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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

交往五个能力领域（Elliott & Gresham，2017）。大量研究表明 SEL 有助于学生迎接

不同学业挑战，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并防止危险行为的发生，从而促进幸福感（Durlak

et al., 2011）。虽然国外有很多关于社会情绪学习技能的研究，但是在香港鲜有关于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于融合教育环境下特殊学习需要学生影响的研究。鉴于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对学生学业及其他方面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社交情绪学习

技能的理论与经验梳理，探索香港融合教育环境下 SEN 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研究，

从而更好的推动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在香港的开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进行。首先进行问卷调查（评价量表）的量化研究。本研究

参考 SSIS 社会情绪学习技能（SEL）评价量表中的项目（Gresham & Elliott，2008）。

量表除背景资料的问卷之外均是有信度、效度的版本 (Gresham & Elliott, 2017)。受

试者包括三所普通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N=540）、家长（N=540）和教师（N=90）

及两所特殊小学（群育学校）四至六年级教师（N=40）。然后进行质性研究。对五所学

校填写过问卷的部分教师进行 11 次焦点小组访谈。每一次焦点小组访谈有 5至 7名教

师参加。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三角验证。本研究共发出问卷 1210 份，回收问卷 952 份 ，

其中有效问卷为 916 份。有效问卷中，学生问卷 392 份，包括普通学生问卷 301 份，SEN

学生问卷 91 份；家长问卷 406 份，包括普通学生家长问卷 304 份，SEN 学生家长问卷

102 份；教师问卷 118 份。在本研究中，数据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version

26）进行分析处理。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所属五个能力领域，主要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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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社会认识、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技能，与家庭、社区及学生学业成绩息息相关。

所有学生在量表展现出得分最高前十个 SEL 技能中：人际交往技能所占比例最高且不包

括自我认知技能。教师、家长认为最重要的前十个 SEL 技能中，负责任的决策排名第一。

教师及家长对于自我认知技能重视程度低。SEN 学生较普通学生在 SEL 技能表现上存在

显著差异（p＜.05）。SEN 与普通学生家长关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

度的态度呈现显著性差异（p＜.05）。教师与家长关于 SEL 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

的态度呈现显著性差异（p＜.05）。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表现与中、英、数成绩显著

相关。家长在量表中评价子女各项 SEL 行为展现密度与中、英、数成绩呈现显著相关。

教师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提出有效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支持策略。

综合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SEN 学生在 SEL 五个能力领域中负责任的

决策及社会认知技能较弱；（2）普通学生较 SEN 学生在自我管理技能方面的具体行为

表现更好；（3）SEN 家长更重视子女“自我认知”技能；（4）教师与家长关于学生 SEL

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的态度在 SEL 的五个能力领域都有显著性差异；（5）负责

任的决策是教师、家长认为最重要的 SEL 技能；（6）学生 SEL 技能表现及家长评价与

中、英、数成绩显著相关。

根据结论作出以下建议：政策支持、学校配合及家校合作是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关键字：融合教育，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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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cludes five interrelated domains of competency that are

the self-awareness, self-management, social awareness, relationship skills,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Elliott & Gresham, 2017).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L

can help students overcome different learning challenges, prepare them for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at-risk behavior, promote well-being as well (Durlak

et al., 2011).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western studies on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few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among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in inclusive settings in Hong Kong. In view of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on students' academic and other aspects, this study aims to

study the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of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tudents in the

inclusive setting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in Hong Kong.

The mixed research method design was used for this study. In the quantitative study, the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 skills rating scales was adapted for the measurement

(Gresham & Elliott, 2008 ; 2017). The subjects were from the P4, P5 and P6 students

(N=540), parents (N=540) and teachers (N=90) in three mainstreaming schools as well as the

primary teachers (N=40) from two special school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 total of 121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952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of which 916 were valid.

They were respectively from 392 students (301 without SEN and 91 with SEN), 406 parents

(304 parents without SEN kids and 102 parents with SEN kids) and 118 teacher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and processed through SPSS. In the qualitative study, eleven interviews on

identified focus groups who had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from five schools were

conducted. Five to seven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each focus group intervie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ve domains of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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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self-awareness, self-management, social awareness, relationship skills,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family, community and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mong the top ten SEL skills that students rated to be important in

the scal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skills, excluding the self-awareness,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Among the top ten SEL skills considered by teachers and parents, the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ranked the first, and teachers and parents paid less attention to

self-awareness. The ratings of SEL skills among students with SEN and without SEN were

with significance differences (p＜ .05).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perceptual differences

regarding the importance of SEL skills to family and community between parents of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SEN, and between teachers and parents as well (p＜.05).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SEL skills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Chinese,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Parents' evaluation of their children's SEL behavior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inese,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scores. Through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eachers

supporting strategies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SEN students had

weak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and self-awareness skills in the five domains of SEL

compared with students without SEN; (2) Ordinary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in

self-management skills than SEN students; (3) SEN parent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children's self-awareness skills;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eachers and

parents on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s' SEL skills in the five domains to family or community;

(5)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EL skill considered by teachers

and parents; (6) Students' SEL skill performance and parents' evalu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inese,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scores.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policy suppor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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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nd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are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links to improve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Keywords: Inclusive Education,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 Learn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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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表

CASEL： 英文全称为：“the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是一个“学术、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协作”组织。

EDB： 香港教育局（Education Bureau）。

EOC：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ESI： 情绪社会智力（emotional-social intelligence）

ICPS： 我能解决问题课程（I Can Problem Solve）。

IE： 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根据 Operti和 Belalcázar（2008）的分析

指出：“融合教育是指教师和学生相互交流、产生相互移情和亲密关系的方

式和方式；他们如何理解和尊重自己的多样性，并共同创造适当的、可达

到的条件来实现相关，为所有人提供相关的学习机会。”

IEP: 个别化的训练及辅导（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ODD: 对立反抗症（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PATHS： 促进可选择思维策略课程 (Promoting Alternative Thinking Strategies) 。

RHC： 培养健康儿童课程（Raising Healthy Children）。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简称，英文缩写为

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SEL： “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简称 SEL）这个术语来自 1994 年的美

国费茨（Fetzer）研究所召开的会议（Elbertson et al.，2010）。本研究统一



XX

翻译为“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社交情绪学习（SEL）技能，包括自我管理、

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方面的技能。

SET： Social and Emotional Training （ 简称：SET ）瑞典的一项社交和情绪培训

项目。

SEAL: 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 (简称 SEAL) 英国的“社会性和情

绪能力养成”课程。

SEN学生： 又称为“融合学生”或“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根据香港审计署(2018)，香港教育局（EDB）把特殊教育需要划分为下列 9

类：特殊学习困难、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 、自闭症、言语障碍、智力

障碍 (智障)、听力障碍 (听障)、肢体伤残、视觉障碍 (视障)、精神病(由

2017/18 学年开始列为特殊教育需要类别之一)。本研究主要会选取四种种

类 SEN 分别为：特殊学习困难（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SpLD)），

自闭症 (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注意力不足 /过度活跃

(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言语障碍（Speech and

Language Impairments (SLI)）。

SENCo： 特殊教育统筹主任（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Coordinators）。

SSIS-SEL：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评价量表（Social Skills Improvement System——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Rating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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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动机

情绪问题会导致层出不穷的个人与社会问题，例如：自伤、伤人等。这些都是负面

情绪，例如压力过大、过于愤怒、自尊心受损，亦或是精神疾病等造成的。唯有了解自

己的感觉，处理好自身情绪才能避免情绪失控，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及友好与人合作（蔡

秀玲、杨智馨，2007,页 3）。校方现今也越来越关注与心理健康问题有关的一系列行

为问题，包括攻击性行为和欺凌，为此可能需要专家干预和额外的专业支持。然而教师

不能也不应该被期望承担起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角色，为学校提供明确、相关和全面的

宣传资源，重视儿童心理健康的预防和早期干预将有助于教师更有效地满足儿童的需要，

并将行为问题降至最低。满足儿童的心理健康需求有助于教师继续教学，儿童继续学习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2009）。

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教室里，每五个学生中就有一个可能在一学年中遇到心理健康

问题，但只有少数学生得到适当的干预服务。社交情绪学习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基于课堂

的心理健康服务，且可以覆盖所有学生（Merrell & Gueldner，2010，p.3）。社交情

绪学习是一个旨在促进积极的学校环境产生和减少学校暴力的概念框架（Brown,

Jimerson , Dowdy , Gonzalez,& Stewart,2012）。社交情绪学习（SEL）被定义为：

学会识别和管理情绪、关心他人、做出正确决策、行为合乎道德负有责任感、发展积极

关系和避免消极行为的过程（Zins,Bloodworth,Weissberg, & Walberg，2004，p.4)。

教师可以利用一套基于认知和行为方法的教育技术，称为社交情绪学习（SEL），来训

练学生提高自我控制、社会能力、同理心、动机和自我认知，并且此项目在美国取得了

显著的积极成果（Catalano, Berglund, Ryan, Lonczak, & Hawkins, 2004 ）。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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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学习这些技能有着不容忽视的效用。它们帮助儿童有效地面对社会世界，提高儿童

受欺凌和伤害、暴力以及其他一系列负面影响的恢复力（Sklad, Diekstra, Ritter, Ben,

& Gravesteijn,2012）。

与社交情绪学习相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 1900 年的美国，当时主要针对校

园霸凌，学校枪击事件等与学校相关的社会问题而提出，但是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SEL

相关研究才开始广泛兴起和发展（Osher , Kidron, Brackett, Dymnicki,Jones, &

Weissberg, 2016）。在 1994 年美国费茨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中，社交情绪学习-SEL

作为一个术语首次被明确提出（Elbertson,Brackett, & Weissberg, 2010）。虽然社

交情绪学习（SEL）这个词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学校和研究人员

对社交和情绪发展研究的兴趣正逐步提升（Osher , Kidron, Brackett,

Dymnicki,Jones,& Weissberg, 2016）。

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把情绪和社交发展视为学生学业和生活成功的基础（Pasi,

2001，p.1）。香港目前已有学者使用 SEL 框架内 SSIS-RS 量表对自闭症儿童进行研究，

通过测量自闭症学生沟通、合作、主张、责任、移情、参与、自我控制五个方面的能力，

从而探讨一项为期 16 周的骑马治疗方案对自闭症儿童的社会交往和沟通技能的影响

（Zhao, Chen , Wang, & Zhang，2021）。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尤其部分有严重或

多重残障的学生，由于受其自身问题或症状的影响，例如智障、自闭症、注意力不足／

过度活跃症，未必能清楚和明确地以言语表达他们的需要及恰当地宣泄他们的情绪（香

港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2020）。1997 年，香港教育局启动了融合教育试点项目。政

府提供额外人力资源，帮助主流学校支援有 SEN 学生的学习和情感需求。普通学校的

SEN 学生需要进行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训练，从而防止危险行为的发生。

社交能力是一系列人际交往技能，帮助青少年整合情感、思维和行动，以实现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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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以及人际目标（Caplan , Weissberg, Grober, Sivo, Grady, & Jacoby,

1992）。一般来说，社交能力提升计划旨在提高个人和人际效能，并表现为：（1）教

学生发展适当的技能和信息；（2）培养亲社会和增进健康的价值观和信念；（3）创造

环境支持，加强技能的实际应用（(Weissberg, Caplan, & Sivo, 1989）。情绪能力是

指识别和控制情绪的能力，通过识别和应对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及情绪反应从而作出反应

的一种能力（Catalano,Berglund, Ryan, Lonczak, & Hawkins, 2004）。Salovey 和

Mayer（1990）确定了情绪能力的五个要素，包括了解自己的情绪、管理情绪、激励自

己、识别他人的情绪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日渐成为儿童发展的重要因

素（Weissberg , Kumpfer, & Seligman, 2003；Zins,Bloodworth,Weissberg &

Walberg ，2004）。

社交情绪技能包括自我认知、自我管理、社会认知、人际交往技能和负责任的决策

等能力，可以帮助学生在教育中取得更大进步，也可以提高个人幸福感。幸福感是一个

与学生的社交和情绪健康和发展相关的通用术语。它已成为教师、心理学家、辅导员、

家长和研究人员衡量和比较学生情感发展的主要社会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幸福

可以包括身体、物质和教育层面，以及更熟悉的社会和情感因素（ Miller, Connolly,

& Maguire,2013）。Suldo 和 Shaffer（2008）将幸福定义为愉快的科学术语和心理健

康的积极指标。多项研究显示，社交情绪学习不仅在预防问题行为以及促进儿童健康发

展等方面卓富成效，且对于儿童社交能力发展及改善校园环境等方面也有积极作用（陈

德云、熊建辉和寇曦月，2019）。在 Durlak 等对 SEL 项目的回顾元分析显示，SEL 技

能对于学生态度、积极的社会行为、行为问题、情绪困扰和学习成绩方面有实质性的重

要收获 (Durlak,Weissberg, Dyminicki,Taylor, & Schellinger,2011)。这些收益应

该可以促进个人、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善（Belfield, Bowden, Klapp, Levin,Sh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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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nder, 2015）。Sklad 等（2012）对世界 75 个 SEL 项目（包括 16 个非美国项目）进

行元分析，提供了与 Durlak 等（2011）研究一致的额外证据，证明 SEL 项目对社会能

力、行为和学术的都有积极影响。另一个为学生设计的 SEL 社交情绪行为项目的元分析

研究表明，SEL 项目对于学生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结果与之前研究一致

（Dymnicki,Kendziora, & Osher, 2012）。SEL 在学校的成效经过大量科学研究验证

是有效的，这主要包括学校态度、学校行为和学校绩效（Merrell & Gueldner，2010，

p.17）。大量研究表明，SEL 项目的实施，对于学前至高中的所有学生的生活及学业有

积极影响，在有效预防学生问题行为的同时，让学生可以健康发展，提升其幸福感。

在萨拉曼卡举行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会议（1994）中明确指出，融合教育成为全球

趋势，以满足所有具有不同学习需求学生的教育需求（UNESCO et al .,1994）。此后，

国际立法和政策不断演变，对排斥做法提出挑战，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所有学习者的平等

机会上，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第一个政策以来，香港从一个隔离的教育体系过渡

到一个更为包容的教育体系（Forlin & Sin, 2017），融合教育在香港迅速发展。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学生（SEN 学生）是指在学习上有某些困难并需要特别教育支援的学生，

包括读写障碍、肢体伤残、发展迟缓、听障、视障和言语障碍，2017/18 年度亦将有情

绪问题的学生包含在内（香港立法会 CB(4)679/17-18(01)号文件，2018）。根据香港

审计署(2018)，香港教育局（EDB）把特殊教育需要划分为下列 9 类：特殊学习困难、

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 、自闭症 、言语障碍、智力障碍 (智障)、听力障碍 (听障)、

肢体伤残、视觉障碍 (视障)、精神病（MI）(由 2017/18 学年开始列为特殊教育需要

类别之一)。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2019）的报告指出：在

2017-2018 学年，就读于本港公营主流学校的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人数达 45,360 人，加

上在特殊学校就读的学生有 7,896 名，推算全港鉴出的 SEN 学龄儿童有 53,246 人。



5

在 2016/17 学年，公营普通学校小学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人数为 21,860，学生总人

数为 282,482，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 7.7%（香港审计署,2018）。

对于学龄儿童来说，学校是继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发展环境。由于几乎所有的儿童都

需赴校学习，学校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的理想场所。学校处于有利地位，可以为寻求心

理健康支持或一般儿童发展问题支持的家庭提供育儿资源（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2009）。香港为学生提供 12 年免费教育。为了

让有特殊需要学生成功融入主流学校，香港本地研究报告指出，在所有学习阶段为该类

型学生提供人力支持以及各种资源支持。香港行政长官在其 2017 年施政报告中表示决

定加强学前康复服务，同时在所有公立学校提供特殊教育统筹主任（SENCo）职位。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EOC，2012；Sin , Forlin , Au , Ho, Lui, & Yan, 2012）

进行的地区调查指出了一些不良因素如：在融合教育知识方面的差距；所有持份者对融

合教育的理解不足；他们对严重残疾学生进入主流班级的接受程度最低。融合教育的基

础在于 SEN 学生有权利和普通学生一样在普通教室内学习（(Lui, Sin, Yang, Forlin ,&

Ho, 2015）。根据香港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2019）的报告：2017-2018 学年就读

公营主流小学按特殊教育需要类别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约占了所有类别的 95%。主要

为以下四类：特殊学习困难（SpLD）约占 40%，自闭症（ASD）约占 24%，注意力不足/

过度活跃（ADHD）约占 20%，言语障碍（SLI）约占 11%。学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成因各

有不同，往往由多个因素互相影响造成。社交沟通能力缺损作为自闭症儿童的核心障碍

之一，主要体现在自闭症儿童在社交过程中难以觉察自身与他人的情绪、不能与他人进

行情绪交流与分享、难以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目前，根据最新发布的《美国精神病医

学诊断手册（第 5 版）》（DSM-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对

自闭症的诊断标准包括两大特征：社交沟通能力缺损和有局限重复的行为与兴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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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沟通能力缺损主要体现在由于自闭症儿童缺少情绪交流与分享、缺少觉察自身与他

人情绪的能力、难以控制自己的负向情绪以及缺乏必要的社交技能导致其主动沟通动机

不强、社会互动能力的缺乏。随着中国融合教育的不断推进，对于学龄期的自闭症儿童

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更多因素影响的社交场域（连福鑫、贺荟中，2011）。7-12 岁是

儿童发展同辈人际关系的阶段，情感集中在同辈关系上，开始学到一些社会技能，认可

发展同理心，有能力了解抽象概念，个人价值观开始发展建立成为其人格特质的一部分

（黄月霞，1989，页 19-21）。社交情绪学习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对遭遇心理健康困难

的学生进行早期干预很重要。早期干预可以产生显著的效果，从而减少儿童的心理健康

困难，同时可以产生巨大的、实际的效益，并持续多年（Durlak, 1998）。在儿童遇到

困难的早期阶段提供有效的支持意味着心理健康问题在恶化或根深蒂固之前得到解决，

从而提高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2009）。小学阶段正是儿童社会化发展的起始阶段，其情绪能力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将影响他们是否能够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因此，探索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社交

情绪学习技能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1.2 研究回顾

在融合教育中，早期识别以及早期介入是学校调节的关注重点。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五个方面的技能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社交情

绪学习是一个培养认知和管理情绪、关心和关心他人、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建立积极的

关系和有效处理挑战性情况的能力的过程。社交情绪学习（SEL）为学校提供了一个预

防问题行为、促进学生幸福感和成功的框架（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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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Learning，2003 ）。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被认为是支持学生应对学习挑战、使他们做好充分准备以取得更

好的学业成绩同时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场所的有效技能。该技能可以让学生为多元化社

会做出贡献，帮助预防各种危险个人行为，从而提高幸福感。“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 （ SEL ） 这 个 术 语 来 自 1994 年 的 费 茨 研 究 所 召 开 的 会 议

（Elbertson,Brackett,& Weissberg,2010）。此次会议成立了一个“学术、社交情绪

学习技能协作”组织，CASEL（The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探索社交情绪因素对儿童在学校的表现的影响，从而

帮助学校和家庭教育孩子，提高教育质量，帮助孩子们成长为博学、有责任心并会关心

他人的青年人，成为生产效率高的工作者和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CASEL 成立之初，他

们的目的是将“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建立成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必要部分，并通过各项

理论支撑和在学校中的实际操作以确保“社交情绪学习技能”项目是高质量并有科学依

据的。

1997 年 CASEL 的创立者们出版了《Promot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一书（Elias, 1997）。该书具有开创性意义，划定了“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主要领

域，并为教育工作者们提供了关于促进儿童“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有效方法的指导，

阐明了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全面协调儿童“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实用策略。作为“社

交情绪学习技能”领域的第一本书，它为美国开始解决教育中的“缺失部分”奠定了基

础。 CASEL 组织在 2003 年发表报告，通过理论和实证证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确实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CASEL，2003)。

自从 1997 年 CASEL 第一次发布指南以来，从北美到国际上开展和研究“社交情

绪学习技能”的项目的数量急剧增加，相关课程也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组织、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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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开发“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课程的之中，越来越多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课

程也开始实施。在 CASEL（2007）论坛上，Weissberg 教授介绍了 CASEL 的元分析初步

结果，总共有 207 个 SEL 项目，研究对象年龄从幼稚园到高中，共有接近 30 万学生，

其结果是振奋人心的。与未接受 SEL 项目训练的对照组学生相比，接受 SEL 项目训练的

学生各项表现显著提升：有更好的成绩，更好的社交情绪技能，正面社交行为，减少行

为问题，减少情绪困扰。CASEL 论坛以行动呼吁结束，并提出具体步骤和倡议，这些步

骤和倡议有助于在新知识和研究的基础上推动 SEL 领域的发展。

随着研究的进展，课程的发展，课程标准也在逐渐完善。到 2014 年，美国已有 49

个州制定了在学前教育阶段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课程标准。有 3个州制定了从学

前教育阶段到高中学段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课程标准，伊利诺伊州是 2004 年第

一个这样做的州。而堪萨斯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 2012 年才采用此标准（Dusenbury ,

