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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儿童发展窑

【摘要】为考察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对上海市上百名

学前流动儿童进行了 3个学期的追踪研究，使用潜变量增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社会情绪
学习干预能促进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相较于控制组儿童，干预组儿童的社会情绪能力提升显著；

（2）社会情绪学习干预的效果具有性别差异，干预能够显著提升女孩情绪知识的发展速度，而对男孩
情绪知识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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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社会情绪学习干预项目中，提高

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Promoting Alternative
Thinking Strategies冤的使用尤为广泛。这一课程融
合了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技

能和负责任的决策五大核心领域，强调促进儿童

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也1页本研究拟以上海市学前流

动儿童为研究对象，由幼儿园教师在班级中实施

为期 3个学期的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对
学前流动儿童进行社会情绪学习干预。本研究将

教师与家长多主体汇报和儿童测评相结合，在社

会情绪学习干预前、中、后共进行 3次测评，以系
统、全面考察该干预能否有效促进我国学前流动

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上海市流动人口聚集的 M 区选取

了 2所幼儿园作为干预园、2所幼儿园作为控制

园，并从干预园和控制园中各随机抽取 70名中班
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编入干预组、控制组，

样本量共计 140 名。研究者在干预组班级（5 个
班）中实施为期 3个学期（即中班下学期至大班下
学期）的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控制组班级不进行

任何干预。样本儿童在第一次测评时的平均月龄

为 61.08（SD=3.60），其中男孩 74名（占 52.86%），
独生子女 82名（占 58.57%）。由于转学、请假等原
因，第二次及第三次测评的人数分别为 132名和
112名。卡方及 t 检验结果表明，流失的被试与全
程参与研究的被试在性别〔字2（1）= 0.87，p=0.35〕、
月龄〔t（138）=-1.01，p=0.31〕和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t（138）=0.45，p=0.66〕等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说明样本不存在结构化流失。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德弗罗克斯学前儿童评估量表

（第 2 版）》（Devereux Early Childhoo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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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eschoolers鄄Second Edition, DECA鄄P2）来测查
儿童的社会情绪能力和问题行为。也2页该量表由家

长填写，共包含 38个条目，分为主动、自我调节、
依恋/关系和问题行为 4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
从 1到 5表示“从不”到“总是”。其中，问题行为维
度的得分越高，表示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问题

行为（如攻击破坏行为、注意难以持续）的频率越

高。基于主动、自我调节和依恋/关系 3个维度的
平均得分，计算保护性因子值，分值越高，代表儿

童的社会情绪能力越强。在本研究中，保护性因子

和问题行为在 3次测评中的克龙巴赫 琢系数分别
在 0.89—0.90和 0.70—0.77之间，符合研究要求。

本研究采用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团队

开发的课程配套评价工具（PATHS Evaluation Kit,
PEK），由教师对儿童社会情绪行为进行评估。也3页

该工具包括 3个维度，其中：攻击/破坏行为维度
包含 15个条目，如“伤害他人”；注意力维度包含
7个条目，如“坚持完成任务”；社会情绪能力维度
包含 8个条目，如“对别人的感受有同理心和同情
心”。该工具由教师对班级每个儿童的表现进行单

独汇报，采用六点计分，1表示“几乎没有”，6表示
“几乎总是”。在本研究中，3个维度在 3次测评中
的克龙巴赫 琢系数均较高，在 0.92—0.97之间。因
为 3个维度之间相关较高，所以将攻击/破坏行为
维度进行反向计分，并与其他 2个维度合并，构成
一个综合指标———社会情绪技能，分数越高，表明

儿童的社会情绪技能越好。

本研究采用库舍情绪测验（Kusch佴 Emotional
Inventory, KEI）评估儿童的接受性情绪词汇水
平，即对情绪表达的识别能力。也4页该测验共包括 40
个项目，以评估儿童对 20个不同情绪概念（开心、
生气、疲倦、羞愧等）的理解水平。每个情绪概念都

