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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能力如何影响教师职业体验
———基于多个英文数据库领域综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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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体验影响着教师的成功与留任意愿。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情感能力在减少教师压力、

缓解教师倦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会影响教师的职业体验。但社会情感能力如何影响教师职业体验,目

前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循证依据。基于此,运用领域综述法,对3个英文数据库中有关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

影响研究的13篇文献进行审查,发现具备高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职业倦怠感普遍较低。其影响机制主要为

社会情感能力通过满足教师基本心理需求降低其倦怠感、构建支持性课堂增强教师教学效能感、介导外部支

持提升教师幸福感。国外研究结论为我国提升教师社会情感能力、促使教师产生正向职业体验提供了有益启

示,包括激发教师对自我情绪的关注、为教师提供情感支持资源和开展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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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如今教学工作越来越多元,教师面临的挑

战与日俱增,负担加重,需要有良好的情绪能

力和有效的社会支持,否则,过高的压力可能

导致教师情感枯竭,降低个人成就感和工作满

意度。一项对东部某市25800名教师的调查

研究显示,半数左右的教师存在较强的工作压

力和身心衰竭现象[1]。2023年10月底,河南

一名刚入职两个月的23岁女教师跳楼事件在

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众多中小学教师纷纷跟

帖留言,发出感叹,其中不少教师明确表示工

作压力大,除了上课、培训还要花很多时间和

精力在站岗、开会、运营学校公众号、与家长沟

通等各种与教学无关的任务上,这令他们身心

俱疲、压力倍增。可见,不少教师对于繁重的

工作持有消极情绪。当教师感受到压力、表现

出沮丧时,他们与儿童的互动既会变得不那么

温暖,又会更加严厉,更有可能产生冲突。而

消极情绪一旦陷入连锁反应,会使得教师无法

有效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久而久之,势必影

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具体表现为对学校的认

可度降低、职业懈怠、备课不充分、课堂管理松

懈、消极参加学校教学活动、敷衍性地完成各

种材料等,导致出现“人在心不在”的隐性流失

现象。
长时间的工作、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学校

对教师的要求和提供的支持之间脱节等都可

能给教师带来不好的工作体验。持续负向的

职业体验有可能会给教师带来长期的不良影

响,不仅会销蚀教师的职业活力,还会影响学

生与教师的互动。而且,教师的专业实践远远

超出了课堂范围,其所遇到的具有挑战性的社

交互动对象除了学生还包括同事、学校管理人

员和家长等。因而,需要为教师注入“心”能
量,关注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为在情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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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人际技能和压力反应方面有困难的教师提

供专业支持。詹宁斯(Jennings)和格林伯格

(Greenberg)是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研究领域有

影响力的研究者,他们基于学术、社会和情感

学习联合会(CollaborativeforAcademic,So-
cialandEmotionalLearning,CASEL)提出的

社会情感能力五大核心要素,认为教师的社会

情感能力包括5个维度:自我意识、自我管理、
社会认知、关系技能和负责任的决策[2]。具备

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有较高的自我管理能力

和人际沟通能力,能在与同事和领导的积极沟

通中及时转化和消解不良情绪。换言之,社会

情感能力可助力教师抵抗压力,增强其学校归

属感、获得良好的职业体验,为此,在教师的专

业生活中需优先考虑社会情感能力。
国内对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也证明

社会情感能力在减少教师倦怠感[3]、提升教师

幸福感[4]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情感能

力成为教师在工作场所拥有良好职业体验的

关键支柱。但社会情感能力如何影响教师职

业体验,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循证依据。有鉴

于此,本 研 究 采 用 领 域 综 述 法(ScopingRe-
view)对英文数据库中有关社会情感能力对教

师的影响研究进行全面审查,以期全面了解该

领域研究状况,为进一步改善教师职业体验提

供参考。主要内容包括:分析社会情感能力对

教师影响的相关研究;总结归纳社会情感能力

对教师职业体验的影响机制;借鉴国外提升教

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成功经验,立足国情,反思

我国应如何提升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由此主

要聚焦以下3个核心问题:(1)当前国外有关社

会情感能力对教师的影响研究已经有哪些探

索;(2)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职业体验的总体

影响是什么;(3)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职业体

验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领域综述法对英文数据库中

有关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的影响研究进行全

面审查。领域综述法是“适用于在新兴领域中

聚焦主题寻找和表征证据的一种日趋流行的

文献综述方法”[5],“旨在在一个复杂且没有全

面审查过的领域中,快速绘制支撑该领域的关

键概念及可用证据的主要来源和类型”[6]。因

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且关

于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的影响研究尚缺乏全

面审查,故采用领域综述法。该方法共包括5
个阶段:确定研究问题—确定相关研究—研究选

择—绘制数据图表—整理、总结和报告结果[6]。
本研究对于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的影响

