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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情绪能力是21世纪教师所必需的关键技能。作为社会情绪学习运动的先导者,美国联邦

政府、高等院校、地方学区以及专业组织为提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提供了基本路径。在此基础上,美国通过

完善教师专业标准、改进职前教育课程、强化在职教师培训和改革教师评估系统等方式,提升教师社会情绪

能力,弥合美国教师教育中的“社会情绪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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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邦政府于2015年出台的《每个学生

成功法案》(EveryStudentSucceedsAct,以下

简称ESSA)拓展“学生成功”的定义,要求各州

和地区在其问责制中纳入非学术因素,自此,
“社会情绪学习”(SocialandEmotionalLearn-
ing,以下简称SEL)运动扩展到美国各州。近

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解决教师的社会情绪学

习问题是全面实施SEL的关键。研究表明,社
会情绪能力(socialandemotionalcompetence)
能够帮助教师创造稳定有效的课堂学习环境,
促进积极的师生互动并减轻教师的压力,有利

于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和教师的幸福感。美

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NationalA-
cademiesofSciences,Engineering,andMedi-
cine)于2019年发布《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健康

的心理、情绪和行为发展:国家议程》(Foste-
ringHealthyMental,Emotional,andBehav-
ioralDevelopmentinChildrenandYouth:A
NationalAgenda)研究报告,呼吁关注教师的

社会情绪能力,支持教师提升所需的社会情绪

能力,使教师更好地调节他们的情绪和行为并

为学生提供社会情绪支持[1]。为此,美国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推进教师社会情绪学习实

践,并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

  一、美国提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现

实背景

  1990年以来,随着“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和“社会智能”(socialintelligence)
概念的问世,非智力因素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

关注焦点。同时,由于就业市场需求、校园安

全问题、专业组织机构推动以及教师社会情绪

能力提升的内在需求等内外部因素影响,美国

逐渐开始重视教师的社会情绪学习。美国希

望弥合教师教育中的社会情绪“鸿沟”(gap),提
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进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

展和学生的“全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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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提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外部推力

1.就业市场需求发生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数量增长最

快的工作是既需要高认知能力又需要人际交

往能力的工作[2],它反映了就业市场对劳动力

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
(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2013年