对应 2个项目，即 2张不同的情绪卡片。测验用到
的情绪卡片均没有在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

中使用过。经过培训的主试在安静的环境中对儿

童进行一对一测验。首先，主试向儿童展示图卡，

并向儿童提问：“你觉得图片里的人是什么情绪？”

接着，主试口头提供 4个情绪词汇让儿童选择。若
儿童选择正确，得 2分；选择错误，得 0分；选择与
正确情绪词汇情绪倾向相同的词汇，得 1分（如某
项目的正确选项为“困惑”，情绪倾向相同的选项

为“羞愧”，错误的选项为“开心”和“兴奋”）。满分

为 80分。儿童得分越高，表示其情绪知识越丰富。
3次测验的克龙巴赫 琢系数分别为 0.66、0.61 和
0.73，符合研究要求。

3.研究过程
本研究进行了为期 3个学期的追踪，在干预

初期（中班下学期）、干预中期（大班上学期）、干预

末期（大班下学期）3个时间点测查儿童的社会情
绪发展水平，每两次数据收集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6个月。经过培训的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
生采用库舍情绪测验在幼儿园对儿童进行一对一

测评。同时，家长填写《德弗罗克斯学前儿童评估

量表（第 2版）》。家长在第一次测评时还要提交家
庭基本信息。幼儿园教师利用提高可选择性思维

策略课程团队开发的课程配套评价工具完成对儿

童社会情绪行为的评估。

干预组班级实施为期 3个学期的提高可选择
性思维策略课程。该课程基于社会情绪学习理论

而研发，旨在提升儿童的情绪识别、情绪管理和自

我控制能力，促使儿童积极解决社交问题。课程包

括 9个单元，涵盖基本情绪（如开心、伤心）、复合
情绪（如自豪、内疚）、自我控制、友谊建立、问题解

决等内容。课程共包含 44次集体教学活动，每次
活动约 20分钟，每周在班级中固定实施 1—2次。
研究者鼓励教师在班级一日生活中进行课程泛

化，将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和原有的幼儿

园课程相融合。

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关注引导儿童识

别自己与他人的各种各样的情绪；认知“每个人都

会有情绪”“每种情绪都是有价值并且可以的”“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等重要概念；学习以“学乌

龟技术”为代表的自我调节策略，并发展更为高级

的问题思考、规划和解决能力等。该课程的主要实

施形式是借助玩偶进行故事讲述和讨论。对学前

儿童而言，用玩偶引入情境是他们熟悉、易接受和

喜欢的方式，并且演示的情境通常与儿童的生活

经验（包括各种情绪体验和社交冲突情境）密切相

关，为儿童分享经历、讨论情绪相关概念和积极

使用社交技能提供了切入口。此外，提高可选择性

思维策略课程还包含贯穿全课程的赞美环节，每

个班级每天随机抽取 1名“今日之星”，被抽中的
儿童将接受来自同伴、教师及家长的积极评价。这

有利于儿童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构建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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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较强的个体认知。

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的重点内容是提

升儿童的情绪能力，如对情绪的识别（正确识别面

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并使用情绪词汇标记情绪）、认

知（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及情境）和调节（使用深

呼吸等技巧来调节情绪使自己平静下来）等。此

外，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还注重提升儿童

的交友能力、亲社会行为和问题解决能力，如“分

享、关心和友谊”“基本问题的解决”等单元以故事

为引，帮助儿童理解友谊的概念，认识分享和帮助

的价值，导向积极、恰当的同伴交往和问题解决策

略等。也5页这都有助于儿童学会如何在各种社会情

境中展现出良好的社会交往行为，特别是在冲突

情境中采用非攻击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为了保证较好的干预效果，本研究对干预组

5个班级的教师进行相应培训，以支持教师全面
理解课程理念和内容，解决实际的教学难题等（对

控制组班级的教师不进行任何干预）。首先，培训

开展的频率适宜，大概每月 1次，充分考虑到教师
的工作安排。其次，培训的形式多样，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包括针对每单元的活动方案设计培训、教