研究的审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检索

词在英文数据库进行检索,获取相关文献;第二

阶段,对获取的文献进行筛选排查,最终选取符

合本研究的核心文献。具体见图1所示。

图1 文献审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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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检索

1.检索数据库

本研究以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

库、WileyOnlineLibrary电子期刊、电子图书

和EBSCO 教育学数据库(ERC)为检索数据

库,时间节点截至2023年3月,共检索到1675
篇初始文献。

2.检索词

为保证全面检索,本研究在3个数据库使

用了不同的检索策略。在 WebofScience数据

库中,将“teacher”or“educator”作为主题词,
“socialandemotionalskill”or“socialande-
motionalcompetence”or“socialemotional
learning”作为标题词进行检索,其检索式为:

TS=(teacher* oreducator*)ANDTI=
(“socialandemotionalskill”or“socialande-
motionalcompetence”or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在 EBSCO 教 育 学 数 据 库 中,将
“teacher”or“educator”改为在所有字段中进行

检索,其检索式为:TX(teacher*oreducator
*)ANDTI(“socialandemotionalskill”or
“socialandemotionalcompetence”or“social
emotionallearning”);在 WileyOnlineLibrary
数据库中将关键词“teacher”“educator”“social
andemotionalskill”“socialandemotionalcom-

petence”“socialemotionallearning”在所有字段

中进行检索,其检索式为:“(teacher*ORedu-
cator*)”Anywhereand“(“socialandemotio-
nalskill”OR “socialandemotionalcompe-
tence”OR“socialemotionallearning”)”Any-
where。

(二)文献筛选

在3个英文数据库中共检索出1675篇相

关文献,经过去重、核验摘要和全文,最终获得

13篇核心文献。

首先,核验文献名、作者、年份等关键信

息,剔 除 重 复 文 献209篇,保 留 非 重 复 文 献

1466篇为待筛查初始文献。其次,阅读摘要、

关键词等,剔除不符合主题文献1434篇,全文

审查32篇。再次,根据以下3条具体标准剔除

文献19篇:(1)研究对象为教师且必须包含在

职教师,若只包含职前教师,则此文献予以剔

除;(2)研究内容侧重于探讨社会情感能力对

教师的影响;(3)文献使用的语言为英语。根

据这3条标准,剔除研究对象为学生或仅包含

职前教师的文献9篇,研究内容仅探讨教师社

会情感能力干预措施,不能回应本研究问题的

文献9篇,使用语言为非英语的文献1篇。在

以上两个阶段之所以会删除大量文献,是因为

这些文献多集中于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或仅

仅介绍干预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项目,与本研

究目的不符。因此,本研究最终保留聚焦探讨

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的影响且能回应本研究

问题的文献13篇。

三、研究结果

(一)所审查文献研究特征

本研究最终纳入13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在研究类型方面,综述类文献2篇,理论类文献

3篇,实证类文献8篇;在研究对象方面,专门

研究中学教师的1篇,研究特殊教育教师的1
篇,研究学前教师的2篇,研究小学教师的3
篇,剩余的则是以整个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的

文献;在 发 表 时 间 方 面,主 要 集 中 于2016—

2022年,最早1篇发表于2009年。文献具体

审查要素见表1所示。
表1 文献审查要素概览

序号
作者

(年份/来源) 研究对象 研究目的 研究类型 干预措施 研究结果

1

CollieRJ等
(2019/ The Aus-
trali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7]

学前教育以
及中小学
在职教师

构建以社会情感能力
(以下简称SEC)为核
心的框架以促进教师
永葆职业活力和热情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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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作者

(年份/来源) 研究对象 研究目的 研究类型 干预措施 研究结果

2

MaiorE等
(2020/Journalof
Evidence-Based
Psychotherapies)[8]

高中教师

调查社会情感能力、基
本心理需求与3个倦
怠因素(情绪衰竭、去
人格化和个人成就感
降低)之间的关系

问卷
调查法

社会情感能力通过满足基本心理
需求对情绪耗竭、去人格化和个
人成就产生显著影响

3

OliveiraS等
(2021/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9]

学前教育以
及中小学
在职教师

探讨社会情感学习(以
下简称SEL)干预对教
师职业倦怠的影响

综述-
元分析

教师社会情
感 学 习 的
干预

在应对个人内部SEC时,SEL干
预对个人成就有中等积极和显著
的影响(g=0.45),对情绪衰竭有
中等 消 极 和 显 著 的 作 用(g=
0.55);就去人格化而言,SEL干预
在解决个人内部SEC时并不有
效;SEL干预时间超过3个月,在
促进教师个人成就方面表现出更
高的水平