Weissberg, Goren, & Domitrovich , 2014 ）。 2016 年，美国启动了“合作州倡议

（Collaborating States Initiative）”。该倡议的目的和任务是加强各个州和学区

的合作，致力于所有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从幼儿园阶段到高中阶段，学生都可

以在学业、社交和情感方面为成长做好准备，在学校、工作和生活中，所有的孩子都可

以取得成功。2016 年 7 月 CASEL 组织宣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乔治亚洲等共八个

州合作制定“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课程标准（李琦,2016）。从 2017 至 2019 年，CSI

团队及其合作伙伴将州一级的SEL工作从8个州扩展到了30多个州，总共代表了11,850

多个学区、67,000 所学校、200 万名教师和 3,500 万名学生，覆盖面从幼儿园到高中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2019）。大多数

州已经将“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融入其他课程中一起实施，或者正在制定单独的“社交

情绪学习技能”课程标准。美国联邦政策在创造条件支持全州和全区实施社会和情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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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SEL）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使所有学生都能受益（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2021a）。

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引进“促进社会情绪能力合作组织（CASEL ）”的“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Social-Emotional Learning,简称 SEL) 项目，并且开展了本国的“社会性

和情绪能力养成”课程（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 简称 SEAL）

（Banerjee, Weare, & Farr ,2014；Lendrum , Humphrey & Wigelsworth ,2013；Hallam,

2009）。英国国家战略报告显示，目前约 90%的小学和 70%的中学都在实施这一战略

（Humphrey, Lendrum , & Wigelsworth,2010）。实施 SEAL 项目的目标主要如下：（1）

旨在帮助学生学习行为良好所需的技能，而不是简单地纠正不良行为；（2）鼓励学生

参与制定基于权利和责任的规则和后果；（3）鼓励学生选择自己的行为；（4）教导学

生识别强烈情绪以及支持学生管理强烈情绪；（5）鼓励学生反思特定行为的后果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7）。由于地区不同，开展实施的方式也

存在差异，例如苏格兰开展实施的“卓越课程”，而威尔士地区开展实施的“个人、社

会与健康教育”课程，英格兰的与已有的概念结合，实施主题式的教育等（余琳琳，2019）。

这些课程在帮助儿童了解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身情绪；应对和战胜消极情绪；坚持

不懈，保持乐观；理解并尊重他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解决问题等方面很有成效。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评估和干预措施在美国及英国已经被开发制定，并有效运用在

学校及其他一些国家，以识别儿童自我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优势和弱点，从而进一步发

展这些技能的培训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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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问题及目的

1.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理论与经验梳理，探索香港融合

教育环境下 SEN 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研究，从而更好的推动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在香

港的开展。通过混合研究法进行量性和质性研究，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 四至六年级 SEN 学生与普通学生（学生自评）表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 SEL 技能是

什么？

2) 四至六年级 SEN 学生与普通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比较？（学生自评及

家长评价）

3)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与中文、英语和数学的学业成绩有什么关系？（学生自评及家长

评价）

4) 四至六年级教师、家长认为重要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是什么？

5) 四至六年级教师认为有效的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支持策略。

1.3.2 研究目的

现时，社会各界关注孩子的的社会情绪现状和幸福感。在香港，SEN 学生在普通班

级中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2020a）提供的《三层支援模式》

框架，不同层次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学习需求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SEL），主要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关系五个能力

领域，对于现在的学生应对学习挑战、做好准备以获得更好的学业成绩和快速满足不同

工作场所的需求，让他们为多元化社会做出贡献，有助于防止许多危险的个人行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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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进幸福感 (Durlak, Weissberg, Dyminicki,Taylor, & Schellinger,2011)。研究

表明，SEL 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学术学习、道德发展以及合作和成就动机至关重要。拥

有社交和情感能力和技能的学生更容易在管理自己、与他人建立关系、解决冲突、对自

己和周围的世界方面保持积极态度（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2009）。

目前尽管在香港“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注重素质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改革，但在检测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在不同群组学生的进展过程缺乏经验。核心问题是对于不同学生

组群在“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进展如何？是否对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提供了有效支

援？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范畴，牵涉到的不仅是教育学相关理论，还必

须结合心理学和儿童社会情感的特殊性来对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应用研究进行分析和

论证。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理论与经验梳理，探索出将社

交情绪学习技能应用于香港的有效策略，以便更好的推动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在香港的开

展。据此本研究具体分目的如下：

1) 探索国外有关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相关理论以及主要做法经验。

2) 探究香港普通小学有关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现状。

3) 通过对比相同背景下不同群体“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状况，筛选出重要“社交

情绪学习技能”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有效干预措施，以及时支援不同学生群体。

4) 探索出香港普通小学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情感学习的策略，为政策制定者、学校、

家长、教师等相关人员提出合理建议。

在研究过程中，第一个研究目的主要通过论文绪论及文献综述的梳理实现；第二及

第三个研究目的主要通过回答前四个研究问题实现；第四个研究目的主要通过回答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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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问题实现。

1.4 研究意义

1.4.1 理论意义

SEL技能目前在香港还处于引入国外研究理论的阶段，暂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独有

的系统理论。社交情绪学习技能SEL具有相当大的多样性，受到不同的地域及文化背景

的影响如英国、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详见本研究第二章），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

（Humphrey, 2018,页202）。也即是社交情绪学习需要因地制宜的开展及研究。香港虽

然有一些和SEL理念相类似的公民教育，但是针对占比最大的四类SEN学生（特殊学习困

难（SpLD）约占40%，自闭症（ASD）约占24%，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ADHD）约占20%，

言语障碍（SLI）约占11%）此方面的研究不足。SEL技能基于香港本地情况对于四类SEN

学生的综合研究较少。在香港，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关于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和标准的“社

交情绪学习”技能评估的发展和有效利用，将被有效地用于筛选出教师认为重要的社交

情绪学习技能和支持策略，以合理的精度预测学校教育的长期结果，确定在学校和未来

工作场所取得成功所需的关键社交情感技能。

对社会和情感能力与学生成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学生的社会和情感能力越发

达，学生在学校和生活中的表现就越好。这适用于不同经济背景、种族和性别的学生。

虽然社会和情感能力是普遍相关且需要的，但并非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能力。因此，在

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环境中，明确学生应该知道和能够展示什么样的社会和情感能力是

很重要的（Assessment Work Group，2019)。

基于证据的社交情绪学习（SEL）计划如果得到有效实施，将在儿童生活的许多领

域带来可衡量和潜在的长期改善。在短期内，SEL计划可以增强儿童对自己的信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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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他们在学校的参与度，以及他们的考试成绩和成绩；在促进理想行为的同时减少行为

问题。从长远来看，社会情感能力更强的儿童更有可能进入大学，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

功，拥有积极的人际关系和更好的心理健康，并成为积极参与社会各项事务的公民

（Greenberg, Domitrovich, Weissberg, & Durlak,2017）。探索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现状，有利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框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可以

顺利开展相关项目，让学生受益，促进社会进步发展。

1.4.2 实践意义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

往五个能力领域（Elliott & Gresham，2017）。它们有助于帮助学生迎接学习的挑战，

为他们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做好准备，并防止危险行为的发生。美国已经制定了评估和

干预措施，以确定儿童的社会、情感和学习（SEL）优缺点，然后进一步发展这些技能

的培训和实践。通过 SEL 评估，教师和家长可能会筛选出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困难，评

估课堂支援对学生的有效性，确定关键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并提出干预建议。教师必

须支持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情绪调节，特别是社会、情绪和学习（SEL）技能的发展。

Malecki 和 Elliott（2002）对来自不同国家的 139 名三年级和四年的学生及老师进行

了研究，这项研究调查了不同样本的小学生的社交技能、问题行为、学业能力和学业成

绩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1）社交技能对同时取得的学业成就水平具有积极

的预测作用；（2）问题行为对当前取得的学业成绩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社交技能是未

来学术成绩的重要预测因素。问题行为与未来学术表现之间的联系可能因种族或文化成

员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Malecki & Elliott,2002）。融合教育前提下的特殊需要

学生与之前研究的对象并不相同，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于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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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的支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Szeto，Cheng & Sin，

2018）。在三层支援模式中，学校的特殊教育统筹主任（SENCo）必须对有特殊学习需

要学生进行强化技能培训。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可能是支持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顺利学习

和社会适应的有效策略之一。这项研究将有助于识别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通过确

定学生所展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优势和劣势，教师将了解不同学生的大致情况并为

他们量身打造专门的干预计划。预期支持的结果将可能有助于学业成绩的提高。从另一

方面来说，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简介和测评将有助于社交情绪学习培训模式和相关支持策

略的发展。当教师受到适当的培训，对包括具有不同能力的学生持积极态度，并获得适

当的资源和支持时，好的效果就会显而易见（Forlin & Sin，2017）。这些将有助于教

师培训适应融合教育的不同方面需求。

图 1.4 以实证为基础的 SEL 项目在学校及生活中的成功之路

（ZinsZins,Bloodworth,Weissberg, & Walberg, 2004,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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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情绪的概念

“什么是情绪？”这个问题正是 William James（1884）提出的，这是他 100 多年

前为《心灵》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Barrett, Haviland-Jones, & Lewis 引,2008，页

3）。随后“情绪”理论不断发展，不同学者对于情绪有不同的理解。孟昭兰（2005，

页 4）认为：“情绪与认识不同，它似乎与个体的切身需要和主观态度联系着......情

绪与认识是带有因果性质和互相伴随而产生的。情绪可以发动、干涉、组织和破坏认知

过程的行为；认识对事物的评价则可以发动、转移或改变情绪反应和体验。”张春兴（1991）

在《张式心理学辞典》对情绪作出定义：“情绪适受到某种刺激所产生的身心激动状态，

此状态包含复杂的情感性反应，与生理的变化”（蔡秀玲、杨智馨引，2007，页 4）。

情绪主要包括四个层面：1）生理反应。例如紧张、兴奋时会心跳加快。2）心理反应。

这属于主观心理感受。例如愉快、嫉妒等内心感受。3）认知反应。即当事人对于引起

情绪发生的时间或情境作出的解释及判断。例如看到别人时不时看你的眼神，你的感觉

可能是别人喜欢你，所以感到愉快，也可能觉得别人有企图，而变得紧张不安。4）行

为反应。当事人因为情绪而表现出语言或者非语言的行为。例如苦恼的表情，开心的大

笑，亦或坐立不安等。此反应也可以用语言表达，说出自己此时内心的感受，例如当事

人说出“我好生气”、“我好开心”等（蔡秀玲，2007，页 4-5）。

2.2 情绪智商理论发展历程

1990 年美国学者 Mayer 和 Salovey 首次正式提出“情绪智商”概念。将情绪智商

定义为一种认知能力，建立情绪智商的概念最初只是一个试探性的建议（Salov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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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er,1990）。最初的想法是有些人拥有这种能力比其他人更有效地思考和利用情绪来

增强思维（Mayer, Salovey, & Caruso,2008）。Mayer 等研究指出，关注人们在情感

相关领域的问题解决能力，例如：识别面部情绪，理解情绪词的含义，管理情绪，等等。

这些技能意味着存在一种更广泛、被忽视的情感推理能力：情商（Mayer,Caruso,&

Salovey,2016）。具体可以理解为认识自我及他人情绪的能力：可以通过辨别情绪进而

运用情绪信息指导自我思想及行为（孔祥瑞，2019）。

Mayer 等（2011）的分析指出，情商将四种情感能力结合在一起。最基本的技能包

括情绪感知与评价。具体表现为识别和表达身体状态、感情和思想中的情绪；识别和表

达他人、艺术品、语言等的情感。第二个技能是在思考中同化情绪。具体表现为利用情

绪以富有成效的方式优先考虑思维，同时利用情感，帮助判断力和记忆力。第三个分支

涉及对情绪的理解和推理，并使用语言来描述情绪。包括标记情感，包括复杂情感，并

识别当时的情感理解与情绪变化相关的关系并保持开放心态。情绪智商的第四个分支涉

及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的管理和调节，比如知道如何在感到愤怒后冷静下来，或者能够缓

解他人的焦虑（Mayer, Salovey, Caruso,& Cherkasskiy,2011）。

1994 年 Goleman 等人成立 CASEL 组织。该组织和“SEL”一词都产生于 1994 年费

茨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CASEL的目标是建立高质量、循证社会科学和情感学习（SEL），

作为学前到高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者包括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儿童倡导者，

他们致力以参与各种教育活动来促进儿童积极发展。这些 SEL 的先驱者聚集在一起，解

决了学校规划效率低下和学校一级项目之间缺乏协调的问题（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1b）。

1995 年 Goleman 出版了《情感智商》一书，书中 Goleman 总结了 Salovey 及 Mayer

关于情感智商（又称“情绪智商”）的观点，主要为以下五个方面：（1）了解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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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自我认知。当某种情绪刚一出现即可察觉——是情绪智商的核心。（2）管理自我，

即是调控自己的情绪，能使情绪适时适地适度。（3）自我激励，这属于情绪的自我控

制，比如可以延迟满足，压抑冲动，为了某些目标从而可以发挥调动、指挥情绪的能力。

拥有此能力的人从事各种行业会更富于成效。（4）识别他人情绪。主要指移情能力，

可以理解为同理心，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能力。（5）处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艺术就

是调控与他人情绪反应的技能。该能力可以强化一个人受社会欢迎的程序、领导权威及

人际互动的效能等（Goleman，1997，页 46-48）。社交情绪学习的五个领域首先由 Goleman

进行了开发（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7）。Goleman 提出并推广

了“情商”一词，并提出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学校成功中，情商和社交能力都远

比传统的智力解释更有影响力。随后，心理学、神经科学、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表

明，社交和情感技能非常重要积极的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Garner , 2013）。

1997 年以色列心理学家，也是情商领域的先驱、理论家和研究者之一 Bar-On 对“情

绪智商”作出定义。将其解释为能够影响一个人适当应对环境要求和压力等方面的一系

列非认知能力和技能（张庆，2008）。Bar-on（1997）的情商模型旨在回答“为什么有

些人在生活中比其他人更能够成功？”情商是一系列非认知因素影响一个人成功应对环

境需求和压力的能力、能力和技能（Bar-on,1997)。Mayer 等（2011）对 Bar-on（1997）

的情绪智商作出了总结，研究指出 Bar-on 情绪智商的主要技能领域和特定技能领域包

括：（1）内省技能。由情绪自我认知、自信心、自尊心、自我实现及独立性组成。（2）

人际交往技巧。包括人际关系、社会责任及移情三个内涵。（3）适应性量表。由解决

问题能力、现实测试、适应性几个方面构成。（4）压力管理量表。主要包括压力承受

能力、冲动控制力。（5）总体情绪。包括幸福感及乐观主义 （Mayer,Salovey,Caruso,&

Cherkasskiy, 2011）。Bar-on 将自己以往建议的“情绪智商”或“社会智力”（B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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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扩展为更广泛的结构称为“情绪社会智力”。情绪社会智力是一系列相互关联

的情感和社会能力、技能和促进者，决定我们如何有效地理解和表达自己、理解他人和

与他人相处，以及如何应对日常需求。（emotional-social intelligence：ESI）（Bar-On,

2006）。

Petrides 和 Furnham（2001，2003）最近的一个情绪智商模型几乎涵盖了与之前研

究大致相同的领域（Mayer, Salovey, Caruso, & Cherkasskiy,2011）。情绪智商是

与情绪相关的自我认知群，通过自我报告进行评估，这些自我认知和性格的确切构成各

不相同，跨越不同的概念，其中一些内涵比其他人所述情绪智商内涵更广泛（Petrides

& Furnham, 2003）。Petrides 和 Furnham 对于情绪智商概念的主要技能领域和特定技

能如下。包括：适应性、自信、情绪评价（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情绪表达、情绪管

理、情绪调节、冲动控制、人际关系技巧、自尊心、自我激励、社交能力、压力管理、

共情特质、幸福感特质、乐观主义特质（(Petrides & Furnham, 2001）。正是情绪智

商作为一个概念和解释框架的价值使得它对心理学研究具有吸引力。事实上，正是这一

框架的吸引力引发了对特质情绪智商的研究，情绪智商这种结构的重要性是智商的两倍

（Petrides & Furnham, 2003）。

2.3 SEL 的含义

根据 CASEL（2020）对于 SEL 的解释，SEL 是教育和人的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是所有年轻人和成年人获得和应用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可

以发展健康的身份，管理情绪，实现个人和集体目标，感受和表现出对他人的同情，建

立和维持支持关系，做出负责任和关心他人的决定。社交情绪学习技能（SEL），主要

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关系五个能力领域 (Durlak,



19

Weissberg, Dyminicki,Taylor & Schellinger,2011)。CASEL 官方将 SEL 分为五个能

力领域，每个能力领域具体内涵如下。

自我认知：主要包括了解自身情绪、思想和价值观及其如何通过周围环境影响行为

方式。这包括以有根据的自信和目标识别自身优点和局限性的能力。例如：整合个人和

社会身份；识别个人、文化和语言资产；识别自身情绪；诚实正直；联系感情、价值观

和思想；检视傲慢与偏见；体验自信；具有成长心态；培养兴趣和目标感（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

社会认知：对于不同背景、文化及处于不同环境的人能够理解他人观点及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这包括同情他人的能力，了解不同环境下更广泛的历史和社会行为规范，

认识家庭、学校和社区资源和支持。例如：考虑他人的观点；认识他人优点；表现出同

理心和同情心；关心他人的感受；理解并表达感激之情；认识定各种社会规范，包括不

公正的规范；认识到形势需求和机遇；了解组织/体质对于行为的影响（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

自我管理：在不同情况下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思想和行为，并实现目标和愿望

的能力。这包括延迟满足、管理压力和感受完成个人/集体任务的动力和能动性目标。

例如：控制自己的情绪；识别和使用压力管理策略；表现出自律和自我激励；设定个人

和集体目标；运用计划和组织技能；表现出采取主动的勇气；展示个人和集体的能动性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

人际交往技能：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同时有效处理纷争的能力。这包括清晰

沟通、积极倾听、合作、协作解决问题和建设性地自我调节冲突的能力，在具有不同社

会和文化需求和机会的环境中导航，提供领导，并在需要时寻求或提供帮助。例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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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沟通；发展积极的关系；展示文化能力；练习团队合作和协作解决问题；建设性地解

决冲突；抵御负面社会压力；在团队中表现出领导力；在需要时寻求或提供支持和帮助；

维护他人权利（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

负责任的决策：指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个人行为及社会交往做出体贴且具有建设性决

策的能力。这包括考虑道德标准和安全问题的能力，以及评估各种行动对个人、社会和

集体福祉的益处和后果的能力。例如：表现出好奇心和思想开明；确定个人和社会问题

的解决方案；学会在分析信息、数据、事实后做出合理的判断；预测和评估个人行为的

后果；认识到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在校内外的作用；对于促进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福利

反思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评估个人、人际、社区和机构的影响（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

2.4 CASEL 组织简介

CASEL 组织成立于 1994 年，目标是建立高质量、循证社交情绪学习（SEL），作为

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SEL 一词及 CASEL 组织都产生于 1994 年费茨研

究所召开的会议（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1b）。CASEL 组织致力于探索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因素对儿童在学校表现的影响，帮

助 SEL 成为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必要部分。CASEL 组织是 SEL 研究的领导者（Gueldner &

Feuerborn，2015）。从一开始，CASEL 就由各个方面专家团队组成，该团队确定了推

进 SEL 科学和实践的关键问题。1994 年的费茨会议的参会者包括研究人员、教育工作

者和儿童权益倡导者。参与各种以教育为基础的努力，促进儿童的积极发展。这些 SEL

的先驱者聚集在一起，解决了学校规划效率低下和学校一级项目之间缺乏协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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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充斥着大量积极的青少年发展项目，如毒品预防、暴力预防、性教育、公民教育

和道德教育等等。SEL 是作为一个框架引入的，它解决了年轻人的需求，并有助于调整

和协调学校方案和规划（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1b）。

2.5 SEL 项目的优点

社交情绪学习是社交情绪学习能力发展的过程（Domitrovich,Durlak,Staley,&

Weissberg,2017）。通过 SEL，儿童和青少年获得并有效应用必要的知识、态度和技能，

以理解和管理情绪，设定和实现积极目标，感受和表现出对他人的同情，建立和维持积

极 的 关 系 ， 并 做 出 负 责 任 的 决 定 （ Weissberg ,Durlak , Domitrovich,

& Gullotta ,2015）。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展示社交情绪学习能力需要跨情感、

认知和行为系统的整合（Beauchamp & Anderson,2010； Greenberg,Weissberg,

O'Brien, Zins,Fredericks,Resnik, & Elias,2003）。

Durlak 等（2011）的研究对 213 个以学校为基础的、普遍的社交情绪学习（SEL）

项目进行了元分析，涉及 270,034 名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与对照组相比，SEL 参与

者表现出显著的社会和情感技能、态度、行为和学习成绩的改善，表现出 11%的成绩提

升。学校教师成功地实施了 SEL 项目。Taylor 等（2017）的元分析回顾了全球范围内

82 所学校，从幼儿园至高中 97,406 名学生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 SEL 项目可以在 18

年后对学术、行为问题、情绪困扰和吸毒产生积极影响，SEL 项目是非常有效的

（Taylor , Oberle, Durlak , & Weissberg, 2017）。2019 年 Durlak 等发布了实践

SEL 项目的好处，增加 SEL 项目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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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接受当前学校服务的学生相比。例如：1）课程结束时，27%以上的学生会提高学习成