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很难找到

能够胜任职位的应届毕业生,认为其缺乏除技

术技能之外的适应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解决复

杂问题的能力等工作所必需的基本能力[3]。研

究表明,SEL能够培养学生多维综合能力,有
助于改善学生的学术和职业成就。为了使学

生在学校、职业和生活中获得成功,学校教师

必须通过指导和教学,向学生传授社会情绪技

能,从而满足雇主和美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为
劳动力发展提供关键路径。

2.校园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由于美国校园中的暴力、酗酒、吸毒、犯罪

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学业

成绩,教育系统希望通过预防和干预措施帮助

孩子健康成长,并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获得

成功。2007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都会学

区(TheCleveland MetropolitanSchoolDis-
trict)发生严重的学校枪击事件后,学校领导者

制订了系统的社会情绪学习计划,希望通过在

教育中加强社会情绪学习来解决导致枪击事

件的“人为”问题。同时,全国各地学区也都开

始意识到追求更高的考试成绩或严格的学术

评估是远远不够的,而应着眼于“全人”(the
wholechild)教育。自此,社会情绪学习成为学

校眼中解决上述问题的良药。教师作为推动

社会情绪学习计划和实践的“引擎”,其社会情

绪能力对教师自身和学生的成长具有积极影

响。研究表明,具有社会情绪能力的教师能够

有效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社会情绪能力,进而预

防和减少学生暴力犯罪等行为,促进学生心

理、情绪和行为的发展。

3.专业组织机构积极推动

1994年,一些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儿

童权益倡导者在菲策尔基金会(FetzerInstitu-

te)召开会议,讨论如何通过提高学生的社会情

绪能力、学习成绩、健康水平和公民意识来预

防和减少学生心理健康及行为问题,并首次提

出了“社会情绪学习”的概念框架[4]5。同时,与
会者还发起建立了学术、社会和情绪学习合作

组织(CollaborativeforAcademic,Social,and
EmotionalLearning,以下简称CASEL),旨在

推进社会情绪学习在美国的有效实践。自此,

社会情绪学习运动在美国掀起研究和实践热

潮,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长期以来,

美国大多数的社会情绪学习计划很大程度上

都在强调学生的学习,一直忽略成年人社会情

绪学习的价值与需求。随着对社会情绪学习

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实践,许多地区开始将成年

人的社会情绪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之一,其中尤

其关注教师的社会情绪学习。在 CASEL于

2019年10月举办的SEL交流会上,“地区合作

倡议”(CollaboratingDistrictsInitiative,以下

简称CDI)计划领导人就提出“应该更多地关注

成年人”[5]。
(二)美国提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内在

需求

1.“全人”教育思潮重新回归

“全人”教育将儿童视为具有社会、情绪和

学术需求的人,承认这些发展领域之间密不可

分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设计学校的政策和实践

来支持儿童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至90年

代,美国十分强调教育“全人”的重要性,并将

这种思维方式纳入教师准备和教学计划中。

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NoChildLeftBehind)引领的“学术问责时

代”里,美国教育的重点从“全人”教育转变为

强调标准化测试结果的教育,高校学习和职业

技能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视了学生的生活

技能、自我意识以及社会情绪需求,造成了学

生的学业失败和高辍学率。2015年以来,“全
人”教育在“每个学生成功”时代重新回归。阿

斯彭研究所(TheAspenInstitution)的“国家社

会、情绪和学业发展委员会”(NationalCom-
missiononSocial,Emotionaland Academic
Development)于2019年发布报告———《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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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危险中的国家到充满希望的国家》(Froma
NationatRisktoaNationatHope)指出:“要
抵达孩子的心灵,我们必须关心整个人。”[6]该
报告旨在加速推进以社会、情绪和认知能力为

核心的“全人”教育,并建议为教师的社会情绪

学习提供持续的专业支持,其中包括重新设计

职前教师培养方案。

2.教师职业幸福感亟须增强

美国大多数教师承受着较高压力,且教师

职业倦怠给美国造成每年大约70亿美元的损

失[4]408。教学工作中的巨大压力会影响教师的

幸福感,继而又会削弱教师对学生社会情绪发

展的支持。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以
下简称RAND)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教师的

幸福感与他们参与社会情绪学习实践的程度

呈正相关[7]。社会情绪学习能让教师在工作中

有意识地表现出积极情绪,并与学生、家长、同
事和校长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利于缓解教师的

职业倦怠、减少教师流失。

3.社会情绪学习需求旺盛

社会情绪学习已经成为一种被美国广泛

认可并支持的学校改革新模式,大部分校长和

教师都十分重视其发展价值,并希望在学校教

育中加以推广。CASEL于2013年的一项调查

显示,高达82%的美国教师希望接受SEL技

能培训[8]。但截至2018年,仍有大约1/5的校

长和1/3的教师没有接受过SEL技能培训[9]。

由此可见,学校对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需求与

实际接受培训的教师数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一方面,针对在职教师的SEL技能培训较少,

教师无法获得所需的社会情绪能力;另一方

面,高校职前教师的培养中缺乏系统的社会情

绪学习训练,无法满足学校对教师社会情绪能

力的要求。因此,在教师教育中加强教师社会

情绪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开展了

一系列提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实践活动,以
弥合美国教师教育中出现的“社会情绪鸿沟”,

满足教师社会情绪发展的需要,并发挥教师在

社会情绪学习实践中的“引擎”作用,推动社会

情绪学习在美国的长效发展。

  二、美国提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基

本路径

  作为社会情绪学习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美
国利用其政策、技术、组织等优势,在联邦政

府、高等院校、地方学区和专业组织等层面,为
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一)联邦政府引领:出台教育政策

近年来,美国政府出台的教育政策为各州

和地区发展教师社会情绪能力提供了良好的

发展基础。2015年10月,美国政府颁布ESSA
法案并重新修订《基础和中等教育法案(1965
年)》(ElementaryandSecondary Education
Actof1965,以下简称ESEA),要求获得拨款

的当地教育机构必须支持“创建有利于提升学

生学习成绩的安全、健康和无毒品环境”,包括

“促进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帮助防止欺凌和

骚扰”以及“建立学习环境并增强学生的有效

学习技能”[10]等项目。教师SEL培训等实践

活动由此获得了政策依据。为了扩大高素质

专业教师队伍,美国政府根据“心理健康示范

资助计划”(TheMentalHealthDemonstration
GrantProgram)向27个州的教育机构和学区

拨款1100万美元,为其提供社会情绪学习、心
理弹性(resilience)以及学生与成人之间的积极

联系等心理健康教育支持[11]。

美国教育部前部长阿恩·邓肯表示:“教
师素质是提供社会情绪学习的重要因素,因此

需要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并为教师提供所需

的工具。”[12]在 ESEA 支持下,各州可以申请

“支持有效的教学”(supportingeffectiveeduca-
torinstruction)、“学 校 支 持 和 改 进 目 的”
(schoolsupportandimprovementpurposes)以
及“‘全面’教育规划”("well-rounded"educa-
tionalprogramming)等基金,并将其用于培养