4
OliveiraS等
(2021/Frontiersin
Psychology)[10]

学前教育以
及中小学
在职教师

通过对实证研究的元
分析进行系统回顾,评
估社会情感学习(SEL)
干 预 对 在 职 教 师 的
影响

综述-
元分析

有22项使用
传统技术来
促进SEL,其
余17项干预
措施采用正
念技术

SEL干预会影响教师的社会情感
能力[g=0.59,95%置 信 区 间
(0.29,0.90)]、幸 福 感[g=0.35,
95%置信区间(0.16,0.54)]和心理
困扰[g=-0.34,95%置信区间
(-0.57,-0.10)]

5
OberleE等
(2020/Psychology
intheSchools)[11]

小学教师

调查小学教师职业倦
怠与学生对教师社会
情感能力的认知之间
的关系

问卷调查法
教师职业倦怠程度越高,学生对
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的评分越低

6

BuettnerCK等
(2016/Early
Educationaland
Development)[12]

学前教师

确定教师的社会情感
能力指标,建立社会情
感能力的因子结构(教
师的心理负荷和应对
能力),并探索社会情
感能力与总体幼儿质
量 的 两 个 重 要 指
标———教师的反应能
力和专业———之间的
关系

问卷调查法

教师的心理负荷(抑郁、压力和情
绪耗竭)与教师的消极反应显著
相关。心理负荷越高,教师的专
业承诺越低。相反,教师的应对
能力(重新评价情绪调节和以问
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与教师对
儿童负面情绪的积极反应有关

7

JenningsPA等
(2009/Reviewof
Educational
Research)[13]

学前教育以
及中小学
在职教师

探讨教师社会情感能
力与课堂管理、健康师
生关系等之间的关系

理论研究

8

KarimzadehM等
(2012/Procedia-
Socialand Behav-
ioralScience)[14]

小学教师

对教师进行高情商培
训,促进其专业发展,
如人际关系处理和内
省技能,管理压力和冲
突,改 善 心 理 健 康 问
题,维护积极的学校环
境 以 及 良 好 的 学 业
表现

实验法、问
卷调查法

社会情感
学习

培训对提高教师的社会情感技能
及其构成有显著影响;社会情感
技能的提高与教师总体健康状况
呈正相关

9

ZinsserKM等
(2019/Journalof
AppliedDevelop-
mentalPsycho-
logy)[15]

学前教师

评 估 社 会 情 感 学 习
(SEL)支持、教师压力
和基于社区的学前课
堂驱逐要求之间的关
联性

问卷调查
法、访谈法

SEL支持不会直接影响学前教育
开除率,而是通过增强教师的社
会情感能力部分减少教师压力,
这反过来又会降低开除率。利用
SEL支持的教师较少要求开除学
生,但这种关联完全由教师压力
介导。SEL相关支持的实施和采
用有助于减少教师的压力体验

66



 续表

序号
作者

(年份/来源) 研究对象 研究目的 研究类型 干预措施 研究结果

10

CollieRJ
(2017/Social
andEmotional
Learningin
Australiaand
theAsia-Pacific)[16]

学前教育以
及中小学
在职教师

探 讨 社 会 情 感 能 力
(SEC)和社会情感学习
对教师的影响

理论研究

当教师拥有更高的SEC时,其往
往会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和
动力,会更有效地实施SEL,并在
学生中促进积极的学术、社会和
情感成果;教师对社会情感学习
的信念以及对社会情感学习计划
的参与可以在影响教师的SEC、
心理功能和教学实践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11

GoeganLD等
(2017/Journal
ofEducational
Research)[17]

职前教师和
在职教师

考察职前和在职教师
的社会情感学习信念
如 何 与 他 们 自 己 的
SEC相关,以及他们对
SEL的适应性和承诺
如何与他们的课堂管
理效能感和与学生的
课堂参与相关

问卷调查法

无论是在职前还是职后,对SEL
感到满意的参与者均认为自己的
社会情感能力更强;对于职前教
师和在职教师而言,他们对SEC
的信念与课堂管理的效能感、学
生的参与度呈正相关

12

TianJ等
(2022/Journal
of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8]

小学教师

探讨中国教师背景下
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工
作倦怠影响的深层内
在机制

问卷调查法

变革型领导对教师的工作倦怠具
有显著的负面预测作用;这种领
导通过社会和情感能力以及师生
关系的链式中介效应影响教师的
工作倦怠

13

BrownEL等
(2020/Education
andTreatment
ofChildren)[19]

特殊教育者

SEC在多大程度上预
测特殊教育者(以下简
称SPED)的非正式协
作网络,这些非正式网
络与他们对正式(分配
的)教学团队的信念是
否相关;SEC如何促进
SPED的合作伙伴和团
队在独立教室为情绪
和行为障碍学生(EBD)
服务

问卷调查法
深入访谈

自我意识、社会意识、人际技能以
及负责任的决策是促进特殊教育
者进行合作的关键能力,而定量
数据证明自我管理这一能力与社
交网络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但定
性数据又表示自我管理的某些属
性,如克服障碍、监督进展和倡导
自我,对 特 殊 教 育 者 的 合 作 有
帮助

