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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现状及教学改革建议

叶晓红，郑有珠

（三明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福建三明　３６５０００）

摘　要：为了解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的特点，本文使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对１４８名学前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１）

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２）学前师范生的共情能力不存在年级差异，但同情关怀和身心忧急两个维度却表

现出年级差异；（３）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不存在独生状况差异，但农村生源地学生的同情关怀得分明显高于城市生源地学生。

针对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的现状特点，为了提升其共情能力，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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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教育领域，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助人特性，关

于教师的共情能力引起众多研究学者的关注。对于

共情概念的界定，研究者并没有达成完全统一的认

识［１］，而是表现出一种动态整合的发展趋向［２－３］。

有的认为共情并不是一种认知现象，只是一种基本

的情绪情感，且通过直接的、被动的直觉能够体验

到［４］；有的认为共情不单单是与他人分享情绪情感，

更重要的在于理解别人的情感［５］；但近年来，一些研

究者丰富了共情概念的内涵，指出共情不仅包含情

绪情感，还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认知［６－８］，有的研究

者还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共情的发生机制，认为共情

同时包含情绪、认知及行为［９－１０］。因此，我们不能

简单的把共情当作一种基本情绪，它是一种复杂的

社会化情绪，是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共同体。对教育

领域教师共情能力的研究，研究者们恰恰融合了多

元取向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教师共情是指教

师能真诚地从学生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能对学生

的感受与想法进行设身处地的体会与思考，从而调

节自己的教学方式，以适合的方式引导学生在学业

和情感各方面的成长［１１－１２］。关于其在教师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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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中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大量的实证支持，如对教师

教学效果的研究指出，教师的共情能力，不仅影响课

堂气氛、师生关系和沟通方式［１１］，还对学生的学业

态度、社交及生涯规划等各方面的表现产生影

响［１３］。具有共情特点的师生关系，教师不仅更易成

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也对学生具有更高的学业期

望［１４］，还容易采择学生的观点［１５］，还有一些学者指

出，共情是教师专业素养中最为重要的辅导

能力［１６］。

近年来，教师虐童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关

于幼儿教师从业的基本道德素质引起大量的探讨。

移情能力作为教师的基本职业素质之一，在培养大

量学前教师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培养其移情能力，以

便在未来从业过程中避免过多的虐童事件产生。随

着国家对免费师范生的大力推进，以及各师范院校

对传统教师教育特色的重视和加强，师范生的教育

质量问题和学习状态再次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针对学前教师所面临对象的特殊性，我们在培养未

