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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注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凸显了新时代的新要求，能为学生可持续发

展和幸福生活奠基，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现代社会建构论的“关系性存在”理论

认为教育应聚焦于是关系而不是个体，是共同体“关系协调”而不是个体“心灵内部表达”，

建基于这一理论上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构建要关注学生个体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管理与

自己、与他人、与集体的各种关系。因此，学校需要建立有利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

在课堂中教授、在人际交往中践行、在外部环境中发展以及在能力建设中实现“四位一体”

的推进模式，从而实现学生社会关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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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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

注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是当今世界及中

国为基础教育提升教育质量、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它回应了当

今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物质极大丰富与精

神提升失衡所导致的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

人的冲突、人与心灵的冲突的问题；回应了社

会的和谐发展不仅包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更为重要的是人格品质、情感质量和责任

意识等决定社会和谐、幸福感拥有的精神层

面提升的问题；回应了受到功利主义与唯认

知论的影响，导致基础教育中存在的过分关

注学生智力提升而忽视学生社会性发展的

“重教学、轻育人”的现实问题。因此，在基础

教育中如何提升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实现对

学生社会性的构建，促进学生平衡、协调发

展，形成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智、积极的情

感，构建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推进

模式，是当前基础教育均衡充分发展必须思

考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基础教育中

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性

情感是主体以自身精神需求和人生价值

为主要对象的一种自我感受、内心体验、情境

——————————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学校管理综合变革研

究”（项目编号：71774017）的研究成果。通讯作者：毛亚庆，maoyaqing@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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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移情共鸣和反应选择。情感与人的社

会性需要相联系，具有稳定性、持久性，是在

人的意图与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个人对某些现

象和事实与自己的价值关系的体验，社会情

感能力被界定为“人们在成长和发展的复杂

情境中发展出来的认识情感和管理情感的能

力；这一能力以多元智力理论和情绪理论为

基础，能够帮助人们应对学习、人际关系和日

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发展积极的自我

情感并建立有效人际关系，最终获得良好的

发展”［2］。有学者将社会情感能力的组成概

括为儿童和成人掌握并应用的一系列与社会

情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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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维护支持性的关系、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富

有建设性地处理个人和人际事宜”［3］。因

此，关注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提升是新时代背

景下解决基础教育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和促

进我国基础教育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首先，从社会发展来看，关注学生社会

情感能力培养，凸显了新时代的新要求。随

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解决发展中存

在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关注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人格

品质、情感质量和责任意识等决定社会和谐、

幸福感拥有等精神层面的提升。社会的良性

运行离不开具有良性品质的人的参与，基础

教育培养的人是未来社会的构建者，他们具

有怎样的品质决定着会塑造怎样的未来社

会。因此，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如何用“更好

的教育”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须

促进学生的全面充分协调发展，关注学生人

格品质、情感质量的发展。

其次，从个人发展来看，关注学生社会

情感能力培养，能够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和幸

福生活奠基。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提升关乎

学生的根本利益。从短期来看，良好的社会

情感能力能够提升儿童对学校的归属感和参

与度，改善学生在校期间行为表现，提升学生

的学业成绩。［4］从长期来看，相关领域的研

究证明，社会情感能力对学生一生的可持续

发展和幸福生活所发挥的作用比考试成绩重

要得多，它能够提升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业

表现和大学完成率，提高在职场上取得成功

的可能性。［5］在同样程度的能力变化下，社

会情感能力等非认知能力能够带来比认知能

力更明显的收入增加。［6］

再次，从基础教育自身发展来看，关注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是深化教育改革和

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未来的发展对人

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2014年 3月，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教育部长在巴

西圣保罗召开的非正式教育部长会议提出，

应对21世纪的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全

面发展意味着儿童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情感能

力能够得到均衡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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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教育需要更加关注促进儿童可持

续发展的社会情感能力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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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要

注重培养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四

个关键能力，其中之一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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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

力提升的合作能力培养。

二、“关系”视角下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理论基础

社会建构理论强调人的知识是在日常的

人际交往和群体互动中“建构”的，而不是人

固有的。该理论强调经由人认识、发现的过

程本身，就在不断构建着新的现实世界，强调

行动者自身内部的建构；强调意识、情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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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等并不存在于人头脑中的某个地方，或存

在于人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

际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肯尼斯·
格根先生作为社会建构论的主要奠基者，其

提出的“关系性存在”理论，对探讨学生社会

情感能力培养的理论问题有着启发意义。

（一）我是谁：“有界的个体”与“关系性

存在”

