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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社会情感能力研究国际报告中指出,
 

合作学习是有效促进学生社会情

感能力发展的一种教学实践,
 

但具体如何促进尚未深入研究.
 

通过量表测量研究对象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和在同

伴互评这一合作学习模式中的合作意识水平,
 

并通过数据分析和课堂验证探究合作意识对社会情感能力促进作用

的具体表现.
 

研究结果显示:
 

①
 

学生的合作意识和社会情感能力处于中、
 

高水平;
 

②
 

合作意识对5大社会情感能

力均具有促进作用,
 

其中对协作能力影响最大;
 

③
 

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键是意志力.
 

根据研究结

果建议:
 

①
 

建立良好的学校氛围:
 

渗透合作情感,
 

优化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环境;
 

②
 

开设有效的课程体系:
 

提升合

作认知,
 

提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机会;
 

③
 

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
 

锻炼意志力,
 

输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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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ECDs
 

SSES
 

international
 

report
 

indicated
 

that
 

cooperative
 

learning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SESs).
 

However,
 

the
 

promotion
 

approaches
 

have
 

not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cale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SESs
 

and
 

co-

operative
 

consciousness
 

in
 

peer
 

feedback,
 

and
 

applied
 

data
 

analysis
 

and
 

classroom
 

valid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on
 

promotion
 

of
 

SESs.
 

The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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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students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and
 

SESs
 

are
 

at
 

medium
 

or
 

high
 

level.
 

Meanwhile,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ive
 

factors
 

of
 

SESs,
 

with
 

the
 

greatest
 

impact
 

on
 

collaboration.
 

Mo-

reover,
 

the
 

willpower
 

is
 

the
 

key
 

in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for
 

promotion
 

of
 

SESs.
 

Thre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irstly,
 

a
 

good
 

school
 

climat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er-

meate
 

cooperative
 

emotion
 

and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SESs
 

development.
 

Secondly,
 

an
 

effective
 

curriculum
 

should
 

be
 

developed
 

to
 

enhance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ESs
 

development.
 

Finally,
 

an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
 

should
 

be
 

chosen
 

to
 

exercise
 

willpower
 

and
 

input
 

motivation
 

for
 

SES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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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人教育”思潮下,
 

世界各国为提升基础教育质量,
 

学校教育的焦点从学生认知能力的单向度发展

转向情感与认知能力的双向度发展,
 

为学生获得未来生活的成功奠基[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

2021年发布的社会情感能力研究(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SSES)国际报告中指出,
 

学生的社

会情感能力能有效预测他们的学业成绩、
 

心理幸福感和未来职业发展,
 

甚至能加强社会凝聚力[2].
 

各国政

府也越来越多地将其政策导向至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它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课程和教学实践的一部

分[3].
 

在我国教育环境中,
 

关注社会情感能力的教育为解决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重教书,
 

轻育人”
 

“重认知,
 

轻情感”的现实问题,
 

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更加注重全面发展、
 

更加注重面向人

人的理念,
 

为促进基础教育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方向.
大量研究表明,

 

合作学习是一种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教育教学实践,
 

因此在合作学

习中,
 

学生的合作意识如何以及合作意识如何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值得探究.
 

同时,
 

SSES报告中指出同

伴关系能够显著积极预测社会情感能力[2].
 

作为合作学习的典型模式以及同伴关系的培养途径,
 

同伴互评

在近几年的课堂教学中被广泛应用.
 

因此,
 

本研究以高中英语同伴互评课堂为例,
 

探究合作意识对社会情

感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为学校教育提升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提供实践途径.

1 研究基础

1.1 社会情感能力

社会智力、
 

多元智力以及情绪智力等理论凸显出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
 

为社会情感能力研究奠定了

重要基础[4].
 

目前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定义很多,
 

陈瑛华等[5]借鉴了美国学术、
 

社会和情感学习合作组织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and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简称CASEL)的定义,
 

认为社会情感能力是人

们在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情境中发展出来的认识情感和管理情感的能力.
 

而 OECD则将社会情感能力定

义为个人能力、
 

属性和性格的子集,
 

具体包括行为倾向、
 

内部状态、
 

处理任务的方法、
 

对行为和感受的

管理和控制、
 

对自我与世界的信念[2].
 

研究证明社会情感能力对于个人成功和社会福祉都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自1994年CASEL开启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简称SEL)的研究后,
 

国外已

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与项目实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OECD自2012年起开启的全球性社会情感能力

调查项目,
 

2017-2021年,
 

OECD组织了第1次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大规模测评(SSES),
 

在全球9个

国家的10个城市(包括中国苏州)从学生个体特征、
 

家庭背景、
 

学校与社区环境等方面系统探究了影响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因素,
 

并据此引导各国教育政策和实践[6].
 

根据测评报告,
 

学校归属感、
 

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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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同伴关系、
 

校园欺凌、
 

合作学习氛围等班级与学校环境因素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产生了

重要影响[7].
上述既有研究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但仍然存在一些不

足和挑战.
 

例如,
 

如何实现从多种子能力中选择一种能力作为重点突破还缺乏研究,
 

如何在学校教育及教

学的实践过程中真正推进社会与情感能力还缺乏具体的操作范式.
 

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在学校教育及教学中

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1.2 同伴互评中的合作意识

同伴互评也被称为同伴反馈或同伴评价,
 

是指在完成写作之后,
 

学生之间相互交换作文,
 

在审阅后以

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对作文进行评阅和修改[8].
 