学活动观摩、跨园所互动研讨（本研究中的 2所干
预园距离较近，故部分培训将 2所幼儿园的教师集
中在一起开展，充分促进园所间的经验交流）等。

本研究还会拍摄教师实施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

课程的活动现场情况并及时提供反馈，从而为每

位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最后，培训内容始终

紧扣课程的核心理念，积极调动所有教师参与的

能动性。比如，在向儿童介绍“赞美”概念前，研究

者先在教师培训中组织所有教师彼此给予有效赞

美，以帮助教师在亲身体验中理解“赞美”的要点

和积极意义，从而更积极地开展教学实践。

4.数据分析
本研究先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26.0）进

行描述统计和样本结构化流失检验，然后运用统

计分析软件（Mplus 8.3），通过潜变量增长模型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进行数据分析，
使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分析分

三步进行。首先，对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各个维度

进行无条件潜变量增长建模，估计模型的截距和斜

率 2个参数，考察儿童社会情绪发展是否呈线性
增长，以及儿童社会情绪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

是否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本研究将第三次测评

时间点截距的载荷设置为 0，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载
荷分别为-2和-1。因此，截距参数代表的是儿童
在干预末期的社会情绪发展水平，斜率参数代表

的是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速度。接着，将预

测变量（包括社会情绪学习干预这一核心预测变

量以及多个控制变量）纳入无条件模型的第二水

平，建构有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以考察社会情绪

学习干预是否是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末期水平和

发展速度出现个体差异的原因。最后，将社会情绪

学习干预和儿童性别两个变量的交互项纳入第二

步中的有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以考察儿童性别

对于社会情绪学习干预效应的调节作用，即社会

情绪学习干预对于男孩和女孩的效果是否存在差

异。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未采用常规的 2伊3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是因为该分析只能呈现 2组儿童
在 3个测评时间点的差异，而不能关注到干预组
和控制组儿童社会情绪发展速度的差异。本研究

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可以充分利用纵向数据的

优势，考察社会情绪学习干预是否可以影响儿童

社会情绪发展的速度。

二、研究结果

1.社会情绪发展的无条件模型
表 1呈现了儿童社会情绪发展各个维度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相较于量表的理论均值（3分），家
长汇报了较高水平的保护性因子和较低水平的问

题行为，并且 3次汇报的得分差异较小。教师 3次
汇报的儿童社会情绪技能水平均高于量表的理论

均值 4分，并且呈现上升趋势。儿童情绪知识的 3
次得分也呈现上升趋势。

从儿童社会情绪发展各个维度的无条件潜变

量增长模型的模型拟合结果看，教师 3次汇报的
社会情绪技能得分以及儿童的 3次情绪知识得分
均呈正向的线性增长趋势（斜率分别为：B=0.31，
p<0.001；B=3.44，p<0.001），表明在 3次测评期间，
儿童的社会情绪技能和情绪知识不断提升。此外，

这 2 个维度的截距方差（分别为：滓2=0.65，p<
0.001；滓2=44.43，p<0.001）和斜率方差（分别为：
滓2=0.15，p<0.001；滓2=12.50，p=0.003）均达到统计
显著水平，说明儿童这 2个维度社会情绪发展的
末期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然

而，家长 3次汇报的保护性因子和问题行为得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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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斜率分别为：B=0.02，
p=0.21；B=-0.02，p=0.35），说明儿童的保护性因子
和问题行为的发展基本保持稳定。在这 2个维度
的初始模型中，斜率方差为负，因为方差不能为负

数，所以在最终模型中将其斜率方差设置为 0。这
2个维度在最终模型中的截距方差达到了统计显
著水平（分别为：滓2=0.12，p <0.001；滓2=0.08，p <
0.001），说明儿童在这 2个维度的末期水平存在
显著的个体差异。

2.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于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
预测作用