绩；2）超过 57%的学生技能水平提高；3）24%以上的学生会改善社交行为，减少忧虑；

4）23%以上的学生会改善态度；5）22%以上的学生会减少行为问题。总之，大量研究中

收集到的最新数据表明，在学校课程中增加 SEL 课程可以给学生带来实际的好处

（Durlak & Mahoney，2019）。

Jones 等(2015)研究表明，幼儿园教师对儿童亲社会技能的评价能成为预测青少年

和成人的主要结果，亲社会技能是衡量入学时非认知能力的一个指标。研究发现，在教

育、就业、犯罪活动、药物使用和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中，幼儿园社会情感技能的测量

值与青少年的主要结果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关联。幼儿园对社会情感技能的测量可能

有助于评估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否存在非认知技能缺陷的风险，从而有助于确定那些

需要早期干预的儿童。这些结果证明了非认知技能在个人和公共健康发展中的相关性。

SEL 还进行了经济效益方面的研究。根据成本效益研究进行明智的财务投资，六个

循证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是 11 比 1，这意味着在 SEL 项目每投入一美元，就有 11 美

元的回报。SEL 项目可以减少与攻击性行为和欺凌相关的直接成本，例如旷课天数；学

校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被指派处理行为事件的时间；精神卫生和社会服务资源；改变犯

罪者的本地安置的资源；以及执法部门的参与。SEL 项目还可以降低长期成本，如与福

利和监禁相关的成本，并增加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工作技能提高的个人缴纳的州和联邦税

款（Belfield, Bowden, Klapp,Levin, Shand, & Zander, 2015）。

2.6 SEL 在全球的发展

SEL 的理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发展而演变和转变。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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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研究强调了 SEL 在阻止学校暴力和药物滥用上升方面的潜在作用（Merrell &

Gueldner , 2010）。在英国，SEL 的出现最初可以被视为是对国际比较研究引发的儿

童福祉担忧的回应，同时政府意识到公众和专业人士对情绪智商认识的兴趣日渐高涨，

且政府对反社会行为有所担忧（Humphrey，2018）。在儿童服务中断导致公共卫生危机

的背景下，SEL 被重新定位为努力提高对精神健康问题爆发的复原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Humphrey, Lendrum, Wigelsworth, & Greenberg,2016）。

2.6.1 SEL 在美国的概况

受到对日益增长的校园暴力、药物滥用和其他“危险”行为文化的担忧的影响，美

国在学校发展和实施社交情绪学习方面可称为先驱。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关注重点发生

了转变，越来越重视 SEL 与学业成绩的联系（Humphrey, 2013，页 51）。Durlak 等人

通过对 213 个以学校为基础的、普遍的社交情绪学习（SEL）项目进行元分析，研究对

象是幼儿园到高中学生 270,034 名学生，通过进行调查得出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社交情绪学习参与者的社交和情感技能、态度、行为和学业成绩都有显著改善，这反映

学校教师成功地实施了社交情绪学习计划，他们的成绩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政策制定

者、教育者和公众可以通过支持将基于循证的社交情绪学习项目纳入标准教育实践

（Durlak, Weissberg, Dymnicki,Taylor, & Schellinger, 2011）。

大量研究表明，SEL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积累了有效实证（Cantor,Osher, Berg,

Steyer ,& Rose,2019； Durlak, Weissberg, Dymnicki, Taylor, & Schellinger, 2011;

Jones & Kahn, 2017; NCSEAD, 2019; Osher, Cantor, Berg, Steyer,& Rose, 2020;

Taylor, Oberle,Durlak,& Weissberg,2017）促使相关从业者、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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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在校内和校外环境中为幼稚园到 12 年级学生采用 SEL 相关计划（Jones,

Farrington ,Jagers, Brackett, & Kahn , 2019）。现在 SEL 的研究已经涉及学业以

外各个方面，SEL 项目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发展变革性社交情绪学习旨在促进儿童、青

年人及成年人的平等。变革性社交情绪学习以正义导向的公民意识为基础，讨论文化、

身份、代理、归属和参与等问题，作为协作学习，促进学术、社交和情绪学习五个核心

能力（Jagers , Rivas-Drake, & Williams,2019）。总之，从 1994 年至今，SEL 研究

在美国发展迅速，从最开始预防校园暴力到关注学业再扩展到培养公民意识各个方面的

项目。

2.6.2 SEL 在英格兰的概况

SEL 在英格兰有其本土化的发展，最能集中体现 SEL 的项目是“社会性和情绪能力

养成”课程（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 简称 SEAL）（Hallam, 2009）。

社会性和情绪能力养成课程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 2005 年成为小学教育的组成部分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5），2007 年成为中学教育的组成部

分(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7)。2010 年新联合政府执政时，估计

约 90%的小学及 70%的中学都在实施社会性和情绪能力养成课程项目(Humphrey ,

Lendrum & Wigelsworth , 2010)。

SEAL 是一种促进社交和情感技能的综合方法，这些技能是促进有效学习、积极行

为、定期出勤、员工工作效率以及所有在学校学习和工作的人的情感健康和幸福的基础。

教导学生最有效地发展技能的同时提高教职员工的相关能力（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7）。SEAL 旨在促进五个关键的社交和情感技能。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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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同理心、社交技能、自我认知、管理情感和管理动机。这意味着通过使用全校教学

法来创造促进这些技能的环境氛围亦或社会风气。具体方法如下：（1）采用全校教学

的方法，创造氛围和条件，促进技能，并允许练习和巩固这些技能；（2）为整个班级

提供直接和集中的学习机会课程和正式课程以外的课程，并作为焦点小组工作的一部分；

（3）使用支持学生学习社交和情感的学习和教学方法并巩固已学的技能；（4）学校全

体员工的持续专业发展。也即是通过教师直接教授所述技能，或者通过使用支持技能发

展的学习和教学方法来实现，以及通过学校员工的持续专业发展从而实现教导社交和情

感技能（Humphrey, Lendrum, Wigelsworth, & Kalambouka, 2009）。

社交和情绪技能是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理解和管理自己以及自己的情感、思想和

行为的技能。如果人们具备这些技能，那么他们就能以符合自身和他人最佳长期利益的

方式去理解并应对情绪和行为。在这些领域拥有良好的技能时，他们更有可能：（1）

成为有效和成功的学习者；（2）自我激励；（3）建立和维持友谊；（4）有效和公平

地处理和解决冲突；（5）通过自己或他人解决问题（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7）。

2.6.3 SEL 在北爱尔兰概况

2002 年，北爱尔兰卫生、社会服务和公共安全部委托 Bamford Review 对精神健康

和学习障碍以及相关立法进行全面审查（Connolly,Sibbett, Hanratty,Kerr,O’Hare,

& Winter,2011）。北爱尔兰政府部长已将学生的情感福祉确定为政策优先事

项,Partnership Management Board 在 2007 年的研究表明，个人发展（Personal

Development ：PD）和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 ：MU）是修订课程中新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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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求。个人发展与相互理解（PD & MU）是小学课程中的一个学习领域。它的重点是

鼓励儿童的情感和社会发展、信心、独立性、健康和安全意识，以及发展他们的道德思

维、价值观和行动（Partnership Management Board, 2007）。小学之后的课程包括终

身学习和工作计划，在个人发展部分包含 SEL 内容（Humphrey, 2013，p.57）。自 2007

年起，北爱尔兰教育部开始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学生情绪健康和福利计划，这

一点在北爱尔兰得到了认可（Connolly, Sibbett, Hanratty,Kerr,O’ Hare,&

Winter,2011）。

2.6.4 SEL 在澳大利亚概况

澳大利亚的 SEL 规定主要围绕不同教育阶段的全国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同

的区域倡议。“孩子很重要”计划（Kids Matter）和“心智问题”计划（Mind Matters）

是澳大利亚全国两个主要的方案（Humphrey, 2013，p.58-60）。Kids Matter 是澳大

利亚小学心理健康倡议属于支持学生心理健康和幸福的人口模型。它采用全校实施模式，

为学校提供了一个框架、指导过程和关键资源，以制定和实施一套协调的心理健康促进、

预防和早期干预战略，满足学生的特定心理健康和福祉需求（Graetz,Littlefield,

Trinder,Dobia,Souter,Champion,Boucher,Killick-Moran ,& Cummins,2012）。

Kids Matter 小学教育是第一个专门为小学制定的全国心理健康促进、预防和早期

干预计划。它涉及对儿童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人员，例如：父母、家庭、照顾者、教师和

社团组织，在儿童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为儿童的心理健康做出积极的区别。Kids Matter

小学倡议有以下目的：（1）改善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福祉；（2）减少学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3）为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提供更多支援。 Kids Matter 小学教育的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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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加强心理健康。同时将 Kids Matter 小学教育分为四个部分是一

种令改善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的任务更易于管理的方法。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还确保学校在

这项倡议中投入的努力可以最有效地集中在儿童生活中所有必须的环境中，并涉及影响

儿童心理健康的所有重要人员。Kids Matter 小学教育的四个核心内容是：（1）一个

积极的学校社区；（2）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3）育儿支持和教育；（4）对遭遇心

理健康困境学生的早期干预（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2009）。从第二个核心内容可以看出，澳大利亚 Kids Matter 小学教育囊括了

社交情绪学习（SEL）的内容。为了有效实施 Kids Matter 小学教育计划，学校需要成

立一个行动小组，负责协调和“驱动”它实施。具体行动小组包括：学校校长；在理想

情况下还需要课堂教师、家长代表、福利/福利团队的一名代表（例如学校心理学家/

辅导员、学生福利协调员等）（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2009）。由此可以看出 Kids Matter 小学教育计划需要学生周围的全员参与，

需要加强家校合作，这与社交情绪学习（SEL）框架要求一致。

Mind Matters 是一个创新的国家心理健康促进计划，为澳大利亚学校的心理健康

促进提供了一个框架。其目标是促进在促进心理健康的全校方法方面的示范实践；开发

心理健康教育资源,适用于广泛学校、学生和学习领域的课程和专业发展计划；精神健

康与健康试验指南预防自杀并鼓励学校、家长和社区支持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促

进年轻人的心理健康（Wyn, Cahill,Holdsworth,Rowling, & Carson,2000 ）。

Mind matters 与 Kids Matter 最大的区别在于，Mind matters 是针对中学教育。

根据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 2010 年的统计，估计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中学使用 Mind

matters 计划，其研究结果发现：参与研究的学校中（1）98%的中学了解 Mind Matters

心理健康促进计划。（2）66%的中学目前至少在某些方面使用 Mind Matters 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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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计划。（3）77%的学校在过去三年中至少使用了一些思维方式。（4）在使用 Mind

Matters 的学校中，68%的学校的课程由实施团队负责，而 2006 年这一比例仅为 18%。

（5）致力于促进心理健康的学校非常愿意在其心理健康促进工具包中包含 Mind

Matters。（6）接受调查的学校中有 64%的员工参加过 Mind Matters 专业发展课程（7）

公立学校仍然比非公立学校更可能使用 Mind Matters（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2010）。世界其他地区的 SEL 发展模式通常为小学阶段处于领

先地位，而澳大利亚却是中学 SEL 教育处于领先地位，Mind matters 实际上比 Kids

Matter 早十年推出。它包括一个供学校使用的资源包，其中有八本小册子，支持多个

领域的活动（例如，有一个七节课的教学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精神疾病）、一系列

分层专业发展活动以及广泛的在线和多媒体支持（Humphrey, 2013，页 60）。

2.6.5 SEL 在瑞典概况

瑞典国家教育局目前的立场是，SEL 不应作为独立课程明确教授，而应融入学术课

程的常规课程中。但这并没有阻止定制干预措施的发展，如社会和情感培训（SET）计

划，这是一种通用的 SEL 课程，设计用于整个中小学教育阶段（Humphrey, 2013，页

61）。社交和情绪培训（Social and Emotional Training 简称：SET）是瑞典的一项

社交和情绪学习方案，始于 1999 年，旨在促进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经过两年和五年的

评估。SET 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反欺凌计划，但可以说，其所有要素都与欺凌行为有一定

的关系，并且在实施该计划的过程中对欺凌行为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学校内部化问题、

外部化问题、掌握能力、自我形象和满足感方面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需要干预的学生

受益最大，该计划似乎对高危学生特别有效（Kimber,2018）。SET 计划于 2000 年至 2005

年在瑞典实施。在规定的时间内，由正规班主任授课。在整个学年中，教师每周为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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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初中生（1-5 年级）授课两次，每次 45 分钟，高中生（6-9 年级）每周授课一次，

每次 45 分钟。课程以教师的详细手册为指导，每年级一册。它还包括每个年级学生的

练习册。按照手册和工作手册的规定，该计划共包括 399 个具体练习。一些任务的灵感

来自美国的 SEL 项目，尤其是促进可选择思维策略课程（PATHS）（Kimber, 2011）。

2.7 SEL 相关课程

根据不同的教学特定目标，CASEL 开发了不同的 SEL 针对性课程。这些课程都经过

实测评估，是科学有效的，且以学校环境对儿童有效的理论结构和教学技能为基础实施

的（Merrell & Gueldner, 2010，p.29）。大量证据表明，精心设计的促进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的计划可以带来对所有学校至关重要的收获，包括：提高所有学生和学校的学业

成绩；更有效的学习（一些著名的课程已经证明对所有学生在阅读、非语言推理、问题

解决和计划、学习技能和数学方面的成就产生明显和可测量的影响）；学生更高的动机；

学生更好的行为；更高的学生高等学校入学率；更负责任的学生，将来可以成为更好的

公民，他们更有能力为社会作出贡献；学生压力和焦虑程度较低；提高工作人员的士气、

业绩和留用率；更积极的学校风气（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7）。

由于提升社交情绪能力会影响一系列学术和行为结果，因此可以在许多领域找到提

高 SEL 的干预措施，包括教育、心理学和公共卫生。提升健康和降低如吸毒、霸凌及焦

虑等特定风险行为的策略包括两种干预措施，可以提升个人发展能力及社交能力。例如

防止吸毒的几个计划，其作用都是提升代表社交能力的抵抗能力。可以说为儿童谋福利

及另儿童获得成功是所有社交情绪学习项目的共同点。循证社交情绪学习（SEL）项目

如果得到有效实施，将在儿童生活的许多领域带来可衡量的、潜在的长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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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erg, Domitrovich, Weissberg, & Durlak,2017）。主要有下列课程：关爱学

校团体（Caring School Community）、我能解决问题（I Can Problem Solve）、促进

可选择思维策略 ( Promoting Alternative Thinking Strategies，PATHS) 、培养健

康的孩子（Raising Healthy Children）、第二步：暴力预防课程（Second Step: A

Violence Prevention Curriculum）、坚强的孩子：社交和情绪学习课程（Strong Kids:

A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urriculum）。

2.7.1 关爱学校社区课程（Caring School Community）

“关爱学校社区”课程项目旨在改善学校氛围。针对年龄主要是幼儿园到小学六年

级的学生。由五个核心内容组成:1）班级会议。通过班会讨论课堂行为及规范。2）跨

年级伙伴。通过不同年级学生配对从而建立人际关系及相互信任。3）家庭活动。通过

家庭参与从而分享参与学校活动的体会。4）全校社区建设活动。15 个学校的员工、学

生、家长一齐参加。5）SEL 课程融入。将 SEL 选修课融入文学和数学课程（Merrell &

Gueldner，2010，p.32）。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参与该项目的学生报告较少饮酒和

吸食大麻，教师观察到更多的亲社会和解决问题的行为（Solomon, Battistich ,Watson,

Schaps, & Lewis,2000）。

2.7.2 我能解决问题课程（I Can Problem Solve）

“我能解决问题”课程主要用于预防暴力行为。针对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根据训练对象年龄不同，分为三个版本：1）学前班版本；2）幼稚园到小学低年班；3）

小学中年级班到高年级班。本课程的基本假设是，提高人际思维技能可以减少或预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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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行为。ICPS 课程集中于两个主要技能：问题发生前的解决（pre-problem solving）

和问题发生时的解决（problem-solving）。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1）教导学生如

何通过对比概念与 ICPS 词汇表进行配对，从而选择解决方案。2）识别感觉、听力技能

以及提升注意力。3）解决问题的替代解决方案技能。该课程目标是培养孩子思维能力，

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防止暴力危险行为的发生（Mathur，1993）。根据研究发现，

参加此项目的学生表现出减少冲动和抑制行为，以及增加亲社会行为，如关心和分享。

与未经训练的对照组相比，青少年被训练去思考问题的替代解决方案和行为的后果，在

课堂上观察到的冲动和抑制行为中，这些行为得到了最大的改善 （Shure ，1993）。

2.7.3 促进可选择思维策略课程 (Promoting Alternative Thinking Strategies)

促进可选择思维策略课程（PATHS）的目标是发展自我控制、人际关系和情感意识，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适用于幼稚园到小学六年级学生（Greenberg,

Kusche, & Riggs,2004）。在一个学年中大概有 30 至 45 堂 PATHS 课程教导学生学习并

练习识别感觉、通过深呼吸进行放松的技能和思考方法还有学习技能。学术学习技能主

要包括组织能力的训练以及学习技能的培养，保持注意力及目标设定。家长也在这门课

程训练之中。主要通过将相关内容直接寄送到学生家中，家长在家中练习与学生一样的

技能，其目标是将这些概念推广到各种环境和情况（Merrell & Gueldner , 2010, p.35）。

有大量证据表明，促进替代思维策略（PATH）课程对儿童的社会情绪和心理健康结

果产生了积极影响（Hennessey & Humphrey,2019）。Kam 等（2003）的研究通过 3 所

干预学校（13 间教室和 164 名学生）的数据表明，进行促进可选择思维策略课程有效

地提高了儿童的情绪能力，减少了他们在学校的攻击性（Kam, Greenberg, & W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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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有研究发现，迄今为止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对普通和特殊教育环境中的儿童以及

听力障碍儿童有积极影响。评估研究中包括了多个不同群体，这表明了其在为多样化学

生服务的环境中的价值（Greenberg & Kusche，1998；Greenberg, Kusche ,Cook, &

Quamma,1995）。研究表明在特殊需要儿童中，促进替代思维策略课程，同样有显著减

少学生悲伤自述，在教师报告中，内化问题也减少了，同时增加教师报告中的社交能力

（Bierman, Coie,Dodge,Greenberg,Lochman, McMahon,& Pinderhughes,1999）。Crean

和 Johnson（2013）的研究显示，促进替代思维策略课程对于受试者效果显著，无论是

教师还是学生自我报告都显示攻击性行为、问题行为和不良发泄行为的显著减少。

2.7.4 培养健康儿童课程（Raising Healthy Children）

培养健康儿童课程是一个由华盛顿大学社会发展研究小组开发的研究项目。该项目

始于 1993 年，将一组一年级及二年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一直跟踪其到高中的学

习生活。不仅跟踪学习进度，而且为教师、学生和家长提供持续的指导和支持。其重点

是员工发展活动，培训教师将 SEL 概念融入日常课堂活动中，以促进社交情绪能力技能，

从而缓和青春期的行为问题并建立适应力（Catalano,Mazza,Harachi,Abbott,

Haggerty, & Fleming,2003）。

2.7.5 第二步：暴力预防课程（Second Step: A Violence Prevention Curriculum）

学校暴力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教育工作者、决策者和研究人员给予更多关

注（Eisenbraun，2007）。第二步：暴力预防课程，适合从幼稚园到 9年级的学生，目

的是提高核心社会能力从而减少问题外化行为，如身体和语言攻击。该计划 1988 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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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委员会出版，之后获得如美国教育部安全、纪律部、无毒学校小组（2001）、美国

司法部少年司法和预防犯罪办公室（2003）等许多机构颁发的奖项。第二步：暴力预防

课程，已被证明为具有强大研究支持的示范计划，它已经被美国教育部（2001）和全国

循证学校咨询委员会（the National Panel for Evidence-Based School Counseling）

所采纳（Carey, Dimmitt, Hatch, Lapan, & Whiston, 2008）。该课程是最广泛使用

的 SEL 项目干预措施之一。事实上，这个项目已经被美国和国际上的学校广泛接受。第

二步的课程内容分为三个主要的教学领域：移情教学、控制冲动解决问题以及情绪管理。

每个单元都使用背面印有课程内容的大型摄影卡。课程材料还包括学生和家长的视频，

以及提示学生运用技能的海报。对于中学生和高中生来说，内容与小学版非常相似，但

采用了透明胶片和视频，并利用讨论和活动来排练概念。实施过程由儿童委员会提供支

持，具体例如提供电子新闻、咨询支持和相关培训（Merrell & Gueldner, 2010, 页

37）。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在不同的环境，例如农村，或者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例如

教职工、学生或者少数群体，社交和情感暴力预防课程第二步，该课程通过教授亲社会

技能可以有效减少攻击行为 （Brown,Jimerson,Dowdy,Gonzalez, & Stewart,2012；

Sprague,Walker,Golly,White,Myers, & Shannon,2001；Taub, 2001）。

2.7.6 坚强的孩子：社交情绪学习课程（Strong Kids: A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urriculum）