同伴互评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行为上,
 

如互评训练、
 

互

评方式、
 

评语等.
 

然而,
 

仅仅关注行为维度并不足以理解同伴互评的复杂本质,
 

因为情感和认知是调节二

语学习的重要成分[9].
 

同伴互评作为一种合作学习方式,
 

其情感因素合作意识几乎没有被研究过,
 

因此如

何利用同伴互评中的情感因素合作意识促进学生发展有待深入探究.
合作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行为的测量和分析,

 

专门研究合作意识的文献很少.
 

本研究采用徐

岩[10]对合作意识的定义,
 

即合作意识是人们对合作行动有一定的认知,
 

并且对这一行动具有长期的、
 

稳定

的、
 

积极的感情色彩的心理倾向和内心动力.
 

结合心理学中对意识的定义,
 

即表现为认知、
 

情感、
 

意志三者

的统一[11].
 

因此本文中的合作意识包括合作认知、
 

合作情感和意志力3个维度.
目前许多研究从侧面反映出合作意识与同伴互评这一合作学习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
 

同伴互评改

善了团队成员的合作,
 

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体验和课程参与;
 

“学习共同体”意识因非对称同伴评价的介

入提高了学习者的写作文本质量,
 

帮助学习者成为知识的积极建构者和自主学习者[12];
 

同伴互评强调自我

观察并鼓励行为自我调节,
 

提升自我意识和责任感[13].
综上所述,

 

尽管有研究者已经探索出部分影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因素及相应的提升策略,
 

但这些

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都较为宏观,
 

缺乏学校教育和班级教学层面对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具体指导.
 

同

时,
 

尽管研究表明合作学习是有效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一种教学实践,
 

但合作学习具体是怎样

促进其发展的尚未深入研究.
 

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合作学习这一影响因素,
 

挖掘其中的意识成分,
 

研究其

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作用,
 

找到关键所在,
 

为在学校教育和班级教学层面提升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提供思路和指导.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高中英语同伴互评课堂为例,
 

主要探究合作意识对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拟回答以

下问题:
 

1)
 

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及在同伴互评中的合作意识如何? 2)
 

合作意识对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促

进作用如何体现? 其关键点是什么?

2.2 研究对象及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受试为C市某中学高一年级4班和14班共116名同学.
 

该学校秉持强调学生的综合发展、
 

激

发学生潜能的教育理念,
 

因此尽管研究对象未曾上过完整的英语同伴互评课堂,
 

但由于他们高度认可和经

常使用合作学习模式,
 

研究可顺利进行.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包括问卷调查法、
 

实验法、
 

观

察法和访谈法.
首先,

 

采用量表工具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及在同伴互评中的合作意识进行测量,
 

以回答第1个研究

问题,
 

对两个量表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可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
 

初步回答第2个研究问题.
 

第1个量表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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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英语写作同伴互评中的合作意识量表”,
 

测评题目设置在英语写作同伴互评这一具体情境中,
 

更能反

映研究对象的合作意识现状.
 

因目前没有专门的测量工具,
 

本研究参考对合作意识的分类、
 

已有合作意识

量表及研究对象的情况[14],
 

设计了由
 

21个题项组成的英语写作同伴互评合作意识量表.
 

为便于数据分

析,
 

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
 

“1”表示“完全不符合”,
 

“5”
 

表示“完全符合”.
 

问卷由专家修

改后发放给50名参与同伴互评活动的学生进行先导测试,
 

回收40份有效问卷.
 

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正交旋转后得到3个因子,
 

但个别因子成分共性不强,
 

经过两次题项调整后得到由18个题项构成的问

卷.
 

对另外45名学生进行第2轮测试,
 

回收有效问卷39份,
 

并用SPSS
 

26.0和 AMOS
 

26.0对量表的

信度和效度进行统计分析.
信度分析显示,

 

整体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0.923,
 

说明问卷整体信度较高.
 

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
 

KOM=0.775,
 

Bartletts
 

球形检验(p=0.000)表明数据呈球形分布,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
 

正交旋转后得到3个有效因子,
 

问卷构成见表1,
 

且每个维度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0.8,
 

说明

每个维度的信度也较高.
 

问卷结构效度良好(Est>0.6,
 

AVE>0.5,
 

CR>0.8),
 

可以用于同伴互评中合作

意识的测量.
表1 高中生英语写作同伴互评中的合作意识量表

因子 定义 题项

合作认知
合作认知是指个体在对合作意义和价值、

 

共同目标充分感知的基础上,
 

产生的对集体行动

及其行为规则的整个认知
5

合作情感 合作情感是指个体在其合作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所引起的一种内心情感体验 6

意志力
意志力是指人们在完成共同任务、

 

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
 

自觉地战胜困难和排除障碍时

产生的心理状态
7

图1 社会情感能力测评框架

  第2个量表为“学生社会情感能力量表”,
 

借鉴了

OECD在“大五人格”模型(Big
 

Five
 

Model)基础上建

构的社会情感能力测评框架(图1).
 

此框架主要分为

5大维度:
 

任务能力(尽责性),
 

情绪调节(情绪稳定

性),
 

协作能力(宜人性),
 

开放能力(开放性),
 

交往能

力(外向性).
 

