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以情绪抵触和不满为代表的隐性冲突因其发生率高且形式隐蔽成为师生冲突最常见的形式，

既不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学校的和谐发展。社会情感能力作为应对师生冲突的良方，通过加强教

师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技能、负责任地决策的能力，使教师精准地把握学生需求，科学理

性地应对师生之间的隐性冲突。本文从教师的日常工作入手，结合师生交往、课堂教学、班级管理三方面，

为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提供支持策略。第一，积极的师生关系需要教师良好的情绪认知与处理能力，并对学

生行为进行洞察与反思。第二，课堂教学需要将社会情感元素融入师生的知识和人际参与两方面，助力学生

成长。第三，班级管理要建立温馨的环境，从而赢得学生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信任，同时管理与沟通时遵循倾

听、表达同理、引导、建议四步沟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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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①

 文 	 张甄英1	 王曦影2

“我今天对学生吼了。”

“当学生在课堂上又调皮捣蛋时，我气得快要控

制不住我自己了。”

“管理班级的压力太大了，我已经手足无措了。”

以上这些陈述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并不陌生。积

极的师生关系是学校管理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教师

的职业初心之一。然而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并非易事。

1993—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师生关系

令人担忧，师生之间呈现信任度低、冷漠化、冲突化

的趋势 [1-4]。目前师生冲突的类型正在由显性冲突（肢

体、言语攻击、口头争辩、轻微肢体摩擦）向隐性冲

突（情绪抵触、不满情绪）转变。隐性心理冲突因其

发生频率高、形式间接且隐蔽成为师生冲突最常见的

表现形式。这一方面不利于教师个体的心理、情绪健

康和职业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当事学生、学校、家庭

和社会等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4]。

国际研究发现，提升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是应对

生生矛盾、师生冲突的一剂良方 [5-7]。高社会情感能力

能够使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保持更从容、乐观、健康的

精神状态，能够有效应对教学与班级管理的困难 [8]，

能够积极应对与学生进行沟通或处理冲突时可能面临

的情绪挑战 [9]。同时，教师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有助于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心理健康、教学能力

和工作表现。此外，教师社会情感能力还能够显著影

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大量研究证据表明，首

先，社会情感能力影响师生关系的质量。善于调节情

绪的教师往往表现出更积极的情感和更高的工作满意

度 [10-11]，能够更加热情、敏感地应对具有挑战性的师

生关系，从而提升学生的适应力与学业表现。其次，

教师为学生树立良好社会情感能力的榜样。学生将从

①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中关村第四小学各项目组成员在“社会情感能力”项目中的积极实践，他们推动了研究
的诞生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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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日常工作中学会应对挫折、自我控制、保持专