来幼儿教师的道路上，应更加侧重从其职业道德素

质入手。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为了有针对性的培养

和训练其移情能力，本文使用问卷调查法，对学前师

范生的移情能力现状进行调查，并在课堂教学中提

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调查过程及结果

（一）调查对象

以三明学院在校学前师范生大二至大四的１４８

名学生为调查对象，年龄为２１～２４岁，收回有效问

卷１４０份，其中女生１３４人，男生６人。

（二）调查工具

采用吴静吉等［１７］根据Ｄａｖｉｓ
［１８］编制的人际反

应性指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ＲＩ）

共情问卷修订而成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该量表包

含２２个题目，采用李克特５点量表计分，由０不恰

当到４很恰当分别计分，反向题采取相反的计分方

式。量表包括４个维度，即观点取替、同情关怀、幻

想力和身心忧急。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克伦

巴赫ａ系数为０．５３－０．７８之间，重测信度为０．５６

－０．８２之间。

（三）调查结果

表１　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的总体特征及性别差异（Ｍ±ＳＤ）

观点取替 幻想力 同情关怀 身心忧急 共情能力（总）

总体（Ｎ＝１４０） ２．２４±０．７５ ２．８９±０．７４ ２．７０±０．５７ １．８２±０．８６ ２．３２±０．４３

男（Ｎ＝６） ２．３０±０．７２ ２．６３±０．２９ ２．３３±０．４７ １．７６±０．９８ ２．１５±０．３５

女（Ｎ＝１３４） ２．２３±０．７６ ２．９０±０．７６ ２．７２±０．５７ １．８２±０．８６ ２．３３±０．４６

ｔ ０．１９７ －０．８８１ －１．６２８ －０．１７０ －０．９５３

　　表１表明，师范生共情能力的平均分为２．３２，

为了检验师范生共情能力得分是否高于共情问卷设

计分数的中间值（２分），我们进行了单一样本ｔ检

验，结果表明，师范生的共情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共情

问卷的中间值２分［ｔ（１３９）＝８．８５，ｐ＜０．００１］，由

此说明，师范生具有较高的共情能力。此外，为了进

一步查看师范生的共情能力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我

们分别对四个维度及共情总分进行独立样本ｔ检

验，结果发现，师范生的共情能力及四个维度均不存

在差异。

表２　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的年级差异（Ｍ±ＳＤ）

观点取替 幻想力 同情关怀 身心忧急 共情能力（总）

大二（Ｎ＝４６） ２．０８±０．７４ ２．９３±０．７６ ２．７３±０．６２ １．５６±０．８７ ２．２４±０．４７

大三（Ｎ＝４８） ２．２９±０．７９ ２．８７±０．７５ ２．５５±０．５１ ２．１０±０．８７ ２．３５±０．３８

大四（Ｎ＝４６） ２．３４±０．７２ ２．８８±０．７４ ２．８３±０．５７ １．８０±０．７６ ２．３７±０．４５

Ｆ １．５４ ０．０９ ２．９９ ４．８２ １．１２

ｐ ０．２１８ ０．９１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９ ０．３３０

　　表２表明，师范生共情能力总分不存在年级差

异，但在同情关怀和身心忧急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

的差异。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分析表明，在同情关怀

维度上，大四学生的同情关怀分数明显高于大三学

生（ｐ＝０．０１８），大四和大二年级及大二和大三年级

的学生之间并没有差异（ｐｓ＞０．０５）。在身心忧急维

度上，大三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大二学生（ｐ＝０．

００２），而大四和大三及大二年级之间的得分差异并

不显著（ｐｓ＞０．０５）。

表３表明，师范生共情能力总分及其四个维度

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不明显（ｐｓ＞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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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的独生状况差异（Ｍ±ＳＤ）

观点取替 幻想力 同情关怀 身心忧急 共情能力（总）

独生（Ｎ＝４０） ２．２７±０．７７ ２．８６±０．８４ ２．５７±０．７１ １．７４±０．８４ ２．２６±０．４３

非独生（Ｎ＝１４０） ２．２２±０．７６ ２．９１±０．７１ ２．７５±０．５０ １．８５±０．８７ ２．３４±０．４３

ｔ ０．３４４ －０．３２０ －１．７１２ －０．６９６ －０．９８４

表４　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的生源地差异（Ｍ±ＳＤ）

观点取替 幻想力 同情关怀 身心忧急 共情能力（总）

城市（Ｎ＝４９） ２．１６±０．７９ ２．８９±０．８０ ２．５７±０．６７ １．７４±０．８９ ２．２５±０．４３

农村（Ｎ＝９１） ２．２７±０．７４ ２．８９±０．７２ ２．７７±０．５０ １．８７±０．８５ ２．３６±０．４３

ｔ －０．８３１ ０．００９ －１．９４３ －０．８７１ －１．４６５

　　表４表明，师范生共情能力总分不存在生源地差

异（ｐｓ＞０．０５），但在同情关怀维度上，农村生源地学

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城市生源地学生得分（ｐ＝０．０５４）。

三、讨论与分析

（一）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的总体特点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师范生的共情能力总体较

高，这说明经过１～３年的师范课堂教育，学生确实

内化了共情这一基本技能。教师共情能力是指教师

能够真诚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会并理解他人的情

绪、意图及需求的一种人格特质，它既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项重要的能力。由于学前教师职业的特殊

性，教师具备共情能力，才能充分实现教师与幼儿之

间的良好沟通，才能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最终为幼

儿个性的全面发展做好准备。我们所调查的对象为

大二到大四的学前师范生，这些学生在师范教育的

过程中，接受过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幼儿教育

心理学等理论的熏陶，并在幼儿园通过具体的教育

教学技能的实习和实践。因此，他们的观念得到了

较好的转变，努力在接受教育和教学实践的过程中

换位思考，真正做到师范教育所强调的“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此外，在本次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共情能力的性