和招募具有社会情绪能力的高素质教师,提升

教师队伍整体质量。2020年4月,美国教育部

发布“支持有效的教育者发展计划”(Suppor-
tingEffectiveEducatorDevelopment,以下简

称SEED)的申请公告。该计划旨在支持教师

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发展,如教师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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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评估、专业学习及领导力发展等。申请

该计划的项目,可满足教师为培养学生的非认

知技能(有时也称为非学术技能或社会情绪技

能)所需的专业发展支持。如,为了实现教师

将社会情绪学习融入教学实践并为学生的成

长和学习提供坚实基础,该计划将支持培养教

师在课堂上实施SEL策略的技能等[13]。各类

政策计划的出台和实施,为各州和地区提升教

师社会情绪能力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有效保障,

充分满足了学生和教师的社会情绪发展需求。
(二)高等院校参与:开发优质资源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是提升教师社会情绪

能力的重要支柱,其利用特有的科研基础和专

家资源,为教师社会情绪学习注入了专业力

量。如宾 夕 法 尼 亚 州 立 大 学 埃 德 娜·贝 内

特·皮尔斯预防研究中心(TheEdnaBennett
Pierce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atPenn
State)、哈佛大学的社会情绪学习生态方法实

验室(TheEcologicalApproachestoSocialE-
motionalLearning)、罗格斯大学社会情绪和品

格发展实验室(RutgersSocial-Emotionaland
CharacterDevelopmentLab,以下简称RSEC-
DL)和耶鲁大学情绪智力中心(YaleCenterfor
EmotionalIntelligence,以下简称 YCEI)等高

等教育研究中心,都为教师的社会情绪学习提

供了理论指导或项目支持。

在当今教育信息化时代,教育技术助力教

师社会情绪能力提升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根

据ESEA要求,要有效利用技术支持教师高质

量的 专 业 发 展 并 提 供 专 门、严 格 的 学 术 课

程[14]。一方面,高校利用 Coursera等在线课

程平台为教师提供丰富的社会情绪学习专业

课程资源,并提供系统的在线课程指导,如美

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UniversityofColo-
radoBoulder)的“教师与社会情绪学习”专项系

列课程、凯斯西储大学(CaseWesternReserve
University)的“通过情商激发领导力”课程等。

该类课程侧重于学生社会情绪学习的发展概

况、教师社会情绪学习的研究现状或教师社会

情绪学习的策略指导等内容,并通过推荐阅

读、练习测验、作业反馈和线上讨论等方式指

导教师学习。另一方面,面对学校利益相关者

的复杂需求,高校借助技术优势开发各类工具

也成为提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有效途径之

一。YCEI开发的RULER是针对儿童和教育

者社会情绪学习的实践工具,通过使用情绪智

力锚定系统中的“共同宣言”(Charter)、“情感

测 量 表”(Mood Meter)、“情 感 调 整 方 法”
(Meta-Moment)和“问 题 解 决 策 略”(Blue-

print)等4种工具,为教师提供同质团队讨论、

情感评估工具、情感调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标

准化流程,帮助教师发现、调整和解决自己的

社会情绪问题并提升社会情绪能力,进而改善

学校和班级的情感氛围[15]。哈佛大学的分类

学项 目(HarvardUniversityTaxonomyPro-

ject)与加州CORE学区以及CASEL、RAND、

转变教育(TransformationEducation)、XSEL
实验室(XSELLabs)等组织机构合作,共同组

成SEL评估工作组,联合开发了在线测评工

具———“SEL测评指南”。该工具通过“准备评

估”“选择评估”和“使用评估数据”3个步骤,提
供K-12学生的SEL测量数据,帮助教师反思

和改善SEL教学实践,从而提升他们的社会情

绪能力[16]。
(三)地方学区合作:加强学习交流

2011年以来,CASEL发起全国性的CDI,

使芝加哥(Chicago)等20个学区建立了伙伴关

系,为每个学区提供讲习班和实用工具,针对

SEL理论、实践和研究进行指导,并协助学校

领导制订可持续的教师专业发展计划。同时,

各学区一直与其他合作伙伴学区紧密合作,在

CDI这个“协作学习实验室”里相互学习,共同

探索有效的SEL方案。

一方面,各学区定期开展跨学区实地访

问,近距离了解不同学区的特色实践。在访问

学习芝加哥的多层支持系统(Multi-tieredSys-
temofSupports,以下简称 MTSS)实施模式和

SEL领导团队的宝贵经验后,安克雷奇(An-
chorage)也成立了SEL领导小组,与学校各部

门合作指导学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将

SEL教学策略主题嵌入领导会议和专业发展

会议、利用MTSS多层支持系统将SEL教学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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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与“积极行为干预支持”(PositiveBehavior
InterventionSupports)集为一体,为教师的社

