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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付出较高情绪劳动的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对师幼互动、教师专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对幼儿园教师社会情

感能力的维度划分结合了美国CASEL和英国SEAL项目，将社会情感能力分为自我意识、情绪管理、目标动机、社会意识、人际

关系、决策意识六大维度。同时从专项项目视角对教育意识和适应能力培训 CARE项目进行分析，提升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

能力，须从职前职后、教师自身、幼儿园、家庭社区等多维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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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 pay high emotional labor，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eacher-child in⁃
terac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this paper，the dimens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social emotional compe⁃
tence is divided into six dimensions，namely，self-awareness，emotion management，goal motivation，social awareness，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and decision-making consciousness，combining American CASEL project and British SEAL project. Meanwhile，the
CARE project of education awareness and adaptability training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 projects. To improve the so⁃
cial emotional abi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it requires multi-dimensional considerations such as pre-service and post-service，
teachers themselves，kindergartens，and family communitie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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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改革的纵深发展，人们普遍意识

到个体的成长离不开积极的情感能力，认知脑

科学、神经科学对教育最首要的启示即是情本

的认知。因为人是情本的存在，教育是情之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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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与教化［1］。因此在过度揄扬认知的同时还应

关注情的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

系列以广泛、可迁移技能为基础的“21 世纪技

能（非认知技能）”计划，其中涵盖了以社会情

感能力为核心的人际沟通能力、自省能力、全

球公民素养、心理和生理健康等内容［2］，并在全

球范围内推广社会情感学习计划。比如美国

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组建的社会情感学习组

织（Collaboration for Academic，Social and Emo-

tional Learning，简称 CASEL），研发了关爱学校

团体、培养健康儿童、第二步等项目。英国教

育和技能部（简称 DES）近年推行“社会和情感

方面的学习”（简称SEAL）项目，旨在提高学生、

教师和家长的社会情感学习技能，由此可见，

社会情感学习成为国际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

途径。除了关注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外，教

师的社会情感能力培养也逐渐进入学者的研

究视野，已有研究多聚焦于中小学教师的社会

情感能力，然而，学前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研

究相对匮乏，其对幼儿、教师的身心发展均有

重要意义，因此，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

培养应亟需进入研究视界。

一、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现

实诉求

目前，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主要聚焦于知

识、技能和信念等层面，过于重视教师的认知取

向，而忽视了教师的情感层面，对幼儿园教师社

会情感能力的研究则十分缺乏。情感是个体发

展的基本元素，与认知、行为具有密切的联系，是

理解教师专业实践的重要维度。社会情感能力

是教师专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社会

情感能力较强的幼儿园教师，将为师幼互动、班

级日常管理、家园共育、与同事合作提供高质量

的保障。

（一）社会情感能力是高质量师幼互动的必

要支持

幼儿园教育活动始终围绕教师和幼儿两大

主体进行，包括教学活动、生活活动、游戏等，均

离不开师幼双方。亚历山大、皮雅塔等人指出，

师幼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幼儿入园的社会适应状

况，幼儿入园后，与教师建立积极的情感关系是

他们适应新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师幼关系的

融洽程度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状况［3］。Schonert

等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及社会情感

学习计划实施的质量都可以调节课堂氛围和学

生的学习成果［4］。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师幼

互动是最关键的核心部分，由美国学者 Pianta

等人研究出版的课堂互动评估系统 CLASS（The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2008）被广