每个维度又确立了3项子能力,
 

任务能

力包括自控力、
 

责任感和毅力;
 

情绪调节包括抗压

力、
 

乐观和情绪控制;
 

协作能力包括共情、
 

信任与合

作;
 

开放能力包括创造性、
 

好奇心和包容度;
 

交往能

力包括乐群、
 

果敢和活力[15].
 

每个子能力有8道题,
 

共120道题.
最后,

 

本研究以实施一堂完整的英语写作同伴互

评课堂为例,
 

通过分析合作意识对同伴互评结果和过

程的影响,
 

再加以对学生的观察和访谈来分析学生的合作意识表现以及社会情感能力,
 

进一步回答第2个

研究问题.
 

同伴互评课堂实施共持续两个课时(80
 

min),
 

包括3个部分:
 

一是写作部分,
 

二是同伴互评部

分,
 

三是作文修订部分(表2).
 

课堂观察维度和半结构化访谈主要围绕合作认知、
 

合作情感及意志力是如

何促进学生合作任务的完成,
 

以及社会情感能力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展开,
 

包括以下3方面:
 

一是学

生对合作意义、
 

同伴关系、
 

互评规则及共同目标的认知如何影响合作任务的完成;
 

二是学生对同伴互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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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度如何影响合作任务的完成;
 

三是学生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态度、
 

面对困难时的做法、
 

对同伴的信任

度如何影响合作任务的完成.
表2 高中英语写作同伴互评课堂实施过程

阶段 步骤 说明 时间/min

互评前 步骤1:
 

写作讲解 根据作文题目、
 

体裁和要求,
 

引导学生总结语言、
 

内容和结构 20

步骤2:
 

学生写作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按时完成写作 15

互评中 步骤1:
 

分组 3人为1组(包含高、
 

中、
 

低不同英语水平) 3

步骤2:
 

同伴互评培训 说明同伴互评的概念和意义,
 

展示评价标准及规则,
 

进行示范 10

步骤3:
 

同伴互评
互评:

 

组内交换初稿,
 

评价者进行打分和评价

回评:
 

作者根据同伴修改意见选择采纳、
 

保持原样或是其他修改
20

互评后 步骤1:
 

作文修订 根据互评结果进行二稿写作 7

步骤2:
 

再次互评 小组内重新评分:
 

评价者对二稿进行打分 5

3 研究结果

3.1 同伴互评中合作意识水平

由互评合作意识问卷
 

3个因子数据计算得出,
 

总体上学生的互评合作意识处于高水平(M=4.11,
 

SD=0.48).
 

根据李克特5级量表,
 

结果得分M≤2.4为低水平,
 

2.4<M<3.5为中等水平,
 

M≥3.5为高

水平[16].
 

数据显示,
 

合作意识因子中合作认知(M=4.29,
 

SD=0.51)的水平最高,
 

其次是意志力(M=

4.07,
 

SD=0.58),
 

最后是合作情感(M=3.98,
 

SD=0.66),
 

但三者都处于高水平.
 

其中合作认知和意志

力比合作情感水平更高一点的原因在于同伴互评过程中,
 

老师对同伴互评的讲解及监控使得学生对规则认

识更为清楚,
 

更能坚持完成任务.

3.2 社会情感能力水平

本研究关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水平的测试结果与OECD测试的国际水平和国内水平结果(由 OECD
提供的官方原始数据计算而得)相当,

 

整体来看略高于国际水平.
 

本研究对象及 OECD的国际、
 

国内研

究对象的社会情感能力整体处于中高水平,
 

其中协作能力(国际:
 

M=3.54,
 

SD=0.40;
 

国内:
 

M=

3.61,
 

SD=0.39;
 

本研究:
 

M=3.60,
 

SD=0.43)和开放能力(国际:
 

M=3.53,
 

SD=0.35;
 

国内:
 

M=

3.50,
 

SD=0.33;
 

本研究:
 

M=3.52,
 

SD=0.26)处于高水平(M≥3.5),
 

任务能力(国际:
 

M=3.28,
 

SD=0.26;
 

国内:
 

M=3.16,
 

SD=0.24;
 

本研究:
 

M=3.31,
 

SD=0.31)、
 

情绪调节(国际:
 

M=3.24,
 

SD=0.34;
 

国内:
 

M=3.28,
 

SD=0.31;
 

本研究:
 

M=3.32,
 

SD=0.37)和交往能力(国际:
 

M=3.25,
 

SD=0.35;
 

国内:
 

M=3.24,
 

SD=0.32;
 

本研究:
 

M=3.29,
 

SD=0.42)均处于中等水平(2.4<M<

3.5).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15个子能力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表3),
 

在社会情感能力的15个子能力

中,
 

处于高水平的有共情、
 

合作、
 

包容度、
 

好奇心和乐群,
 

其余10项子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
 

其中得分

最高的是协作能力中的合作能力(M=3.89),
 

得分最低的是交往能力中的果敢能力(M=3.02).

3.3 合作意识与社会情感能力的关系

根据对合作意识和社会情感能力水平测量的数据,
 

计算了合作意识及下维3个因子与社会情感能力的

5个维度及15大子能力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根据OECD设定的标准,
 

相关系数r≥0.66,
 

则被定义

为高相关;
 

如果相关系数在0.32<r<0.66之间,
 

则被定义为中等相关;
 

如果相关系数r≤0.32,
 

则被定义

为低相关.
 