会情绪学习实践提供了新的平台。这些改革

措施不仅提升了学区的课堂教学质量,也使学

区教师在SEL实践创新中不断成长。另一方

面,各学区积极参加小型学习小组会议以及大

型跨地区会议,以虚拟或现实的方式加强与合

作伙伴学区的紧密联系。如每年,各学区代

表、学区合作顾问、教育政策研究人员等,都会

通过CDI汇聚到一起,在其中一个学区开展一

年一度 的 跨 学 区 主 题 会 议。近 年 来,“成 人

SEL”已经成为各学区会议的关注热点。2019
年,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举办的主题会

议上,提出要关注成年人的幸福,建议“培养成

年职员增进自身健康福祉的能力”。定期的合

作交流使各学区得以获得其他学区的先进经

验,实现快速发展。例如,一些学区采用了奥

斯汀(Austin)和亚特兰大(Atlanta)所使用的

主动式社交媒体沟通策略,利用学区的SEL社

交媒体平台发布与SEL相关的博客或新闻,共
享来自学区校长、教师或研究人员的SEL经

验。教师从中快速获得SEL知识和技巧,并应

用于教学实践中,推动SEL实践的高效变革。

CDI中的每个学区各有所长,学区间的双向互

通使各学区的SEL发展相得益彰。如奥克兰

(Oakland)在学习安克雷奇(Anchorage)制订

长期规划的同时,所开发的“三个签名SEL实

践”(ThreeSignatureSELPractices)活动也被

其他学 区 加 以 推 广。该 活 动 分 为 欢 迎 仪 式

(welcomingritual)、参与实践(engagingprac-
tices)和乐观的结束(optimisticclosure)3个环

节,旨在鼓励成员在充满安全和包容性的环境

中协作、分享与反思,支持包括教师在内的学

校工作人员加强SEL核心技能。
(四)专业组织推动:提供多元支持

在民间机构中,非营利性专业组织机构也

发挥其重要职能,全方位推动教师社会情绪能

力提升的实践和研究活动。

1.举办SEL主题研讨会,强化思想引领

许多专业组织每年定期举办SEL主题会

议,共同总结和探讨已有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如,美国州长协会(Na-
tionalGovernorsAssociation)于2019年举办

的“社会情绪学习”主题跨州学习合作会议上,

州长办公室及“美国社会情绪学习联盟”(Social
EmotionalLearningAllianceforTheUnited
States)代表共同探讨了教师专业发展问题,拟
将SEL纳入教师教育各阶段,使提升教师社会

情绪能力成为美国教师教育未来发展的必然

趋势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识。

2.开展科学调查与研究,提供指导性资源

和建议

以CASEL为例。CASEL于1997年发布

的《促 进 社 会 情 绪 学 习:教 育 工 作 者 指 南》
(Promoting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
GuidelinesforEducators)为教师提供了全面

而实用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范例,帮助教师在课

堂上提升社会情绪能力和改进SEL教学策略。

其资助的2017年全国性相关调查,分析、阐明

了美国教师教育中社会情绪学习的现状与问

题,并提出未来的对策建议,为下一步改善教

师社会情绪学习实践奠定了基础。

3.资助社会情绪学习项目,鼓励教师专业

发展

为支持教师提升社会情绪能力,比尔·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MelindaGatesFoun-
dation)的“专业学习合作计划”(Professional
LearningPartnershipsInitiative)、诺沃基金会

(NOVOFoundation)的“SEL 行 动 奖 计 划”
(SELinActionAwards)以及华莱士基金会

(WallaceFoundation)等多所基金会联合开发

的“RAND教育评估”等项目,通过资助培训项

目、设置各种奖项和开发评估工具等途径,鼓
励教师 在 社 会 情 绪 学 习 中,提 升 自 我、创 新

实践。

4.开发SEL在线学习资源,支持教师自

主学习

儿童委员会(CommitteeforChildren)和
美国 研 究 协 会(AmericanInstitutesForRe-
search)的美国优秀教师与领导者中心(Center
onGreatTeachersandLeaders,以 下 简 称

CGTL)在线上发布了多种针对教师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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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指导策略,帮助教师提高SEL教学技