  (二)总体影响

通过审查文献发现,最早论证社会情感能

力和教师工作表现的是詹宁斯(Jennings)和格

林伯格(Greenberg)于2009年的研究。该研究

构建了亲社会课堂模型,将教师社会情感能

力、倦怠和学生的课堂体验之间的联系理论

化,具体描述了社情感能力对教师管理课堂的

作用、对教师工作成就提高的影响等[13]。此

后,国外学界陆续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证明社会

情感能力与教师职业体验(如幸福感、倦怠感

等)相关。正因为良好的工作表现对于教师的

职业体验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将其认作是社

会情感能力对教师职业体验影响研究的开端。
研究表明,具备高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职

业倦怠感普遍较低。科利(Collie)以亲社会课

堂模型为概念框架,讨论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

的影响,发现当教师拥有更高的社会情感能力

时,其往往会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和动

力[16]。马约尔(Maior)等人对81名高中教师

(平均年龄为42.28岁)进行调查后发现,社会

情感 能 力 与 倦 怠 因 子———情 绪 衰 竭 (c=
-0.31,p<0.007)、低成就感(c=-1.14,p<
0.010)———呈负相关,与个人成就(c=0.29,

p<0.001)呈正相关[8]。此外,奥伯尔(Oberle)
等人还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以多级建模方法调

查小学教师职业倦怠与学生对教师社会情感

能力的认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教师自我

报告的倦怠程度越高,学生的教师社会情感能

力评分越低[t(29.80)=-2.87,p<0.01][11]。
同时,本研究还将社会情感能力介导外部

支持进而影响教师的职业体验纳入了审查范

围。审查发现,外部支持主要包括社会情感学

习和变革型领导方式的转变,目的在于提高教

师的社会情感能力,从而降低教师倦怠感,减
少教师因倦怠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奥利维拉

(Oliveira)等人对13项有关社会情感学习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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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倦怠感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处理后发现:
在应对个人内部社会情感能力时,社会情感学

习干预对个人成就有中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

(g=0.45),对情绪衰竭有中等消极和显著的作

用(g=-0.37)[9]。此外,田静等人采用结构方

程建模的方法对社会情感能力在变革型领导

与倦怠之间的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变革

型领导通过社会情感能力的链式中介效应影

响教师的工作倦怠(b=-0.129)[18]。
由于样本选取、研究设计等的不同,社会

情感能力对职业倦怠感影响程度的测量结果

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关于社会情感能力与教师

职业倦怠存在负相关的结论基本一致。社会

情感能力的发展水平与教师的倦怠感密不可

分,具备高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在工作中获得

成功的几率更大[9],倦怠感更低。
(三)影响机制

本研究通过审查样本文献,在已有文献的

基础上,构建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职业体验的

影响机制模型,以明晰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职

业体验的影响机制。社会情感能力不是静态

的,而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变化过程,它受教师

及其经验的影响[7]。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职业

体验的影响机制见图2所示。

图2 社会情感能力对教师职业体验的影响机制

  1.满足基本心理需求,降低倦怠感

满足教师的基本心理需求是教师体验幸

福感、降低倦怠感的关键因素[20]。研究表明,
具备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认为自己的心理需

求得到了满足[7],因此经历了较低水平的情感

耗竭和去人格化,并拥有较高水平的个人成就

感。换言之,社会情感能力是通过满足教师的

基本心理需求而间接影响教师的职业倦怠感的。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有3种最基本的心

理需求:自主性、能力感和人际关系。自主性

(automony)指个体对自己行为的选择和控制

的需求;能力感(competence)指个体感受到自

己具备完成任务和达到目标的能力;人际关系

(relatedness)指个体与他人之间建立联系和交

流的需求[21]。通过审查社会情感能力的5个

维度可知,具有高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在自主

性、能力感和人际关系方面的需求有更高的满

意度。一方面,社会情感能力有利于满足教师

的基本心理需求,通过激发教师的内在动机,
可促使教师在工作中获得成就,从而降低其职

业倦怠感;另一方面,反过来,那些认为自己在

自主性、能力感和人际关系方面的需求得到满

足的教师,其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更强,自我

管理和人际关系管理技能更好,决策更负责

任,工作更称职[8]。

2.构建支持性课堂,增强教学效能感

除了满足教师的基本心理需求外,教学效

能感的提升也是教师产生幸福感的另一个关

键因素。课堂氛围和课堂管理是教学效能的

两个关键要素[13]。因此,良好的课堂氛围和有

序的课堂管理会间接影响教师在工作中幸福

感的获得。研究发现:社会情感能力强的教师

可能表现出更有效的课堂管理,可能更积极主

动,能熟练地运用情感表达和语言支持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能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