表4中合作意识与社会情感能力5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50,
 

处于中高水平.
 

其

中,
 

合作意识与任务能力(r=0.730)和协作能力(r=0.914)属于高相关,
 

与情绪调节(r=0.567)、
 

开放

72第6期      
 

 马会,
 

等:
 

意志力:
 

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键



能力(r=0.537)和交往能力(r=0.591)属于中等相关.
 

在合作意识的3个因子中,
 

除合作认知与情绪调

节及开放能力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外,
 

其余因子与5大社会情感能力都存在相关性.
表3 高一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15个子能力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维度 子能力 国际 国内 本研究

任务能力 自控力 3.46±0.40 3.30±0.38 3.45±0.45

责任感 3.18±0.40 2.94±0.36 3.20±0.38

毅力 3.22±0.36 3.24±0.29 3.27±0.32
 

情绪调节 抗压力 3.09±0.71 3.22±0.69 3.26±0.62

乐观 3.43±0.52 3.43±0.44 3.48±0.49

情绪控制 3.19±0.39 3.19±0.37 3.21±0.38
 

协作能力 共情 3.66±0.46 3.61±0.42 3.68±0.44

信任 3.16±0.60 3.48±0.54 3.22±0.51

合作 3.79±0.48 3.73±0.42 3.89±0.44
 

开放能力 包容度 3.64±0.51 3.68±0.44 3.58±0.35

好奇心 3.66±0.48 3.61±0.44 3.63±0.45

创造性 3.28±0.33 3.21±0.31 3.35±0.33
 

交往能力 乐群 3.56±0.43 3.55±0.40 3.61±0.43

果敢 3.05±0.69 3.09±0.55 3.02±0.76

活力 3.14±0.36 3.07±0.36 3.23±0.37
 

  对于合作意识与15项子能力的相关性而言,
 

它与多数子能力都处于中、
 

高等相关水平.
 

其中,
 

合作意

识与责任感(r=0.875)、
 

毅力(r=0.776)、
 

乐观(r=0.740)、
 

共情(r=0.878)、
 

信任(r=0.815)、
 

合作(r=

0.899)、
 

乐群(r=0.783)存在高相关性;
 

与情绪控制(r=0.408)、
 

包容度(r=0.442)、
 

好奇心(r=0.469)、
 

活力(r=0.615)存在中等相关性;
 

与自控力、
 

抗压力、
 

创造性、
 

果敢则不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
表4 合作意识与社会情感能力的总体相关性分析结果

维度 合作意识 合作认知 合作情感 意志力

任务能力 0.730** 0.475** 0.682** 0.616**

情绪调节 0.567** 0.273 0.545** 0.547**

协作能力 0.914** 0.728** 0.776** 0.743**

开放能力 0.537** 0.288 0.435** 0.582**

交往能力 0.591** 0.326* 0.503** 0.605**

  注:
 

*
 

表示p<0.05,
 

**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探索合作意识如何影响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考察的变量包

括合作意识及下维因子合作认知、
 

合作情感及意志力,
 

回归结果见表5.
整体看来,

 

合作意识对5大社会情感能力均具有稳定而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
 

对协

作能力的影响程度最大,
 

而对开放能力的影响程度最小.
 

合作认知仅对协作能力产生影响;
 

合作情感正向

影响任务能力、
 

情绪调节、
 

协作能力和交往能力,
 

且通过比较系数大小可以发现,
 

合作情感对交往能力的

影响最大;
 

意志力对5大社会情感能力均具有稳定而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对协作能力影响最大.
 

总体而言,
 

在合作意识的3个因子中,
 

意志力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影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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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合作意识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回归结果

维度
任务能力

系数 t值 p 值

情绪调节

系数 t值 p 值

协作能力

系数 t值 p 值

合作意识 0.463 6.671 0.000 0.432 4.303 0.000 0.818 14.051 0.000

合作认知 0.059 0.733 0.468 -0.063 -0.557 0.581 0.322 4.777 0.000

合作情感 0.204 2.962 0.005 0.217 2.248 0.031 0.216 3.713 0.001

意志力 0.173 2.480 0.018 0.226 2.312 0.026 0.302 5.135 0.000

维度
开放能力

系数 t值 p 值

交往能力

系数 t值 p 值

合作意识 0.288 3.971 0.000 0.510 4.572 0.000

合作认知 0.006 0.074 0.942 0.011 0.087 0.931

合作情感 0.060 0.858 0.397 0.317 3.638 0.001

意志力 0.217 3.070 0.004 0.334 3.051 0.004

  为进一步探索合作意识如何影响社会情感能力的15个子能力,
 

本文继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

分析,
 

考察的自变量同上,
 

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合作意识对社会情感能力15个子能力的回归结果

维度
自控力

系数 t值 p 值

责任感

系数 t值 p 值

毅力

系数 t值 p 值

合作意识 0.258 1.798 0.080 0.615 7.918 0.000 0.518 7.692 0.000
合作认知 -0.027 -0.161 0.873 0.087 0.976 0.335 0.116 1.481 0.147
合作情感 0.162 1.124 0.268 0.275 3.582 0.001 0.176 2.606 0.013
意志力 0.086 0.586 0.562 0.217 2.797 0.008 0.217 3.172 0.003

