情感能力由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他人认知和他人管理、集体认知和集体管理六

个。学校开展社会情感教育，培养学生悦纳和相信自己、尊重和理解他人、热爱集体和遵守社会规则等社会情感品

质，提高学生与自我、他人、集体相处的能力，勇敢面对和有效解决成长中的烦恼和挑战，为未来幸福生活奠定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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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是指社会成员在从事社会活动、形

成社会关系过程中产生的个性化的心理体验和心理

感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和社会心理过

程。”［1］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

习”项目自 2011 年开始逐步在我国的广西、云南、贵
州、新疆、重庆、宁夏、湖北等省区进行研究和实施，

项目关注学生的社会性发展，通过“社会情感学习”
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社会情感能力是儿童

和成人在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情境中掌握并应用的一

系列的 与 个 体 适 应 及 社 会 性 发 展 有 关 的 核 心 能

力。”［2］在“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相六维”社会情感能力的框架。
社会情感能力包含自我、他人、集体“三相”，每相由

认知和管理两个维度构成，即社会情感能力由自我

认知和自我管理、他人认知和他人管理、集体认知和

集体管理六个维度构成。

一、自我: 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

( 一) 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是学生对自己的感受、情感、兴趣、个

性、优势、缺点等有清醒的认识，能够悦纳和认同自

己的特点、优点和不足，能正确地评价自己，对自我

的发展和能力抱有充分的自信心。培养学生的自我

认知能力要关注三个方面: 自知、自信和自尊。
1． 自知 自知是学生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并能

客观、公正、合理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有自知能力的

学生能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身高、相貌、体态等生理特

征; 了解自己的情绪、动机、气质、性格等心理和个性

特征，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并且愿意取长补短;

觉察到自己与周围同学相处的关系，了解自己在集

体中的位置与作用; 知晓自己的感受、想法和行为是

互相联系的; 能够恰当地知觉、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感

受和情绪情感等等。
2． 自信 自信是在了解、认识和悦纳自我的基

础上发自内心的对自身力量的确信和自我肯定，是

个体对自身能成功应对困难情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的评估，自信是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自信的学生

能自我认可并自我感觉良好，了解自己的价值之所

在; 相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和获得想要的

结果; 知晓自己在什么时候和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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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好的学习效果; 清楚自己有权做出与自身相关

的决定，并会积极采取行动。
3． 自尊 “自尊，是个人基于自我评价产生和

形成的一种自重、自爱、自我尊重，并要求受到他人、
集体和社会尊重的情感体验。自尊有强弱之分，过

强则成虚荣心，过弱则变成自卑。”［3］自尊是每一个

个体生命的基本需要之一，高自尊者可以保持个体

生命的健康发展和逐步丰盈。“自尊是包含能力和

价值的重要心理资源，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核心”。［4］

学生自尊心的形成，需要父母、教师等教育者积极接

纳孩子的特点和需求，耐心听取学生的意见，尊重和

关爱孩子，给予孩子表达观点的自由，为孩子创设民

主和谐的氛围。高自尊的学生满意自己的现状，对

自己能客观、肯定地进行评判，正确地看待他人给予

自己的评价，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自我形象，乐观

地看待周围环境、事物和人际关系; 不奴颜讨好，也

不允许别人轻视、侮辱自己。

( 二) 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指个体对自己的发展目标、情绪情感、
思想和行为等等进行的管理，在自我调控、自我反

省、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过程中实现既定的目标。
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要关注三个方面: 自我调

适、自我反省和自我激励。
1． 自我调适 自我调适是调节情绪情感及举止

行为等以适应环境、应对压力、控制冲动，并能以恰

当的方式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在教育中培养学生

的自我调适能力，要让学生掌握通过改变认知、语言

提醒、注意转移、自我控制等方法，消除恼怒、紧张、
焦虑等不良情绪，维护心理平衡，消除心理问题。有

较强自我调适能力的学生懂得换个角度看待某个人

或者某件事能够改变自己的感受和情绪; 知道如何

克服自己的不满、愤怒、沮丧等情绪; 掌握在需要时

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方法，清楚在自己愤怒、焦虑或者

难过时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帮助。
2． 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是对内部心理事件、心

理活动、心理现象的回忆、提取和再现，它是对自己

的情绪和行为进行自我观察、自我判断和自我体验

的内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学生通过反省

不断地调整信息系统接收信息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确保信息、心理、情绪等不出现紊乱，并及时修正错