注、改变策略，并且，相对于传授学科知识，高社会

情感能力教师表现出的倾听和同理心、能够在压力下

保持冷静、发现学生的潜力，都能对学生的长远发展

起到支持作用 [12]。最后，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将为学

生提供一套有效的行为管理方法，为提升学生创造力、

自主反思的实践提供支持 [9]。

一、什么是社会情感能力？

2020 年，美国学术、社会和情感学习联合组

织（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CASEL）提出了针对社会情感能力的最新

定义，意指儿童与成人理解和管理情感、设定和实现

积极的目标、感受和表达对他人的同情、建立和保持

积极的关系以及做出负责任的决策的能力。本研究采

用CASEL的核心指标，结合教师日常工作，将教师

的社会情感能力定义为五大核心技能，即“自我意

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技能、负责任地决

策”[13]，具体表现如下。

（1）自我意识：这要求教师了解自己的情绪、想

法和价值观，能全面地看待自身的优点与缺点，悦纳

自我；对自己有积极的认知，对自己充满信心。在工

作中，教师清楚如何备课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效率，

清楚如何利用自身优势管理学生，相信自己在工作中

有好的表现。同时，能够清楚感知自我的情绪状态，

理解自我意识是如何影响了日常教学工作与师生关系

的相处；最后，自我能够保持韧性，在遇到问题和困

难时依然能够相信自己，有坚持下去的信念 [14-16]。

（2）自我管理：指教师在不同情境下有效地管理

自己的情绪、想法和行为，努力实现目标的能力，包

括自我照顾、自我管理、情绪调节、压力管理能力，

以及实现个人或集体目标的动力 [15]。这要求教师具备

在不同教学情境下积极调试自己的情绪反应，善于自

我反思，有进取精神，即使在面临具有挑战性的情境

时也能够应对压力；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问题

不气馁，积极请教他人，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自我

有排解压力，放松心情的方法，如运用体育锻炼、音

乐等方式调节情绪 [14，16]。

（3）社会意识：这要求教师能够尊重他人、尊

重差异、平等对待学生。例如，给每个学生发言的机

会，对任何学生不抱有偏见，不给学生贴标签，对处

于家庭困境或学习困难的儿童给予特别的接纳和关

注；能洞察他人的感受与体验，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

的感受，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能够依据学生的不

同发展特点，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指导和帮助，对每一

位学生的发展都有信心 [14，16-18]。

（4）人际技能：指教师建立和保持健康和支持

性的人际关系，并有效地与不同的个人和群体进行沟

通的能力。这要求教师能够站在学生角度，理解、关

爱、包容学生以及给予学生适当引导。一方面，在师

生相处中，教师应善于倾听，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

实现理解、关爱、帮助他人；多采用鼓励的方式，夸

奖学生的优点。另一方面，在处理生生关系，尤其是

学生矛盾时，教师应多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帮助学生

反思矛盾发生的原因以及处理办法，采用民主协商的

方式解决问题 [16-18]。

（5）负责任地决策：指教师关注个体的选择与行

为在不同社会情境下产生不同后果的能力，教师能够

多方位思考、综合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在此基础

上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决策。例如，在处理师生

冲突时，展现积极平等的沟通方式，也将为学生开展

友好交往表现示范作用 [16-18]。

二、如何成为具备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

社会情感能力的学习离不开日常实践，教师社会

情感能力的学习与提升需要嵌入教师的日常工作。一

方面，需要建立积极和谐的师生交往关系；另一方

面，更需要融合教师的学科教学与班级管理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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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师生交往