如何看待人是理解教育的出发点，格根

认为，在传统的经验主义知识观下人的本质

都是“有界的个体（Bounded Individual）”［7］。

人们往往把自己看作自己行动的中心，具有

“自我优先”性，是独立存在也是相互分离的

个体，“你是你，我是我”，彼此是不同的。对

于个体而言，生命在本质上是相互隔绝的，个

体心灵是孤独的，彼此之间不是关心而更多

的是面临不断地被外在评价而导致彼此之间

成为分开的个体，不信任与贬损加剧；对于关

系而言，由于自我是首要的，是“天然”存在的

单元，相对于自我，彼此的关系便是其次的，

只有它能够满足某种需要时才会去寻求。因

此，由“有界的个体”所组成的是“人造”的关

系，这种关系是“两个作为个体的自我相遇时

创造出来或者寄生的”［8］；就社会而言，由这

样非此即彼、有界限的个体构成的世界，必然

会产生差异性和利益之争，进而引发彼此的

竞争和冲突。

这种对人与自我的判定是建立于传统的

经验主义知识观上，它在描述和解释世界呈

现“外生的”和“内生的”两种倾向。［9］“外生

倾向”的知识观认为，当个体的内部状态反映

或准确表现了外部世界的存在状态时，便获

得了知识，它强调的是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人

的敏锐和客观的观察，而将情感和个人的价

值看作对知识获得有威胁的存在。“内生倾

向”的知识观强调的是个体推理的能力，重视

人类内在的洞察、逻辑或者概念提升的能力，

在理性能力的观照下精神世界是不言自明

的。这两种知识观凸显的是二元论的思想，

即外部世界的存在与心理世界的存在是相对

立的，二者共同强调价值中立，知识被看作单

独个体的占有物，情感是居于次位的。

如何超越“有界的个体”存在的不足，格

根提出了关系性存在理论：对个体存在方式

的理解上，关系是优先于个体的。人的行为

不是内在心灵的自主选择，而是由特定角色

或身份及其与相应对象的关系决定的，“不是

独立的个体相聚而形成某种关系，而是关系

赋予独立个体存在的可能性”［10］。“人与关系

的关系具有相互构成性，亦即人既由关系构

成，又是关系的建构者，关系是处在不断建构

中的关系”。［11］根据这一理论，每个人都被嵌

入到多元关系中，在相互协调中建构对自己、

对他人和对世界的认识。这里的相互协调，

在 格 根 的 理 论 中 被 称 为“ 共 同 行 动

（collaborative action）”［12］，它包括行动和回应

两个方面。发起行动，行动之后需要有回

应。没有行动，意义无从谈起。行动的回应

作为单独存在，也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看

到的、说到的、思考到的任何事情都是来自于

相互协调的结果。在共同行动中，最根本的

不是“我”或“你”，而是彼此的协调，共同构

成了“关系性的流动过程（process of relational

flow）”［13］。

关系性存在理论认为，知识不是产生于

外部观察或个人思想，而是产生于相互关系

中，知识生产的过程实质上是人们之间协调

行动的进行过程，人们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方

式是关系的结果。“人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接

受其影响，通过直接地跟他人的交互作用，来

建构自己的见解与知识的”［14］，最根本的现

实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取代相互分

离”［15］。以往被归于个体心理的所有实体均

是由关系构建，心灵不再是关系之外的独立

存在。任何事态都可能有潜在的无数种描述

和解释，“所有关于真和善的有意义的主张都

源自关系”［16］。

（二）教育是什么：“有界的个体”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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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性存在”的视域

在“有界的个体”的视域下对于教育描

绘了如下的图景。

第一，对学生的理解上，外生倾向的知

识观下“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张白板

（tabula rasa），教育的过程是在上面描绘出世

界的基本特征”［17］。内生倾向的知识观强调

的个体的理性能力以及“审慎思考信息的方

式”［18］。两种知识观下学生之间被看作彼此

独立的个体，不断面临着被外在评价的威胁，

知识掌握是第一位的，情感发展则是次要的。

第二，学生间的关系上，由于学生具有

自我优先性，“把他人（与物质环境一起）抛入

一种次要或工具性的角色”［19］，从而导致学

生之间被对分数的苛求拖进恶性竞争的泥

潭，彼此不是伙伴，而是对手和潜在的敌人，

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再单纯友好，而是伴随着

竞争的日益冷漠，这样的“学校暴力足以摧毁

一个人的自我和社会性存在的基本自信，同

时影响与其他主体的一切实践交往”［20］。

第三，师生间的关系方面，教师的任务

就是要用他的独白式的讲授和叙述来“填充”