能;CASEL和监督与课程开发协会(Associa-
tionforSupervisionandCurriculumDevelop-
ment)等机构,积极通过发布研究报告、举办网

络研讨会以及开发在线课程、指导视频、参考

指南、主题出版物等在线资源,帮助教师了解

和开展社会情绪学习。这些在线资源为教师

的社会情绪学习提供了基础知识与实施策略,

使教师自主提升社会情绪能力成为可能。

5.制定教师社会情绪能力评估标准,促进

教师自我反思

CGTL于2014年发布《自我评估社会情绪

教学与能力:教师的工具》(Self-AssessingSo-
cialandEmotionalInstructionandCompe-
tencies:AToolforTeachers),提出了教师社会

情绪能力评估标准。该标准面向所有教师,旨
在帮助教师反思自身的社会情绪能力并进行

自我评价。标准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教

学实践评价,另一个是教师社会情绪能力评

价。其中,教学实践评价分为社会性教学实践

(socialteachingpractice)和指导性教学实践

(instructionalteachingpractices)两个部分,与

CGTL提出的10种支持社会情绪发展的教学

策略 一 一 对 应:(1)以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纪 律

(student-centereddiscipline);(2)教 师 语 言

(teacherlanguage);(3)责任和选择(responsi-
bilityandchoice);(4)温暖和支持(warmthand
support);(5)合作学习(cooperativelearning);
(6)课堂讨论(classroomdiscussions);(7)自我

反思和自我评估(self-reflectionandself-as-
sessment);(8)平衡式教学(balancedinstruc-
tion);(9)学业压力和期望(academicpressand
expectations);(10)能 力 建 设 (competence
building)[17]。教师社会情绪能力评价由5个

部分组成[18]:一是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

即教师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变化并对自己

的感觉、兴趣、价值和能力等进行精准的自我

评估,意识到教学以及学生的行为受到文化、

经验、个性、情绪、观点、态度和知识基础等多

种个人因素的影响,并保持充分的自我效能

感;二是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emotion

regulation),即教师能够成功识别、管理和调节

自己的情绪并具有提升自己能力的成就动机,

建立指导方针和标准规范学生的亲社会行为,

帮助学生在课堂上调节情绪;三是社会意识

(socialawareness),即教师具有感知他人的观

点、能力、态度、需求、感受和潜在反应的能力,

并能够认识、欣赏学生和同事的共性以及因年

龄、性别、社会、种族、教育和经济背景等不同

而具有的独特性;四是社交技能(relationship/

socialskills),即教师能够与学生、家长和同事

建立并维持健康有益的关系,能够通过亲社会

行为、合作以及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和同情

等,来预防、管理和解决其与学生、父母和同事

之间 的 人 际 冲 突 问 题;五 是 负 责 任 地 决 策

(responsibledecisionmaking),即教师能客观

地考虑每个学生及整个班级的幸福感、需求和

学术目标,平衡学生的情感和学术需求,并基

于各种信息制订长期计划、作出即时决策。

  三、美国提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实

践经验

  提升教师社会情绪能力是促进学生成功、

增进教师福祉的重要途径。其实施路径涉及

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必
须深入到教师教育的整个过程。美国从教师

专业标准、职前教师训练、在职专业培训和教

师评估等多方面积极支持教师提升社会情绪

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有益经验。
(一)完善教师专业标准,增设社会情绪能

力指标要求

教师专业标准(professionalstandardsfor
teachers,以下简称PST)规定了教师必须具备

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能够为师范生、教师、校长

和教育督导人员等学校利益相关者提供指导

与参照。考虑到教师在课堂上面临多重需求,

如教师不仅需要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还应具

备相应能力促进学生非学术能力的发展,因此

各州都积极推进教师专业标准改革,增设社会

情绪能力指标。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美国50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教师认证要求中,均包

含“社会意识”“社交技能”“负责任地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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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绪能力内容;大多数州级教师认证,都
要求教师能积极创建课堂学习环境,促进校园

内各要素的协调以及建立和发展学校、家庭、

社区间的伙伴关系。此外,超过一半的州级教

师认证还要求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情绪

能力,关注教师是否具备能够提高学生“作出

建设性选择、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以及

调节思想、情绪和行为的能力”的技能[19]7-9。

随着教师专业标准改革的不断深入,美国

各州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教师专业标准。以

马萨诸塞州为例,该州的教师专业标准要求教

师不仅要精通文化知识,还需具备深厚的社会

情绪学习实践基础。在马萨诸塞州基础和中

等 教 育 部 (DepartmentofElementaryand
SecondaryEducation)2015年批准修订的《教
师专业标准指南》(GuidelinesfortheProfe-
ssionalStandardsforTeachers)中,PST指标