系,并指导和管理学生行为;教师的社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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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还助力教师通过了解不断变化的课堂冲

突状况,支持更有效的课堂管理,改善课堂氛

围[13]。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推动了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互动,从而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体验

与学习[22]。当教师能有效管理课堂、创设支持

性的课堂环境、建立良好师生关系时,学生便

会对学业更加投入[23],对学习持更为积极的态

度[24],并且更加自律[25]。此时,学生表现出较

高的任务行为和表现水平,教师则会感受到对

课堂挑战的掌控,教学会变得更加愉快,教师

个人成就感和教学效能感也会越高。

3.介导外部支持,提升幸福感

有研究认为,教师倦怠是外部环境和个人

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8]。本研究审查文

献发现,学校范围内影响教师职业体验的外部

支持主要包括社会情感学习的干预和领导方

式的转变。一方面,社会情感能力被视为社会

情感学习的结果[26],因此,开展针对教师的社

会情感学习干预项目有利于提升教师的社会

情感能力。具备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内在动

机更强,更能应对复杂的教学需求[27],并在工

作中表现出更高的成就[28],而这会减少教师因

教学挑战和工作压力而产生的心理困扰和倦

怠情绪[29]。另一方面,变革型领导的本质是关

系型领导[30],这是一种基于情感的领导风格,
领导者通过情感交流与教师建立联系[31]。作

为一种外部环境因素,变革型领导正向预测教

师的社会情感能力,且与师生关系呈显著正相

关,而师生关系在变革型领导和工作倦怠之间

起中介作用[18]。可见,变革型领导方式能够积

极影响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以及良好师生关

系的建立。
社会情感能力是教师保持良好心态、预防

职业倦怠、获得职业幸福感的重要源泉。研究

发现,职业倦怠程度较高的教师在社会情感能

力这一指标上的得分往往较低,反之亦然[32]。
因此至少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情感能力是教师

的个人资源,较低级别的社会情感能力会干扰

教师应对来自工作场所的需求与压力,并使他

们面临倦怠的风险[33]。

四、讨论与建议

以上综述表明,社会情感能力可以有效降

低教师职业倦怠程度。换言之,当教师拥有较

高社会情感能力时,往往会体验到更高水平的

幸福感和动力。其影响机制主要为社会情感

能力能满足教师基本心理需求、帮助教师构建

支持性课堂、介导外部支持等。近年来,国外

相关研究逐步开始探索提升教师社会情感能

力的方法,包括社会情感学习、情绪智力培训、
正念干预、变革型领导等。在教育“情感”转向

的背景下,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研究越来越受到

关注,以社会情感能力重塑教师角色已成为世

界各国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的有力措施。而

目前我国对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探索还处于

起步阶段,国外相关研究对我国提升教师社会

情感能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激发教师对自我情绪的关注

自我意识是提升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首

要前提,因为自我意识是教师识别情绪、理解

情绪的基础。具备自我意识的教师能认识到

自己的情绪及其倾向,知道情绪如何产生和如

何加以利用,并能认识到自己的优缺点。从现

实情况来看,繁忙的日常事务使教师无暇关照

自身,并不理解自己的情绪如何产生以及由此

带来的后果。一方面,在追求教学成果的目标

导向下,多数学校仍以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为

重心,忽视了对教师情感的关注,导致教师缺

乏对自身情感能力的认识和重视;另一方面,
“情绪”通常与“幼稚”“不成熟”等消极词汇一

道被提及,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不稳重的表现,
导致教师不愿公开谈论情绪,从而失去了反思

情绪的机会。因此,学校要关注教师的情感需

求,鼓励教师表达情绪、谈论情绪[34]。要组织

专门的教师情绪交流会、沙龙等活动,帮助教

师追溯其情绪缘由并合理地宣泄情绪[2],同时

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帮助教师有意识地反思

其情绪和改善其反应行为。
(二)为教师提供情感支持资源

1.组织层面实施变革型领导

变革型领导在缓解下属倦怠感、促进个体

社会情感能力等方面的有效性已在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相关研究中得到证实。2005年,李超

平和时堪编制了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变革型

领导问卷,提出变革型领导的四因素结构:德
行垂范、领导魅力、愿景激励与个性化关怀,其

96



中德行垂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维度[35]。这意

味着领导者应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能以身作

则,以德行和个性化关怀来影响下属。变革型

领导作为一种积极的领导风格,强调以德服

人,不仅关注任务的完成,更重视下属的成长

和发展,使教师更容易找到情感支撑点,能帮

助教师缓解情感耗竭。因此,向变革型领导方

式转变,是在契合我国文化背景基础上为教师

提供情感支持资源、提升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

重要途径。在学校范围内,实施变革型领导需

要组织内部的努力。一是要设计和改善工作

环境以激发变革型领导行为;二是要科学选拔

和培养变革型领导。总之,在学校范围内,形
成以校长为核心的变革型领导组织,是教师获

得情感支撑的重要来源。

2.学校内部嵌入协作机会

要成为一名具有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师,不
仅需要掌握技能,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管理能