坚强的孩子：社交和情绪学习课程，通过明确的课程指导从而实现学生社交情绪健

康。主要对象是针对幼稚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情感认

知、愤怒管理策略、识别和改变错误思维、压力管理以及目标设定（Merrell & Carrizales,

2007a; Merrell & Carrizales ,2007b; Merrell, 2007c）。《坚强的孩子》由五本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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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教学手册组成，从学前到 12 年级，每一本都是为了预防和减少内化症状，适合学

生的发展阶段。每个年龄组的手册包括 10 至 12 节课和 1至 2节强化课，每节课 35 至

50 分钟，每周授课。该项目旨在通过认知-行为方法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和社会情绪结

果，该方法直接教授社会技能以及情绪识别和调节（Kramer, Caldarella ,Young &

Fischer, 2014）。Merrell（2010）是该项目的创立者，他指出，坚强的孩子课程不仅

在促进风险学生的复原力方面特别有效，而且还可能同时有助于所有学生的社交情学发

展。研究显示，该课程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社会情感知识和内部问题行为（抑郁、焦虑

等） （Neth, Caldarella, Richardson, & Heath , 2020）。

2.8 融合教育的全球化趋势

在萨拉曼卡举行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会议（1994 年）上，世界特殊需要联合会

的代表宣布融合教育是为所有有不同学习需要的学生提供教育的全球趋势 (UNESCO,

1994)。在《萨拉曼卡声明》中，它明确指出了包容性教育的基本原则，即所有儿童都

应尽可能在一起学习，无论他们可能遇到什么困难或有什么不同。包容各方的学校必须

承认并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适应不同的学习方式和速度，并确保人人都能接受高质量

的教育 (UNESCO)。此后，包括香港在内的不同地区的全纳教育发展迅速。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是目前国际思潮的主流，真正的融合（inclusion）不只是物

理的合（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身处一室），还包括社会的合（互相接纳）与教学的合（即

课程的弹性）（吴武典 ，2014）。邓猛等（2013）曾引用 Reynolds （1989）的理论

解释全纳教育。全纳教育不同理论与实践模式经历了从隔离式特殊教育到回归主流的转

变。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内地在普通学校开展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教育试验改革。

从而扩大教育体制的灵活性，提高学校对于学生接纳的广度，从而创造多样性的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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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陈云英 ，2003）。现今，中国内地有超过 65%的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不断扩大，这意味着特殊学校与普通学校必须通过自身的改革与资源

充足，满足学生多样性、个性化的学习与发展需求，从而可以促进公平教育，保证教育

质量（马健强等，2020，页 349）。

2.9 融合教育在香港环境下的发展

1997 年，香港教育部启动了融合教育试点项目。政府提供额外人力资源，帮助主

流学校支援有 SEN 学生的学习和情感需求。2003 年，政府在学校支持的三层干预模式

中引入了新的资助模式计划 (Forlin & Sin, 2017)。在额外的资金支持下，预计它将

支持所有学校的困难学生。在此之后，融入主流学校的 SEN 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例如从

2009/2010 年的 21，720 人增加到 2011/2012 年的 28,630 人 (香港立法会，2012)。

2018/2019 年，在普通中、小学就读已经鉴出的 SEN 学生人数有 49,080 人，占主流学

生人数的 7.9 %；就读于特殊学校的 SEN 学童有 7,659 名，有 2,121 名 SEN 儿童就读于

英基学校、其他私立国际学校和私立独立学校，据此推算香港鉴出的殊教育需求学生共

58,860 人（香港教育局，2020b）。在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2018 年及 2019 年）中，

建议拨款支援幼稚园的 SEN 服务及纳入主流（香港社区组织协会，2019）。目前，社会

福利署推出幼儿康复服务，许多非政府组织为学龄前儿童提供现场服务，在所有公立学

校，都提供特殊教育统筹主任职位。事实上，学生的融合教育在全年龄段的学校学校进

行推广，这是所有教师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同时这也符合融合教育的国际发展趋势。

2.10 迎合不同学习需要学生的挑战

残疾的复杂性、专业挑战性、学校做法的有效性以及父母在满足多样性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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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平等机会委员会进行的一项全港调查中，收集了来自香港

230 所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对于融合教育的观点（EOC，2012）。融合教育知

识的差距、所有持份者对融合教育的理解不足、严重残疾学生进入主流班级的接受程度

最低等因素。根据这些发现，有学者提出了改善学习和教学的建议，以支持不同类型的

SEN 学生，特别是自闭症、注意力缺陷障碍或特殊学习障碍的学生。只要有可能，所有

的孩子都应该一起学习，无论他们有什么困难或分歧（UNESCO，1994，页 11）。在普

通学校中特殊学习困难、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言语障碍的 SEN 学生人数

最多（香港教育局，2020b），这四个主要群体的学生在学校适应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

社会、情感和学习困难。社交和情绪技能是情感健康、融合教育校园文化的关键组成部

分，有助于所有学生取得成功，并重视和赞美不同学生的多样性。自我认知的关键技能

有助于学校社区的所有成员认识和面对自己的偏见和不容忍。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

步。同理心对于培养对他人的关心和理解至关重要，既要承认所有人的共性，又要承认

和尊重不同社会、文化和个人差异。社交技能有助于建立团体，创造归属感。当学生能

够理解他人的感受并控制自我的行为时，这可以克服可能导致排斥的问题（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7）。

2.11 学校作出相关调整对于 SEN 学生的意义

为成功推行融合教育，教育局建议各学校采取全校合作的方式，跨学科的合作、家

庭与学校的伙伴关系，以及及早识别/及早介入学校的调整，都是融合教育所关注的问

题。特殊教育统筹主任可以支持学校 SEN 学生的学习和情绪调节，从而有效克服 SEN 学

生学习的障碍，让 SEN 学生可以接受公平的教育，并与同龄人一起学习 (Szeto, Cheng,

& Sin, 2018)。包容已经成为政策指标（ Forlin & Sin，2017）。SEN 学生由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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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容易发生社交情绪学习困难。统筹主任的职责是带领学生支援组，与特殊教育需

要援老师开展紧密协作（香港教育局，2019a）。从而统筹主任在 SEN 学生社会、情绪

和学习技能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

策和人际交往技能是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核心技能 (Gresham & Elliott , 2017)。很

明显，这些技能被发现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应对学习的挑战，为学生取得更好的学业成

绩做好准备，并防止危险行为。美国已经制定了评估和干预措施，以确定儿童自我选择

的强项和弱点，然后进一步发展这些技能的培训和实践。通过 SEL 评估，教师和家长可

能会筛选出学生的社交、学习和情绪困难，评估课堂支持对学生的有效性，确定关键的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并提出干预建议。

2.12 SEL 技能相关研究

社交情绪学习（SEL）技能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

和人际交往方面的技能。除 CASEL 组织以外，儿童委员会（Committee for Children）

也致力于推进 SEL 的发展。儿童委员会基于研究的 SEL 项目每年改善全球 2,050 多万学

生的生活，研究表明学生若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做出正

确的决定、应对日常社会和学术挑战时，他们就能更好地学习（Committee for

Children ,2021）。其他一些致力于儿童情商发展的非牟利组织，也大力推行 SEL 项目

发展，将 SEL 纳入教育课程及专业环境（Equip Our Kids，2021）。在欧洲、美国和澳

大利亚进行过很多关于 SEL 技能的纵向研究。例如，研究发现，亲社会技能的提高，如

合作、帮助、分享和安慰技能，预测了意大利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成绩

( Caprara,Barbaranelli,Pastorelli,Bandura,& Zimbardo,2000)。有学者认为，良好

的社会情感评估的推进有可能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并影响他们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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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绩 (Elliott & Gresham, 2017)。进一步的研究表明，SEL 技能的发展和进步是必

然的。至关重要的是，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于课堂学习大有裨益。例如，据报道 SEL 干

预可以减轻学生的情绪压力。社交和情感技能的获得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改善态度和

行为(Durlak, Weissberg, Dyminicki,Taylor, & Schellinger, 2011)。Malecki 和

Elliott (2002) 的报告指出相似结果：对 139 名小学生进行社交技能和问题行为初步

样本调查，良好的社交技能显著预测了用于学校问责制的高风险测试的年终成绩测试成

绩。学习是一个社会过程，毫无疑问，提高社会和情感能力将促进学业成功

（Humphrey,2018）。Qualter 等(2012)对包括来自英格兰西北部三所中学的 413 名学

生进行社交情绪学习项目研究，研究表明，社交和情感技能与学业进步是正相关的

（Qualter, Gardner, Pope, Hutchinson, & Whiteley,2012）。Kettler 等对于澳大

利亚布里斯班南区的小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阅读与数学、动机与亲社会技能之间存在很

大的相关性（Kettler , Elliott, Davies, & Griffin,2012）。Jones 等发现幼儿园

对社交情感技能测量有助于评估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是否存在非认知技能缺陷的风险，

可以很好地预测青少年在教育、就业、犯罪活动和药物使用等领域的结果（Jones,

Greenberg, & Crowley, 2015）。DiPerna 等的研究有效地强调了社会情感技能（他们

称之为人际技能）在学生阅读、语言艺术学业成绩中的作用。很明显，人际交往能力在

许多学生的学术成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DiPerna, Volpe ,& Elliott, 2002）。根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第一次国际 SEL 技能调查，在 11 个国家中，好奇心和毅力两种

技能与 10 岁和 15 岁学生的数学和阅读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发现，好奇心和毅力是儿童和青少年在数学和阅读方面取得学业成功的最强预测因

素，但其他技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对于青少年来说，创造力与数学进步的关系

比艺术进步更为密切（Spark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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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有效的 SEL 培训和有效的项目评估是必要的。假设在识别出学生 SEL 内

的缺陷技能后，教师可以提供辅导培训，以满足学生需求。如上所述，积极的学术成就

可能因此被预测，同时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方面的不足也将得到提高。

图 2.12 SEL 五个广泛而相互关联的能力领域框架（CASEL，2017a）

2.13 有待研究问题

鉴于 SEL 为外来词汇且概念尚新，目前暂时没有官方确认的准确翻译。目前中国内

地暂时没有“社交情绪学习”的系统理论，当前研究基本处于引入外国研究理论的阶段

（穆田云，2017）。根据杨娇（2019）的研究指出，“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有三种翻译，分别是：“社会情绪能力学习”、“社交与情绪学习”以及“社

交与情绪能力学习”。本研究综合以上资料并参考导师冼权锋意见，将 SEL 翻译为“社

交情绪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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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分别用以上三种“SEL”中文翻译在中国知网进行中文区“主题”关键词检

索（截止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得出以下结果。“社会情绪能力学习”为关键词的搜

索结果，总共找到 58 篇相关文章。其中学术期刊 18 篇，学位论文 20 篇（硕士论文 19

篇，博士论文 1篇），其余 20 篇。“社交与情绪学习”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总共找

到 20 篇相关文章。其中学术期刊 11 篇，学位论文 6 篇（硕士论文 5 篇，博士论文 1

篇），其余 3篇。“社交与情绪能力学习”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总共找到 4篇相关文

章。其中学术期刊 2篇，学位论文 1篇（硕士论文 1篇，博士论文 0篇），其余 1篇。

“社交与情绪学习”与“社交与情绪能力学习”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有部分重复。从文

章发表时间结果来看，以关键字“社会情绪能力学习”的研究起始于 2008 年，2019 年

发表论文数量达到顶峰有 13 篇。以关键字“社交与情绪学习 ”的研究起始于 2006 年，

2016 年发表论文数量达到顶峰有 5篇。以关键字“社交与情绪能力学习 ”的研究起始

于 2011 年，论文发表数量比较平均，发表年份均为 1 篇。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已经开

始对 SEL 技能进行研究，但是关于 SEN 学生的 SEL 方面的研究较少。目前很多国家都在

积极推进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实践，SEL 是教育界当今的热点话题（张瑞瑞，2019）。

虽然国外有很多关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研究，但是在香港鲜有关于社交情绪学习

技能对于特殊学习需要学生影响的研究。鉴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学业及其他方面有显

著影响，本文将探索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能力表现，从而弥补该

研究方面的不足。

本研究从 SEL 历史发展，国外及国内研究情况进行理论与经验梳理，达到：“探索

国外有关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相关理论以及主要做法经验”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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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兼采量化与质性的研究设计方法，以获取跟研究问题的相关信息并得出结论。

更多细节包含在以下内容中。

3.1 受试者

本研究会选取根据香港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2019）的报告：2017-2018 学

年就读公营主流小学按特殊教育需要类别最多的四大类：特殊学习困难（SpLD）、自闭

症（ASD）、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约占（ADHD）、言语障碍（SLI）的 SEN 学生及其家

长作为研究对象。受试者包括三所普通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包括 SEN 学生及普

通学生）、教师、家长（包括 SEN 学生家长及普通学生家长）及两所特殊小学的教师（具

体数据见表 3.3）。三所普通小学分别位于新界、九龙和港岛。每所普通小学用随机取

样的方法抽取：四年级 10 个教师，五年级 10 个教师，六年级 10 个教师；四年级 60

个学生，五年级 60 个学生，六年级 60 个学生；四年级 60 个家长，五年级 60 个家长，

六年级 60 个家长(每个学生对应一个家长）。特殊学校直接个抽取 20 个教师。林生传

（2010，页 127）建议，一般要求实验组样本约 30 人即可接受。此研究中，有效 SEN

学生样本为 91 人，符合研究要求。理想情况下，研究者希望研究整个目标人群。然而，

这是不可能或非常困难的，所以作者必须满足于一个既实际又可行的样本。因此，本研

究采取方便抽样方法，因为该方法易于招募，且样本是现成的。当研究人员的资源、时

间和劳动力有限时，此种方法颇为有效 ( Etikan, Musa & Alkassim, 2016)。之后，

邀请已经填写问卷的部分教师参加焦点小组访谈，以便更深入了解教师对于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的剖面分析，了解教师认为有效的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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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参考 SSIS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SEL）评价量表中的项目（约 50 个项目）

（Gresham & Elliott，2008）。

a.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评价量表-教师版本（SSIS-SEL Rating Scales –Teacher）

（参见附录 2）

b.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评价量表-家长版本（SSIS-SEL Rating Scales – Parent）

（参见附录 1）

c.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评价量表-学生版本（SSIS-SEL Rating Scales – Student）

（参见附录 3）

量表除背景资料的问卷之外均是有信度、效度的版本(Gresham & Elliott, 2017)。

研究中会将量表中 51 条题目归为五个能力领域（Gresham & Elliott，2017）。具体

内容如下：

（1）自我认知（Self-Awareness ：SA）

表 3.21 自我认知（Self-Awareness ：SA）技能包括题目

类别 自我认知

题号 题目

6 会向成年人寻求帮助

13 容易感到尴尬

19 讲自己不好的事情

32 表现出悲伤或沮丧

38 行径孤独

43 在没有夸大的情况下，说自己的好话

48 退出群体

51 与其他人一起时会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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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SM)

表 3.22 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SM)技能包括题目

类别 自我管理

题号 题目

5 沮丧时会用适当语言（表达）

7 不用麻烦别人就能完成工作

11 能跟从你的指示

14 遇到困难时会讲出来

16 乱发脾气

20 被嘲笑时保持冷静

24 留心听你的指示

26 不理会注意力不集中的同学

29 不会因为接受批评而生气

33 与他人意见不同时，仍保持冷静

35 遵循课堂规则

39 被推撞时，反应恰当

42 平静地解决与你的分歧

44 受到委屈时，会表达自己的感受

47 用恰当的语调说话

（3）负责任的决策(Responsible Decision Making ：RDM)

表 3.23 负责任的决策(Responsible Decision Making ：RDM)技能包括题目

类别 负责任的决策

题号 题目

2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9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表现良好

15 当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能够为自己站出来

21 与其他人一起时表现尽责

25 小心使用他人的东西

30 尊重他人的财产

40 参与团体活动时，能担当部分责任

50 质疑可能不公平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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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认知(Social Awareness : SO)

表 3.24 社会认知(Social Awareness : SO)技能包括题目

类别 社会认知

题号 题目

3 尝试安慰别人

12 当别人伤心时，自己也感到伤心

17 会友善对待沮丧的人

23 原谅别人

27 当他人感觉不好时能对他人好

36 关心别人

46 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表示支持

（5）人际交往技能(Relationship Skills :RS)

表 3.25 人际交往技能(Relationship Skills :RS)技能包括题目

类别 人际交往技能

题号 题目

1 容易交到朋友

4 识讲“唔该”

8 发生冲突时能够作出让步

10 当别人开展对话或活动时，能作出适当回应

18 与其他小朋友互动良好

22 参加已经开始了的活动

28 邀请其他人一起参与活动

31 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

34 会跟人说“谢谢”

37 与同伴交谈时，主动打开话题

41 能向别人介绍自己

45 跟人说话时有眼神接触

49 谈话时会轮流交谈

3.3 研究设计

此评价量表是一项关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调研。不同受试者可以通过该问卷得到

不同的用处。家长可以通过该问卷加深对子女相关个人行为的了解，加深亲子关系，从

而有针对性的对子女优秀行为加以鼓励，或者对不良行为进行调整。良好的社交情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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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技能，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应对学业、家庭及社会上的各种压力，从而提高各项表现。

教师通过填写该问卷可以加深对学生相关个人行为的了解，从而有针对性的对学生优秀

行为加以鼓励，或者对不良行为进行调整，最终达到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目的，

让学生能更好适应社会，培育更为优秀的学生。学生通过填写该量表会对自身的社交情

绪学习技能有更全面的认识，之后可能会有意识的对各项行为进行调整，从而做出最有

益自身发展的行为。具体研究设计流程如下图所示：

表 3.3 研究设计流程

研究步骤

量化研究（用于探究研究问题一至四）

a. 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评价量

表-教师版本

受试者包括三所普通小学，每所小

学用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四年级

10 个教师，五年级 10 个教师，六

年级 10 个教师。以及两所特殊小

学（群育学校）教导过四至六年级

的教师 40 个。

N=130 本研究参考SSIS社交情绪学习技

能（SEL）评价量表中的项目（约

50 个项目）（Gresham & Elliott，

2008）。量表除背景资料的问卷

之外均是有信度、效度的版本

(Gresham & Elliott, 2017)。

b.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评价量

表-家长版本

受试者包括三所普通小学，每所小

学用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四年级

60 个家长，五年级 60 个家长，六

年级 60 个家长(每个学生对应一

个家长）。

N=540 本研究参考SSIS社交情绪学习技

能（SEL）评价量表中的项目（约

50 个项目）（Gresham & Elliott，

2008）。量表除背景资料的问卷

之外均是有信度、效度的版本

(Gresham & Elliott, 2017)。

c. 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评价量

表-学生版本

受试者包括三所普通小学，每所小

学用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四年级

60 个学生，五年级 60 个学生，六

年级 60 个学生。

N=540 本研究参考SSIS社交情绪学习技

能（SEL）评价量表中的项目（约

50 个项目）（Gresham & Elliott，

2008）。量表除背景资料的问卷

之外均是有信度、效度的版本

(Gresham & Elliott, 2017)。

质性研究（用于探究研究问题五）

焦点小组访谈 对五所学校之前受测教师共进行

11 次焦点小组访谈。根据各校参

与教师人数的不同安排，分别为 A

校 2 次，B 校 2 次，C 校 3 次，D

校 2次，E校 2次。每一次焦点小

组访谈有不同年级5至7名教师参

加，因 COVID-19 疫情原因，采用

线上 ZOOM 进行约 60-90 分钟。

N=5

至 7

访谈提纲见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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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研究设计和步骤

为了回答本研究提出的研究问题，研究者采用混合方法进行两项研究。“混合方法”

指在单一调查或持续调查方案中促进定性和定量数据系统整合的一种新兴研究方法。其

中一个主要前提是，与单独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分析相比，这种集成方法能够更全面、更

协同地利用数据。混合方法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定量或者定性研究两种方法中的任何

一种，而是要从单一研究和跨研究中汲取长处，尽量减少弱点（Johnson & Onwuegbuzie,

2004）。受试者包括三所普通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N=540）、家长（N=540）和教

师（N=90）及两所特殊小学四至六年级教师（N=40）。收集定性和定量数据进行数据分

析和解释。请所有受试者填写问卷。之后对五所学校填写过问卷的部分教师进行 11 次

焦点小组访谈。每一次焦点小组访谈有 5 至 7名教师参加，因 COVID-19 疫情原因，采

用线上 ZOOM 进行约 60-90 分钟。调查问卷提供初步数据分析，为访谈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做准备。焦点小组访谈讨论确定教师认为非常重要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关注点、理

由和支持策略。访谈被记录，转录并按照主题编码从而进行数据分析。

对于社交技能，这些将是用于社交互动、沟通和语言的技能。对于情绪技能，这些

将是情绪控制中使用的技能，如快乐、愤怒、悲伤和失败。对于学习技能，这些技能包

括注意力持续时间、按时完成任务和独立工作。在混合方法中，安排问卷调查（评价量

表）和焦点小组访谈。对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进行进一步研究。

1）比较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与普通学生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量化数据将通过对所选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调查收集。使用 SSIS 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SEL）评价量表（约 50 个项目）（Gresham & Elliott，2008），邀请五所小

学（普通学校每所学校 30 名教师，特殊学校每所学校 20 名教师）中的 130 名教师完成

他们对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与普通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量表的所有项目。以及三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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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四、五、六年级共 540 个学生，以及其家长（N=540，每个学生对应一个家长）完成