泛应用测评，幼儿版 CLASS 从情感支持（emo-

tional support）、班级管理（classroom organization-

al）和教育支持（instructional support）3 个领域的

10 个子维度（共含 42 个行为指标）对师幼互动

质量进行评估［5］。其中情感支持包括积极氛围、

消极氛围、教师敏感性和尊重幼儿的观点，教师

需要积极地和幼儿互动，给予积极的情感支持，

尊重幼儿实现自己的想法，同时要把握教育契

机，灵活地回应幼儿，可见情感支持是师幼互动

的重要维度之一，而这对教师的社会情感素养

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教师与幼儿的互动不

仅包括认知、能力，更重要的是双方情感的交流

和互动，情感是维系高质量师幼互动的坚实基

础，教师只有在情感上引起幼儿的共鸣，日常保

教工作才能有序进行。

（二）社会情感能力助推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

欧美在教师核心素养中对教师的专业情感

与态度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并作为三大维度中

的一项进行强调，可见教师的积极情感态度是

专业发展的基石［6］。教师稳定而积极的情绪不

仅是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有效性

的重要保障，而且是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

和促进师生双方心理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7］。

目前幼儿园教师专业培训过多关注教师的专业

知识与专业能力，而对教师的情绪管理则相对

薄弱。正如朱旭东教授所说，当代，如果只用知

识和技能来评价教师发展的全面内涵是片面

的。教师专业发展除了包括知识和技能等维

度，道德、政治和情感维度也理应考虑纳入教师

全面发展的评价范畴［8］。美国已有的有效提高

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和教学技能项目，包括教师

专 业 发 展 和 支 持 系 统“ 我 的 教 学 伙 伴 ”

（MTP——My Teaching Partner）、教育意识和适

应 能 力 培 训 CARE（Cultivating Aware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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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ce in Education）、加强管理和弹性培训

SMART（Stress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y Train-

ing）等［9］。项目表明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培养不

仅对教师个人具有发展意义，更能有效提高幼

儿社会情感能力。情绪是人格的核心，在幼儿

园语境中，面对特殊的教育对象，幼儿园教师首

先要提升自身的社会情感能力，教师专业发展

除了专业知识外，还应考虑设计一些“软知识”，

如情绪、情商、情绪管理等。

（三）幼儿园教师情绪劳动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1979年Hochschild 首次提出了“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r）［10］。近十年来，情绪劳动逐渐

由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进入到教育研究视野

中，国内外研究表明，教育工作者的情绪劳动对

所有层次的教学活动来说都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11］，是实施有效专业教学的前提。MORRIS等

指出，情绪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情景，

将情绪劳动界定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通

过目标确认、计划、监控等内在心理活动使自己

表现出达到组织要求的情绪行为［12］。情绪劳动

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策略等有着重大的影

响。而对于幼儿园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群体，情

绪劳动则尤为重要。幼儿园教师直接面对的是

3-6岁的幼儿，幼儿情绪的特点呈现为易变性、

冲动性、外显性和易感染性。与其它职业相比

较，幼儿园教师在工作中需要付出更高强度的

情绪劳动［13］。当下幼儿园教师是教师队伍里的

弱势群体，他们扮演着模糊不清的社会角色，或

被期待为养育者、启蒙者、专业人，或实际承担

着服务员、保姆、打工者、教师等角色；他们处于

边缘人、附属者的社会地位［14］。在这种社会环

境下，其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有调查研究显

示: 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检出率为 29.5%［15］，具

体表现为职业倦怠、人际交往障碍等问题。可

见，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教师教育情感的输出

与补给存在失衡［16］。若幼儿园教师对自身的情

绪状态缺乏正确的认知与调整，则其对幼儿、对

自身将产生重大的伤害，比如近年来发生的一

些令人沉痛的“虐童事件”，对幼儿、对家长、对

幼儿园教师都影响恶劣。因此幼儿园教师在特

殊场域下需要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自身

社会情感能力。

二、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内涵阐

释与CARE项目示析

（一）社会情感能力的界定

“社会情感学习”首先缘起于美国，随后逐渐

推广至全美和其他国家。1994年，美国费茨研究

院召开了以促进儿童心理健康为目的的会议，会

中首次提出“社会情感学习”概念。同年，戈尔曼

和格瑞沃尔德开始启动“社会情感学习”项目，该

项目首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获得认可，随后在世

界范围内逐步推广。

能力，《教育大辞典》中解释为顺利完成某种

活动所需的个性心理特征［17］341。从本质上讲，社

会情感能力是一种胜任性能力，它被看作是情绪

智力在各种情境中的应用，是可以像智力发展一

样通过学习、练习并在具体情境中应用而获得的

能力［18］。不同国家对社会情感学习的研究视角

各不相同，而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界定比社会情感

学习更具实践性和可操性。如2003 年 CASEL 组

织界定了社会情感学习的五部分核心能力：自我

认知、自我管理、社会认知、人际交往和做负责任

的决定［19］。英国 SEAL 项目认为社会情感学习能

力包括自我认识、情绪管理、个人动机、移情能力

和社会技能。澳大利亚“社会情感健康”（Soci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简称SEWS）项目将其