力,同时还要有社会意识、能管理与他人的关

系。因此,在学校内部嵌入协作机会是赋能教

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另一重要途径。协作有助

于资源共享[36]、扩大服务获取渠道[37]。协作

也有助于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环境[38],而良好

的人际关系又是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

键要素。首先,允许教师自由“匹配”,因为这

对他们彼此间成功合作至关重要;其次,创设

包容环境,让教师有机会成为各自学科的专

家,同时作为共同合作者,通过相互间的交流

获得新的知识,体验新的合作方式;再次,搭建

交流平台,分享成功合作经验,以供教师学习

借鉴;最后,提供合作培训,帮助教师之间达成

有效合作。
(三)开展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培训

当前,我国的教师培训普遍存在重认知轻

情感的现象,因此,应坚持教师全人发展的理

念,在教师培训中加入“社会情感能力”维度。
可借鉴国外相关项目,帮助教师掌握情绪调节

策略、提升沟通技能。

1.社会情感学习培训

社会情感学习是指个体在5个相互关联的

维度(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认知、关系技

能和负责任的决策)获得和应用核心技能的过

程[39]。这5个方面的能力使教师能够通过激

励自身发展、构建积极的人际关系、展现有效

和合乎道德的工作成果,来适应和面对教学挑

战。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需要付出高强度

情绪劳动,帮助教师在高压状态下找到正确的

压力纾解渠道便成为保持教师职业活力的关

键一环。由此,需要关注教师的社会情感学习

与培训。一方面,在职前教育中将社会情感学

习融入师范教育课程,开发完整的社会情感学

习课程体系;另一方面,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相关机构应继续为职后教

师提供社会情感学习的机会。

2.基于正念的干预

以正念为主的干预,是提高教师社会情感

能力、促进教师职业幸福感提升的有效方法。
毕晓普及其同事认为,正念包括两个要素:第
一个要素是对当下的、此时此刻的体验的觉

知;第二个要素是对体验采取一种好奇的、开
放的、接纳的态度[40]。国际上支持教师社会情

感能力的干预项目正是运用了以正念为基础

的 培 训 方 法。例 如 CARE(theCultivating
AwarenessandResilienceinEducation)项目。
该项目“结合情绪技能指导、正念意识等,提出

了一套结构化的正念练习模式,包括有意识的

呼吸训练、正念行走和伸展、倾听和同情练习

等,以促进教师的情绪认知和情绪调节,提升

教师幸福感”[41]。我国基于正念干预的实践探

索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该项目为开发适合我

国教师实际的本土正念干预项目、提升教师社

会情感能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3.情绪智力训练

情绪智力训练也是提高教师社会情感能

力、降低教师职业倦怠程度的有效措施之一。
情绪智力培训旨在发展教师情绪方面的相关

技能,提高教师的情绪意识,并在学校环境中

应用这些技能和意识,应对教学压力[33]。该培

训涵盖3个主要领域:识别和标记情绪、理解情

绪以及表达和调节情绪,旨在有效应对教师在

课堂中经常遇到的状况。例如,在理解情绪部

分,培训者向参与教师介绍了情绪如何影响知

识的学习:喜悦和兴奋等积极情绪可以培养创

造力,而焦虑情绪会损害记忆力和执行某些任

务的能力等[13]。目前我国关于教师情绪智力

训练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亟须围绕上述3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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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开发适合我国实际的教师情绪智力训练项

目,让情绪智力训练成为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

重要内容。
职业体验关乎教师在工作领域的成功及

留任意愿。工作中对于幸福感的体验是防止

教师产生倦怠感的保护因子,社会情感能力作

为促使教师产生幸福感的重要源泉之一,已成

为教师涵养积极情绪、把握幸福感的内生动

力。因此,面向学校系统强化教师的学校归属

感,培养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胡伶,施润华.哪些学校因素更能消解教师职业倦怠[J].

上海教育科研,2023(11):61-67.
[2] JENNINGSPA.CAREforteachers:amindfulness-based

approachtopromotingteacherssocialandemotionalcom-

petenceandwell-being[M]//.SCHONERT-REICHLK

A,ROESERRW.Handbookofmindfulnessineducation:

integratingtheoryandresearchintopractice.NewYork,

NY:Springer,2016:133-148.
[3] 田瑾,毛亚庆,熊华夏.变革型领导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

响:社会情感能力和幸福感的链式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

与教育,2021(5):743-751.
[4] 田瑾,毛亚庆,田振华,等.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幸福感的影

