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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情感学习”是指个体在其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建立社会关系、履行社会

义务、完成社会工作而进行的情感领域的学习活动，其主要内容指向从事这些活动所必备的情感行为和情感技能。社

会情感学习伴随着一个人的整个成长过程。教育是人的社会情感习得的最主要的途径，环境适应和社会交往是社会情

感学习的其他重要途径。在中国基础教育面临深刻变革和转型的今天，加强学生的社会情感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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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教 育 部 与 联 合 国 儿 基 会 合 作 的 新 一

周期 基 础 教 育 项 目 内 容 确 定 为 “社 会 情 感 学 习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 称ＳＥＬ）与 学 校 管

理”，决定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由 国 内 专 家 团 队

和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学习行为研究中心国际专家团

队共同支持，在中国西部的重庆、贵州、云南、广

西、新疆等五 个 省 区 开 展 项 目 试 点 活 动。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１０—１４日， “社会情感学习 （ＳＥＬ）与学校

管理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初步确定

了项目计划，并着手开发项目培训教材。２０１３年７
月１７日—２２日，在广西师范学院举行了 “社会情

感学习 （ＳＥＬ）”项 目 培 训 者 培 训，标 志 着 社 会 情

感学习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究竟什么是 “社 会 情 感 学 习”？它 对 中 国 基

础教育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笔者作为该项目培训

教材开发的参与者，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以就

正于方家。

一、“社会情感学习”内涵辨析

要准确理解 “社会情感学习”的内涵，必须首

先弄清 “社会”及 “社会情感”的内涵。

在英语中， “ｓｏｃｉｅｔｙ”有 “群 居”、 “群 栖”、

“交际”、“交往”等含义；在以农耕文明为主流文

化基 因 的 汉 语 文 化 语 境 中， “社”是 指 土 地 神，
“会”有 “集会”、“交会”的含义，“社会”即指特

定土地上人的集合。由此可见，不管是在西方文化

语境下还是在东方文化语境下，社会都是指具有共

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的人的联盟。它是共同生活

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其

中形成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共同

文化以及传统习俗。表现在微观上，社会强调同伴

的意味，并且延伸到为了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自愿联

盟。表现在宏观上，社会就是由长期合作的社会成

员通过发展组织关系形成的团体，其最高形式表现

为国家、政府等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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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是一个人适应社会环境、担负社

会责任、完成社会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情感形态

和情感技 能，它 是 在 人 的 社 会 化 过 程 中 逐 步 习 得

的，伴随着一个人的整个成长过程。教育是人的社

会情感习得的最主要的途径，环境适应和社会交往

是社会情感学习的其他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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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社会情感”的内涵，在理解的时候需要

特别关注两点：第一，就它的本质来说，和其他情

感一样，它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因此具

有人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普遍特点，心理学把

情感定义为：“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
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

的体验”。从这个定义 可 以 了 解 到：情 感 是 一 种 主

观体验、主 观 态 度 或 主 观 反 映，属 于 主 观 意 识 范

畴，而不属于客观存在范畴。第二，就它的产生和

发展来说，它是一个人适应社会环境、担负社会责

任、完成社会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情感形态和情

感技能，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步习得的，伴随

着一个人的整个成长过程。
社会情感学习，顾名思义就是对 “社会情感”

的学习，它是指一个人在其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
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建立社会关系、履行社

会义务、完成社会工作而进行的情感领域的学习活

动，其主要内容指向从事这些活动所必备的情感行

为和情感技能，既包括在学校学习期间的相关课程

学习，也包括在社会活动中所进行的实践性学习。

二、“社会情感学习”产生的背景

社会情感学习首先是从西方国家兴起的，又逐

渐扩展到 世 界 各 地。社 会 情 感 学 习 在 世 界 上 的 兴

起，既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基础，也有一定的社会历

史背景。
从学术研究 基 础 来 看，２０多 年 来 学 术 界 关 于

“情绪智力”的研究成果为社会情感学习理论的兴

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１９０５年Ｂｉｎｅｔ和Ｓｉｍｏｎ
首创以智力测验的方式来测量人的智力水平，从那

以后，智力水平逐渐成为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中预

测个体学业成就水平和未来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指

标，通过有计划的课程实施发展学生智力水平也成

为学校教育工作的核心任务。但随着测量技术的不

断发展，学术界对于非智力因素研究的不断深入，
以及加德 纳 多 元 智 力 理 论 的 提 出，人 们 逐 步 认 识

到，智商高低并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个体在学校和

社会中的发展水平。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将

视角转移到个体的社会与情绪能力方面，并将其作

为影响个体成就差异的重要因素。
自１９３５年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提 出 “非