误。孩子学会自我反省，就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及

时进行自我纠错、自我完善; 在反思中察觉自身的优

势和劣势; 能够设置学业目标并在反思中督查自己

不断向目标靠近; 懂得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尝试，不

断地改进方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了解通过

分析和认清失败的原因、总结成功经验、反思和改进

等环节实现目标，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3． 自我激励 自我激励是个体不需要依靠外界

的奖励和惩罚，能够在自我鼓励、自我激发中实现预

定目标的心理特征。自我激励是一个人迈向成功的

引擎。为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学生在自我激励中会

产生内在的动力，在自我奖赏和激发中克服困难，最

终达到成功的顶峰。培养学生的自我激励能力，使

学生面对挫折和失败时具有坚持不懈的坚韧性; 在

面对逆境时前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和不良情绪; 失

望、失败后能够在自我鼓励中很快重新振作起来，告

诉自己“我能行”，从而持之以恒地完成任务; 面对

意想不到的问题，勇于迎接挑战，不惧困难，有积极

向上的心态。

二、他人: 他人认知和他人管理

( 一) 他人认知

他人认知是指能够识别和理解他人的观点、态
度、情感和行为，能够站在他人立场上看待问题，有

主动与他人交流的意愿。培养学生的他人认知能力

要关注三个方面: 共情、尊重和亲和。
1． 共情 共情能力是能设身处地认同、体验和

理解他人的处境、需要、诉求，从而达到体会和理解

他人情感的能力。共情能力的高低影响到学生人际

交往的水平和质量，影响到自身的感受和体验。具

有共情能力的学生在与他人交往时，能够站在对方

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解到对方的内心世界和对方的

感受，并在交往中做出恰当的、让他人舒适的反应，

甚至还会帮助对方梳理情绪，促进对方尽快从负面

情绪中走出来; 人际交往中人与人是互相影响的，高

共情能力学生对他人有充分的体谅和理解，能切身

感受到别人的需要与苦恼，以及基于换位思考的关

心、体贴、支持和帮助，同时也会为自己赢得他人的

理解关心，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具有共情能力的学

生很少与他人发生冲突，总能耐心地倾听对方的表

达，最大限度地理解别人，并以平和的心态与人相

处。即使与他人产生矛盾，也能平和地以恰当的、建
设性的方式解决矛盾。

2． 尊重 尊重是尊敬、重视，尊重他人是重视他

人的个性、信念、意见和选择，是以平等的姿态、言行

对待他人。尊重他人是一种良好的品质，是个人内

在修养的外在表现，懂得尊重并学会尊重是学生在

现代社会所需形成的重要素养之一。每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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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都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希望他人能倾听自己

的声音，重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关注自己的内心感

受和情感。学生也只有尊重他人，才能赢得他人的

尊重。尊重他人的学生在与人交往时，懂得倾听他

人的表达而不是只顾自己侃侃而谈; 善意理解对方

的观点及行为，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排斥态度;

能够接受他人的选择或决定，而不是批评或否定他

人的观点; 懂得他人的行为和观点都受到自己的家

庭环境、朋友及自身感受的影响; 清楚每个人都有不

同的感受和情感，而且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
3． 亲和 亲和是个体希望与他人交往，并建立

协作和友好关系的一种心理倾向。亲和力是使人乐

意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具有亲和力的学生有与

他人交往与沟通的需要，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性

情稳定，态度温和，使人感到亲切、平和、温暖; 期望

与他人保持一种温情、和谐、友好的联系; 不以自己

为中心，顾及别人的心情，明白他人的观点和感受;