包含了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相关内容。如,在
“社会意识”方面,要求教师积极创建并维持一

个尊重学生优势、劣势和多样化背景的学习环

境,促进全体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在“社交技

能”方面,要求教师与同事、家庭和社区建立有

效的伙伴关系,合作制订和执行各项计划,以
支持学生在家庭和学校的学习与发展;在“负
责任地决策”方面,要求教师能根据学生特点

和课程标准进行课程设计,通过收集信息和分

析数据评估学生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改进目

标并制订新的计划。此外,PST指标还特别设

置了“社会情绪学习指标”(socialandemotion-
allearningindicator),要求教师采用各种策略

帮助学生培养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

社交技能和负责任地决策等社会情绪能力[20]。

这些PST指标与马萨诸塞州的“教师评估框

架”(educatorevaluationframework)保 持 一

致,可确保职前教师有效完成其教师准备计划

并具备必要的SEL知识与技能,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合格教师。
(二)改进职前教育课程内容,夯实教师社

会情绪能力培养基础

职前教育阶段是培养职前教师社会情绪

能力的关键时期。作为孕育美国K-12学校教

师的摇篮,美国高校在培养职前教师社会情绪

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美国高校为培养职前教师社会情

绪能力提供了包括专业课程和专业实习两种

形式的职前训练,以帮助他们迅速适应教师岗

位。相关专业课程主要由高校专业教师开发,

将社会情绪能力整合在“课程、教学、方法、伦
理、教育基础、健康与福祉、心理学和特殊教

育”等美国职前教师教育计划的各种必修课程

中[19]12-13。以研究生教师教育计划为例,美国

高校大多数的研究生教师教育课程均包含社

会发展、情感发展、行为管理等“教师社会情绪

学习”主题相关内容[21]。职前教师通过专业课

程学习获得有关社会情绪能力的专业知识和

专业技巧,有利于其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更好

地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更快地适应和胜任教

师工作。专业实习中的繁重压力和复杂情境,

需要职前教师具备一定的社会情绪能力来面

对各种挑战。有的高校在专业实习中,鼓励职

前教师针对情绪识别和管理进行反思和讨论,

向职前教师提供有效规避和处理压力的建设

性策略。如,布拉克特(Brackett)和卡图拉克

(Katulak)通过设计研讨会,为实习生提供有关

感知、使用、理解和管理情绪的特定策略。研

讨会要求实习生预测未来课堂教学中可能遇

到的情绪问题,并以书面形式写出有效的应对

策略。这种适应性培训为职前教师提供了进

一步提升自己社会情绪能力的机会。

另一方面,美国高校积极发展与当地学区

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开发了丰富的职前教

师培训项目。在多方合作机制下,高校整合其

内外部专业资源为职前教师开发专业课程和

实用工具,当地学区则承担实践基地责任,负
责为教师培训提供指导教师和实践平台,专业

组织机构负责为项目实施提供外部指导和培

训,三方助力共同实现对职前教师的全方位支

持。以圣何塞州立大学(SanJoseStateUni-
versity,以下简称SJSU)的教师准备项目为例。

SJSU的“全人的实现与教学中心”(Centerfor
ReachingandTeachingtheWholeChild,以下

简称CRTWC)一直致力于与各学区合作,将社

67



会情绪学习融入教师准备项目。在此模式下,

SJSU、CRTWC和各学区协同合作,实现优势

互补。SJSU联合CRTWC和各学区共同开发

了以SEL为导向的“教学的社会情绪层面”
(socialandemotionaldimensionsofteaching
andlearning,以 下 简 称 SEDTL)能 力 模 型、

CRTWC课堂观察标准等工具,帮助职前教师

明确教学目标,反思自身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

践;各学区学校遴选出“合作教师”(cooperating
teacher)作为导师,指导和监督职前教师开展

SEL教学和反思性实践,并提供优秀范例,从
而弥补了高校职前教师培养过程中教育实践

环节的不足;CRTWC则为“合作教师”提供定

期培训,加深他们对SEDTL能力模型的理解

以及 指 导 他 们 如 何 支 持 职 前 教 师 的 SEL
教学[22]。

(三)重视教师在职培训,强化教师社会情

绪能力专业训练

美国各州意识到为确保学生和教师长期

受益,必须满足教师的社会情绪学习需求。因

此,通过在职专业培训强化教师的社会情绪能

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

州、马萨诸塞州和华盛顿州等州政府相继出台

“健康环境和应对学校创伤计划”(HealthyEn-
vironments and Response to Trauma in
Schools)、“同 情 学 校 倡 议”(Compassionate
SchoolsInitiative)、“对创伤敏感的学校计划”
(TraumaSensitiveSchoolsProgram)等“教师