维度
抗压力

系数 t值 p 值

乐观

系数 t值 p 值

情绪控制

系数 t值 p 值

合作意识 0.224 1.122 0.269 0.751 6.872 0.000 0.320 2.792 0.008
合作认知 -0.207 -0.901 0.373 0.008 0.064 0.949 0.012 0.090 0.929
合作情感 0.173 0.873 0.388 0.263 2.590 0.014 0.221 2.189 0.035
意志力 0.190 0.947 0.350 0.439 4.266 0.000 0.051 0.449 0.656

维度
共情

系数 t值 p 值

信任

系数 t值 p 值

合作

系数 t值 p 值

合作意识 0.788 11.443 0.000 0.852 8.776 0.000 0.815 12.835 0.000
合作认知 0.343 4.324 0.000 0.275 2.429 0.020 0.349 4.744 0.000
合作情感 0.190 2.774 0.009 0.237 2.426 0.020 0.221 3.490 0.001
意志力 0.286 4.130 0.000 0.350 3.542 0.001 0.271 4.224 0.000

维度
包容度

系数 t值 p 值

好奇心

系数 t值 p 值

创造性

系数 t值 p 值

合作意识 0.317 3.078 0.004 0.437 3.321 0.002 0.111 1.025 0.311
合作认知 -0.068 -0.586 0.561 0.139 0.921 0.363 -0.053 -0.417 0.679
合作情感 0.135 1.345 0.187 0.230 2.256 0.030 0.034 0.310 0.758
意志力 0.216 2.129 0.040 0.319 2.432 0.020 0.117 1.065 0.294

维度
乐群

系数 t值 p 值

果敢

系数 t值 p 值

活力

系数 t值 p 值

合作意识 0.697 7.852 0.000 0.368 1.514 0.138 0.466 4.865 0.000
合作认知 0.401 3.407 0.002 -0.174 -0.627 0.534 0.124 1.106 0.276
合作情感 0.181 2.193 0.035 0.114 0.475 0.638 0.296 3.964 0.000
意志力 0.424 5.082 0.000 0.384 1.585 0.121 0.259 2.916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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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就任务能力而言,
 

合作意识正向影响责任感和毅力,
 

而自控力受合作意识的影响小.
 

其中,
 

责任

感和毅力均受合作情感和意志力的正向影响,
 

从回归系数来看,
 

责任感受合作情感影响最大,
 

而毅力则受

意志力影响最大.
 

第二,
 

就情绪调节而言,
 

合作意识正向影响乐观和情绪控制,
 

而抗压力受合作意识的影

响小.
 

其中,
 

乐观受合作情感和意志力的正向影响,
 

且受意志力的影响最大,
 

情绪控制仅受合作情感的影

响.
 

第三,
 

就协作能力而言,
 

合作意识对共情、
 

信任和合作均产生显著稳定的正向影响.
 

其中,
 

合作认知、
 

合作情感和意志力同样正向影响三者.
 

第四,
 

就开放能力而言,
 

合作意识正向影响包容度和好奇心,
 

而创

造性受合作意识的影响小.
 

其中,
 

包容度仅仅受意志力的影响,
 

而好奇心则受合作情感与意志力的影响.
 

第五,
 

就交往能力而言,
 

合作意识正向影响乐群和活力,
 

而果敢受合作意识的影响小.
 

其中,
 

乐群受到合作

意识3个因子的影响,
 

且从回归系数来看,
 

意志力的影响力最强,
 

活力则只受合作情感与意志力的影响,
 

且前者影响力更大.

3.4 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课堂验证

3.4.1 合作意识对同伴互评影响的数据分析

合作意识对同伴互评的影响体现在对其结果和过程的影响上.
 

其中,
 

合作意识对同伴互评结果的影响

体现在写作分数提升和作文修订量上.
 

写作分数提高率由学生的一稿、
 

二稿同伴评分的平均成绩计算而

得.
 

结果显示,
 

一稿(M=10.49,
 

SD=2.039)、
 

二稿(M=12.02,
 

SD=1.681)
 

成绩配对样本t检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1.537,
 

p<0.001),
 

平均分数提高率为14.65%.
 

而对学生一稿和二稿的文本对比分析

发现,
 

作文修订量的结果M=3.34,
 

SD=1.811,
 

这再次验证了此前相关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
 

即同伴互

评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写作成绩[13,
 

17].
 

为探究合作意识能否影响同伴互评结果,
 

对合作意识与写作分数提升

及作文修订量进行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表7),
 

合作意识水平与两者均呈中等水平正相关

(0.32<r<0.66,
 

p<0.05),
 

在合作意识的3个因子中,
 

合作认知和意志力与写作分数提升和作文修订量

有显著相关性(p<0.05),
 

但合作情感与它们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7 合作意识与同伴互评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维度 合作意识 合作认知 合作情感 意志力 写作分数提升 作文修订量

合作意识 1

合作认知 0.769** 1

合作情感 0.884** 0.564** 1

意志力 0.798** 0.386* 0.559** 1

写作分数提升 0.392* 0.356* 0.250 0.373* 1

作文修订量 0.394* 0.318* 0.219 0.448** 0.819** 1

  注:
 

*
 

表示p<0.05,
 

**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合作意识对同伴互评过程的影响体现在提供评语数量上.
 

在同伴互评中,
 

同伴提供评语数量均值为

4.51(SD=2.703).
 

为探究合作意识对评语数量的影响,
 

进行两者的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
 

合作意识与评语数量具有中等相关性(r=0.496,
 

p<0.01).
 