分为七部分：社会情感健康总体、回复力、积极的

社会取向、工作取向、学校指标、家庭指标和社区

目标。综上，社会情感能力的维度划分各有特

点，有着不同的视角。

（二）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核心内涵

通过上述对社会情感能力维度的梳理，不

同国家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内涵界定存在着差

异，但均包含有一些共识领域，目前，对社会情

感能力的界定主要参考CASEL组织，对教师的

社会情感能力更没有明确的界定，于幼儿园教

师而言，有研究者以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尝

试构建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的基本框架，主要

包括良好的师幼关系、良好的合作关系、自我

发展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20］。因此，本文中对

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界定主要结合了

美国 CASEL 和英国 SEAL 项目的划分，从自我

与他人和集体两大维度将社会情感能力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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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以下六方面。（见图1）

图1 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构成

1.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了解、重视自我，准确

地判断和认识自身的感受、兴趣、价值观和能力

优势；同时能时常保持自信，有较高的自我效能

感。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为审视自己提供了

新的视角，从差异性和独特性出发，找到自己的

价值所在，在幼儿园，教师需清晰地认识自身的

优势与不足，发掘优势领域，有的教师专攻科学

领域、有的教师擅长讲故事等，每位教师都需要

在真实的幼儿园场域下找寻自己的兴趣。研究

表明，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教师相信自己的教

学能力，有坚定的教学信念，用积极的视角去看

待儿童的发展，易激发儿童的兴趣，师幼互动质

量高。幼儿园的一日生活皆教学，教师的言行举

止间接影响幼儿的发展，因此，教师应发挥榜样

作用，营造积极的班级情绪氛围。最后，教师对

自我的认知还影响着对教师的角色定位，较高自

我效能的教师扮演着合作者与指导者的角色，教

学策略多样化，站在儿童的视角去思维解决问

题。综上，教师正确的自我认知对自身、幼儿乃

至教育都具有积极影响。

2.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指可以有效管理情绪，通过控制

情绪来处理焦虑和冲动，并在挫折面前坚持不

懈；时常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转化消极情

绪，增强积极情绪。幼儿园教师在繁忙的一日

教学活动中，情绪的起伏属于正常现象，但教师

自身若能及时发现情绪变化，审视调节并控制

消极情绪，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长远来看对教

师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构建、师幼互动均具有

积极作用。如香港中文大学的 Chan 教授指出:

“教师情绪管理的不同组成部分可以增强教师

的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21］。教师

的情绪管理要素可分为对情绪的辨识、理解、标

注、表达与感受，即耶鲁大学智力研究中心的社

会情感学习突出项目—RULER体系，其中R代

表的是辨识情感、U代表的是理解情感、L代表

的是标注情感、E代表的是表达情感、R代表的

是调控情感，教师可从上述五步进行情绪管理

实践。

3.目标动机

目标动机表现为目标意识较强，时常设置

目标并监督自己不断向目标靠近；在追逐目标

的过程中，乐在其中，不抱怨不压抑，时常保持

积极乐观的心态。欧洲在教师核心素养的三大

维度之一专业情意中强调，对教学、学习以及教

师角色具有积极的态度；意识到不断获得新知

的重要性；发展研究、自主学习的文化与态度；

对继续专业发展的积极态度［22］。自主发展的意

愿与积极的态度均离不开教师的目标动机，教

师的目标动机首先是建立在教师自主的基础

上，而非外界的干预影响，教师对自身有着明晰

的职业生涯规划，有着较高的严格要求，分层设

定目标，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有坚定的信念。对

每位新入职的幼儿园教师来说，面临诸多的现

实困境，与预期目标理想有着一定的距离，多持

悲观色彩，然而希望哲学认为“未完成”本身具

有足够的吸引力，动机较强的教师会为自己在

每个阶段设立相应的任务，经历新手教师、熟手

教师、专家型教师发展阶段，不断挑战高强任

务，始终保持精力充沛。

4.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指理解他人的感受，尊重他人的想

法，欣赏自己与他人的共同点和差异；善于发现

并利用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的资源。班级中，教

师需要与班级的主班、配班和保育老师合作，共

同负责本班幼儿的保教发展；幼儿园内，教师需

同其他同事定期交流研讨沟通、畅通信息，这些

都需要教师理解与尊重他人的想法和见解，善于

发现同事的优点与长处，求同存异，实现共同发

展。此外，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

幼儿的成长需要多主体参与，幼儿园工作规程也

明确提出：“幼儿园应认真分析、吸收家长对幼儿

园教育与管理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应密切同社区

的联系与合作。”［23］因此，教师应充分发现与利用

家庭、社区的教育资源，与幼儿园合力助推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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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教工作。