SEL计划”,为教师提供健康辅导和培训,支持

教师通过管理压力和倦怠来进行自我保健。

其中一些州关注到校长在提升教师社会情绪

能力中的关键作用,希望通过培养校长教育领

导力,促进教师的社会情绪学习。制定伊利诺

伊州SEL标准的负责人露丝·克罗斯(Ruth
Cross)特别强调“学校领导的影响力”,认为“学
校领导应该在教师将SEL融入教学实践时,及
时给予具体的相关反馈”[23],这为伊利诺伊州

的社会情绪学习实践提供了方向性指导。伊

利诺伊州采用“‘向前学习’专业 学 习 标 准”
(LearningForwardsStandardsforProfessional
Learning)培养校长领导力,确保教师获得有效

的专业学习,并利用ESSA和州基金的资助扩

大其教育领导者网络,充分发挥校长在提升教

师社会情绪能力中的“催化剂”作用。

在州政府、高校和专业组织的大力支持

下,丰富的社会情绪学习项目陆续推出,为在

职教师提供了大量培训机会。针对教师的社

会情绪学习项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课

程,另一类是干预计划。如,美国教育部“改善

高等 教 育 基 金”计 划(FundingforImprove-
mentofPostsecondaryEducation)及乔治·冈

德基金会(GeorgeGundFoundation)等多家基

金会资助的“教师教育中的冲突解 决 教 育”
(Conflict Resolution Educationin Teacher
Education)和促进社会情绪学习中心(Center
forthePromotionofSocialand Emotional
Learning)与RSECDL联合主办的“社会情绪

和品格发展指导证书”(CertificateforInstruc-
tioninSocial-EmotionalLearningandCharac-
terDevelopment)等项目就属于前者。此类项

目通过和高校合作提供系统的课程学习或在

线实习,让教师了解社会情绪发展的理论基

础、研究成果及最佳实践范例,使教师具备社

会情绪学习的知识基础、实践技能和思维模

式。与此同时,专门的干预计划类项目也应用

广泛,其中主要包括两个基于“正念”的干预措

施 (mindfulness-basedinterventions):CARE
(在教 育 中 提 高 正 念 意 识 与 应 变 能 力)和

SMART-in-Education(压力管理和应变能力)

培训。这种基于“正念”的专业发展计划旨在

促进教师的社会情绪能力,提高课堂互动的质

量。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公立学校为教师提

供的基于“正念”的计划数量迅速增长[24]。教

师通过训练计划习得深呼吸、反思、瑜伽和冥

想等“正念”策略,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和人际

关系,有效提高自身的社会情绪能力和幸福

感,进而促使自己改善课堂教学氛围、提高学

生参与度。
(四)改革教师评价系统,调动教师自我发

展积极性

教师需要获得相关支持提升自身社会情

绪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将SEL教学融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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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帮助学生做好进入高等教育和未来就业