别差异，这同以往研究所发现的女生共情能力高于

男生共情能力的结果不一致［１９－２０］。究其原因，可能

是由于在我们的研究中所抽取的男生样本数量较少

造成的。在学前教育专业，多数学生都是女性，这同

现在幼儿园中所稀缺的男性教师是相呼应的。

（二）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的年级差异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共情能力并未存在年级差

异。但在同情关怀维度上，大四学生的得分明显高

于其余年级，其余年级之间并没有差异。出现这种

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本校大四学生参加过较多的

社会实习，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较为深刻，因此能

够较多的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他人的问题，并对他

人的问题表现出较多的同情关怀。此外，在身心忧

急维度上，大三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大二和大四学

生。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同本校的学前教育专业

现状相吻合。在师范学前教育过程中，大三年级的

学生面临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自身的发展

和未来的择业产生各种各样的担忧。而到了大四年

级，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已基本确定参加教师招考，

对未来的职业选择具有较多的明确性和稳定性，因

而不会表现出较多的身心焦虑等问题。同样的，在

大二阶段，学生恰好进入学习状态，其关注点更多的

集中的专业的学习上，因而对未来的择业和发展趋

向不会表现出过多忧虑。

（三）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的独生状况和生源地

差异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共情能力并未存在独生状

况的差异。这可能与学生所学的专业关系较大。在

学前教育专业的训练过程中，我们对其进行较多的

移情能力训练，并在实践过程中接受较多的移情观

点的改变，因而在独生状况中并未表现出差异。同

样的，在生源地方面也未表现出差异。但在同情关

怀维度上，农村生源地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城市学

生。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我们认为是由于在农村

成长的孩子，由于其所面临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

较差，在成长的过程中更懂得珍惜机会，更容易理解

和关怀他人，在学校生活过程中，对一些不良事件更

易表现出同情和关心。

四、未来教学改革建议

针对学前师范生共情能力现状的调查结果，为

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共情能力，对今后的教学提出以

下建议：

（一）在幼教课程中加强师范生共情技术的培训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学前师范生的共情能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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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虽然高于中间值，但其共情能力仅仅处在中等偏

上水平，还有较大的上身空间。因此，在幼儿教育心

理学的课程中，要专门提供专题内容训练他们的共

情技术，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共情能力。比如在课堂

中提供相应的教师虐童事件，让学生对事件进行分

析，并进行相应的角色换位思考。还可以以游戏的

形式开展活动课，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充分体验幼

儿的心理特征，有针对性的使用共情技术。

（二）增强课外实践活动，健全跟踪实习模式

要使师范生的共情能力得到充分提升，必须让

其进入幼儿园，在具体的幼儿课堂活动中实现这一

技能的提升。因此，在培养师范生的过程中，要设置

较多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进入幼儿课堂。在课

外实践和实习的过程中，让学生跟踪实习单位的幼

儿课堂教学活动，充分与一线教师交流，跟踪学习一

线教师的共情能力使用技巧。同时，在课堂实践过

程中，要求学生努力做好幼儿教师的角色，在这个过

程中让其感受幼儿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并能让

学生理解和具体的使用共情能力，借此实践的过程

较易提升他们的共情能力技术。

（三）构建良好人际关系，提升共情技巧

现在高校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较为突出，是各

个高校心理咨询问题中的首位。而共情是影响人际

交往的重要因素，是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必不可少的

要素。因此，在训练师范生的共情能力时，在大学生

的学习生活和课堂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其人际关系。

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可以通过宿舍活动、团日活

动等来培养其共情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以讲

座和活动讨论课的形式训练其使用移情能力来培养

人际关系。借此不同的形式开展丰富的活动来提升

学生使用共情能力的技巧，不仅可以增强其人际关

系，同时还可以无形中提升其使用共情能力的技巧，

以便内化在将来的职业活动中充分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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