提供评语数量与合作意识下维的合作认

知(r=0.446,
 

p<0.01)和意志力(r=0.498,
 

p<0.01)也存在中等相关性,
 

但与合作情感相关性无统计学

意义(p>0.05).
采用线性回归验证总体合作意识对评语数量的预测力,

 

结果显示(表8),
 

回归方程较为显著(F=

12.741,
 

p<0.01),
 

合作意识能解释一般修订量22.7%的方差变化(R2=0.227).
 

说明总体合作意识对所

给评语数量有中等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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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合作意识对评语数量的回归结果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B 标准错误

标准化系数

Beta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容差 VIF
常量 -6.866 3.209 -2.139 0.039

合作意识 2.764 0.774 0.496 3.570 0.001 1.000 1.000

R2 0.227

F 12.741

p 0.001

3.4.2 课堂观察及访谈结果

第一,
 

合作认知主要影响协作能力,
 

从而影响最终任务表现.
 

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观察发现,
 

合作意识

高的学生对合作意义、
 

同伴关系、
 

互评规则及共同目标的认知更加清晰,
 

因此他们能更好地参与到同伴互

评的合作学习中.
 

一名合作意识高的学生在访谈中提到“互评前,
 

我很认真地听老师讲解互评规则,
 

因此,
 

在互评中如果同伴不清楚,
 

我还会提醒他们”.
 

另外一名合作意识较高的学生也谈到“在评价过程中我相信

我的同伴会信任我,
 

不会因为我给出不好的评价而对我有什么看法,
 

所以,
 

我都是客观公正地打分并提出

修改建议”.
 

一些合作意识水平低的学生在评价时会出现各种问题,
 

例如因为担心自己给的评语会影响同

伴关系而多给积极性的评语少给消极性的评语,
 

因为不了解互评规则和评分准则而随心所欲给分,
 

没有做

到客观公正.
 

一名合作意识较低的学生表示自己认为合作学习效率低,
 

对这次怎么互评也不是很清楚,
 

所

以整个过程不是很投入.
第二,

 

合作情感主要影响责任感、
 

乐观、
 

情绪控制和活力,
 

从而影响最终任务的表现.
 

在同伴互评课堂

中,
 

合作意识高的学生对这种合作学习形式表现出更高的热情,
 

可以发现他们更乐意参加同伴互评,
 

更主

动与同伴交谈,
 

最后获得更高的成就感.
 

一名学生在访谈中谈到“我对同伴互评很感兴趣,
 

在这过程中我都

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与同伴交流意见时我也尽我所能,
 

看到自己写作的提升我很开心,
 

很有成就感”.
 

相

反,
 

合作意识低的学生则对同伴互评不太感兴趣,
 

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整个过程都表现得十分不情

愿,
 

缺乏活力.
 

正如一名学生谈到“如果我对这个活动不感兴趣,
 

就不想配合,
 

而且到后面就容易走神了”.
第三,

 

意志力影响责任感、
 

毅力和包容度,
 

从而影响合作任务的完成.
 

尽管有的学生对同伴互评不

是很感兴趣,
 

缺乏热情,
 

但是他们凭借较高的意志力,
 

也能认真参与到同伴互评过程中,
 

直至目标的达

成.
 

这部分学生对同伴和自己通常是抱着负责任的态度,
 

抑制自己不喜欢的情绪与同伴合作.
 

一名学生

在访谈中说到“虽然给同伴提出修改建议比较困难,
 

但我没有想过放弃,
 

在同伴互评的过程中我努力学

习其他同伴作文当中的优点,
 

对于他们提出的反馈我也能欣然接受,
 

不太懂的地方再向他们请教,
 

所以

最后我的作文提升比较大”.
 

这与OECD得出的结论一致,
 

即毅力和责任感与更好的学习成绩密切相关.
 

相反,
 

对于合作意识低的学生来说,
 

他们通常半途而废,
 

缺乏责任心和耐心,
 

导致最后写作成绩得不到

提升.
 

两名学生在访谈中坦言,
 

当他们收到同伴反馈时,
 

因为不喜欢和同伴再讨论,
 

他们或是质疑同伴

的反馈而不予采纳,
 

或是完全采纳同伴的反馈而不加思考.
 

这些发现强调了在面对困难时,
 

奉献精神对

实现预定目标的重要性.
第四,

 

意志力还会影响信任、
 

好奇心和乐群,
 

从而影响合作任务的完成.
 

在同伴互评中,
 

意志力高的学

生对同伴很信任,
 

不怕暴露自己的问题,
 

善于反思自己和向同伴学习,
 

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提高自己写作

的决心.
 

因此,
 

他们会仔细看同伴的作文,
 

给出具体的评语,
 

在修订作文的时候,
 

会仔细检查自己作文的错

误和借鉴别人作文的优点.
 

而意志力低的学生评价同伴作文时则走马观花,
 

没有向别人学习的虚心态度,
 

也不会认真反思自己,
 

不愿意推翻自己.
 

正如在访谈中一名意志力高的学生提到“我从别人的作文中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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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比我作文更好的表达,
 

而且我也会再检查我作文有没有犯相同的错误”.
 

而另一名意志力低的学生则

认为自己作文跟同伴差不多,
 

如果他们反馈的问题太多就不想修改了,
 

如果建议模糊也就视而不见了.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4.1.1 合作意识与社会情感能力水平

高中生在英语写作同伴互评中的合作意识处于较高水平.
 