智力因素”的概念以来，对于 “非智力因素”对个

体发展的影响作用的研究就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

要 内 容。到１９９０ 年，美 国 心 理 学 家 Ｓａｌｏｖｅｙ 和

Ｍａｙｅｒ首次正式使用情绪智力这一概念来描述对成

功至关重要的情绪特征。他们把情绪智力看作是个

体准确、有 效 地 加 工 情 绪 信 息 的 能 力 集 合。认 为

“情绪智 力 是 觉 知 和 表 达 情 绪，理 解 和 分 析 情 绪，
以及 调 控 自 己 与 他 人 情 绪 的 能 力”。１９９５ 年，

Ｇｏｌｅｍａｎ在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一 书 中 较 系 统

地论述了情绪智力的内涵、生理机制、对成功的影

响及情绪智力的培养等问题，初步形成了他自己的

情绪智 力 的 理 论 体 系 和 基 本 观 点。Ｇｏｌｅｍａｎ将 情

绪智力界定为五个方面： （１）认 识 自 己 情 绪 的 能

力；（２）妥善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３）自我激励

的能力；（４）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５）人际关系

的管理能力。他认为情绪智力对个体成就的作用比

智力的作用更大，而且可通过经验和训练得到明显

的提高。１９９７年，Ｂａｒｏｎ通过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

践提出了自己对情绪智力的定义。他认为情绪智力

是影响人应付环境需要和压力的一系列情绪的、人

格的和人际能力的总和。并且他还认为情绪智力是

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直

接影响人的整个心理健康。这些关于情绪智力的研

究成果，为 “社会情感学习”在西方国家的兴起提

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社会情感学习在

西方国家的兴起，主要是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校园

危机和西方社会青少年普遍存在的社会情感荒芜现

象。在美国，一方面，由于对价值多元的认可和倡

导，青少年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已得到承认，追求

个性的张扬 和 自 身 价 值 的 最 大 化 也 不 再 被 视 为 异

端；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大环境也导致极端利己主

义和对他人、对社会的冷漠心态在一些青少年当中

滋生，甚至失去人类最根本的对是非善恶的评判标

准，产生严重的情感荒芜现象。这种情感荒芜现象

进一步加剧了业已存在的严重的校园危机，在校学

生酗 酒、破 坏 公 物、逃 学、暴 力、偷 窃、少 女 怀

孕、自杀等现象蔓延，青少年吸毒泛滥，枪杀事件

层出不 穷，对 教 育 提 出 了 严 峻 挑 战。２００３年，美

国疾病控制中心 （ＣＤＣ）报告显示，２８％的青少年

持续两周以上每天感到悲伤和无助以至于无法正常

进行活动；１６％的青少年在过去１２个月里有过自

杀计划；２８％的青少年在过去３０天里有持续５天

以上的饮酒 行 为；一 些 地 区 有 超 过５０％的 学 生 退

学。可见，青少年对自身情绪及情感认知上存在极

大缺陷，关注青少年社会情感，提高他们对自身及

他人情绪的认知迫在眉睫。在研究与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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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西方世界产生严重的

校园危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生缺乏基本的社

会情感能力，存在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重

视和加强学生社会情感的培养是西方教育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

三、社会情感学习的进展

“社会情感学习”最早发端于美国，其先行者

当属ＣＡＳＥＬ，即美国的学术、社会和情感 学 习 联

合组 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ＣＡＳＥＬ）。ＣＡＳＥＬ创建

于１９９４年，其创始人是 《情绪智力》一书的作者

戈尔曼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ｏｌｅｍａｎ）和一位女性企业慈善家

格罗 沃 尔 德 （Ｅｉｌｅｅｎ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Ｇｒｏｗａｌｄ）。１９９４
年２月，ＣＡＳＥＬ在耶鲁儿童学 习 中 心 成 立。１９９６
年１０月，ＣＡＳＥＬ以 Ｗｅｉｓｓｂｅｒｇ为董事长，进驻芝

加哥 伊 利 诺 伊 大 学。在 研 究 中，ＣＡＳＥＬ 确 立 了

“家庭、学校和社区合 作，共 同 为 孩 子 的 健 康 发 展

提供支持。所有的孩子都成为终身学习者，并且有

自我意识、有关怀心，与他人紧密联系，是负责任

的决策者。每个孩子都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
在民主社会里积极地、有建设性地参与”的愿景和