SSIS 相关量表。该量表将包含背景问题、特殊学习需要学生与普通学生展现出来的社

交情绪学习技能以及有关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教学的关注领域。填写该量表约需要 15 分

钟。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分别计算出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平均数和标准

差。为了进行比较，研究者使用 SPSS 软件对推断统计数据（如 t检验比较）进行处理，

以了解社交情绪学习技能（SEL）不同领域的平均差异的统计显著性。

2)识别教师认为重要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SEL）和支持策略

经各学校校长同意，5所学校将进行 11 次焦点小组访谈。每一次焦点小组访谈有 5

至 7 名教师参加，采用线上 ZOOM 进行约 60-90 分钟。鉴于调查提供的初步数据分析，

将为访谈准备不同主题的半结构化问题。焦点小组访谈提纲详见附录 4。讨论将确定教

师认为非常重要的技能、关注点、理由和支持策略。访谈被录音记录，转录并按照主题

编码进行数据分析。这些数据进行三角验证 (梅瑞迪斯·高尔 等, 2016, 338)，并进

一步阐述在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与普通学生中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特性。教师

对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剖面分析和推荐的支持策略有助于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3.3.2 数据收集

在本研究中，主要收集目标人群的原始数据。主要数据将以两种方式收集。编制各

种问卷（见附录 1-3），收集参与者的人口信息、个人属性和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因素。

其次，对教师进行焦点小组访谈访谈。访谈被录音记录，转录并按照主题编码进行数据

分析。

问卷是一种自陈式数据收集工具（Johnson & Christensen，2015, 页 149）。在

本研究中，作者将所有的调查问卷都使用封闭式问题，以便能有效地收集回答，并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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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范围，从而参与者可以选择固定的回答，重要的是，许多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

解答。

本研究所有问卷是由学校负责教师统一回收之后交给研究者的。因为新型冠状病毒

影响，研究者无法直接对所有受试者分别收集问卷。同时，本校教师对本校情况更为了

解，其直接收集有利于数据回收。在此之前，研究者与学校负责回收问卷教师进行详细

且深入的沟通。首先列明文件清单（见附录 13），让收集问卷教师对所收集资料有清

晰认识。文件清单包括十个内容，及每份资料的总页数。包括：家长问卷、学生问卷、

教师问卷、学校同意书、参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研究说明书、收集问卷说明书、学生、

教师、家长问卷填写注意事项、相关学校邀请函、最后资料交接、文件清单。

学校同意书会在该研究进行前由该学校的负责人签署，之后交还研究者妥善保存。

《参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研究说明书》（见附录 8）主要交予参与研究学校校长及主要

负责教师，目的是让他们更为清晰了解本研究的具体动向及目标。对于参与研究学校而

言，具体有以下好处：（1）适合学校教学任务；（2）提高参与者健康行为；（3）促

进学校深层改革；（4）利于建立家校合作关系。同时提出本研究需要参与学校协助的

其他相关资料，主要如下：（1）参与学生的名单（需标注具体 SEN 类别）。此举目的

是为了数据分析时识别不同类别学生表现，之后做绝对保密及整体处理。（2）参与是

次研究的学生最近一次中文、英文和数学的学业成绩。Caprara 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亲

社会技能的提高，如合作、帮助、分享和安慰技能，预测了意大利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方

面的成绩（Caprara,Barbaranelli,Pastorelli,Bandura ,& Zimbardo,2000）；希望通

过此次研究了解香港学生的成绩和社交情绪学习学习技能相关性。同时告知参与研究学

校，本研究遵守香港教育大学之《学术研究道德操守指引》。所有个人资料及回答内容

将绝对保密及作整体处理，资料只供研究用途，不会以任何形式向外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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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受试者的问卷填写，除了在问卷开头进行研究简介以外，研究者也对帮忙

派发问卷的教师进行了特别说明。学生问卷主要有以下方面需要留意：（1）请指导教

师重点检查参与者背景资料，特别注意：A.班别 B.班号 C.年级。仔细核对学生填写的

个人信息是否有遗漏。（2）请不要遗漏题目。教师问卷主要有以下方面需要留意：（1）

请勿遗漏教师背景资料。（2）教师问卷第四页的第二部分：鉴于参与研究学校 SEN 学

生人数较普通学生少，如果限定教师选择：一个 SEN 学生、一个普通学生，很大机会会

造成众多教师选择了同样的 SEN 学生，此举会影响研究结果。所以教师无需局限在 SEN

学生内选择。教师可以任意选择任意类型不同学生（需要是四、五、六年级的）。也即

是可以选择：A.两个普通学生；B.两个 SEN 学生；C一个 SEN 学生、一个普通学生；以

上三种搭配皆可。唯需注意，如选择 SEN 学生，则必须从：A.特殊学习困难（SpLD）；

B.自闭症（ASD）；C.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ADHD）；D.言语障碍（SLI）四个类型

（可单选或者多选）内选取，若学生有多重残障且以上四个类型不能完全概括，则在：

“E.其他 ”选项之中补充注明具体情况即可。其中：A.特殊学习困难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是泛指一系列学习异常的表现，即在聆听、说话、阅读及写

作等方面有显著困难。常见的特殊学习困难有：读写障碍、数学运算障碍 (dyscalculia)

及语言障碍 (dysphasia) 等，其中以读写障碍最为普遍。（3）教师如无法准确记得学

生中文、英文、数学成绩，则写上学生对应班别及班号即可。（4）勿遗漏题目。家长

问卷主要有以下方面需要留意：需分清孩子和家长自己的背景资料，以免填错。

教师在学校独立收集问卷时，为了使研究顺利进行，研究者也进行了说明，方便其

按照要求回收问卷。（1）学生问卷：请按照班级收集，每个班级分开交。（2）家长问

卷：请按照班级收集。（3）教师问卷：收集齐发出问卷即可，无特别要求。

研究者与相关协助老师最后资料交接时，研究者会再次重申重点问题。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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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协助收集问卷教师检查每一组别（包括：学生、教师、家长）问卷里面：学生班别及

班号是否填写，此号码是各个问卷配对核心关键信息。研究者与相关协助教师交接资料

内容：（1）学生问卷：需按照班级收集，每个班级需要分开上交。注意将成绩单编号

和各个班级学生编号配对，从而可以看出学业成绩与社交情绪学习技巧的相关性。（2）

家长问卷：需按照班级收集。（3）教师问卷：注意第四页学生班别及班号的填写。（4）

参与学生的名单:A.需要清楚写出班别及班号并标注具体 SEN 类别；B.学生最近一次中

文、英文和数学的学业成绩。

为保证学生填写评价量表的独立性，在问卷派发前，研究者已经告知收卷老师不要

阅读学生填写评价量表具体内容。在学生问卷的排版上，评价量表的内容在第二页。收

卷教师只能看到学生基本人口信息，主要包括：班别、班号、性别、年龄、年级。该信

息属于教师已知内容。教师在帮忙回收《参与研究同意书(家长)》及《参与研究同意书

(参加者)》的时候已经知道参与学生具体名单，此时已将成绩单准备好，无需阅读学生

问卷具体填写内容。学生可以放心填写并提交问卷。

焦点小组访谈是为了达到问题 5的目标而进行的。根据 Johnson 等（2015, 页 189）

引用 Stewart 等人（2009）的观点，焦点小组访谈可以产生可用定量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与测量的研究假设，解释之前的定量研究结果，激发新的想法及创造性的概念。在本研

究中，作者将设计一个适当的访谈程序，以突出焦点小组访谈的主要特点（完整的访谈

提纲见论文附录 4）。

1） 主题化：阐明访谈的目的。通过访谈目标参与者的关键成员，作为必要评估过程的

一部分。更具体地说，研究者希望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来补充之前对问卷的调查评价。

2）设计：作者设计开放式及半开放式问题，探讨四至六年级教师认为有效的提升学生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支持策略。各位老师对此次研究目的的真实想法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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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谈：在访谈开始时，研究者作介绍，并说明研究的目的。由于研究者计划在访问

时进行录音，所以会事先获得参与者的同意。同时，研究者也会用自己的书面笔记来补

充，包括对口头和非口头行为的观察，以及研究者采访即时个人反思。

在焦点小组访谈开始前，研究者给相关负责教师一份参与说明书，并请其代为转发

给相关参与教师。为了保护参与教师隐私，参与教师的联系方式，是其自愿提供的，所

以研究者不能直接联系到每一位参与访谈的教师，需要参与学校统一负责教师代为转发。

主要有以下参与提示及注意事项：（1）如参与焦点小组访谈者从未使用过 zoom，建议

网上参与前一天，先在其计算机或智能手机安装 ZOOM ( www.zoom.us)（2）如若使用

Zoom 遇到问题，请于访谈开始前致电研究员；（3）在焦点小组访谈开始前 5-10 分钟，

预先开启计算机，并进入指定访谈链接；（4）是次访谈主要希望收集各位老师对此次

研究的真实想法和意见，为保证研究的真实有效性，各位老师与会前需先行测试个人话

筒是否清晰。（5）为确保访谈进行更流畅，各位参加者进入指定 zoom link 后，需将

zoom 显示名称改为自己的中文全名加上老师称谓；（6）是次访谈将被录音（或 zoom

录制）记录，参与焦点小组访谈教师可选择开启或关闭摄像头。

3.3.3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收集的目的是回答研究问题。不需要收集过多的数据，如过去的成就、病史、

行为表现或留下记录。采取步骤确保受试者提供的信息的机密性。例如，收集的问卷将

使用编号顺序进行编码。主题名称和匹配的编号序列将存储在单独的表格中，由研究者

加密保存。问卷的包装将在收集后密封并签名。问卷会根据不同组别进行派发，见图

3.3.31。研究者将问卷教育参与学校主要负责教师，由该教师进行派发。填写完成之后

由学校统一收集并交予研究者。问卷具体分析处理步骤按照图 3.3.32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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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主要使用描述统计里面的平均数、标准差，通过对 SSIS-SEL 学生问卷及

SSIS-SEL 家长问卷第一部分的统计分析回答以下问题。（1）四至六年级 SEN 学生与普

通学生表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 SEL 技能。（2）四至六年级教师、家长认为重要的前

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标准差是方差的平方根，标准差可以看作是数据与平均数差异

有多远的近似指标。数据分散也即是异质时，标准差较大，当数据不是非常分散即是同

质时，标准差较小（Johnson & Christensen，2015，页 432）。用推论统计的独立样

本 t检验，通过 SSIS-SEL 学生问卷对四至六年级 SEN 学生与普通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

绪学习技能进行比较研究。独立样本 t检验主要用于两个独立不同群体之间测量分数的

差异比较（吴明隆 ，2008，145；Johnson & Christensen，2015，468；梅瑞迪斯·高

尔，2016，205）。设定此研究虚无假设为：四至六年级 SEN 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巧

与普通学生相同；备择假设为：四至六年级 SEN 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巧与普通学生不

相同。通过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version 26）进行运算，筛选出显著性水平小

于 0.05 的项目，从而拒绝虚无假设并且接受备择假设，以此分析普通主流小学 SEN 学

生与普通学生在 SSIS-SEL 量表中表现的显著性差异。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社交情绪

学习技能与语文、英语和数学的学业成绩有什么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为正数且达到显

著，表示两个变相为显著正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为负数且达到显著，表示两个变相为

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或等于 0.80，表示两个变项呈现“高度相关”；

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 0.40，表示两个变项呈现“低度相关”；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

于或等于 0.40 且小于 0.80，表示两个变项呈现“中度相关”。两个变项间只有相关性，

不代表二者有因果关系，必须当两个变项间的相关达到显著，才表示二者有显著关系（吴

明隆 ，2008，页 138）。本研究通过分析找出具有显著相关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与语

文、英语和数学的学业成绩的关系。具体情况将在本研究第四章详细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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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点小组访谈中，受试者已被告知录音录像并给予同意。如果他们在访谈中感到

敏感或不舒服，他们可要求停止录音录像。所有获得的信息都已保密。原始数据不会在

学校或其他各方之间共享。在研究期间，它们存放在安全的地方。研究结束后，它们将

被妥善销毁。

图 3.3.31 问卷调查（评价量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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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2 评价量表统计与分析步骤

3.3.4 时间安排

本研究从 2020 年 1 月开始，整个进度横跨两年。在 2020 年 1 月至 6月进行研究初

步分析,8 月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修改完成后于 10 月开始正式进行数据收集，同时

进行数据分析。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和参与研究的学校的教师进行积极沟通。

在数据收集前，需要和受试者学校校长联系，向其解释研究意图，并取得其同意。2021

年 1 月开始进行研究论文写作，直到 2021 年 7 月开始提交论文。具体时间安排请参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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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时间安排进度

任务 2020 年 2021 年

1 月-3 月 4 月-6 月 7 月-9 月 10 月-12 月 1 月-3 月 4 月-7 月

初步分析 ▲ ▲

开题报告 ▲

数据收集 ▲

数据分析 ▲

写作 ▲

提交论文 ▲

3.4 伦理道德

在进行这项研究时，研究者须确保与科学探究和人类受试者的治疗相关的道德标准

符合美国心理咨询协会和美国心理协会颁布的道德规定（如保密、知情同意，以及制度

伦理审查）。在教育环境中对儿童的研究可能具有挑战性，因为研究、教学和学习的相

互竞争的需求提出了重大的伦理问题。儿童原本就是弱势群体，其中，有特殊学习需要

儿童更需要特别关注。研究者必须认识到由于残疾、贫困和低识字率等问题，这些目标

抽样人口可能面临的风险。因此，研究者应更加敏感和尊重他们的权利（Konza，2005）。

另一方面，教师在学校进行的研究中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因此研究者需要考虑到其所

承受的压力和观点（Maloney & Konza，2011）。

3.4.1 获香港教育教育大学道德委员会批准

对于所有的研究，伦理问题应该得到适当的解决。参照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实务守

则，研究者已经完成道德检讨程序，并已经取得香港教育大学研究发展办公室委员会的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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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学校招募安排及支持

这项研究在的参与对象包括普通小学及特殊小学（群育学校）。研究者选择五所小

学参加这项研究。学校招募时，准备学校负责人邀请函和学校同意书。在表格中，明确

目标、目的、程序、活动细节、时间进度、联系人和负责人。校方签署校内科研活动审

批表。校长委派一名教师负责协调和之后的安排。主管领导和教师被告知，所有获得的

信息会保密，仅用于研究目的。学校可以在任何阶段取消参与该研究。虽然校长和教师

总是忙于教学工作，但在研究招募和后勤安排方面获得学校支持的批准对研究至关重要。

因此，清晰的汇报、开放的心态和相互理解都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为了得到参与学

校的同意，本研究披露了全部任务。所有细节在同意书中详细说明。

3.4.3 研究开始前填写同意书

在进行研究时，知情同意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包括普通学生、SEN

学生、家长和老师。研究必须得到受试者的同意。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的同意表格

在研究开始前已提前准备。在研究之前，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填写并上交知情同意书。在

形式上，明确目标、目的、程序细节、活动类型、时间投入、联系人和负责人。受试者

将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参与问卷调查（评价量表）和焦点小组访谈。此外，应当指出，

参与是自愿的。受试者应了解所涉及的益处和风险。本研究已经告知所有受试者，他们

有权对程序的任何部分提出质疑，可以随时撤回，而不会产生负面后果。受试者应在适

当位置签名以表明他们的意愿。所有获得的信息已经保密，仅供研究之用。所有表格都

放在安全的地方。未经任何同意或欺骗而从受试者那里收集数据或信息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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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避免伤害特殊学习需要学生

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弱势群体。在研究中，应采取措施保护他们

不受伤害。例如，本研究已经征求其父母及本人的同意。他们被告知研究目标、研究程

序、潜在利益和危害。且已经告知其有权拒绝参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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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共发出问卷 1210 份，回收问卷 952 份 (回收率 79%)，其中有效问卷为 916

份 (有效回收率 76%)。根据吴明隆（2008，页 88）引用学者 Babbie (2004,页 261) 的

观点，问卷回收率达 70%则算是“很好”。本研究有效问卷中，学生问卷 392 份，包括

普通学生问卷 301 份，SEN 学生问卷 91 份；家长问卷 406 份，包括普通学生家长问卷

304 份，SEN 学生家长问卷 102 份；教师问卷 118 份。为了回答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

描述性统计方法：如平均值，标准差。同时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相关双变量分析。在

本研究中，数据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version 26）进行分析处理。社交情

绪学习技能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五个方面的

能力（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2017a）。

研究中会将量表中 51 条题目归为五个能力领域（Gresham & Elliott，2017）（见附

录 5）。分析结果用于帮助回答不同假设。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开展量化和质性

相结合的研究，以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4.1 两组学生表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学生自评）

4.1.1 普通学生表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采用 SSIS-SEL 评定量表对普通学生进行自我评定，运用描述性统计计算平均数及

标准差，评估该量表中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见表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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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 普通学生在量表中得分最高的前十个 SEL 技能

排名 题目 平均数 x 标准差 SD 所属能力领域

1 会跟人说“谢谢” 3.30 0.823 人际交往技能

2 尊重他人的财产 3.29 0.780 负责任的决策

3 小心使用他人的东西 3.24 0.841 负责任的决策

4 识讲“唔该” 3.16 0.843 人际交往技能

5 原谅别人 3.12 0.831 社会认知

6 遵循课堂规则 3.11 0.768 自我管理

7 关心别人 3.07 0.881 社会认知

8 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 2.99 0.903 人际交往技能

9 与其他小朋友互动良好 2.98 0.849 人际交往技能

10 容易交到朋友 2.95 0.861 人际交往技能

表 4.1.11 表明：在 SSIS-SEL 量表中普通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得分最高

的前十个技能分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第一名：会跟人说“谢谢”（M=3.30，SD=0.823）；

第二名：尊重他人的财产（M=3.29，SD=0.78）；第三名：小心使用他人的东西（M=3.24，

SD=0.841）；第四名：识讲“唔该” （M=3.16，SD=0.843）；第五名：可以原谅别人

（M=3.12，SD=0.831）；第六名：遵循课堂规则（M=3.11，SD=0.768）；第七名：关心

别人（M=3.07，SD=0.881）；第八名：会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M=2.99，SD=0.903）；

第九名：与其他小朋友互动良好（M=2.98，SD=0.849）；第十名：容易交到朋友（M=2.95，

SD=0.861）。由此观察，“会跟人说‘谢谢’”是普通学生最基本的人际交往技能。

由饼图 4.1.12 可以看出，通过 SSIS-SEL 量表筛选出的前十个 SEL 技能主要分为以

下四类：人际交往技能（50%），负责任的决策技能（20%），社会认知技能（20%），

自我管理技能（10%）。其中没有体现自我认知技能，说明自我认知技能在普通学生的

SEL 技能里面，没有经常通过具体行为展现出来，即普通学生自我认知技能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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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2 量表筛选出普通学生表现前十个 SEL 技能所属能力领域所占比例

运用描述性统计，将量表中 51 条题目归为五个能力领域 （Gresham & Elliott ，

2017）。见表 4.1.13：在 SSIS-SEL 量表中四至六年级普通小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的五个方面，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技

能的平均值显示，负责任的决策均值得分最高(M=2.9147, SD=0.5326),自我认知均值

（M=2.26, SD=0.490）得分最低，与表 4.1.11 前十的具体技能相呼应，说明四至六年

级普通小学生表现出前十的 SEL 技能里面不包括自我认知技能。

表 4.1.13 普通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五个能力领域的均值统计

题目 N 平均数 x 标准差 SD

负责任的决策 301 2.91 .533

人际交往 301 2.88 .548

社会认知 301 2.80 .587

自我管理 301 2.66 .483

自我认知 301 2.26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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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4 普通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五个能力领域的均值统计

4.1.2 SEN 学生表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采用 SSIS-SEL 评定量表对四至六年级 SEN 小学生进行评定，运用描述性统计的平

均值和标准差，评估该量表中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见表 4.1.21）。

表 4.1.21 SEN 学生在量表中得分最高的前十个 SEL 技能

排名 题目 均值 x 标准差 SD 所属能力领域

1 会跟人说“谢谢” 3.16 0.873 人际交往技能

2 识讲“唔该” 3.08 0.885 人际交往技能

3 关心别人 3.02 0.857 社会认知

4 与其他小朋友互动良好 3.00 0.874 人际交往技能

5 遵循课堂规则 2.98 0.802 自我管理

6 原谅别人 2.97 0.823 社会认知

7 能向别人介绍自己 2.91 0.967 人际交往技能

8 尊重他人的财产 2.90 0.972 负责任的决策

9 小心使用他人的东西 2.89 0.960 负责任的决策

10 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 2.87 1.024 人际交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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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SIS-SEL 量表中四至六年 SEN 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得分最高的前十

个技能分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第一名：会跟人说“谢谢”（M=3.16，SD=0.873）；第

二名：识讲“唔该”（M=3.08，SD=0.885）；第三名：关心别人（M=3.02，SD=0.857）；

第四：与其他小朋友互动良好（M=3.00，SD=0.874）；第五名：遵循课堂规则（M=2.98，

SD=0.802）；第六名：可以原谅别人（M=2.97，SD=0.823）；第七名：可以向别人介绍

自己（M=2.91，SD=0.967）；第八名：尊重他人的财产（M=2.90，SD=0.972）；第九名：

小心使用他人的东西（M=2.89，SD=0.960）；第十名：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M=2.87，