学生的头脑，学生“总是保持被动的，他们只

是被期望吸收提供给他们的知识”［21］，本身

也变成了“独白式”权威的模仿者。教师是

“知道”者，学生则被置于客体地位的接受者，

“知识的传播使权力关系得到扩展”［22］，师生

关系处于“等级制模式”［23］中。

第四，教师间的关系方面，学校中教师

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并非丰富的人性关系，教

师之间的工作与咨询关系更为密切，情感关

系相对淡薄，而且咨询与情感关系都具有明

显的等级性。［24］

在“关系性存在”的视域下，教育的目的

被理解为是“促进学生参与关系过程的潜能”

（的彰显）［25］。教育的核心不再是生产独立

自 主 的 思 考 者（independent autonomous

thinkers），而在于“促进关系过程（改进），且

能够贡献于更长远的、扩展着的关系流动过

程”［26］。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对知识的理解上，“知识是产生

在相互关系中”［27］。构成知识的语言无法先

于个人在关系中形成意义，语言只有“在社会

使用中才能够获得其可理解性”［28］。任何语

言就其本身而言，都无法传达单义的信息，个

体的语言只能是作为“可能的关系序列的指

示器”［29］。语言实践受到关系的束缚，而关

系又受到更广泛的实践方式或文化传统的束

缚。“意义的生产不止是使用谈话者的言语和

行动，还需要在具体的物质情境中发生”［30］，

每一种情境又可以被归结为“个体引进新关

系的资源”［31］。知识的产生不是源于观察，

而是从参与对话的关系共同体中发展出来

的，“知识的价值是在一定的条件和关系中存

在的”［32］。

其次，学生和教师都是关系的存在。无

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每一个人都以一种角色

或身份存在着，都与其他角色或身份构成多

种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并不是“知识存储”

与“知识接受”的主客体关系，学生之间也不

是“你是你、我是我”的相互独立的隔绝关系，

师之所以为师、生之所以为生，是由具有优先

性的师生关系所决定的，并在关系过程中“激

发彼此参与关系的潜能”［33］。

再次，学校中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是马

丁·布伯所提出的“相遇”中的“我—你”关

系。关系具有先于个体的优先性，每一个人

都是平等的主体，不存在任何人相对于他人

的自我优先性。在这样的“我—你”关系中，

“我”以“我”的整个存在、全部生命、真本自

性来接近“你”，“你”不再是“我”的经验物、

利用物，“我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哪

怕是最高尚的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34］。

最后，学校是流动的关系过程。学校在

此意义上是无界的，要“与周围环境发生共

振，吸收它的潜能，创造新的生成物，并将他

们纳入更大规模的关系流，并在这样的关系

流中被构成”［35］。在学校内部，学习就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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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作为教育内容的对象世界的接触与对

话，是在此过程中与其他学生或教师的接触

与对话，是与新的自我的接触与对话的过

程。［36］在学校外部，学校与外界有着持续不

断的联系和连接，是彼此协调、互动的过程，

对话是这一过程的核心。因此，无论在学校

内部还是外部，每个层级都是流动的关系过

程，在不同的体系中创建不同的理解和意义。

三、“关系”视角下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本质构建

（一）社会情感能力的本质是关系的社

会性构建

格根认为，情感的发展是“关系的表现”

（relational performance）［37］。情感作为人的本

真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人的社会性发展的

某种行动方式，也只能在关系中获得理解。

情感并不为个体所有，也不是由个体的生物

因素所决定，有关情感的理论和表达均是内

嵌于关系之中，是在共同行动中不断被建构

和重构，而且也仅仅在某种关系体中、经由共

同行动才能够被理解。学生的社会情感能

力，本质上便是“关系的社会性构建”的能力。

人是唯一以社会性作为自身基础和根本

特色的存在物，人要进行实践活动，就必须结

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

系中存在、活动和发展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

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

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38］。

而教育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经典论述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