能友善地对待身边的同学和朋友; 能清晰地认识到

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能积极地接纳同学的优点和

缺点; 当与他人产生冲突和矛盾时，也能以善意的心

态理解他人; 不骄傲，不自卑，以平和、耐心、自信的

状态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 二) 他人管理

他人管理是指在理解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行为

的基础上，能够尊重、包容差异，掌握化解冲突的方

法，建立并维持友善的人际关系。培养学生的他人

管理能力要关注三个方面: 理解与包容、化解冲突的

能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1． 理解与包容 理解力是对某个事物或事情的

认识、认知、分析、综合的能力。理解他人，就是满怀

善意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明白对方的需

要，体悟对方的心情，理解对方的行为，这是一种超

越狭隘的个人经验、好恶和主观感受，以开放的胸怀

去体察他人的处境、感受和想法的能力。包容的能

力，是在理解、尊重的基础上，包容他人的缺点、特

点、情绪和行为的能力。拥有理解与包容能力的学

生，不会将意见分歧看作友谊的障碍; 知道人无完

人，金无足赤，允许他人犯错，并能理解和原谅他人

的错误; 与他人坦诚交流，细心领会他人的观点和

想法。
2． 化解冲突 化解冲突是在人际交往中学生充

分发挥个人潜能，能够采用积极的方法和措施，消除

与他人对立、矛盾的状态。矛盾和冲突无时不在，拥

有化解冲突能力的学生，懂得运用沟通的手段，消除

误解与隔阂; 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能够坦然承认并

且及时改正; 知晓要化解冲突，必须了解产生冲突的

原因; 在处理人际冲突时自信有度，能够理解和恰当

地帮助同伴处理压力; 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自己

的意见而不伤害对方的人格和感情; 在冲突方需要

帮助的时候能主动帮助他; 在解决与朋友或同学间

的矛盾时，注重每人能够向积极的结果努力。
3． 处理人际关系 处理人际关系能力是指在与

人交往的过程中具有对他人及他人与自身关系、他
人对自身影响的感受力和反应力，并能够积极友善

地处理和维持健康有益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学生具

有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对他人的感情、动机、需要、
思想等内心活动和心理状态等有着清醒的感知; 通

过他人的语言、语态、眼神、动作等就能够理解他人

的观点，体味他人的需求; 懂得自己的言行对他人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 注意与他人交往

的技巧、方法，并努力使自己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

象; 在与他人交往中热情、自信，注意自身的言谈举

止; 能够恰当地拒绝他人对自己的不合理要求。

三、集体: 集体认知和集体管理

( 一) 集体认知

集体认知是指形成集体与亲社会的意识，认同

集体价值观和集体行为规范，形成集体归属感、荣誉

感、责任感，正确理解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培养学生

的集体认知能力要关注集体意识、亲社会意识和归

属感三个方面。
1． 集体意识 集体意识是指集体成员对集体的

目标、信念、价值与规范等的认识与认同。表现为成

员自觉地按照集体规范要求自己，个人利益服从集

体利益，并有一种责任感、荣誉感和自豪感。有集体

意识的学生，了解学校、班级的目标，熟知班级集体

的规则、规范; 清楚自己在学校、班级中的权利与责

任; 能够说出哪些人或者集体对自己很重要; 珍视自

己所在的班级、学校和社区，有归属感; 愿意与集体

中的其他人合作，共同努力实现集体目标; 能从集体

的角度思考问题; 希望学校成为一个安全、公平的学

习和生活的场所。
2． 亲社会意识 亲社会意识是指学生在社会交

往中具有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思想意识，希望与他

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亲社会意识是个体社会化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形成

的，它对个体一生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具有

亲社会意识的学生，都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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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往的过程中会减少对自己的关注，更多地去了

解他人的需要; 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 热

爱自己生活的社会、学校和班级; 乐意参与学校、班
级组织的活动; 喜欢与同学交往，愿意与老师、同学

分享自己的心得和感受。
3． 集体归属感 归属和爱的需要是每个人在生

理和安全需要满足后所产生的需要。学生的集体归

属感是指学生与所属的社会、学校、班级等群体间的

一种内在联系，是学生对所处的学校、班级等集体所

具有的从属关系的划定、认同和维系的心理表现。
有集体归属感的学生会感到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份

子，并感觉自己也被所在的学校、班级成员认可和接

纳; 自主地将个人与集体连接在一起，为自己是这个

集体中的一员感到自豪和骄傲，愿意为集体利益贡

献自己的力量; 有高归属感的孩子在与其他成员的

互动中相信能获得支持，并在与他人交往中体验到

快乐，责任感逐步增强。缺乏集体归属感的孩子，在

集体活动中缺乏热情，容易感到孤独、失落和不自

信，缺乏与人交往的勇气和技巧，容易与人发生矛盾

和摩擦。

( 二) 集体管理

集体管理是指遵守集体的纪律规范，能够调适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明确个人在集体中的权利、义务

和责任，主动形成集体和社会所需要的良好行为。
集体管理能力体现在融入集体、遵守规范和亲社会

能力三个方面。
1． 融入集体 集体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场所，融

入集体是学生社会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集体

是学生能够很快接受集体中的成员，并成为集体中

的一员，在集体中与其他成员和睦相处，感受到来自

集体的温暖和快乐。能将自已顺利地融入集体中的

学生，关心、热爱集体，愿意为集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觉维护学校、班级等集体的荣誉; 他们能积极与同