（1）建立积极的师生交往需要良好的情绪管理

能力。当学生违反教学规则、吵闹、干扰教学或不专

心时，教师往往会感受到负面情绪，很难与学生保持

积极的关系 [19-21]。长期来看，教师的愤怒或焦虑情绪

会降低教师职业幸福感，更不利于与学生开展有效互

动 [20，22]。同时，缺乏情感能力的教师在师生互动中

敏感性较低，给予学生的情感支持较少，学生的课堂

成就动机较低 [23-24]。那么教师如何处理自我的负面情

绪呢？布拉克特（Brackett）和沙洛维（Salovey）提

出的“情商蓝图（EI Blueprint）”被广泛应用于教师

社会情感能力培训中，该工具旨在帮助教师有效地管

理个人的情绪与表达（如与愤怒的学生家长会面或者

处理学生欺凌事件），共分为四个步骤：①识别情绪：

你感觉怎么样？②运用情绪：你或者其他人考虑过情

绪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吗？③理解情绪：是什么事情促

使你产生了这样的情绪？④管理情绪：你或者他人过

去（未来）如何管理这些情绪？一系列的追问对于理

解、接纳情绪并作出积极的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25]。

（2）处理生生矛盾需要教师的洞察与反思。在

社会情感能力帮助教师识别、控制、表达自己的情

绪，开展和谐交往的同时，教师也可以将社会认知能

力的“反思”融入日常实践中，引导学生理性处理冲

突。“反思”包括理解具体情境中发生了什么，为什

么，以及如何改变 [13]。例如，在处理学生矛盾时，教

师可以遵循以下策略：第一步，关注学生矛盾发生的

具体情境，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冲突情况，教师

不要轻易下对错的结论；第二步，让学生自我反思引

起冲突的原因以及冲突演变的整个过程，最先发生了

什么，紧接着如何，最后如何造成了冲突，是否对冲

突的过程与结果达成一致；第三步，引导学生表达由

冲突引发的情绪，并思考如何解决与避免冲突（可以

邀请学生列出解决办法的清单）。在此过程中，教师

引导学生思考并选出合适的解决办法，让学生在沟通

中学会协商与妥协。

2. 课堂教学

社会情感能力作为影响教师教学效率与学生学

业表现的重要因素，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其作

用途径是将社会情感元素融入课堂的知识和人际参

与两方面 [26-27]。具备社会情感能力的知识参与要求

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如倾听教学指示，参

与小组合作，开展独立工作，掌控自我行为，开展

自我计划，组织和完成任务。然而，师生冲突往往

发生于那些不擅长交往的学生身上，他们往往难以

遵从教学指令与同伴开展有效的合作，难以与他人

建立积极的交往关系，并且对课堂环境有消极的看

法 [28]。同时，教师给予这类学生的积极反馈和指导

较少 [29-30]，这造成了一个消极的反馈循环，使得不

擅长交往的学生得到的支持更少，从而更不喜欢学

校 [31]。因此，提高教学效率，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

需要教师在知识和人际参与两方面做出努力 [28]。

在知识参与方面，教师可以在合作的内容、空间

与时间方面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合作的内容可以围

绕课程的重难点；在个体态度上，教师应做到鼓励学

生自我提问和寻求他人帮助；在课程内容上，为学生

提供合作的机会与空间，给予学生合作过程的切实反

馈，以帮助学生学习倾听与开展积极的交流。在人际

参与方面，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教师对他的欣赏（例

如，适当的眼神交流，称呼每个学生的名字）；应对

学生在课堂中的不当行为，教师提供适宜情境的民主

协商程序；师生沟通过程中，尽可能采用支持的、鼓

励的话语，为个体建立安全的空间，进一步促进其展

现积极行为；避免采用责骂、惩戒、体罚等，更多选

择理解与尊重的方式引导其自主反思；最后，教师应

该示范处理自我情绪与行为的积极策略 [6]。

3. 班级管理

班级文化与氛围是在师生互动中不断建构的，其

中之一就是班级规范 [32]。关于教师如何发挥学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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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班级规则的能动性，将社会情感元素融入班级规范

中，具体操作可以遵循以下策略。

（1）营造支持型的班级氛围。建构温馨的班级氛

围，可以从硬件设施和心理建设两个维度来进行。一

方面，教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进

行教室装扮。另一方面，增强学生对于教师和同伴的

信任。引导学生如何交到好朋友与解决同伴冲突是人

际信任的重要方面。教师在此过程中可以采用主题班

会、工作坊、绘本阅读的方式，带领学生思考什么是

好朋友，以及和朋友发生冲突应该怎么办。

（2）提供支持型的问题解决办法。面对课堂上

注意力不集中、喜欢发脾气、不擅长交往等行为的学

生，教师往往难以清晰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精准的

帮助，甚至在不自觉中采取了负面的行为引导，效果

背道而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倾听。

积极聆听的过程将帮助学生纾解情绪，增强学生对

教师的信任，并强化了教师是可以倾诉的对象这一观

点。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可以遵循以下四个步骤 [33]。

① 倾听：在听完学生的叙述之后再发表自己的

意见和建议。如若教师当下无法及时倾听学生的需

求，应该尽快主动找时间安排交流。倾听过程中应该

保持认真和友好的肢体语言，保持开放的心态。

② 表达同理：努力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理解

他们。多给予学生正面的反馈，如“是的，我理解

你”“是这样的”等鼓励性的语言。在提问时也尽量

采用开放式的问题，如“这确实不容易，你当时是什

么感觉”。

③ 引导：在倾听和接受的基础上，等待学生心

情平复，再引导他们思考如何解决困难。

④ 建议：在完成以上步骤的基础上，最后再给

出作为教师的建议。给建议时一定要正视学生的烦恼

与需求，不要着急打断他们而输出自己的观点，不要

急于教育他们，或一开始就摆出结论，不要用总结性

的语言使谈话难以继续下去，更不要轻易给事情上纲

上线，对学生的人格进行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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