SD=1.024）。由此观察，“会跟人说‘谢谢’”是 SEN 学生最基本的人际交往技能。

由饼图 4.1.22 可以看出，在通过 SSIS-SEL 量表筛选出的前十个 SEL 技能主要分为

以下四类：人际交往（50%），负责任的决策（20%），社会认知（20%），自我管理（10%）。

其中没有体现自我认知技能，说明自我认知在 SEN 学生的 SEL 技能里面，没有经常通

过具体行为展现出来，即自我认知技能比较薄弱。这几个类别与普通学生表现相同，但

是具体表现行为与普通学生存在差异。

图 4.1.22 SEN 学生表现的前十 SEL 技能所属能力领域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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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描述性统计，对以上项目再进行合并归类，见表 4.1.23：在 SSIS-SEL 量表中

四至六年级 SEN 小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五个方面，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

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技能。其平均值显示，人际交往均值最高

(M=2.79,SD=0.643),自我认知均值（M=2.33,SD=0.521）得分最低，与前十的具体技能

相呼应，说明四至六年级 SEN 小学生表现出前十的 SEL 技能里面不包括自我认知技能。

表 4.1.23 SEN 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五个能力领域的均值统计

所属能力领域 N 平均数 x 标准差 SD

人际交往 91 2.79 .643

负责任的决策 91 2.71 .591

社会认知 91 2.66 .559

自我管理 91 2.57 .474

自我认知 91 2.33 .521

图 4.1.24 SEN 学生表现出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五个能力领域的均值统计

4.2 不同群组关于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表现及所持观点差异

4.2.1 两组学生表现出的七个 SEL 差异 （学生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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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测量是用 SSIS-SEL 量表 51 条题目，通过独立 t检验在学生问卷及家长问卷

进行测量。根据图表 4.2.1，“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会友善对待沮丧的人；小心使用他

人的东西；尊重他人的财产；被推撞时，反应恰当；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表示支持；

用恰当的语调说话”有显著性差异（p＜.05）。这七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所属三个类别，

分别为：负责任的决策（50%），社会认知（25%），自我管理（25%）。

表 4.2.11 两组学生样本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表现的差异

题目 SEN 学生

M SD

普通学生

M SD

t（df） P 所属能力

领域

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

2.60 .855 2.85 .751 -2.489

（135.153）

.014 负责任的

决策

会友善对待沮

丧的人

2.58 .751 2.94 .861 -3.441（384） .001 社会认知

小心使用他人

的东西

2.89 .960 3.24 .841 -3.322（390） .001 负责任的

决策

尊重他人的财

产

2.90 .972 3.29 .780 -3.920（388） .000 负责任的

决策

被推撞时，反应

恰当

2.43 1.034 2.67 .858 -2.053

（129.766）

.042 自我管理

对受到不公平

对待的人表示

支持

2.43 1.017 2.68 .965 -2.089（384） .037 社会认知

用恰当的语调

说话

2.53 .886 2.83 .829 -2.959（388） .003 自我管理

SEN 学生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会友善对待沮丧的人；小心使用他人的东西；尊

重他人的财产；被推撞时，反应恰当；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表示支持；用恰当的语调

说话”这些项目的自评分数显著的低于普通学生的自评分数，即普通学生在这七个项目

的表现更好。

表 4.2.12 两组学生样本 SEL 五个能力领域具有差异性的两个方面

题目 SEN 学生

M SD

普通学生

M SD

t（df） P

负责任的决策 2.71 .590 2.91 .533 -3.154（390） .002

社会认知 2.66 .559 2.80 .587 -2.037（39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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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出“负责任的决策”及“社会认知”技能，SEN 与普通学生存在显著差异。

普通学生负责任的决策及社会认知平均分均明显高于 SEN 学生，说明普通学生较 SEN

学生更能作出负责任的决策及更好的社会认知。

4.2.2 两组家长关于 SEL 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态度的三点差异

根据表 4.2.2，两组家长在“容易感到尴尬；遵循课堂规则；关心别人”的态度上

有显著性差异（p＜.05）。这三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所属三个类别，分别为：自我认知，

自我管理，社会认知。

表 4.2.2 两组家长 SEL 展现态度的差异性

题目 SEN 家长

M SD

普通家长

M SD

t（df） P 所属能力领域

容易感到尴尬 1.86 .598 1.73 .571 2.079

（402）

.038 自我认知

遵循课堂规则 2.40 .511 2.55 .512 -2.583

（402）

.010 自我管理

关心别人 2.27 .529 2.40 .510 -2.144

（400）

.033 社会认知

SEN 家长关于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的态度在：自我认知，

自我管理，社会认知这三个方面与普通家长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 SEN 家长关于“容

易感到尴尬”的平均数显著的高于普通家长的平均数，即 SEN 家长认为“容易感到尴尬”

这个行为对于家庭或社区更为重要，SEN 家长在同等情况下更看重孩子“自我认知”技

能。SEN 家长关于“遵循课堂规则”的平均数显著的低于普通家长的平均数，即是普通

家长更重视“遵循课堂规则”的“自我管理”行为。SEN 家长关于“关心别人”的平均

数显著的低于普通家长的平均数，即是普通家长更看重“关心别人”这个社会认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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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教师与家长关于 SEL 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的态度的十个差异

根据表 4.2.3，“识讲‘唔该’；会向成年人寻求帮助；不用麻烦别人就能完成工

作；能跟从你的指示；与他人一起时表现尽责；不理会注意力不集中的同学；表现出悲

伤或沮丧；与他人意见不同时，仍保持冷静；与同伴交谈时，主动打开话题；对受到不

公平对待的人表示支持”，有显著性差异（p＜.05）。这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所属五

个能力领域，分别为：自我认知（20%），自我管理（40%），负责任的决策 10%），社

会认知（10%），人际交往技能（20%）。

表 4.2.3 家长与教师 SEL 展现态度的差异性

题目 教师

M SD

家长

M SD

t（df） P 所属能力领域

识讲“唔该” 2.45 .516 2.58 .509 -2.454

（521）

.014 人际交往技能

会向成年人

寻求帮助

2.50 .519 2.38 .540 2.095（521） .037 自我认知

不用麻烦别

人就能完成

工作

2.02 .554 2.17 .522 -2.687

（520）

.007 自我管理

能跟从你的

指示

2.31 .531 2.15 .516 2.858

（186.651）

.005 自我管理

与他人一起

时表现尽责

2.35 .478 2.23 .488 2.256（520） .024 负责任的决策

不理会注意

力不集中的

同学

1.95 .570 1.78 .629 2.701

（205.461） .007

自我管理

表现出悲伤

或沮丧

2.05 .434 1.90 .523 3.256

（220.760）

.001 自我认知

与他人意见

不同时，仍保

持冷静

2.43 .515 2.27 .509 2.890

（184.607）

.004 自我管理

与同伴交谈

时，主动打开

话题

1.92 .592 2.10 .517 -3.225

（518） .001

人际交往技能

对受到不公

平对待的人

表示支持

2.19 .492 2.08 .525 2.068（517） .039 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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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关于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的态度在：自我认知，自我

管理，负责任的决策，社会认知，人际交往技能这五个方面与家长都存在显著差异。主

要表现在家长关于“人际交往技能 ”的平均数都显著的高于教师的平均数，即家长在

同等情况下更看重孩子“人际交往”技能。在“自我认知”技能方面，教师平均数显著

高于家长家长的平均数，即教师更重视“会向成年人寻求帮助”的“自我认知”技能，

会表达悲伤情绪也是教师比家长更看重的方面。在访谈中，有很多教师也认为“会向成

年人寻求帮助”有助于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提高，同时可以防止很多危险后果的发

生。在“自我管理”方面，教师和家长出现的显著性差异最多，占了总份额的 40%。在

具体行为表现中，“不用麻烦别人就能完成工作”教师平均数小于家长，说明家长对学

生独立完成工作的技能期望更高。另外三个行为“能跟从你的指示；不理会注意力不集

中的同学；与他人意见不同时，仍保持冷静”教师平均数均显著高于家长，说明教师更

希望学生能跟从指示，集中精力，同时遇事保持冷静。在“负责任的决策”方面，教师

平均数高于家长，说明教师更看重学生是否具有责任心。在“社会认知”方面，教师更

注重学生“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表示支持”的态度。

4.3 四至六年级教师、家长认为重要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4.3.1 教师认为最重要的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采用 SSIS-SEL 评定量表对四至六年级教师观点进行评定，运用描述性统计，评估

该量表中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见表 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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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 教师认为最重要的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表 4.3.11 表明：在 SSIS-SEL 量表中四至六年级教师认为最重要的十个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分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第一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M=2.65，SD=0.496）；

第二名：原谅别人（M=2.58，SD=1.869）；第三名：会跟人说“谢谢”（M=2.52，SD=0.519）；

第四名：会向成年人寻求帮助 （M=2.50，SD=0.519）；第五名：遇到困难时会讲出来

（M=2.48，SD=0.519）；第六名：识讲“唔该”（M=2.45，SD=0.516）；第七名：与他

人意见不同时，仍保持冷静（M=2.43，SD=0.515）；第八名：尊重他人的财产（M=2.42，

SD=0.496）；第九名：遵循课堂规则（M=2.41，SD=0.454）；第十名：在无人监督的情

况下表现良好（M=2.39，SD=0.490）。由此观察，教师认为：学生“会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较为重要。

由饼图 4.3.12 可以看出，在通过 SSIS-SEL 量表筛选出的前十个 SEL 技能涵盖所有

五个能力领域：人际交往（20%），负责任的决策（30%），社会认知（10%），自我管

理（30%），自我认知（10%）。

排

名

题目 平均数 x 标准差 SD 所属能力领域

1 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65 .496 负责任的决策

2 原谅别人 2.58 1.869 社会认知

3 会跟人说“谢谢” 2.52 .519 人际交往技能

4 会向成年人寻求帮助 2.50 .519 自我认知

5 遇到困难时会讲出来 2.48 .519 自我管理

6 识讲“唔该” 2.45 .516 人际交往技能

7 与他人意见不同时，仍保持冷静 2.43 .515 自我管理

8 尊重他人的财产 2.42 .496 负责任的决策

9 遵循课堂规则 2.41 .545 自我管理

10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表现良好 2.39 .490 负责任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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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2 量表筛选出教师认为最重要的前十个 SEL 技能所属能力领域所占比例

运用描述性统计，对以上项目再进行合并归类，见表 4.3.13：在 SSIS-SEL 量表中

四至六年级教师认为最重要的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五个方面，包括自我管理、自我

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技能。其平均值显示，负责任的决策均值最

高(M=2.33,SD=0.286),自我认知均值（M=1.90,SD=0.331）得分最低，与前十的具体技

能相呼应，说明四至六年级教师对学生“自我认知”技能的重视程度最低。

表 4.3.13 教师认为最重要的十个 SEL 技能所属五个能力领域的均值统计

所属能力领域 N 平均数 x 标准差 SD

负责任的决策 118 2.33 .286

自我管理 118 2.25 .304

人际交往技能 118 2.24 .289

社会认知 118 2.21 .396

自我认知 118 1.90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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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4 教师认为最重要的十个 SEL 技能所属五个能力领域的均值统计

采用 zoom 对四至六年级教师进行焦点小组访谈，请教师根据自己的经验说出

SSIS-SEL 量表中三条最重要的社交行为。见表 4.3.15，根据访谈统计与之前 SPSS 量化

研究统计（见表 4.3.11）可以看出，量化研究结果与质性访谈结果一致。具体方法是

先列出量化研究筛选出来的前十个技能，再看以上质性研究是否有重合。结果发现：量

化研究通过统计得出的所有教师认为最重要的前十个技能中，前三个与质性访谈中，大

多数学校教师提出的 2.23.34 一致。具体为“2.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3.原谅别人”，

“34.会跟人说‘谢谢’”。

表 4.3.15 焦点小组访谈教师认为最重要的三条 SEL 技能汇总

学校及编码 访谈时间 各位教师选出的三条最重要的社交行为(序号）汇总

AT001-AT005 2020.12.15 1, 4, 14, 23, 33, 34, 35, 36, 37, 44

AT006-AT010 2020.12.18 2，5，10，11，14，23，36，37，44

BT001-BT006 2021.01.25 2，4，5，6，8，9，11，18，33，44

BT007-BT012 2021.01.26 2，4，6，8，9，18，33 ，35，42

CT001-CT007 2021.01.18 1，2，3，6，8，9，10，15，23，27，33，34，36，

41，45，46

CT008-CT014 2021.01.19 2，9，10，14，18，24，31，36，40，42，47

CT015-CT022 2021.01.20 1，2，4，6，10，18，20，29，32，33，36，39，42，

44

DT001-DT005 2021.01.07 1，2，4，5，6，8，14，15，18，27，35，36

DT006-DT009 2021.01.08 2，4，8，18，36

ET001-ET004 2021.01.22 2，5，9，12，14，16，29，33，42

ET001、ET005、ET006 2021.02.01 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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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家长认为最重要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采用 SSIS-SEL 评定量表对四至六年级家长观点进行评定，运用描述性统计，评估

该量表中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见表 4.3.21）。

表 4.3.21 家长认为最重要的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表 4.3.21 表明：在 SSIS-SEL 量表中四至六年级家长认为最重要的十个社交情绪学

习技能分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第一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M=2.61，SD=0.517）；

第二名：识讲“唔该”（M=2.58，SD=0.509）；第三名：会跟人说“谢谢”（M=2.56，

SD=0.507）；第四名：遵循课堂规则（M=2.51，SD=0.515）；并列第五名：尊重他人的

财产（M=2.43，SD=1.620）；第六名：当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能够为自己站出来（M=2.39，

SD=0.545）；第七名：遇到困难时会讲出来（M=2.38，SD=0.540）；并列第七名：会向

成年人寻求帮助（M=2.38，SD=0.540）；并列第七名：与其他小朋友互动良好（M=2.38，

SD=0.540）；并列第七名：乱发脾气（M=2.38，SD=0.529）；第十名：关心别人（M=2.37，

SD=0.517）。由此观察，家长与教师一样，家长认为孩子“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较

为重要。

由饼图 4.3.22 可以看出，在通过 SSIS-SEL 量表筛选出的前十个 SEL 技能涵盖所有

排序 题目 平均数 x 标准差 SD 所属能力领域

1 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61 .517 负责任的决策

2 识讲“唔该” 2.58 .509 人际交往技能

3 会跟人说“谢谢” 2.56 .507 人际交往技能

4 我遵循课堂规则 2.51 .515 自我管理

5 尊重他人的财产 2.43 1.620 负责任的决策

6 当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时

能够为自己站出来

2.39 .545 负责任的决策

7 遇到困难时会讲出来 2.38 .540 自我管理

7 会向成年人寻求帮助活动 2.38 .540 自我认知

7 乱发脾气 2.38 .529 自我管理

10 关心别人 2.37 .517 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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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能力领域：人际交往（20%），负责任的决策（30%），社会认知（10%），自我管

理（30%），自我认知（10%），与教师观点完全一致。

图 4.3.22 量表筛选出家长认为最重要的前十个 SEL 技能所属能力领域所占比例

运用描述性统计，对以上项目再进行合并归类，见表 4.3.23：在 SSIS-SEL 量表中

四至六年级教师认为最重要的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五个方面，包括自我管理、自我

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技能。其平均值显示，负责任的决策均值最

高(M=2.33,SD=0.378),自我认知均值（M=1.90,SD=0.349）得分最低，与前十的具体技

能相呼应，说明四至六年级家长对学生“自我认知”技能的重视程度最低。

表 4.3.23 家长认为最重要十个 SEL 技能的五个能力领域的均值统计

所属能力领域 N 平均数 x 标准差 SD

负责任的决策 406 2.33 .378

人际交往技能 406 2.26 .308

自我管理 406 2.22 .292

社会认知 406 2.15 .320

自我认知 406 1.90 .349

对比图 4.3.14 与图 4.3.24，“自我管理”与“人际交往”的位置刚好相反。可以

看出教师与家长相比，在 SSIS-SEL 量表中教师更注重学生的“自我管理”，而家长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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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重孩子的“人际交往技能”。

图 4.3.24 家长认为最重要十个 SEL 技能所属五个能力领域的均值

4.4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与中文、英文和数学的学业成绩的影响

本研究希望通过量表 51 个具体行为与各科学业成绩进行分析。找到具体行为与学业

成绩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所属能力领域，利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具体行为中看到与

学业成绩的关联，令论文结果更直观且更具操作性。

4.4.1 四至六年级学生在量表中 SEL 的表现对中文成绩的影响（学生自评）

用 SSIS-SEL 量表通过双相关性分析，评估学生 SEL 表现与中文成绩的关系。通过

对学生样本按照不同人口特征进行分组，得到以下中等相关显著性结果（见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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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不同学生群体 SEL 表现对中文成绩的影响

样本特征 数量

（N）

题目 皮尔逊相关性（r） 所属能力领域

六年级学生

生问卷

N=117 尊重他人的财产 r=0.404** 负责任的决策

四年级 SEN

学生问卷

N=37 当别人开展对话或活动时，

能作出适当回应

r=0.405* 人际交往技能

与其他小朋友互动良好 r=0.425** 人际交往技能

表现出悲伤或沮丧 r=0.422* 自我认知

五年级普通

女学生问卷

N=54 与其他人一起时会感到焦虑 r=-0.433** 自我认知

六年级普通

男学生问卷

N=53 当别人伤心时，自己也感到

伤心

r=-0.460** 社会认知

质疑可能不公平的规则 r=0.407** 负责任的决策

六年级普通

女学生问卷

N=47 当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能

够为自己站出来

r=0.417** 负责任的决策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4.4.1 表明，经过对参与学生样本的不同分组，可以看出学生 SEL 表现与中文成

绩是呈现中等程度显著相关的。

4.4.2 四至六年级学生在量表中 SEL 的表现对英文成绩的影响（学生自评）

用 SSIS-SEL 量表通过双相关性分析，评估学生 SEL 表现与英文成绩的关系。通过

对学生样本按照不同人口特征进行分组，得到以下中等相关显著性结果（见表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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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不同学生群体 SEL 表现对英文成绩的影响

样本特征 数量

（N）

题目 皮尔逊相关性（r） 所属能力领域

四年级普通

男学生问卷

N=41 不用麻烦别人就能完成

工作

r=-0.404* 自我管理

四年级普通

女学生问卷

N=55 尝试安慰别人 r=0.428** 社会认知

识讲“唔该” r=0.402** 人际交往技能

尊重他人的财产 r=0.405** 负责任的决策

N=54 会跟人说“谢谢” r=0.452** 人际交往技能

五年级 SEN

学生问卷

N=37 行径孤独 r=-0.410* 自我认知

C校 SEN 学

生问卷

N=43 行径孤独 r=-0.409** 自我认知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4.4.2 表明，经过对参与学生样本的不同分组，可以看出学生 SEL 表现与英文成

绩是呈现中等程度显著相关的。

4.4.3 四至六年级学生在量表中 SEL 的表现对数学成绩的影响（学生自评）

用 SSIS-SEL 量表通过双相关性分析，评估学生 SEL 表现与数学成绩的关系。通过

对学生样本按照不同人口特征进行分组，得到以下中等相关显著性结果（见表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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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不同学生群体 SEL 表现对数学成绩的影响

样本特征 数量

（N）

题目 皮尔逊相关性（r） 所属能力领域

SEN 女生问

卷

N=31 不会因为接受批评而生气 r=0.416* 自我管理

四年级 SEN

学生问卷

N=37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表现

良好

r=0.449** 负责任的决策

五年级普通

男学生问卷

N=51 原谅别人 r=0.427** 社会认知

六年级普通

女学生问卷

N=47 当别人开展对话或活动

时，能作出适当回应

r=0.408** 人际交往技能

跟人说话时有眼神接触 r=0.411** 人际交往技能

C校 SEN 学

生问卷

N=43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表现

良好

r=0.434** 负责任的决策

能跟从你的指示 r=0.463** 自我管理

partA38 行径孤独 r=-0.420** 自我认知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4.4.3 表明，经过对参与学生样本的不同分组，可以看出学生 SEL 表现与数学成

绩是呈现中等程度显著相关的。

4.4.4 家长在量表中评价子女各项 SEL 行为展现密度对中文成绩的影响

用 SSIS-SEL 量表通过双相关性分析，评估家长评价学生 SEL 表现与中文成绩的关

系。通过对家长样本按照不同人口特征进行分组，得到以下中等相关显著性结果（见表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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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不同群组家长在量表中评价子女各项 SEL 行为展现密度对中文成绩的影响

样本特征 数量

（N）

题目 皮尔逊相关性（r） 所属能力领域

SEN 学生家

长问卷

N=97 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 r=0.444** 人际交往技能

C校 SEN 学

生家长问卷

N=44 容易交到朋友 r=0.424** 人际交往技能

D校 SEN 学

生家长问卷

N=35 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 r=0.514** 人际交往技能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4.4.4 表明，经过对参与家长样本的不同分组，可以看出家长评价学生 SEL 表现