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

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39］。“发展”既包含

“能力”又包含“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具

有现实性，同时具有理想性，是通过一定的社

会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对各种现实关系进行

引导和规范。

人的社会情感是与后天的社会环境的交

往过程中形成的，是“人的内在心理活动与外

在社会情境相互作用的产物”［40］。情感是先

有感后有情，如果人不与外在社会情境发生

关系而有所感，则无法动情。因此，学生社会

情感能力的发展既取决于学生实际生活中的

现实关系又决定着现实关系未来的发展。结

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国情实际，学生社会情感

能力发展相关的现实关系主要体现为学生与

自己、学生与他人、学生与集体这三个层面的

关系的构建。

（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是关系构建与

提升的过程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是学生实际生

活中现实关系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从过程的

角度理解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学生的社会情

感能力发展包括两个维度：认知和管理。前

者属于社会情感能力中的认知因素，对于关

系构建的过程与行为具有前导和动力作用，

关涉个体“知道如何做”的问题；后者属于社

会情感能力中的行为因素，是关系构建的具

体表现过程，关涉个体“实际如何做”的问

题。我们在教育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

会情感学习与学校管理改进”项目①的实施

中明确提出了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提升就是

要促进学生认识和管理与自我、与他人、与集

体的关系的态度、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它包括

建立在这三对关系上的六个维度。

一是构建与自我的关系，由自我认知和

自我管理两个维度构成。自我认知是指觉知

自己的情感、兴趣、价值观和优势，认同自我

发展的积极品质，保持充分自信，分为自知、

自信和自尊三个层面。自我管理是指调节情

绪，调适压力，积极反省，具有坚韧的自我意

——————————
① “社会情感学习与学校管理改进”项目是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教育合作项目，由北京师

范大学主持，自2011年至今在我国重庆、广西、贵州、新疆和云南5省（市、区）5个项目县的250所农村学校开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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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品质和进取心的能力。

二是构建与他人的关系，由他人认知和

他人管理两个维度构成。他人认知强调的是

对他人的同理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能

够识别和理解他人的态度、情感、兴趣和行

为，站在他人立场上看待问题，理解差异。他

人管理则是指人际交往技能，包括能够尊重

差异性，有效化解冲突，建立并维持友善人际

关系。

三是构建与集体的关系，由集体认知和

集体管理两个维度构成。集体认知是指认同

集体价值观与集体行为规范，具有集体归属

感、荣誉感，正确理解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集

体管理是指遵守集体规范，调适个体与集体

的关系，明确个人在集体中的权利与责任，表

现出团结、合作、承担责任等亲社会行为。

四、“关系”视角下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过程，实质上

就是关系构建的“共同行动”过程，需要按照

整体的、系统的、协同的思维方式，由学校管

理人员、教师、家长与学生的彼此协调和互动

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具体而言，首先，通过

在课堂教学中教授社会情感技能，解决“会不

会”的问题；其次，通过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的改进，为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提供土

壤，解决“愿不愿”的问题；再次，通过学校管

理制度更新和家校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建

立，支持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顺利进行，

解决“能不能”的问题；最后，全面实施校长和

教师能力建设，保障前述各项策略措施的顺

利实施。它们共同组成了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发展的“四位一体”推进模式。

（一）在课堂教学中教授社会情感技能

首先，开设专门的社会情感能力课程，

直接进行社会情感技能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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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遵循学生的身心

发展规律，按照螺旋式结构开发社会情感学

习的显性课程；在课程教学中，通过热身活动

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兴趣，通过同伴合作

共同探究和体验多种问题解决方案，最终在

总结和反思中感悟过程，实现社会情感能力

的发展。

其次，在各门学科的教学内容中，融入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相关内容。将社会情感

能力的培养渗透到学科教学中，更易于为学

校管理者和教师接受 ，且凸显了三维目标中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将传统课程转变为社会

情感能力的融合课程关键在于不要将学习知

识与培养社会情感能力对立起来。

再次，运用合作学习等有效教学策略，

让学生直接体验和实践社会情感能力。在合

作学习活动设计上，教师需要激励所有学生

积极参与，防止少数学生垄断学习任务和成

果表达；教师需要充分相信学生，不要急着去

更正学生；合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唯一

的真理，而是扩展学生对内容的理解，经历与

他人的积极互动，又能够体验如何有效地化

解冲突。

最后，营造安全、积极的课堂氛围。 在

教室中张贴班级寄语、行为规范等招贴语，提

醒学生“冷静下来”、“有效解决冲突”；通过

民主协商的方式制定班级学习行为规范，并

共同遵守；给学生提供表达情绪的空间，让学

生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教师能够给

予及时的反馈和回应；教师在与学生交谈时

的态度、方式、用语等如何体现社会情感能力

方面进行示范与指导。

（二）在人际交往中实践社会情感能力

首先，建立相互尊重和关心的师生关

系。教师需要富有敏感性，能够用心体察并

回应学生的真实需求，教会学生敏于回应并

积极反馈教师的关心；教师需要具有接纳性，

可以通过与学生积极交流，用关爱的、发展的

和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关心和无条件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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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学生；教师需要具有示范性，让师生交往成