学合作，为实现共同的集体目标而努力; 在集体中懂

得协商、妥协和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能听取他

人的意见，接受批评，同时也能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

见和看法。
2． 遵守规范 遵守规范是遵守集体规则的能

力。“无规矩，不能成方圆”。集体具有着组织性、
纪律性，有着自己的规则和规范。每个人都应自觉

遵守、积极维护集体的规则，进而参与改进集体规

则，只有这样，集体的一切活动才会井然有序，集体

中的每一个成员才会有幸福感和自豪感。遵守集体

规范的学生，发自内心地敬畏规则; 自觉地约束自己

的行为，掌握维护规范的技巧，将集体规范作为自己

行动的准绳; 调适个人与集体关系，服从集体的要求

和纪律; 积极参与集体规范的改进和完善活动，为新

规范的形成建言献策; 在集体中发现有不遵守规范

者时，能与其及时进行沟通交流，提醒其他集体成员

遵守规范。
3． 亲社会能力 亲社会能力是学生在集体中，

在与同学交往过程中具有有利于社会、他人的行为，

学生具有分享、合作、帮助、同情、关心、谦让等良好

的品质和积极的行为。拥有亲社会能力的学生，有

建立亲社会的倾向与角色定位的能力; 了解哪些行

为是被社会接受、受到鼓励的，哪些行为是会受到指

责的; 期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自我或他人的肯定

和赞许，并在其中获得快乐; 能够站在集体的角度思

考问题，喜欢与他人合作达到共同的目标; 在与他人

的交往中懂得谦让和分享，乐于帮助同学、朋友和他

人; 关心社会发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能够设身处

地地为他人着想，体察对方的感受。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学科知识，使学生掌握“生

存”应必备的谋生技能，更要关注学生的社会性发

展，重视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让学生成长为具有幸

福“生活”能力的人。学校通过社会情感教育培养

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使学生对自己、对他人、对集

体合理认知和正确管理，能够理解和悦纳自己、尊重

和关爱他人、热爱集体和遵守社会规则，勇敢面对和

有效解决成长中的烦恼和挑战，为未来幸福生活奠

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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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中的“德、能、勤、绩、廉”进行具体量化; 第三，

分解评价。将“德、能、勤、绩、廉”五个指标根据岗

位职能进行详细分解，并制定相应的具体评价标准;

第四，分类定档。确定不同岗位的分值标准，如实施

总分百分制，若总分低于 80 分的人员将被警告调

岗，总分低于 60 分的人员将被待岗再培训，培训期

结束进行双向选择，如再无法胜任工作，其工资待

遇、职务晋升将受到影响。这种评估方法能够最大

程度地确保每个员工得到一个相对客观、公平的绩

效评价，实现人员的岗位优化配置，并将其作为员工

奖惩、晋升、工资分配、培训和任用的依据。
3． 3 完善各种激励机制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越来越多地将市

场的法则和机制引入到人事管理活动中，强调人才

的竞争和发展”。人生存的最低要求是物质满足，

其次才会有精神追求。事业单位人才的激励机制要

充分考虑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同时要坚持

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相结合，统一激励与差别激励

相结合。薪酬要体现出工作岗位差别，工作业绩大

小等因素，打破工作终身制，实现绩效评估结果与实

际待遇和职务、职称晋升切实挂钩的机制，发挥绩效

评估和晋升的激励作用。完善各种激励机制，实现

多元化的人才激励，充分发挥员工的最大潜力，确保

事业单位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3． 4 制定适合员工个人发展的职业规划

事业单位普遍存在因人设岗、人浮于事的现象，

员工一旦进入单位就犹如进了“养老院”“保险箱”，

职务晋升主要靠论资排辈，以上观念在员工中已根

深蒂固。因此，长期以来事业单位的员工缺乏上进

心，工作懒散，无个人发展职业规划。今后，单位也

应从这方面考虑人才激励制度的创新，考虑员工个

人职业规划对其心理上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员工自

觉、自愿地将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相结合，充分发挥

其主观能动性。
事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随着事业单位改革

的不断深化，人才短缺，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激励机

制难以效用，事业单位的社会效用难以发挥等问题

得以突出体现。因此，构建和完善一套行之有效的

事业单位人才激励机制迫在眉睫。
［责任编辑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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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here is a calling for the reforming of public in-
stitutions and the present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talents． Because they are unable to adapt to the refinement and
specialization trend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Starting with the present talent incentive mechanism in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alent incentive mechanism in institutio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incentiv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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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develop students’knowledge，which helps them thrive，but also emphasize
thei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live a happy life． There are six dimensions of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which includes self-recognition，self-management，perception towards others，managements of others，cog-
nition towards groups，and management of groups． Schools should carry out social-emotional education and increase
students’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in order to embrace and trust themselves，respect and understand others，love
collectives and obey social rules，which will be the cornerstone of a happ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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