“使基于实证的社会、情感和学业的学习成为贯穿

学前至高中的教育的重要部分”的使命，该组织对

于学生的社会和情感发展所做的努力尝试首先在美

国伊利诺伊州得到实践的认可，随后社会情感学习

项目逐渐推广至全美和其他国家。ＣＡＳＥＬ的出发

点有两个，一是引起相关人员对学生的社会和情感

能力发展现状和需求的关注；二是促进从幼儿园至

高中持续进行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实施、评估和改

进。

ＣＡＳＥＬ界定了社会情感学习的五组核心能力，
即ＳＥＬ的维度。包括：（１）自我意识（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主要表现为准确地判断和认识自身的感受、兴趣、
价值观和 能 力 优 势；保 持 自 信 心。（２）自 我 管 理

（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主 要 表 现 为 通 过 管 制 自 己 的

情绪来处理焦虑，控制冲动，在挫折与阻碍面前坚

持不懈；设置学业目标并监督自己不断向目标靠近

和进步，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３）社会

意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主要表现为能够理解他

人并同情他人；认识并学会欣赏个人与他人的共同

点与差异；学会发现并利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资

源。（４）人 际 关 系 技 能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ｋｉｌｌｓ），主

要表现为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持健康的、有益

的人际关系；抵制不当的社会压力；预防、管理并

解决人际冲突；当有需要时向他人寻求帮助。（５）
负责任地决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主

要表现 为 在 综 合 考 虑 道 德 标 准、安 全 性、社 会 规

则、尊重他人以及不同行为造成的可能的结果的情

况下做出决策；将这些决策技能运用到学习和社会

情境中；对 自 己 的 学 校 和 社 区 的 健 康 发 展 做 出 贡

献。
在 英 国，教 育 和 技 能 部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简称ＤＥＳ）近年来调用资源

实行了一个名为 “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学习”（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 称ＳＥＡＬ）
的项目，鼓励学校采用全校性的方法，创建一种有

情感文化修养的学校环境、道德风貌以及人际关系

氛围，以促进学生、教职人员以及家长的社会情感

学习。

ＳＥＡＬ对于社会情感学习的定义为 “帮助我们

有效管理生 活 和 学 习 的 起 支 撑 性 作 用 的 素 质 和 技

能。它是一种促进人的社会和情感技能发展的全面

的、综合性的方法。”它包括五个技能领域：（１）自

我 意 识（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主 要 表 现 为 了 解 自 我，
重视自我，并理解自身的想法和感受。（２）管理情

绪（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主要表现为管理自身表达

情绪的方式，应对和改变消极情绪，增强和提升积

极情 绪。（３）动 机（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主 要 表 现 为 努 力

向目 标 迈 进，坚 持 不 懈，保 持 乐 观。（４）移 情

（ｅｍｐａｔｈｙ），主 要 表 现 为 理 解 他 人 的 想 法 和 感 受，
重视他人，支持他人。（５）社会技能（ｓｏｃ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主要表现为建立并维护人际关系，解决问题。

与美英不同，在澳大利亚，关于社会情感学习

的内容使用的 术 语 是 “社 会 情 感 健 康”（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简称ＳＥＷＢ）。ＳＥＷＢ将学

生的社会情感分为七个相关联的维度。（１）社会情

感健康总体（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主

要表现为学生感受到的自身的积极情绪和行为的存

在和对 消 极 情 绪 和 行 为 的 控 制 水 平。（２）回 复 力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主要表现 为 学 生 感 受 到 的 自 身 的 情

感能力、应对技能和积极合理的态度。（３）积极的

社会取 向（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主 要 表 现

为学生感受到的自身的社会能力，例如建立友情，
解决冲突，理解他人感受，遵守规则以及其它重要

的社会价 值。（４）积 极 的 工 作 取 向（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主要表 现 为 学 生 感 受 到 的 自 身 的 学

习 能 力，例 如 自 信 心、坚 持、组 织 和 与 人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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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积 极 的 学 校 指 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主要表现为学生所感受到的教师的积极行为，以及

学 校 建 立 的 有 利 于 学 生 积 极 参 与 的 良 好 环 境。
（６）积极 的 家 庭 指 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Ｈｏ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主要表现为学生感受到的父母的积极行为，以及和

谐、平等、友爱的家庭 环 境。（７）积 极 的 社 区 指 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主 要 表 现 为 学