为同学之间交往的榜样。

其次，倡导彼此支持的生生关系。建立

支持的生生关系，一是要具有支持性，学生之

间需要营造一种无论什么时候学生都能够向

同伴求助并获得支持的人际关系；二是要具

有共享性，分享可以促使个体发展新的人格

特点，培养学生掌握社会交往的方式，丰富未

来的关系；三是要具有非正式性，教师要注重

学生之间形成的各类小圈子或非正式群体，

引导到深厚友谊关系的培养。

（三）在外部环境中发展社会情感能力

学校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家庭、社

区、政府以及其他学校都会发生密切的联

系。良好的、开放的学校环境，是一种接纳性

环境，让校内外相关群体感受到被人、被环境

接纳的安心与喜悦；另外，它也是一种支持性

环境，让校内外的相关群体都能感受到遇到

困难或烦恼会获得所需要的及时帮助或安

慰，从而使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相关活

动能够在学校有效开展。因此，在环境创设

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营造接纳、友善、支持性的学校环

境。在学校物理环境上，需要保证所有人的

安全，有标识和标语支持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发展，学生有足够的场所从事游戏活动及安

静活动，有合适的资源和空间展示学生的社

会情感能力发展相关作品；在学校制度和管

理机制上，要有激励，要有师生参与学校制度

建设和机制；在心理环境上，要建立师生彼此

理解尊重的氛围，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对欺凌

行为等有处理规定；师生在校内外取得的成

就能够被肯定与鼓励，并能够表达他们被信

任和欣赏的感受。

其次，建立家校协同共育的合作伙伴关

系。 加强对家长的培训，让家长懂得爱护、

理解、尊重、平等、宽容地对待子女，掌握实用

易行的沟通技巧、奖惩孩子的方法，并学习如

何管理情绪、如何与学校合作 ；发放宣传材

料，说服动员家长积极关心孩子发展和学校

发展，配合学校共同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让

家长学习学校课堂教学中及其他家庭中促进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好的经验。

再次，加强学校和社区的合作伙伴关

系。 学校可以将社区的资源带入学校，在学

校设置反映学校和所在社区文化的欢迎标识

和文化标记，积极邀请和鼓励社区人员及社

会组织参与学校事务；要求学生定期参与社

区活动，理解社区的需求，并通过从事社工劳

动、服务养老机构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同理心，

提高学生的社会交往技能和自我认知。

（四）在能力建设中实现社会情感能力

的发展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依赖于提升校

长和教师的能力建设。

首先，作为学校领导者，校长本人需要

理解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作用。努力提升自

身的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积极正面的示范与

表率；对学校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

综合变革进行整体谋划，并制定促进社会情

感学习的学校发展规划；构建积极的、支持性

的学校氛围；强化学校社会情感学习课程与

教学的建设；引领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提升；创

建保障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家校合作伙

伴关系；实施学校社会情感学习综合变革的

监测评估机制。

其次，教师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有

助于提升教师自身的幸福感、心理健康、教学

能力和工作表现。社会情感能力较好的教

师，与学生的关系更为积极，在课堂管理中富

有成效；教师在日常的工作和与同事的交往

中，遇到问题时能够主动向他人请教，善于倾

听，洞察他人的感受与体验，设身处地地考虑

别人的感受，降低负面情绪产生的概率，能够

更好理解他人、关爱他人和帮助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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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Being

Du Yuan & Mao Yaqing

Abstract： Promoting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ies highlights the new concept of all-roun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era，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sub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appy lives，
which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deepening educational reform. Kenneth Gergen's philosophy of relational being holds that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the individual，and on the relationship coordination rather than the
inner expression of the individual. From this perspective，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ies are grounded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mselves，others，and the community. Therefore，
schools need to establish a "four-in-one" model that can promote their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ies by
teaching in classroom，practicing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developing in an external environment，and realizing
in capacity building，so as to reconstruct the students' soci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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