的人际交往技能与中文成绩是呈现中等程度显著相关的。

4.4.5 家长在量表中评价子女各项 SEL 行为展现密度对英文成绩的影响

用 SSIS-SEL 量表通过双相关性分析，评估家长评价学生 SEL 表现与英文成绩的关

系。通过对家长样本按照不同人口特征进行分组，得到以下中等相关显著性结果（见表

4.4.5）。

表 4.4.5 不同群组家长在量表中评价子女各项 SEL 行为展现密度对英文成绩的影响

样本特征 数量

（N）

题目 皮尔逊相关性（r） 所属能力领域

D校SEN学生

家长问卷

N=36 当别人伤心时，自己也感

到伤心

r=-0.493** 社会认知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4.4.5 表明，经过对参与家长样本的不同分组，可以看出家长评价学生 SEL 表现

的社会认知（SO）技能与英文文成绩是呈现中等程度显著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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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家长评价子女各项 SEL 行为展现密度对数学成绩的影响

用 SSIS-SEL 量表通过双相关性分析，评估家长评价学生 SEL 表现与数学成绩的关

系。通过对家长样本按照不同人口特征进行分组，得到以下中等相关显著性结果（见表

4.4.6）。

表 4.4.6 不同群组家长在量表中评价子女各项 SEL 行为展现密度对数学成绩的影响

样本特征 数量

（N）

题目 皮尔逊相关性（r） 所属能力领域

C校 SEN 家

长问卷

N=44 受到委屈时，会表达自己的

感受

r=-0.425** 自我管理

D校 SEN 家

长问卷

N=35 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 r=0.528** 人际交往技能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4.4.6 表明，经过对参与家长样本的不同分组，可以看出家长评价学生 SEL 表现

的自我管理（SM）、人际交往技能（RS）与数学成绩是呈现中等程度显著相关的。香港

学校教材的选择由各校校长决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校导致家长对同一问题持有不同态

度。一般经验认为，假设抽样样本容量为 N，当 N≥30 时，可满足模型估计的基本要求

（张国友，2003）。本研究中，家长样本数量按照学校分组后全部大于 30，根据量化

研究标准，这些数据都是有效的。上表未有提及的数据则不呈现中等程度或以上显著相

关。

4.5 教师认为有效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支持策略访谈综合报告

用 zoom 对四至六年级教师进行焦点小组访谈，采用开放式问题，探讨四至六年级

教师认为有效的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支持策略。通过 13 条访谈问题，从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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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访问教师认为有效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支持策略。

4.5.1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如何体现于现存学科

普通学校教师意见：很多科目都可以体现。例如，中文、英文、体育、常识、班主

任课、成长课等。在中文科目中，很多课文牵涉学习的态度以及人际关系及如何帮助同

学，可以培养自我认知及负责任的决策。体育科，透过运动，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协作。整个活动中也有个人价值观的体现，同时运动可以宣泄自己的情绪，可以解难、

可以帮助他人。体育科牵涉团体合作，需要学生进行自我管理。体育活动过程中避免乱

冲乱撞，同时亦需与人合作，而不是独霸独享。部分学校在中文及英文课有专题计划的

功课推行自我管理技能。例如学生需要做小组合作可以训练自我管理技能。教师也会将

自我管理技能渗透到中文、英文课程当中。比如让学生用阅读理解及作文来评估自己的

成果。常识科可以学习分工合作，加强人际交往技能训练。训练学生用不同方式搜集资

料，培养学生运用计划和组织技能，将自我管理技能的原素渗透到课堂当中。同时，常

识科有情绪认识课堂，能较为集中体现 SEL 的五个方面。班主任课可以知道学生的具体

情况，例如学生交功课的情况等，从而直接判断学生最近的社交情绪学习状态。成长课

堂上，教师用书和故事教导学生，通过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各方面技能。

特殊学校教师意见：认为不是一个学科包揽了所有的东西，而是把这些元素代入不

同学科的不同主题，渗入学生学习当中。教师会直接把这些元素代入各门课程，举现实

例子教导学生。所有的课程都可以进行 SEL 的培养。主要列举了：中文、常识、数学、

视觉艺术科目。中文里面包括很多情感交流，也可以比较集中体现 SEL 技能的五个方面。

有教师以小学二年级中文课《森林大王》的课文为例，分析了 SEL 五个技能的融入。课



80

文是讲狮子退休后想选择新的接班人，学生透过角色扮演，投票选择让学生换位思考，

可以深入理解 SEL 五个技能。中文课会透过故事教导学生的 SEL 技能。并表示在四至六

年级的中文课程中，也有很多类似于《森林大王》的课文，可以体现 SEL 的五个技能。

中文科，每一个单元都有品德情意的培养。常识科里面讲到：成长、人同社会的关系、

人和社区的关系、人和国家的关系，这些都是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数

学课也可以训练自我管理及自我认知，用不同课题教学生人际关系，以强带弱。在视觉

艺术科目里面，可以加强自我管理，比如控制自己的材料和时间，还有通过分组学习可

以加强沟通，通过不同的角色责任也需要解决问题。所以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包括以上元

素。

4.5.2 如何将 SEL 技能融入课堂教学

普通学校教师意见：英文主要用渗透的形式。人际交往可以体现在分组讨论中。教

师通过观察，可以教导学生适时发言，让所有同学都可以分享或者倾听。教学技能注意

使用：分组讨论。中文课程里面的情义教学，可以渗透 SEL 技能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

课题适合的时候就可以渗透。中文教育里面的课文《乐于奉献的香港人》这篇课文可以

渗透以上五个技能。音乐课里面的社会认识，讲香港的一课，教大家唱《狮子山下》，

加强社会认识。积极利用课堂讨论，比如数学科为例：同学之间的讨论，都可以渗透人

际关系的技能。例如在解难过程中，就可以教导学生讲“唔该”。未必需要特定一科目，

主要是需要渗透式教学法利用各个课题。

特殊学校教师意见：所有科目都和 SEL 的五个元素有关系。比如音乐课关于乐团的

练习，可以训练人际关系及合作性。在排练过程中，音乐节拍错乱会让乐曲非常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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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各位乐师配合练习才能让整个歌曲动听。通过沟通与分享，学生可以通过乐器表

达自己的情绪及练习与他人的合作，提升 SEL 的各个技能。在视觉艺术课程中，通过画

作背后的故事可以让学生知道艺术家如何表达自己，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我认知。宗教

课程中，圣经故事可以引领学思考自身问题，及教导与人如何相处。每次通过不同主题，

可以有不同方面的学习。普通话课程中，每一节课都会融入人际交往技能。体育科的训

练包括个人训练和团体训练。在体育科中，可以很好教导 SEL 的五个方面的技能。例如

打篮球是个团队合作，然后选队长这个过程，就是负责任的决策的体现。做完运动要收

东西回到体育室，这是一个个人担当的过程。篮球训练过程中，离不开人际沟通。例如

传球时就需要沟通交流。现在 COVID-19，体育课也会通过网课进行。比如让学生看体

育节目《来吧，冠军》，让学生知道自己与明星的差距，从学习自我认知技能，从而有

根据的自信和目标识别自身优点和局限性的能力，知道自己的位置。带学生出去比赛的

过程，加强学生社会认知。在数学堂中，以 6年级数学课为例，教师布置任务让学生上

网找资料，了解网络红人的追踪者数量，之后学生之间互相做访问，从而理解他人的意

见以学生训练人际交往技能，学会妥协，控制自身情绪。

4.5.3 有效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课堂支援

普通学校教师意见：高年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回答问题积极性更低。学生年级越高

反而越不敢回答问题。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对于同辈的看法也越发在乎。同时随着青

春期到来，开始害怕回答错问题，害怕他人取笑。所以年级越高，学生回答反而越不积

极。这会影响学生人际关系技能发展。如果学生答错问题而被取笑，教师应该做正面引

导，从而使学生敢于发言，增强人际关系交往。可以分层提问，请能力较高的同学先回

答。同时教导学生不要取笑别的同学。主要可采用渗透式教学，根据学生具体发生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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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成长、健康课堂的课程中加一些针对训练。

特殊学校教师意见：先建立朋友关系，再与他讨论如何改个人情绪表达和社交技能。

大部分特殊学校教师表示，自己和学生原始的关系非常影响对于该学生的教导。假如教

师能够以朋友的身份去劝导在课堂中发生问题的学生，让学生有同理心，改善学生不良

行为的效果要好很多。同时需要所有老师统一方法去对待同一个学生。例如一个对立反

抗症（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简称 ODD 学生，总是和他人起冲突对抗。此

时学校所有老师需用相同的技能去教导他，只要他反驳，教师就问他“是否有其他方式

说话，让别人好受点”，学生听到每个老师都这样说，觉得很烦，他反而会按照老师希

望的方式回答，以求安静。之后老师再称赞他之前的表现，经过反复训练，可以慢慢改

善对立反抗的行为。

4.5.4 政策如何支援可培养学生 SEL 技能

普通学校教师意见：政府加大经济支援，从而使原本学校三个社工变为 6个，每个

年级都有一个社工姑娘，加强人手配备，使学生享受更多福利。学校需要加强讲座工作

坊的延伸，加强家长培训，继而看家长的困难和反馈。政府应提供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

系统培训，加强教师培训，举办教师工作坊，让教师全面认识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之后

才能渗透入各科学习当中，从而培养学生的 SEL 技能。

特殊学校教师意见：希望教育局多支援主流学校的老师，在学生还不是很严重的时

候，就可以多帮助他们，不需要把学生直接转到特殊学校。同时希望教育局可以多培训

主流学校教师 SEL 的技能，多给他们支援，这样来到特殊学校的学生数量就可以降低，

从而让真正有需要的学生可以得到帮助。希望学校提供多一点学生的个人资讯，比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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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知道该学生对于教师的态度是“欺善怕恶”，那么老师就可以对他严厉一些。如果

有的学生需要多点关爱，就对他好一点，从而可以因材施教。资讯越多，老师对学生的

帮助就越具体。提供教师进入课室之前的心里建设。加强教师尤其是新晋教师的心理疏

导，非常重要。希望教师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增加“特殊教育”学科，亦或增加为学分，

这样可以应对有可能遇到的不同学生。增加“特殊教育”课堂时数，否则很难适应真正

的工作环境。有的教育工作者一来就接触很严重的 SEN 学生，会严重打击老师的自尊自

信心。所以需要增加新入职老师的支援。

4.5.5 家长如何与教师配合，以提高学生的 SEL 能力

普通学校教师意见：首先给家长提供工作坊，让他们认识 SEL，让他们了解这些对

于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有的孩子因为家长照顾的太好，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弱（eg：整

理东西整理书包之类），需要通过工作坊要改变家长的想法，改变家长对学生的溺爱行

为，改善学生自我管理技能。加强家校合作。希望有一些持续性家长工作坊，教导家长

一定要家校合作才能让学生有全人发展。培训家长不能随意用言语伤害子女。希望学校

提供场地，教育局提供相关课程及教材。培训家长做学生的榜样。

特殊学校教师意见：加强家校合作，家校需要统一教育，父母不能放任。学校和家

庭的教育不同步，会导致学校原本已经纠正的学生不良行为，因为学生回家后家长的放

纵，令到纠正结果功亏一篑。加强对家长的指引，同时加强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交流，突

破只有家长日的局限。希望加强教师和家长的沟通。建立家长圈，互相支援。然后家长

多配合学校。希望家长多点时间和学生沟通。部分家长没有主流学校家长那么紧张学生，

教师打不通家长电话。需要多鼓励家长参与学生教育，不要逃避孩子的问题。特殊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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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联系家长困难，去年联系家长连一半也联系不到。主要是部分家长都没有那么关心

自己的孩子。所以孩子的情绪会来自家庭。比如父母忽视，父母更喜欢哥哥或者弟弟。

改善父母对 SEN 子女的态度，才能根治孩子的情况。

4.5.6 教师对提升学生 SEL 的课程建议

普通学校教师意见：成长课，不过时数不太够。建议增加情绪管理课程的时数，不

要原本的两周一堂，最好是一周一堂，可以更深入学习探讨。需要一个专门教导 SEL

技能的课程比较好。可以开设戏剧课程，具体可以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让

学生自己做编剧来控制情绪，从而可以渗透情绪学习课程。全班搞一些迎新活动，有一

些集体游戏或者分组解决难题的游戏。可以训练人际交往及负责任的决定。课程统整活

动，专题小组，历奇活动。德育讲座，情境再现。可以在常识科，多教导生活技能。例

如教导孩子整理书包，绑鞋带。也有教师建议直接在课程中加入一些元素，而不是单开

一门课程。

特殊学校教师意见：学生需要“共情能力”培养。比如多让学生接触社会，出外参

加活动，或者对于高小课程加入共情课程，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不要太自我。群育学

校里面大多数学生表现的比较自我。建议可以加入内地学校的军训，训练学生的自律和

规矩。具体举行时间可以考虑刚刚入学的一年级或者六年级毕业的时候亦或要上初高中

的时候，训练学生坚持力和毅力。整个军训时间不必太长，可以考虑一至两天的训练即

可。可以建议其他学校也开展“静观课程”。让学生通过呼吸释放压力，和自己沟通。

对部分学生都很有帮助。具体操作是让几个受训老师对全校师生进行培训。然后让学生

慢慢推行，虽然现在九成没有接受，但是接受了的效果很好，可以大力推行。多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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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不要只是书本知识，让学生和生活链接，学生不知道学完的东西如何使用，

感觉和生活割裂。所以需要将课题进行情境教学。学生需要原本的生活经验从而才能学

习。

4.5.7 教师对提升学生 SEL 技能的环境建设建议

普通学校教师意见：学校有养龟。希望利用饲养乌龟来提高学生责任感及团队精神

及人际交往等技能。不过因为 COVID-19 疫情原因，目前暂时饲养工作由校工负责，等

疫情结束就可以考虑开展。通过一人一职增加责任感。举行班级活动，比如礼貌之星之

类。高年班有中英文大使服务。大哥哥姐姐计划，高年班教低年班小朋友。提升学生的

责任感和人际交往能力。学校举行风纪服务，透过不同团队，培养学生的责任感。让学

生在班上担任不同的职务，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特殊学校教师意见：学校有饲养鱼和乌龟，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心培育及责任感。学

生平时帮忙饲养，可以提升学生的个人能力。这些动物风险低，学生可以发展爱心培育。

天台有乌龟，图书馆有蜥蜴，实验室有鱼。教师尽量会让学生参与照顾各种动物。学校

有乐团，曾组织学生去香港大会堂做演出。这个活动可以促进学生 SEL 的技能。因为学

生需要遵守规则：要准时，不能中途退场，要和同伴交流，一起合作，可以学到很多东

西。学校还有植物角。这些可以促进学生的共情能力，让学生学会爱惜动植物及同伴家

人，以此让学生学会珍惜将来会遇到的人事。学校还有健身房，让师生可以释放压力。

学校有田径队篮球队，培养 SEN 学生的体育能力。比如 ADHD 的体育能力很强，还有一

些过渡的学生，如果原本是运动员的话，来了可以继续培养，不耽误，不会脱轨，对于

有 SEN 的运动员不会脱节。学校还有图书伴读计划，就是高年级学生带领低年级学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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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让高年级学生尝试照顾低年级学生，这样可以训练他们如何与人相处，也可以负担

一些社会责任。可以促进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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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讨论

5.1 学生表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学生自评）

5.1.1 学生在量表展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 SEL 技能人际交往技能所占比例最高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

五个方面的能力（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17a）。四至六年级普通及 SEN 学生通过 SSIS-SEL 量表展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 SEL

技能只包括其中四个，分别是：人际交往、负责任的决策、社会认知及自我管理技能。

根据图 4.1.21 及 4.1.22 的研究结果表明，人际交往技能在两组学生中所占比例均为

50%，位列第一。具体表现均为“会跟人说‘谢谢’”。人际沟通是人类社会交往最初

的、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是人际交往的起点（何丽娜、薛明伦和邹璐璐 ，2014）。“会

跟人说‘谢谢’”，是基本的人际沟通技能，对于这个基本技能的重要性，学校提供了

良好的学习环境，比如学校墙上的标语；同时教师和家长都同样重视这个行为，学生对

于“会跟人说‘谢谢’”也并不抵触，并且在做了这个举动之后会有良好的回应。在学

校社区及家庭里面形成讲礼貌“说谢谢”的文明风气。所以普通学生及 SEN 学生都潜移

默化的在良好的社会风气中表现出良好的人际交往技能——“会跟人说‘谢谢’”。

根据 Goleman（1995）阐述耶鲁大学心理学家 Sternberg 的观点，Sternberg 曾

要求人们描述何为“聪明人”，结果发现，处理人际关系技能是最主要的特征。这类操

作性的技能在执业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过程中发现家长学校都很重视这个技能。

因此营造了一个好的学习氛围，普通及 SEN 学生这个技能表现所占比例最高。社交情绪

学习技能活动的设计主要涉及因素包括：授课、学校环境、家长和社区人员这几个方面

（Adi, Killoran , Janmohamed, & Stewart-Brown, 2007）。从表 4.3.14 及表 4.3.24



88

可以看出教师和家长都很重视人际交往技能。“会跟人说谢谢”是 SSIS-SEL 量表中教

师、家长选出来的前十的技能之一。事实上，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取决于父母师长

的态度（Cohen，2004）。通过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家长及教师对于人际交往技能比

较重视，所以学生在这方面表现较好，得分比较高。研究结果表明家长及教师的态度可

以影响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表现。

根据尼尔·汉弗莱（Humphrey, 2013，16）对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内涵的详尽分析

表明：从社交与情绪学习中所学到的技能，本质上涉及社会与情绪两方面，与自我认知

和人际交往技能密切相关。自我认知在于理解自己的情绪、思想和价值观的能力，以及

它们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影响行为。这包括以坚定的信心和目标意识认识自己的优势和

局限的能力; 人际交往技能在于建立和维持良好关系的能力，以及与不同的个人和群体

有效沟通的能力（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本研究数据显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 SEL 技能中，50%都是人际交往技能，而

自我认知技能却完全没有体现，可以看出学生目前社交情绪学习技能需要加强自我认知

技能的培训。

香港教育局一直致力推进融合教育，主流小学里面高小的 SEN 学生融入良好，在

平常也能很好的进行基本人际交往，比如这些学生都“会跟人说‘谢谢’”，说明 SEN

学生融入主流教育是必要且成效显著的。人际交往技能对于学生在校教育非常重要。比

如访谈中有教师提到“如果和学生关系良好，比如先建立朋友关系，再与学生讨论如何

改个人情绪表达和社交技能，会更易于管理学生。这即是表示，良好人际交往技能可以

提升师生关系，从而提升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所以教师平时很注重这方面的训练。综上，

四至六年级学生在 SSIS-SEL 量表展现出得分最高前十个 SEL 技能中，人际交往技能所

占比例最高。父母及教师态度对学生 SEL 表现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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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学生在量表中表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没有自我认知技能

从图 4.1.12 及图 4.1.22 可以看出，通过 SSIS-SEL 量表筛选出的前十个 SEL 技能

没有提及：“自我认知技能”。自我认知主要包括了解自身情绪、思想和价值观及其如

何通过周围环境影响行为方式。这包括以有根据的自信和目标识别自身优点和局限性的

能力。例如：整合个人和社会身份；识别个人、文化和语言资产；识别自身情绪；诚实

正直；联系感情、价值观和思想；检视傲慢与偏见；体验自信；具有成长心态；培养兴

趣和目标感（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

自我认知技能是 SEL 里面不可或缺的技能，对学生成长及将来有重要的作用，学生表现

的缺失需要引起重视。根据 Goleman（1997）的研究发现，在童年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

某种能力，长大后则会在社交和情绪能力方面都表现出来。有观点认为智商高低无法改

变，但是有证据显示，情绪技能，如控制冲动及准确理解社会处境，认清形势，了解时

代潮流等这些技能是可以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所以只要适当的干预，有针对及有目的

性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后天的学习，是可以让学生获得自我认知技能的。

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四至六年级的教师及家长对学生“自

我认知”技能重视程度比较低。根据 Zins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提高 SEL 技能，最有效、

最持久的方法包括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社区成员作为合作伙伴参与规划、实施和

评估 SEL 工作（Zins & Elias, 2007）。这说明教师及家长的重视程度及参与程度对

学生的表现有影响。事实上，儿童社交情绪能力的发展取决于父母师长的态度（Cohen,

2004）。图 4.3.14 及图 4.3.24 显示教师与家长认为最重要的十个技能中，“自我认知”

技能得分最低，二者态度相呼应。教师及家长对于自我认知技能重视程度低，学生自我

认知技能没有展现。第二，教师过于注重学业的培养，忽略了学生自我认知技能的培养。

在现行的香港普通小学制度下，学业成绩依然是大部分学校分班及评估学生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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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校每个年级的 A、B、C班级是按照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分配的，所以提高学生学

业成绩依然是教师第一要任。在访谈中，有一部分教师认为学校给教师任务过重，希望

有自己的空间。这表明教师觉得本职工作都很大压力，就更难专门去提高学生的自我认

知能力了。第三，教师对于 SEL 技能概念认识有限，更无法对其中涵盖的“自我认知”

技能进行培训。Cohen 认为社交情绪智商对教师、学者专家、家长也相当重要。教师及

父母若具备此能力，将可以更有效了解班级或家庭成员的互动，掌握教学实际，采取合

适方法，有效实施社交情绪教育。部分普通小学教师在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时表示，