统计结果显示，社会情绪学习干预显著预测

了教师汇报的社会情绪技能的末期水平和发展速

度，且估计系数均符合预期方向，即相较于控制

组，接受了社会情绪学习干预的儿童在第三次测

评时的社会情绪技能更好，并且在 3次测评期间，
社会情绪技能提升的速度也更快。然而，社会情绪

学习干预并未显著预测家长汇报的问题行为水

平。此外，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于儿童情绪知识的

预测作用不显著。

3.社会情绪学习干预效果的性别差异
为了考察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于男孩和女孩

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将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和性别的

交互项纳入以上有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见图 1）。

结果发现，该交互作用仅在预测情绪知识的斜率

参数时达到统计显著水平（B=-3.29，p=0.04）。进一
步的简单斜率分析发现，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

女孩情绪知识的增长速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2.32，p=0.048），而对男孩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0.96，p=0.40）。该结果表明社会情绪学习干
预对于女孩情绪知识的提升有显著作用，而对于

男孩情绪知识的发展没有额外的加强效果。

三、讨论

1.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情绪
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采用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

程进行的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学前流动儿童的社

会情绪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相较于控制

组的学前流动儿童，教师汇报的干预组儿童的社

会情绪技能得分提升显著。该研究结果与多项基

于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开展社会情绪学习

干预的国外研究发现一致。也6袁7页

本研究的干预注重发挥家庭的作用，如干预

组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同时，会开展与家庭相

关的一些活动，如向家长发放课程相关的纸质材

料、就课程内容与家长进行非正式的沟通等。这都

有助于家长理解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的理

念并关注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情绪的发展。然而，社

会情绪学习干预对家庭场域中的儿童社会情绪能

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仍存在一定局限性。这可能与

本研究中儿童的家庭情况有关。据教师反馈，本研

究中家长对社会情绪学习干预的关注度有限，实

际的参与程度和质量都有待提升。这可能是基于

本研究中的流动儿童家庭的特质，社会经济地位

相对弱势的家长对幼儿园教学活动的参与度不够

乐观。

2.社会情绪学习干预效果的性别差异
尽管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于儿童情绪知识的

发展没有显著主效应，但是社会情绪学习干预能够

表 1 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描述性统计

第一次（干预初）

M
保护性因子（家长）

问题行为（家长）

社会情绪技能（教师）

儿童情绪知识

3.67
2.27
4.42
52.58

SD
0.44
0.40
0.85
7.64

第二次（干预中）

M SD
3.73
2.28
4.73
57.00

0.39
0.42
0.92
6.58

第三次（干预末）

M
3.72
2.23
5.05
59.16

SD
0.40
0.37
0.80
8.09

图 1 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儿童情绪知识影响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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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女孩情绪知识的发展速度，而接受干预与

否对男孩情绪知识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

与本研究关注的学前儿童群体身处“流动”这一特

殊生活境况相关。已有研究表明，女孩在经历流动

之后更有可能面临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而男孩

可能更容易适应流动环境。也8页因此，相较于男孩，

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女孩的保护作用更加突出。

四、研究启示与建议

1.开展系统性、本土化的社会情绪学习干预
本研究聚焦学前流动儿童群体，发现基于提

高可选择性思维策略课程的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对

这一群体的社会情绪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启示

我们，通过社会情绪学习干预来提升流动儿童的

社会情绪能力是缩小其与城市儿童之间的差距的

有效途径。因此，在政府和学术团体的支持下，幼

儿园应当积极引入或开发系统性的社会情绪学习

干预课程，与原有幼儿园课程体系相整合，以环境

创设为重点，以游戏体验为抓手，支持儿童社会情

绪的全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借鉴不意味着全盘

吸收，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的课程设置必

不可少。如何在强调个体情绪的社会情绪学习干

预课程中增加对儿童社会交往方面的关注，如何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群、家国情怀等内容在相关

课程中焕发新的生机……这类问题始终是编制中

国本土的社会情绪学习干预课程的重要关切。

2.发挥教师促进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关键作用
教师是实施社会情绪学习干预课程的关键人