21世纪初一些研究者提出中学生合作意识

普遍缺乏[18-19],
 

但近10年合作学习已成为各个学科的课堂常态,
 

根据课程的不同特点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如同伴互助合作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
 

全员合作学习[20-21].
 

因此学生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合作意识相应地得

到提升.
 

尽管本研究对象是第1次接触同伴互评的学生,
 

但也正是由于其新颖性,
 

以及研究者对其意义和

规则的详细介绍,
 

学生对同伴互评抱有较高的热情和信心,
 

因此学生的合作认知、
 

合作情感和意志力水平

较高,
 

此研究结果与王秀敏等[22]的调查结果一致,
 

即学生对合作学习的意义认知较好,
 

多数人有强烈的与

人交流合作的意愿,
 

持有积极的态度.

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处于中高水平,
 

其中协作能力和开放能力处于高水平,
 

任务能力、
 

情绪调节和交

往能力则处于中等水平.
 

整体结果与OECD测试的国际水平相当,
 

但都略高于国际水平.
 

这与中国团队对

SSES的研究结果类似,
 

即中国学生5项社会情感能力的自我评价都高于国际平均水平[7].
 

在社会情感能

力的15个子能力中,
 

合作能力最高而果敢能力最低,
 

而中国研究团队发现合作与果敢之间的相关性最弱

(r=0.32)[23].
 

学生果敢能力低可能与平时课堂以教师为主导、
 

学生自主性不高有关.

4.1.2 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具体表现

合作意识对5大社会情感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
 

且对协作能力影响最大,
 

任务能力和交往能力次之,
 

可以说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着力点就是协作能力.
 

具体来说,
 

合作意识主要影响任务能力中

的责任感与毅力,
 

情绪调节中的乐观与情绪控制,
 

协作能力中的共情、
 

信任和合作,
 

开放能力中的包容度

和好奇心,
 

交往能力中的乐群和活力.
 

合作意识下维的3个因子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具体表现见图2.

1)
 

合作认知仅促进协作能力中的共情、
 

信任和合作,
 

交往能力中的乐群.
 

其中,
 

合作认知对共情和合

作促进作用最大.

2)
 

合作情感促进任务能力中的责任感与毅力,
 

情绪调节中的乐观与情绪控制,
 

协作能力中的共情、
 

信任和合作,
 

开放能力中的好奇心,
 

交往能力中的乐群和活力.
 

其中,
 

合作情感对责任感和活力促进作

用最大.

3)
 

意志力促进任务能力中的责任感与毅力,
 

情绪调节中的乐观,
 

协作能力中的共情、
 

信任和合作,
 

开

放能力中的包容度和好奇心,
 

交往能力中的乐群和活力.
 

其中,
 

意志力对毅力、
 

乐观、
 

信任、
 

好奇心和乐群

促进作用最大.

4.1.3 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键

从研究结果来看,
 

在合作意识的3个因子中,
 

只有意志力对5大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
 

由此得出意

志力对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作用最显著,
 

因此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键就是意志力.
 

第

一,
 

意志力中的责任感和坚持不懈与任务能力的责任感和毅力直接对应,
 

因此影响任务能力.
 

中国学生

SSES报告中,
 

责任感和毅力分别与其他14项子能力都具有中等相关性[24].
 

第二,
 

意志力具有为达到预

定目的不断调节自己情绪的特点,
 

而OECD指出情绪调节则具有调整不良情绪、
 

应对压力,
 

并对个人生

活和社会事业发展抱有积极乐观态度的特点[25],
 

两者含义存在共性,
 

即都包含情绪控制.
 

第三,
 

从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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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的数据结果来看,
 

意志力与同伴互评最为密切相关,
 

这表明意志力有助于提升合作学习.
 

合作的效

果通常受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
 

且两者也相互依存.
 

意志力中扬长补短的意识和责

任分享的意识会促进合作能力的提升[26],
 

而这两种意识也是意志力的一部分,
 

因此意志力能够促进协

作能力的发展.
 

第四,
 

正是由于意志力包括扬长避短的意识,
 

在合作过程中不怕暴露和能够主动承担责

任,
 

因此也能接纳别人的不足,
 

这与开放能力中的包容度契合.
 

同时,
 

意志力中的坚持不懈也有助于在

合作任务中有着刨根问底的好奇心.
 

第五,
 

意志力有助于加深同伴关系,
 

而亲密的同伴关系是提升学生

交往能力的应有之义[27].

图2 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具体表现

4.2 建议

本研究仅涉及学校场域,
 

因此以学校场域内的3层支持系统(学校氛围、
 

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为维度,
 

以研究结论中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表现以及OECD关于SSES的报告为依据,
 

提出提升学生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提升路径(图3).

图3 学校场域下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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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建立良好的学校氛围:
 

渗透合作情感,
 

优化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环境

学校环境中最重要的两个参与者是学生和教师,
 

因此和谐的师师关系、
 

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都有益于

营造良好的学校氛围.
 

第一,
 

打造教师学习共同体,
 

形成紧密合作的同事关系.
 

常见的教师合作有集体备

课、
 

外出学习和培训、
 

师徒结对等.
 

以上的教师合作,
 

都为生生合作提供了榜样和经验.
 