生感受到的社区成人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包括在学

校和家庭以外的成人有关怀心，开展一些项目，使

学生的个 人 兴 趣 爱 好 得 以 发 挥 和 发 展；给 学 生 机

会，为使社区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美好而作出自己

的贡献，等等。
尽管美英澳等国家对 “社会情感学习”的定义

及维度划分各有特点，实施过程也有不同的路径，
但也表 现 出 明 显 的 共 性 特 点，这 些 特 点 包 括：第

一，关注学生正确的自我认识的建立和管理自己情

绪的能力的发展，使学生有 “自知之明”、“自控之

力”，这是学生积极社 会 情 感 发 展 的 重 要 内 容，也

是学生社会情感学习的重要基础。第二，关注学生

对他人与社会的正确认识的建立和良好的社会沟通

交往能力的发展，使学生具有 “包容心”与 “亲社

会”的意识，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这是

学生社会情感学习与发展的核心。第三，在具体实

施中，关注学校、家庭、社会力量与资源的整合对

学生社会情感学习的积极作用，强调建立一种多方

协同、互相支持的社会情感学习的文化氛围与工作

机制，以提高学生社会情感学习的水平。

四、“社会情感学习”对中国基础

教育变革的意义

在当前中国基础教育面临深刻变革与转型的背

景下，加强学生的 “社会情感学习”具有重要的意

义。
首先，加强学生社会情感学习，有助于真正落

实三维目标，克服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 “空心化”
现象。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提出了

课程的 “三维 目 标”，它 体 现 了 学 生 的 全 面 发 展、
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本规律，体现了学生各种

素质的有机联系，体现了时代对基础性学习能力、
发展性学习 能 力 和 创 新 性 学 习 能 力 培 养 的 整 体 要

求。但在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不无遗憾地看

到，三维目 标 的 落 实 依 然 呈 现 出 严 重 不 平 衡 的 状

态，教师和学校最关注的依然是 “知识与技能”领

域的目标，三维目标中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出现明显的 “空心化”现象。这种 “空心化”最突

出的表现，一是以学业成绩提升为核心的教育质量

评价机制导致学校只重视与学业成绩相关的课程，
只注重提升学生应对考试的能力，从而忽视了儿童

精神成长的完整性，湮灭了人格发展的意义，使人

的发展呈现出狭隘化的取向；二是情感态度价值观

教育中过多的说教色彩和政治色彩，导致主流价值

观教育的 “泛政治 化”和 “伪 圣 化”，降 低 了 学 生

的兴趣，败坏了学生的口味。社会情感学习的内容

主要包括自我认知与自我管理、他人认知与人际关

系管理、社会集体认知与团队意识及集体荣誉感的

培养等，这些内容既是学生发展过程中影响其发展

水平的重要因素，又和学生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密不

可分，是学生 成 长 过 程 中 经 常 会 面 对 的 “课 题”，
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因此，加强学生社会情感

学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长期以来情感态度价

值观教育的 “空心化”现象，更好地落实新课程倡

导的三维目标。
其次，加强学生社会情感学习，有助于学生建

立正确的自我认识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将来走

向社会打好基础。
正确的自我认知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在

社会上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恰恰是目前以独生

子女为主体的大中小学生发展过程中的明显的 “短
板”，多年来出现的诸如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
复旦投毒案，一方面暴露出了这些当事者性格中的

残忍和人格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我们的

基础教育在 “育人”上的失败。加强学生的社会情

感学习，能够使学生个体认识并管理情感，理解自

己的个人价值，关心和关爱他人，做出负责任的决

定，建立和保持积极的关系，也使学生获得自信心

与人际能力，能够合理解决自身发展中所面对的人

际关系问题和危机。这是他们将来立足于社会的不

可或缺的能力要素，应该在基础教育阶段得到良好

的发展。
再次，加强学生社会情感学习，能够促进非认

知心理因素发展，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社会情感学习理论的产生，本身就源于对个体

发展中非认知因素影响作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其

直接来源则是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

都揭示了教育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规律：认知因素

好比是操作系统，而非认知因素好比是动力系统，
只有两个系统有效协同，才能促进学生最有效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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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此，对学生社会情感学习的关注，也一定能

够促进他们非认知心理因素的健全和发展，并有效

帮助学生提升学业成绩。这一点在国外关于社会情

感学习的研究和实践中业已得到证实。英国的初等

教育项目 （针对４—１１岁儿童）已经得到了很好的

开展，全英国一半以上的小学都参与了该项目，而

评估结果表明，ＳＥＡＬ项目在小学的开展获得了鼓

舞人心的结果，包括小学生在行为表现和学习成绩

上的显著 改 善 和 提 高。中 等 教 育 项 目 （针 对１１—

１８岁学生）过去两年里，有６０所学校作为试点开

展了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果，至今该项目已获得了

１０％的中等学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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