5.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方面指善于合作，建立和维持良好

的人际关系；可以抵制不当的社会压力，预防、管

理并解决人际冲突；当遇到困难时，愿意通过向

他人求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文化是幼儿园的

核心灵魂，代表着教师团队的精神风貌，而园所

文化无不体现着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教师间

合作的、积极正向的氛围则极大促进了教师团队

文化的形成、幼儿园的高效管理。可见，人际关

系对教师、幼儿园的整体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近

年来，因个别虐童事件的发生，直接映射到幼儿

园教师群体队伍，其专业能力与专业素养受到极

大质疑，专业形象受到诋毁，面对社会上诸如此

的不当压力，教师应坚定内心，积极抵制不当压

力，用自身专业能力重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权

威。当然，必要时应学会主动求助，共同分担解

决问题。

6.决策意识

在综合考虑道德标准、安全性、社会规则、

尊重他人的情况下可以果断做出决策；经常参

与社区活动，并为社区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幼儿园日常语境无不体现着教师的决策力，如

幼儿的日常教学、突发的紧急事故、幼儿间的矛

盾摩擦、班级的组织与管理、家园沟通等等，这

些均需要教师的决策，在做每项最优选择前，都

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幼儿的安全、幼儿的心

理感受、班级规则，同时需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与

思考，不盲目跟风，根据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对

班级管理做出针对性的调整。可见，幼儿园的

教学工作对教师的挑战极大，唯有较高决策意

识的教师，其教学工作才能有效、高质量的开展

进行。此外，社区在为幼儿教育做贡献的同时，

教师也应适当回应社区需求，支持社区工作开

展，积极搭建社区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平台，建设

友好社区，使之与幼儿园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与

发展。

（三）教育意识和适应能力培训 CARE项目

示析

提高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专业项目包括教

师专业发展和支持系统“我的教 学伙伴”

（MTP—My Teaching Partner）、教育意识和适应

能力培训CARE（Cultivating Awareness and Resil-

ience in Education）、加 强 管 理 和 弹 性 培 训

SMART（Stress Management and Resiliency Train-

ing）等［9］。研究表明项目的实行均对教师的社

会情感能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例如CARE项

目旨在培养教师的教育意识和应变能力，CARE

结合情感技能指导，注意意识实践和同理心建

设活动，以减少教师的情绪压力并重新发现教

学的乐趣、使他们更加了解压力的根源并促进

对自己和学生的同情，改善必要的社会和情感

技能，以建立支持性关系，管理具有挑战性的学

生行为，进而促进教师个人专业发展和提升教

师职业幸福感。课程时间比较密集，共30小时，

4-6 周内为期开展 4 天，在两个月后进行电话辅

导和巩固强化。教学策略包括演讲、体验式练

习（正念走路）、小组讨论、大型（整个小组））讨

论、音频/视频演示，CARE基于正念理念进行干

预（见图2）。

目标人群 干预 成效

教师

教师的班级管

理与指导技能

CARE 项 目

情感技能指导

注 意 意 识/减

少压力练习关

怀/倾 听 练 习

教师改变

幸福感

教学效能

注意力

学生改变

师生关系

学业成绩

行为

班级改变

组织与管理

指导支持

情感支持

图2 CARE干预逻辑模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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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感技能指导

CARE 采用教学和经验活动如反思练习和

角色扮演相结合，引入情感技能教学，以支持

教师的理解、认可和意识情绪状态，并探索教

师的习惯性情绪模式和相关认知，教师学习如

何练习自我诱导积极情绪促进弹性和自我调

节。这些做法旨在帮助教师对学生的需求更

加敏感，更加了解教室的情绪氛围，在处理具

有挑战性的学生行为时更加具备自我意识和

反应能力。
表1 CARE项目组成成分［24］

情感技能指导

40％

1.情感、目的、常见表情指导、有关大脑

研究

2.情感如何影响教与学

3.在认知、心理和行为方面的“不舒服”