第二,
 

联结师生情

感,
 

构建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例如,
 

教师在日常给予学生更多的尊重、
 

关爱与悉心指导;
 

学生发生冲突等

问题时及时介入,
 

关注、
 

预防并处理好欺凌现象,
 

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和帮助[6];
 

班级管理上采用民主合

作的决策方式等,
 

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情感支持.
 

第三,
 

营造支持性的班级氛围,
 

构建友爱互助的同伴关

系.
 

例如,
 

激励学生多参加集体学术活动和学校活动;
 

帮助学生树立相互尊重的观念,
 

鼓励他们友好和谐

相处;
 

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情绪调节能力以提升同伴关系[28].
 

总之,
 

在学校主体间的合作互动和情

感交流中,
 

良好的学校氛围得以建立,
 

这为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提供了潜移默化的环境.

4.2.2 开设有效的课程体系:
 

提升合作认知,
 

提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机会

对学生而言,
 

社会情感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也并不能轻易获得,
 

而是需要经历习得过程[29].
 

因此,
 

学

校课程体系应当有社会情感能力课程的地位.
 

第一,
 

开设专门的社会情感能力课程.
 

例如,
 

2016年澳大利

亚中小学开设的RRRR(Resilience,
 

Rights
 

and
 

Respectful
 

Relationships)课程[2],
 

美国开设的情绪词汇课

程和ICPS(I
 

Can
 

Problem
 

Solve)项目[30],
 

英国的苏格兰行政院开发的“心理健康和情感健康”(Mental
 

Health
 

and
 

Emotional
 

Health)方案[31],
 

我国广东实验中学开发的“我与自己”“我与他人”“我与集体”3大系

列本土课程[32]等.
 

第二,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社会情感能力.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
 

德育课、
 

班会课和学科课

程中,
 

挖掘学科中与社会情感能力有关的内容并加以整合,
 

形成主题课程[33].
 

例如在体育课上培养学生的

毅力和合作,
 

在自然科学课上培养好奇心和创造力,
 

在英语课上培养学生的果敢和活力等.
 

总之,
 

在这些

课程的学习实践中,
 

学生的认知得以提升,
 

可为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4.2.3 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
 

锻炼意志力,
 

输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动力

当然,
 

再好的课程方案必须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才能真正起到育人的作用.
 

社会情感能力教育非常强调

以学习者为中心,
 

主张增强学生的自主权与主动性.
 

基于研究结果,
 

合作学习被认为是有效锻炼提升社会

情感能力的教学方式.
 

第一,
 

在活动前指导学生科学分组和设定角色,
 

明确个体责任,
 

同时强化角色依赖,
 

增强小组凝聚力[34].
 

第二,
 

在活动中监控学生行为,
 

传授合作技能.
 

例如老师应帮助合作有困难和有问题

的学生,
 

或鼓励同伴间相互积极倾听并提出建议.
 

第三,
 

在合作活动结束时给学生提供展示交流的机会,
 

对合作成果及个人表现进行反馈和评价.
 

学生可以通过配对练习、
 

角色表演、
 

公开展示、
 

分享感受等形式

进行展示,
 

而评价则可采用学生自评、
 

互评、
 

老师评价的方式对合作学习进行客观中肯的反馈[35].
 

总之,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只有学生的意志力不断加强,
 

才能为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此外,

 

因为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键是意志力,
 

意志力在知行转换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是合作认知和合作情感的集中体现,
 

又是合作行为的催化剂[36].
 

因此在合作学习中要重视锻炼学生的

意志力,
 

可以从以下5方面入手:
 

一是根据学生“最近发展区”设定任务目标,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增

强成就感,
 

培养乐观精神.
 

二是合作学习的内容和问题要具有思考性,
 

有意识地为学生创设克服困难的情

境,
 

通过设置悬念使学生在找答案的过程中激发好奇心并锻炼毅力[37].
 

三是在合作中加入积极有益的竞

争,
 

激发学生的合作动机,
 

增强小组间的凝聚力,
 

在积极主动解决困难中提升乐群能力.
 

四是在合作过程

中老师和同伴应多给予鼓励,
 

鼓励应侧重努力的行为而非结果,
 

从而增加组内成员间的信任.
 

五是合作学

习结束后,
 

应有小组总结和自我反思,
 

其中包括致谢同伴、
 

评价他人学习成果和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等,
 

互相取长补短[23].
 

总之,
 

通过在合作学习中对意志力的锻炼,
 

从而有效增强学生毅力、
 

乐观、
 

信任、
 

好奇心

和乐群等社会情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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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在当前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和“双减”政策背景下,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评估与培养应作为政策与

实践的重要关注点,
 

成为落实评价改革和“双减”政策要求的重要内容和路径.
 

本研究通过测评学生的合作

意识及社会情感能力,
 

分析两者的关系,
 

再采用对同伴互评课堂的观察及对学生的访谈,
 

解释合作意识对

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作用,
 

得出合作意识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键点是意志力的结论,
 

最后根据分析

结果提出了在学校场域提升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建议.
 

当然,
 

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对学生的合

作意识及社会情感能力测评主要采用自评的方法,
 

缺少与他评的结合;
 

二是研究对象是高中生且数量有

限,
 

缺少对其他学段学生的研究.
 

后续研究可以优化对合作意识及社会情感能力的测评方式,
 

并将研究对

象扩大到其他学段和地区,
 

进一步探究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因素,
 

为教育实践提供更为客观和充分的

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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