响———社会情感能力与师生关系的中介作用[J]. 教育学

报,2021(3):154-165.
[5] LIR,LUNDA,NORDSTEIENA.Thelinkbetweenflipped

andactivelearning:ascopingreview[J].TeachinginHigher

Education,2023,28(8):1993-2027).
[6] ARKSEYH,OMALLEYL.Scopingstudies:towardsameth-

odologicalframework[J].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Re-

searchMethodology,2005,8(1):19-32.
[7] COLLIERJ,PERRYNE.Cultivatingteacherthriving

through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anditsdevelopment
[J].TheAustralianEducationalResearch,2019,46(4):

699-714.
[8] MAIORE,DOBREANA,PǍSǍRELUCR.Teacherra-

tionality,social-emotionalcompetenciesandbasicneeds

satisfaction:directandindirecteffectsonteacherburnout
[J].JournalofEvidence-BasedPsychotherapies,2020,20
(1):135-152.

[9] OLIVEIRAS,ROBERTO MS,VEIGA-SIMÃOA M,et

al.Ameta-analysisoftheimpactofsocialandemotional

learninginterventionsonteachersburnoutsymptoms[J].

EducationalPsychologyReview,2021,33(4):1779-1808.
[10] OLIVEIRAS,ROBERTO MS,PEREIRANS,etal.Im-

pactsof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Interventionsforteach-

ersonteachersoutcomes:asystematicreviewwithmeta-analy-

sis[J].FrontiersinPsychology,2021,12:1-19.
[11] OBERLEE,GISTA,COORAY MS,etal.Dostudents

noticestressinteachers? Associationsbetweenclassroom

teacherburnoutandstudentsperceptionsofteacherso-

cial-emotionalcompetence[J].PsychologyintheSchools,

2020,57(11):1741-1756.
[12] BUETTNERCK,JEONL,HURE,etal.Teacherssocial-e-

motionalcapacity:factorsassociatedwithteachersresponsive-

nessandprofessionalcommitment[J].EarlyEducationand

Development,2016,27(7):1018-1039.
[13] JENNINGSPA,GREENBERGMT.Theprosocialclass-

room:teachersocialandemotionalcompetenceinrelationto

studentandclassroomoutcomes[J].ReviewofEducational

Research,2009,79(1):491-525.
[14] KARIMZADEH M,GOODARZIA,REZAEIS.Theeffect

ofsocialemotionalskillstrainingtoenhancegeneralhealth&

emotionalintelligenceintheprimaryteachers[J].Procedia-

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2012,46:57-64.
[15] ZINSSERKM,ZULAUFCA,NAIRDASV,etal.Utili-

zingsocial-emotionallearningsupportstoaddressteacher

stressandpreschoolexpulsion[J].JournalofAppliedDe-

velopmentalPsychology,2019,61:33-42.
[16] COLLIERJ.Teacherssocialandemotionalcompetence:

linkswith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and positive

workplaceoutcomes[M]//FRYDENBERGE,MARTIN

AJ,COLLIERJ.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inAus-

traliaandthe Asia-Pacific. Singapore:SpringerSinga-

pore,2017:167-184.
[17] GOEGANLD,WAGNERA K,DANIELSL M.Pre-

serviceandpracticingteacherscommitmenttoandcom-

fortwithsocialemotionallearning[J].AlbertaJournalof

EducationalResearch,2017,63(3):267-285.
[18] TIANJ,ZHANG W Y,MAOYQ,etal.Theimpactof

transformationalleadershiponteachersjobburnout: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student-teacherrelationship[J].Journalof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2022,60(4):369-385.
[19] BROWNEL,VALENTIM,SWEETT,etal. Howso-

cialandemotionalcompetenciesinformspecialeducators

socialnetworks[J]. EducationandTreatmentofChil-

dren,2020,43(3):295-311.
[20] RYANR M,DECIEL.Overviewofself-determination

theory:anorganismicdialecticalperspective[M]//DECI

EL,RYAN R M. Handbookofself-determinationre-

search.Rochester,NY:TheUniversityofRochesterPress,

2004:3-33.
[21] DECIEL,RYANRM.The“what”and“why”ofgoalpur-

suits:humanneedsandtheself-determinationofbehavior
[J].PsychologicalInquiry,2000,11(4):227-268.

[22] REICHLKS.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andteachers
[J].TheFutureofChildren,2017,27(1):137-155.

[23] SOLOMOND,BATTISTICHV,WATSON M,etal.A

six-districtstudyofeducationalchange:directandmedia-

tedeffectsofthechilddevelopmentproject[J].Social

PsychologyofEducation,2000,4(1):3-51.