的准备。为了系统改善教师的能力现状,各州

和地区正尝试改进其教师评价系统。评价系

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针对职前教师的认证评

估和针对在职教师的教学评估。各州在制定

的教师认证标准中嵌入了SEL元素,要求职前

教师必须具备以SEL为重点的知识和技能才

能获得专业教学许可证。例如,加利福尼亚州

于2016年新制定的“教学绩效目标”(teaching
performanceexpectation,以下简称TPE)就包

括了有关社会情绪学习、文化响应式教学(cul-
turallyresponsiveteaching)以及创建有效学习

环境的能力等特定指标。该州使用基于 TPE
的教学绩效评估(teachingperformanceassess-
ment)衡量职前教师的能力,以确保获得加利

福尼亚州“初级教学证书”(preliminaryteach-
ingcredential)的所有教师都具备一定的社会

情绪能力[25]。作为教师评价系统中的关键部

分,专 业 教 学 框 架 (professionalteaching
framework,以下简称PTF)帮助各州和地区更

加系统地支持在职教师的社会情绪学习。为

了不给教师增加额外负担,各州通过改进已有

的PTF来提高教师的社会情绪能力。目前,美
国的以下3种PTF应用广泛:“课堂评估评分

系统”(classroomassessmentscoringsystem,

以下简称 CLASS)、“丹尼尔森的教学框架”
(Danielsonsframeworkforteaching)和“马扎

诺的观察方案”(Marzanosobservationalpro-
tocol)。通过比对发现,这3种PTF都嵌入了

支持社会情绪发展的10种教学策略。以弗吉

尼亚大学开发的“CLASS”系统为例,该评估系

统是一种用于分析课堂中师生互动质量的工

具,从情绪表现、课堂组织和教学支持等3个方

面进行定性的教师绩效评估,并已在弗吉尼亚

州阿灵顿等全国多个学区使用。评估人员将

评估结果作为教师评估的一部分,并为教师提

供教学反馈,帮助教师进行自我反思和有针对

性地改进SEL教学实践。

目前,针对社会情绪能力的教师评估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诸如CASEL等专业组织正

致力于教师SEL评估资源的研发。CASEL于

2019年 发 布 《全 校 SEL 指 南》(Guideto
SchoolwideSEL),强调增强成人社会情绪能

力和指导教师反思自身社会情绪成长的重要

性,并提供成人自我评估工具《个人评估和反

思———学校领导、员工和成年人的能力》(Per-
sonalAssessmentandReflection—SELCom-

petenciesforSchoolLeaders,Staff,and A-
dults)等多种评估资源,为未来的教师SEL评

估提供发展方向。综合已有研究和实践探索,

美国教师SEL评估工作未来将呈现如下发展

趋势。一是开发和改进教师SEL评估工具和

资源。随着评估工作日趋复杂,评估人员需要

借助技术和评估工具来分析教师SEL评估数

据,提供全面科学的评估报告,帮助教师了解

自身情况和问题并及时给予干预,进而提升教

师社会情绪能力并督促其改进社会情绪实践。

二是促进教师的SEL数据素养。大数据时代

下,教师 需 要 具 备 一 定 的 数 据 素 养,能 够 对

SEL评估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运用,进行更

加科学的决策,在实现自我提升的同时引导学

生更好地开展社会情绪学习。三是建立大规

模教师SEL数据评估系统。现有的评估工具

种类丰富,但缺乏一定的统一性和系统性。面

对冗杂的评估数据和众多不同的使用对象,大
规模的教师SEL数据评估系统有利于扩大评

估系统的使用范围,并推动跨区域的协调和数

据共享。

四、结 语

美国十分重视教师的社会情绪能力,其发

展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一系列举措及实践为

我国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近年来,

教师的“心理健康”“合作”等字眼频繁出现在

我国教育部出台的多个文件中,体现了我国对

教师身心健康和综合能力的高度重视。2020
年7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导

标准》系列文件,关于“师德修养”“班级管理”

和“专业发展”的课程指导标准中,既关注了教

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的能力,也关注了教师与学生、同事、家长等重

要他人间的人际交往以及协作能力[26]。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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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在人工智能时代逐渐解放自我,以个性

化创新替代重复性机械劳动[27],人的性格品

格、人际交往能力和思维能力等也将成为社会

的重要资源。因此,教师不应仅仅教授学科知

识,还应重视学生非学术技能的培养。事实表

明,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提升有利于良好师生

关系的形成,而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学业

表现和社会性发展又具有积极的影响。基于

此,教师的社会情绪发展应先于儿童的社会情

绪发展。目前,尽管已有一些社会情绪学习项

目在我国顺利开展,但并没有重点关注教师的

社会情绪能力。纵观我国的教师教育,其教师

培训虽然已经关注到教师的情绪调节,但对于

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其他方面的关注仍然比

较欠缺。因此,借鉴美国发展教师社会情绪能

力的经验,我国应充分认识到教师教育中社会

情绪学习的重要性,并基于已有的制度和技术

优势,在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过程以及教

师评估系统中明确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要求,

同时借助丰富多样的工具和资源,优化教师社

会情绪的成长路径,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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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athandExperienceofImprovingTeachers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inAmerica

YANGLiuye,CHENShijia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isthekeyskillnecessaryforteachersinthe21stcentury.As
theforerunnerofthesocialemotionallearningmovement,theUSfederalgovernment,colleges,local
schooldistricts,andprofessionalorganizationshaveprovidedafundamentalpathforimproving
teachers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Onthisbasis,theUnitedStateshasimprovedteacherssocial
emotionalcompetencebyimprovingteacherprofessionalstandards,improvingpre-serviceeducation
curriculum,strengtheningin-serviceteachertraining,andreformingtheteacherevaluationsystemto
bridgethe"socialemotionalgap"inAmericanteachereducation.
Keywords:Americaneducation;teachereducation;socialemotionalgap;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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