或消极情感（生气、害怕、伤心）反应

4.在认知、心理和行为方面的“舒服”或

积极情感（感激、高兴）反应

5.探索情感的身体意识

6.在情感体验方面探索个体差异

7 .注意力和反应能力练习，识别和管理

强烈情绪

注意力/压力减少练习

40％

1.身体意识反应

2.基本的呼吸意识练习

3.注意力和情感练习

4.集体面前注意力保持练习

5.注意力迁移练习

6.对因挑战性的班级环境引发的强烈

情绪进行注意力练习

同理心练习

40％

1.“关怀实践”—一系列对个人、喜欢的

人、同事、不喜欢的人的反应指导

2.集中倾听同伴练习、读诗或谈论问

题、参与和接纳同伴的注意力练习

2.注意意识实践

正念练习包括刻意训练注意力来培养当下

意识经验，并促进洞察力、反思和专注。基于正

念干预措施（MPI）可以有效减轻教师压力，提升

教师的心理弹性，CARE 引入了一系列注意意识

实践，从注重呼吸的基本实践开始，扩展到促进

对日常（如站立、行走、在教室前、倾听他人等）有

意识方法的活动。通过练习这些活动，教师学会

放下成见与偏见，以更加开放和客观的心态去重

新审视课堂组织，以及与学生、家长和同事间的

互动。

3.同理心实践

为促进同情技能的习得，CARE 引入了“关怀

实践”和“有意识的倾听”。关怀实践涉及对“爱

心”的引导性反思，重点是从精神上提供幸福来

产生对自我和他人的关怀感受。有意识的倾听

练习旨在提升在没有判断力的情况下本能地倾

听别人说话的能力。包括注意（不采取行动）情

绪反应，如在倾听时打断、提供建议或判断的冲

动。这些练习旨在帮助教师更有效地倾听学生

的声音，并更加敏感和响应他们的需要，尤其是

在冲突期间，教师的平静、支持性的存在有助于

解决冲突。

CARE是一项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全面干

预计划，通过情感技能指导、正念实践和同理心

建设的课程安排，对教师、班级和师生关系均产

生了显著影响。这为提升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提

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提升策略

上述以专项计划对CARE项目进行了简单介

绍，而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培养是一项复杂

的工程，职前职后、教师自身、幼儿园、家庭社区

等多方位、多主体参与，将会助力教师社会情感

能力提升，下面则从多维视角出发，尝试为提升

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提出建议。

（一）将社会情感学习纳入职前教师教育体系

社会情感学习是一项科学系统工程，扎实的

知识储备起着奠基作用，唯有了解其具体内涵、

价值意义、提升路径等，才有利于后期工作的开

展、个人的幸福成长。幼儿园教师职前教育课

程多为幼儿五大领域、音乐、舞蹈、艺术、科学研

究方法等内容，侧重于知识认知方面，旨在促进

幼儿的学习与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

师主体的培养，对教师自身的心理情感层面较

少甚至处于空白，幼儿园教师因其教育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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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需要付出高情绪劳动，高压状态下如何