物。教师应当更新关于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教育

观念，主动关注儿童的情绪状态，通过适宜的环境

和一日生活环节创设来支持儿童感知和表达情

绪。比如，每天入园时，除了常规的“健康晨检”外，

幼儿园可以增加“情绪晨检”环节（幼儿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绪状态选择不同的情绪卡片并插入对应

的地方，还可以在一天中及时根据自己的状态更

换情绪卡片）。这样一来，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儿童

的情绪并给予回应。

教师可以借助绘本和游戏，组织专门的、频率

适宜的教学活动。教师遵循社会情绪学习干预的

理念，可以更加科学、有效地引导儿童阅读涉及情

绪和社会交往的绘本，促进儿童更好发展。教师教

学实践的转变与其教育观念的更新是密不可分

的。教师应当积极地从丰富的绘本资源中提取有

益于儿童理解情绪、社会交往等概念的内容，并审

慎地进行教学设计，采取适宜的教学语言，组织儿

童集中讨论相关话题。游戏是儿童喜闻乐见的活

动形式。教师可以充分发挥教学智慧，设计有趣的

游戏，将社会情绪学习干预理念融入到游戏中，促

进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例如，有幼儿园会制作

“情绪色子”，色子的每一面都是不同的情绪脸谱。

在游戏中，一名幼儿投掷色子并基于色子上的情绪

脸谱做出相应的表情，其他幼儿猜测他表现的是什

么情绪。这样的游戏可以提高幼儿对于不同情绪表

情的敏感性并丰富情绪词汇。

具备较强教育敏感性的教师可以在一日生活

中捕捉关于社会情绪发展的“可教学时刻”，开展

随机教育。“可教学时刻”是提高可选择性思维策

略课程中的重要教学概念，指教师觉察到儿童出

现情绪变化、面临社交冲突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及时给予引导和反馈，以帮助儿童思考和回应当

下的情绪和行为情境，提升社会情绪能力。教师应

将观察和回应儿童的情绪作为常规实践融入到一

日工作中。

要在日常教学中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相关

的教师培训和支持体系必不可少。在本研究中，教

师培训具有频率适宜、形式多样和教师积极卷入

三大特点，获得了较好的教师体验评价和干预效

果。这启示幼儿园和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全方位、多

样化的教师社会情绪教育能力培训体系，通过方

案设计培训、教学活动观摩、教学研讨等方式，提

升教师社会情绪教育敏感性和教育能力。

3.积极促进家庭参与
本研究发现，接受干预与否对于家长汇报的

儿童相关测评得分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家长在

社会情绪学习干预中的参与程度可能还不足，且

其对于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支持策略

都不充分，导致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积极结果难

以从幼儿园场域转移到家庭场域中。这启示我们，

对于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支持必须具有整合性，

即幼儿园、家庭乃至社区应当汇聚合力，全方位践

行相关的社会情绪学习干预理念。就学前流动儿

童群体而言，幼儿园在开展社会情绪学习干预时

应格外注重家园沟通与家长参与，比如定期家访、

举办讲座、组织家长观摩等活动。在交流沟通和亲

身参与中，家长更有可能在教师的支持下理解社

张 桢 任丽欣 付小鑫 王 赪院促进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情绪发展院基于社会情绪学习干预的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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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Abstract铱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 intervention on the social鄄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migrant children, a three鄄semester longitudin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more than 100 preschool migrant children in
Shanghai, using th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for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EL intervention can promote children爷s
social鄄emotional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childre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exhibi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ir social鄄emotional ability. Additionally, the effect of SEL intervention had a gender difference. The
interven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al speed of emotional knowledge in girls, but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ys爷 emotional knowledge.
揖Keywords铱preschool migrant children; social鄄emotional development; longitudinal study

会情绪学习干预的基本理论，发现孩子的积极转

变。此外，幼儿园还应为家长提供方便获取的配

套书籍和绘本资料等，以支持家长掌握多种社会

情绪学习干预策略，在家中提升儿童的社会情绪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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