17



[24] WENTZELKR,BATTLEA,RUSSELLSL,etal.So-

cialsupportsfromteachersandpeersaspredictorsofaca-

demicandsocialmotivation[J].ContemporaryEducation-

alPsychology,2010,35(3):193-202.
[25] MERRITTEG,WANLESSSB,RIMM-KAUFMANS

E,etal.Thecontributionofteachersemotionalsupport

tochildrenssocialbehaviorsandself-regulatoryskillsin

firstgrade[J].SchoolPsychologyReview,2012,41(2):

141-159.
[26] ZINSJE,WEISSBERGRP,WANGMC,etal.Building

academicsuccesson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what

doestheresearchsay? [M].NewYork:TeachersCollege

Press,2004.
[27] SUTTONRE,WHEATLEYKF.Teachersemotions

andteaching:areviewoftheliteratureanddirectionsfor

futureresearch[J].EducationalPsychologyReview,2003,

15(4):327-358.
[28] TALVIO M,LONKAK,KOMULAINENE,etal.Revisi-

tingGordonsteachereffectivenesstraining:anintervention

studyonteachers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J].Elec-

tronicJournalofResearchinEducationalPsychology,2013,11
(3):693-716.

[29] GREENBER M T,BROWNJL,ABENAVOLIR M.

Teacherstressandhealtheffectsonteachers,students,

andschools[R].Philadelphia:EdnaBennettPiercePre-

ventionResearchCenter,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

2016.
[30] 张新平.校长角色转型研究———基于伯恩斯变革型领导

理论的思考[J]. 教育发展研究,2008(5):44-50.
[31] GEORGEJM.Emotionsandleadership:theroleofemo-

tionalintelligence[J].HumanRelations,2000,53(8):

1027-1055.
[32] CHANDW.Emotionalintelligenceandcomponentsofburnout

amongsecondaryschoolteachersinHongKong[J].Teaching

andTeacherEducation,2006,22(8):1042-1054.
[33] BRACKETT M A,KATULAKNA.Emotionalintelli-

genceintheclassroom:skill-basedtrainingforteachers

andstudents[M]//CIARROCHIJ,MAYERrJD.Ap-

plyingemotionalintelligence:apractitionersguide.New

York:PsychologyPress,2006:1-27.
[34] MANNS.‘Peoplework:emotionmanagement,stressand

coping[J].BritishJournalofGuidance &Counselling,

2004,32(2):205-221.
[35] 李超平,时勘. 变革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J].心理学报,

2005,37(6):803-811.
[36] BEMAKF.Transformingtheroleofthecounselortoprovide

leadershipineducationreformthroughcollaboration[J].Pro-

fessionalSchoolCounseling,2000,3(5):323.
[37] MELLINEA,WEISTMD.Exploringschoolmentalhealth

collaborationinanurbancommunity:asocialcapitalperspec-

tive[J].SchoolMentalHealth,2011,3(2):81-92.
[38] SOSALV,MCGRATH B.Collaborationfromtheground

up:creatingeffectiveteams[J].SchoolSocialWorkJournal,

2013,38(1):34-48.
[39] DURLAKJA,DOMITROVICHCE,WEISSBERGRP,

etal.Handbookof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research

andpractice[M].NewYork:GuilfordPress,2015.
[40] BISHOPSR,LAUM,SHAPIROS,etal.Mindfulness:a

proposedoperationaldefinition[J].ClinicalPsychology:

ScienceandPractice,2004,11(3):230-241.
[41] 崔海丽. 提升教师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刻不容缓[J]. 上海

教育,2021(26):71-73.

HowDoes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AffectTeachersProfessionalExperience?
EvidenceBasedontheScopingReviewofMultipleEnglishDatabases

DUFangfang1,LIUZhaoying2
(1.SchoolofEducation,JiangnanUniversity,Wuxi214122,China;2.WeifangMaterial-reserveCenter,Weifang261061,China)

Abstract:Professionalexperienceaffectsthesuccessandcareerofteachers.Internationalstudieshave
shownthat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playsanimportantroleinreducingteachersstressandbuffe-
ringtheirburnout,whichaffectsteachersprofessionalexperience.However,thereisnosufficientevi-
denceinpreviousstudiestosupporthow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affectsteachersprofessional
experience.Therefore,ascopingreviewwasconductedinourstudytoexamine13articlesontheim-
pactof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onteachersfromthreeEnglishdatabases.Itisfoundthatteachers
withhigh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generallyhavelowerlevelsofjobburnout.Moreover,the
mechanismoftheaboveeffectmainlyincludesthatsocialemotionalabilityreducesburnoutbymeet-
ingthebasicpsychologicalneedsofteachers,buildssupportiveclassroomstoenhanceteachingeffica-
cy,andmediatesexternalsupportfromschoolstoenhancetheirwell-beings.Therelevantresearch
conclusionsfrominternationalstudiesprovidebeneficialinsightsforChinatoimproveteacherssocial
emotionalcompetence,includinghelpingteachersestablishself-awareness,providingtheresourcesof
emotionalsupportforteachers,andconductingthetrainingofteachersemotionaleducation.
Keywords:teacherssocial-emotionalcompetence;social-emotionallearning;well-being;teacher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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