纾解压力，若找不到正确缓解渠道，则会出现职

业倦怠等状况，因此，在幼儿园教师职前学习

中，有必要考虑增加社会情感学习内容，既能帮

助教师在职前阶段培养正确的自我意识、情绪

管理、目标动机、社会意识、人际关系、决策意

识，又可为稳定幼儿园教师队伍、提升教师职业

幸福感提供突破口，综上，职前学前教育培养模

式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问题的考验不断改

革，不断丰富培养层级与内容，进而培养未来幼

教人才。

（二）教师应树立社会情感学习与发展意识

詹宁斯和格林伯格（Patricia A. Jennings &

Mark T. Greenberg）2009 年提出了一种亲社会化

的课堂模式，重点关注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水

平。研究认为具有高度社交情感能力的教师会

产生强大的师生关系，更有效的课堂管理，更低

的职业倦怠率和更高的学生成绩［25］。可见，教

师自身的社会情感能力不仅能提高学生成绩、

建构良好师生关系，还可提升职业幸福感。幼

儿园教师自身首先应重视社会情感培养，在与

幼儿互动、同事和家长沟通交流中，提高对情绪

的敏感性，及时识别消极情绪，找到恰当方式调

节与控制不良情绪，保持良好心态开展工作。

针对实际情境，应学会灵活应对压力，可从行

动、情绪和认知三方面入手。行动层面，不能逃

避，应直接解决问题，学会坚持和求助，这是消

除或减少压力来源；情绪方面，及时关注情绪状

态，改变压力引发的情绪；认知上可以进行认知

重评、转移注意力、调整比较对象等，进而增强

应对压力的能力。除了灵活应对压力外，教师

还应学会主动求助，获得社会支持。如实际物

质的帮助，提升反馈和建议等支持；情感的如陪

伴、倾听、鼓励、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及共情陪伴

支持。教师作为幼儿的指导者、引导者，应充分

发挥能动性，加强社会情感的学习与发展意识，

为师幼互动、家园沟通、同事合作的顺利进行奠

定良好基础。

（三）构建社会友好视野的家园、社区支持与

沟通平台

幼儿园教师除了繁忙的一日教学工作外，

还承担着家园共育的责任与义务，现实中难免

会出现一些家园沟通障碍，无疑增加了幼儿园

教师的压力与负担。社会友好视野下，家园共

育更具持续、更具动力，是社会友好的有机构

成，帮助社区社会凝聚价值理念，尤其是教育

理念上的共识。社会友好指尊重社会运行机

制，遵循社会规范。强调开放、分享、公益、共

存等特征，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

方面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家长作

为家园共育共同体的一员，应该坚持共价值、

共情感、共行动，积极配合与理解教师工作，开

展家长学校专题讲座，定期不定期交流，与教

师达到情感共鸣，同时积极参加家长开放日活

动。价值、情感与行动三方面是彼此联系，家

长从上述方面入手，可为家园共育提供支持，

营造良好环境与氛围，为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提供新路径与窗口。

（四）幼儿园提供全方位专业支持

首先幼儿园应开展积极心理和情商辅导，

提升教师心理资本。情商指对自己和他人情

感做出感受、体验、评估与调节。情商作为一

种内在品质，可通过经验积累和后天练习习

得，幼儿园教师面临工作中巨大压力时，幼儿

园应为教师提供心理支持与辅导，聘请积极心

理或情商辅导专业人员与团队，定期为教师进

行指导与帮助。研究表明，幼儿园教师的情感

承诺对工作投入呈显著正向预测效应［26］。其

次，营造积极的支持性环境与文化氛围。生态

系统理论强调，每个人都与周围环境有着密切

的联系，而有关循证社会情感学习项目表明温

暖支持性的环境与文化有利于社会情感能力

的习得，文化是幼儿园的灵魂所在，是凝聚人

心、高质量开展工作的重要支撑，体现着幼儿

园的精神风貌，因此幼儿园应组建成长型队

伍，构建积极向上具有激励性的园所文化，为

教师发展输入源源动力。最后，坚持“以人为

本”的人性化管理。审视幼儿园组织的人力资

源视角，应将教师看做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

成本，教师的获取、人员的整合与培养、薪酬与

激励、控制与调整再到潜能的开发。有研究者

通过调查研究学校教师对学校领导教学领导

力和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学校

领导的教学领导力与“社会-情绪能力”呈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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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25］。因此，幼儿园组织管理与领导风格影

响着教师的社会情感水平。

（五）以基于证据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为抓

手，实施项目制试点

20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因受循证医学影

响，相继在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工作等领域开

展基于证据的科学研究，使基于证据的科学研究

逐渐成为衡量实践项目质量的重要依据［27］。基

于证据，实施项目制试点推广，是提升幼儿园教

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最佳路径。可借鉴和移植国

外优秀经验，目前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相对成熟的

有耶鲁大学的情感智力研究、国际CASEL组织、

英国的SEAL项目，相关研究旨在通过提升幼儿

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来增强幼儿社会情感福

祉。该研究采用威斯康星州金字塔模型，由美国

早期学习社会情感基金会中心（CSEFEL）和社会

情感技术援助中心联合研发，此模型提供了一个

多维框架，该模型包含4个相互关联的实践水平，

旨在培养环境、个人素质和有助于幼儿健康的社

会情感发展［28］。当然，国内也正在进行实践探

索，如中国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SEL”项

目；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耶鲁情感智力研究中心开展相关合作，通

过前期培训园长再以点带面逐步推广。随着项

目的正在进行，逐步成型的成果将惠及更广范

围。

学前教育场域中，作为高情绪劳动的幼儿园

教师，其社会情感能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提升师

幼互动质量，而且对其自身专业发展、心理健康

均具有重大意义。结合美国CASEL和英国SEAL

项目经验，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包括其自身

的自我意识、情绪管理、目标动机、决策意识和集

体的社会意识和人际关系。

如何提升幼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教育意

识和适应能力培训 CARE项目提供了很好的路径

策略，应充分发挥多主体，包括职前职后、教师自

身、幼儿园和家庭社区等均应参与，共同助力幼

儿园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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