并不熟悉 SEL 这个概念，希望进行专项训练。若教师都没有 SEL 的概念，对于学生这方

面的培训当然无从谈起。基于以上因素，学生表现 SEL 技能得分最高的前十里面没有“自

我认知”技能。

5.2 不同群组关于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表现、态度的差异

5.2.1 两组学生负责任的决策及社会认知技能的差异（学生自评）

从表 4.2.12 可以看出关于负责任的决策及社会认知技能，SEN 学生与普通学生存

在显著差异。根据 CASEL（2020）制定的 SEL 框架，负责任的决策指在不同的情况下对

个人行为及社会交往做出体贴且具有建设性决策的能力。这包括考虑道德标准和安全问

题的能力，以及评估各种行动对个人、社会和集体福祉的益处和后果的能力。例如：表

现出好奇心和思想开明；确定个人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学会在分析信息、数据、事

实后做出合理的判断；预测和评估个人行为的后果；认识到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在校内外

的作用；对于促进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福利反思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评估个人、人际、

社区和机构的影响。社会认知是对于不同背景、文化及处于不同环境的人能够理解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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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包括同情他人的能力，了解不同环境下更广泛的历史和

社会行为规范，认识家庭、学校和社区资源和支持。例如：考虑他人的观点；认识他人

优点；表现出同理心和同情心；关心他人的感受；理解并表达感激之情；认识定各种社

会规范，包括不公正的规范；认识到形势需求和机遇；了解组织/体质对于行为的影响。

普通学生负责任的决策及社会认知技能平均分均明显高于 SEN 学生，说明普通学生

较 SEN 学生更能作出负责任的决策及更好的社会认知。这里的负责任的决策主要表现在：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小心使用他人的东西”、“尊重他人的财产”；“社会认知”

主要表现在：“会友善对待沮丧的人”，“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表示支持”。本研究

主要选取 SEN 学生分别为：特殊学习困难（SpLD），自闭症（ASD），注意力不足/过度

活跃（ADHD），言语障碍（SLI）。

在特殊学习困难中，读写障碍是最常见的一种（香港教育局,2020b）。以读写障碍

作为特殊学习困难的代表，他们有以下的特征：口语表达能力较文字表达能力欠佳;阅

读欠流畅，并时常错读或忘记读音; 尽管努力学习，仍未能默写已学的字词; 抄写时经

常漏写或多写了笔画;把文字的部件左右倒转或写成镜像倒影;较易疲倦，需要更多的注

意力去完成读写的作业。国际阅读障碍协会 （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

2021）定义读写障碍是一种学习障碍，是一种特定的语言障碍，源于对文字解码能力的

不足。 除了阅读能力之外 ，读写障碍还会影响其它和语言有关的能力，如书写、拼字

能力。 这类学生在辨识文字方面存在困难 ，从而产生阅读理解和写作上的问题 。高

小阶段；由于阅读和书写内容日趋复杂，学生在应对学业要求因此更为吃力。由于阅读

理解及写作方面出现困难，学业成绩因而欠佳（香港卫生署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

2008）。 读写障碍的学生一方面有学业压力，一方面自身阅读有困难，造成普通读写

障碍学生的学业成绩都不理想。因为对于文字接收出现障碍，导致该类学生理解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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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生低下，无法在分析信息、数据、事实后做出合理的判断，更无法评估个人、人

际、社区和机构的影响，所以其作出负责任的决策技能较差。因为理解能力低下，无法

理解不同环境的人的不同观点，其共情能力受自身障碍影响，无法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社会认知技能较弱。

根据美国精神疾病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20）颁布的《精

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关于自闭症的解释，自闭症主要表现为：在任何情境下，社交沟通及

社会互动上的缺损，不考虑一般性的发展迟缓，在社交、情绪的互动功能上有缺损；严

重程度从社交互动异常，无法维持双向的对谈，在沟通上较少回应，也较少兴趣、情绪、

情感的分享，到无法起始社交的互动。在社会互动上，非语言沟通行为的缺损，严重程

度从语言及非语言的沟通较差，眼神注视及肢体语言功能的异常，理解及使用非语言沟

通能力的缺损，完全缺乏脸部表情及手势。发展及维持人际关系的缺损，严重程度从无

法做出符合情境的适当行为，在分享想象性游戏及交朋友方面有困难，到对人完全缺乏

兴趣。局限、重复的行为、兴趣及活动；固着或重复性的言语，动作及使用物品；过度

坚持常规，仪式化的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的行为，极度抗拒改变非常局限及固定的兴趣，

对于兴趣极度的专注，对于感觉刺激的输入过度反应及过度反应不足、对于环境中的感

觉刺激有异常，症状必须在童年早期出现（但症状可能不会完全显现，直到环境或情境

中的社交要求超出小朋友的能力）症状造成日常生活功能的缺损。自闭症学生在面部、

声音以及身体的情绪认知、识别方面存在困难，社会交往存在障碍，这是自闭症群体面

临的核心障碍之一（Reichow ,Steiner & Volkmar,2012）。根据 Pouw 等人( Pouw , Rieffe,

Oosterveld, Huskens, & Stockmann ，2013)的分析，自闭症群体存在情绪认知障碍，

有共情缺损的表现。具体体现在分享、理解及感受他人情绪能力和准确的情绪理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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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较差。自闭症学生因为原本身体缺陷，共情能力的天然缺失导致无法作出准确的社

会认知，进而无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个人行为及社会交往做出体贴且具有建设性的决策。

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主要常见情形包括专注力弱、过度活跃和行为较冲动。

这些征状会导致学业或社交上的困难，并可能导致情绪问题亦或自我形象低落，令患者

在生活适应上出现重大问题（香港衞生署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2017）。专注力弱使

ADHD 学生易受环境影响，很难专心进行数据、信息的分析，无法做出合理判断。而过

度活跃及行为冲动让他们缺乏耐性，无法预测和评估个人行为后果，容易与朋辈起冲突，

较难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同时由于其自我形象低落，对自我没有正确的认识，更难对于

不同背景、文化及处于不同环境的人的观点作出理解更无法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ADHD

学生由于自身缺陷导致社会认知技能较弱。

根据香港教育（2015）的定义，言语障碍会出现未能准确地发音，引致说话混淆不

清的发音问题。同时还可能出现语言问题：在理解方面，因未能理解全部讯息而产生误

会，以致答非所问。在表达方面，因组织能力较弱，或缺乏应用词汇，说话令人难以明

白。负责任的决策需要将自身行为与社会交往结合，从而做出具有建设性的决策。而言

语障碍学生无法有效与他人进行沟通，所以无法预估个人行为对他人的后果。同时由于

无法有效沟通，此类学生也无法理解他人与自己不一致的行为及想法，无法表现出同理

心，所以社会认知技能也较弱。以上四类 SEN 学生，由于自身缺陷，在社交方面比较困

难，较难与外界进行有效沟通，无法准确理解个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在焦点小组访谈

过程中，有特殊学校教师一直强调，需要加强学生“共情能力”的培养，从而提升 SEN

学生的同理心。量化研究的结果及质性研究访谈都指出需要提升 SEN 学生的同理心，从

而提升其 SEL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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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两组学生在自我管理方面具体行为的显著差异（学生自评）

此项整体两组学生对比，根据独立 t检验表现并无差异，但是如果单列出具体行为

会有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条：“被推撞时，反应恰当”，“用恰当的语调说话”。

研究结果显示，SEN 学生在这两个自我管理行为中的表现得分较普通学生低，二者存在

显著性差异。SEN 学生在这两个行为中的自我管理技能更差。自我管理技能主要指：在

不同情况下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思想和行为，并实现目标和愿望的能力。这包括延

迟满足、管理压力和感受完成个人/集体任务的动力和能动性目标。例如：控制自己的

情绪；识别和使用压力管理策略；表现出自律和自我激励；设定个人和集体目标；运用

计划和组织技能；表现出采取主动的勇气；展示个人和集体的能动性（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20）。根据王福兴等（2011）的

解释，“自我管理”技能主要包括目标设定及管理情绪的能力。被推撞时反映恰当及用

恰当的语调说话，在这里反映管理情绪的能力。言语障碍学生原本发音有问题，有的说

话不流畅，有的声线有问题，要使用“恰当的语调说话”，对其尤其困难。自闭症学生

行为刻板无法做出符合情境的适当行为。其局限、重复的行为以及对于感觉刺激的输入

过度反应及过度反应不足、对于环境中的感觉刺激有异常，这一些列自身缺陷，导致自

闭症学生无法在“被推撞时反映恰当”。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普通学校及特殊学校的教

师均表示，SEN 学生比较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不会表达及适当发泄自己的情

绪，所以对待 SEN 学生的情绪问题要更为小心。SEN 学生因身体原因，自身存在行为问

题亦或情绪问题，从而导致社会交往过程中出现自卑心理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交往模式。

内心比较敏感及脆弱，缺乏人际交往技能，此类学生有时知道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但

是一旦出现矛盾较易和他人产生语言或肢体冲突，在交往中常处于游离与主体之外的边

缘状态（高虹琳，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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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一直推行的“三层支援模式”，提供学生平等学习机会，明确提出要照顾不

同学习需要的学生需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2020a）。第一层支援就是推行全校

性的策略，优化课堂的学与教，建立正向的环境支援。第二层支援主要是以小组形式进

行的增补辅导或训练，目的是提供具针对性的训练活动。第三层支援会提供个别化的训

练及辅导（IEP），为第二层及第一层的支援巩固基础（香港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务(新界

西)组，2018，46，72，116）。在第一层支援里面，教师需要营造一个能引导 SEN 学生

投入学习的课堂环境。在第二层支援中以小组形式进行辅导或者训练，从而提供有针对

性的活动，让 SEN 学生掌握自我管理技能，具体为“被推撞时，反应恰当”，“用恰当

的语调说话”，实现：在不同情况下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思想和行为。第三层支援

是为有需要学生制定个别学习计划，而获得第三层支援的 SEN 学生，同时也需要接受第

一层及第二层的支援，也即是第三层个别化辅导训练是第一以及第二层支援的巩固。在

因材施教的个别化学习计划的支持下，让严重 SEN 学生能够识别及控制自己的情绪，可

以延迟享乐，理智控制自己的言行。SEN 学生的情绪管理需要加以重视。访谈中有教师

提到：SEN 学生需要多点时间支援，从而疏导他们的情绪。普通学生对自己社交技能在

父母和自我学习情况下，更会处理。SEN 学生需要教师个别支援及关心。教师会建立手

势来教导他们，不要当面指正他。同时有的 SEN 学生需要借助情绪颜色卡来表达自己的

情绪。综上，SEN 学生需要提升自我管理技能，特别是其中的情绪管理技能。

5.2.3 两组家长关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的态度差异

根据图表 4.2.2 在人际交往技能及负责任的决策方面的态度上，两组家长不存在

差异，他们对于自己孩子的人际交往技能的期待及要求都是一致的。而在“自我认知”、

“自我管理”、“社会认知”三个技能的态度上，两组家长存在显著差异。“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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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识别情绪及认识自我及他人的优势。而“自我管理”主要包括目标设计及管理

情绪。“社会认知”则需要识别及理解他人的感受，同时还要学会赏识差异，理解不同。

SEN 学生本身对于识别自身及他人情绪的能力较弱，管理情绪就更加困难。如前所述，

通过 SSIS-SEL 量表筛选出的普通学生及 SEN 学生的前十个 SEL 技能没有提及：“自我

认知技能”；根据平均值高低可以看出四至六年级的教师及家长对学生“自我认知”技

能重视程度最弱，其得分均为最低。普通学校没有对学生“自我认知”技能培养足够重

视。普通学生及 SEN 学生在此方面表现都不理想。但普通家长及 SEN 家长在对于学生自

我认知技能的重视程度上有显著性差异。普通学生家长重视程度虽然不高，但是普通学

生这方面的技能缺陷并没有对他们的学习生活造成影响。SEN 学生受自身原本缺陷限制，

自我认知技能表现更差。社交功能障碍是自闭症普遍障碍。患者在沟通与社交、行为等

方面都存在障碍。这一发展性障碍会严重影响自闭儿童的智力，沟通以及社交行为

( Allen & Cowdery , 2015 )。 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及青少年在学习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时充满挑战。部分已经识别的自闭症患者，在社交、沟通发展的技能上有缺陷，这个使

SEL 技能对自闭症患者尤为重要，同时对于他们也形成了独特的挑战（Merrel &

Gueldner，2010，页 64)。自闭症学生无法准确识别自身情绪，更无法理解他人不一致

的行为及情绪。所以自我认知技能较普通学生更薄弱。SEN 家长对于 SEN 学生自我认知

的重视程度从侧面反映了 SEN 学生在这方面的表现不理想。ADHD 专注力弱的学生容易

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分心，不留心听讲，时常心不在焉，难以按照指示做事。而过度活跃

的学生欠缺耐性，行为比较冲动（香港衞生署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2017）。自我认

知技能除了解自身情绪之外还需了解如何通过周围环境影响自我行为的方式。ADHD 学

生无法专心，欠缺耐性无法作出适合现场情况的行为反馈，自我认知能力弱。特殊学习

困难及言语障碍，共同点都是阅读理解缺陷，这就导致这类型学生无法识别自身优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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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其自我形象比较低落，缺乏自信，自我认知能力较弱。较差的自我认知技能对

SEN 学生在学习及生活中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例如 SEN 学生无法了解及正确表达自身情

绪的时候，会乱发脾气，直接对学校课程造成扰乱，直接令课堂无法完成。访问中有普

通学校教师表示，曾经有一位 SEN 同学突然无故情绪失控，大闹课堂，最后要通知其家

长将其带回家处理。有特殊学校教师表示他们会在平时课堂，加强对于学生自我情绪了

解及表达的课程，让学生可以正确认识了自己当时情绪及时表达自己内心情感，防止情

绪失控。教育需要家长的配合，而 SEN 学生的管理及教育更需要学校与家长的紧密联系

与配合，SEN 学生若无法了解自身情绪，得不到适时疏导，就可能对学校正常课堂或其

他师生造成严重影响，家长对此责无旁贷，所以 SEN 家长比普通学生家长更为重视“自

我认知”技能。普通家长和 SEN 家长在“自我认知”技能上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ADHD 的学生原本很难集中注意力，所以遵循课堂规则比较困难，自我管理方面比

较弱。SEN 家长明白其子女自身缺陷，有的 ADHD 学生甚至需要借助药物治疗，所以对

子女这方面的表现比较宽容，得分比普通家长要低。在“关心别人”方面，由于 SEN

学生自我控制原本较弱，可以说是自顾不暇，很多自身行为还需要调整。如前所述，此

类学生比较难以理解他人不同行为，也难以识别自身情绪。所以“关心别人”对于 SEN

学生来说非常困难。普通学生没有这些天然障碍，本身不存在无法识别自身情绪，不能

理解他人行为的缺陷，一般情况下，可以较好的控制自己。不同学生群体因自身能力差

异，导致父母对于孩子表现的态度显现出显著差异性：与 SEN 家长相比，普通家长更注

重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自我管理及社会认知，而 SEN 家长则更看重孩子的自我认知

技能。所以主流学校在融合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要因材施教，合理运用“三层支援

模式”，必要时提供个别化教育计划（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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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教师与家长关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的态度差异

根据图表 4.2.3，可以看出教师及家长在 SEL 的五个方面都有显著性差异。总体来

说：家长在同等情况下更看重孩子“人技交往”技能；教师更看重的技能则为：“自我

认知”，“负责任的决策”，“社会认知”。“自我管理”技能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四

个表现中，家长得分更高的是“partA7 不用麻烦别人就能完成工作”说明家长对学生

独立完成工作的技能期望更高。另外三个行为“能跟从你的指示；不理会注意力不集中

的同学；与他人意见不同时，仍保持冷静”教师平均数均显著高于家长，说明教师更希

望学生能跟从指示，集中精力，同时遇事保持冷静。

根据香港 VTC 职业资料库（2010）对于小学教师职责的要求可以看出，小学教师主

要职责是教授学科内容，为学生升读中学做准备。同时需要举办一些促进学生身心及社

交发展的活动。由此可见，教师的对于学生的角色主要是传授书本知识，应对升学考试。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存在着重智轻情、重分轻质的倾向（张庆，2008）。教师更需要

维持良好的课堂秩序，保证学生上课的有效性。自我认知技能需要学生识别自我情绪，

从而控制自己。学生具有良好的自我认知技能有利于课堂秩序。在访谈中，有教师也提

到“会向成年人寻求帮助”是学生最为重要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之一。因为这可以防止

很多学生危险行为，同时也可以适时疏导学生不良情绪。黄月霞（1989, 203）曾引用

Ellenson(1987)的观点指出：人作为感情动物，假如可以了解自己与他人情绪，知道她

如何影响自己，并找出发泄方法，必然受益良多。

负责任的决策需要学生考虑自己的道德标准及安全问题的能力。学生的安全问题一

直是学校关注的首要问题。社会高度关注校园安全问题，发生校园安全事故会给社会带

来恶劣影响（王斯英，2020）。教师对于学生在校时期的安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量表

中“负责任的决策”具体表现为“与他人一起时表现尽责”。如在共同学习活动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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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体育课球类运动比赛过程中，有学生没有尽责发挥自己的职责，就容易引发运动意外，

导致学生身体受到伤害。

社会认知技能主要要求学生具有共情能力，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与

自己不同的行为。学生回家后主要相处对象为父母亲人，而在学校主要面对的是同学老

师。如果学生无法理解他人行为，就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影响教师课堂教学，

也影响学生人际交往关系。学校作为事件发生后第一处理者，对此技能的重视程度必然

高于家长。在访谈中，特殊学校教师反复强调需要加强学生“共情能力”的培养，从而

减少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冲突。

因为持份者角色差异，家长和教师出现很多分歧，这些分歧如果可以达成共识，互

相理解，对于孩子的教育将会事半功倍。究其原因主要因为二者面对对象不同。教师要

顾及全班学生的感受，而家长只需要照顾自己孩子的行为问题。但是孩子最后都会面向

社会，假如在学校阶段，家长就可以有教师的眼界与考虑，那么对于孩子将来面对社会

也可以提早做好准备。学校和家庭在促进儿童积极发展和学习成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家校合作可以为学生创造发展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重要机会（Albright ， Weissberg,

& Dusenbury, 2011）。教师及家长是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的榜样，加强教师与家长的

沟通交流，加强家校合作，减少二者对于学生 SEL 态度的差异性，二者互相探讨重视程

度的平衡，让学生在家在学校都受到统一的良好教育。

5.3 教师、家长认为最重要的前十个 SEL 技能中，负责任的决策排名第一

根据表 4.3.11 及表 4.3.21 可以看出，教师及家长均认为“负责任的决策”“会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最为重要。“负责任的决策”主要包括：情境分析能力，准确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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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承担个人责任的能力，尊重他人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王福兴、段婷和申继亮，2011）。

学生能够作出负责任的决策，有利于其自身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发展。学生作出负责任

的决策，需要从符合自身及社会道德的角度去思考，作出对社会、他人、自己负责的决

定，并能考虑该决策引发的后果，利于学生辨别及分析目前所处情势（孟思欣，2018）。

Goleman（1995, 页 247）认为，情感智商的主要技能均有其关键的发展阶段，情感习

惯在人的一生中也是可以改变和培养的。黄月霞（1989, 页 146）表示，一个明智决定

的产生，需要思考及计划，所以它是——学习来的能力和技能。负责任的决策能力是一

种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具备负责任的决策技能，能够作出不伤害集体利益的决定；

能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问题，该技能是可以经过学习获取的（穆田云，2017）。负责

任的决策对于学生发展非常重要，该技能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形成的，家长及教师的重

视有利于学生“作出负责任的决策”技能的培养。

SEN 学生例如 ADHD 很难集中注意力及无法保持安静，会导致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ADHD 学生会出现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等与其年龄水平并不相符的行为（柴丽慧，

2017）。“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即是实施一个行为之后自己可以承担这个结果。ADHD

儿童由于自身障碍，常表现出冲动行为，时常坐立不安，容易与他人产生不良互动，不

遵守课堂秩序与活动规则，并且情绪多变，喜怒无常（赵欣、袁茵，2014）。 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也是减少冲动行为的一种重要技能，ADHD 学生如果可以学会“负责任的决

策”技能就可以提升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从而改善行为缺陷。自闭症的学生很难与他人

进行沟通，容易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很多行为可能是无意识的，不受控制的。自闭症学

生容易封闭自我，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外界事物，对于他人看法及体会并不关心，

脾气不稳定，易哭闹（高来宽，2019）。所以自闭症的学生更需要进行“负责任的决策”

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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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学生，培养负责任的决策技能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访谈中，有教师提到学

校进行的“风纪”活动，也是对学生负责任决策方面技能的培养。有参与访谈的教师介

绍，通过让学生担当不同职务，让学生设身处地理解不同职务的意义。培养学生重视服

务精神，明白履行风纪职责时需要有担当、自律且负责任的态度。这也是香港高小德育

及公民教育课程的内容。负责任的决策对于学生意义重大，是四至六年级教师、家长一

致认为最重要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5.4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与中文、英文和数学的学业成绩的影响

四至六年级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表现及家长评价与中、英、数成绩是显著相关

的。根据表 4.4.1，表 4.4.2，表 4.4.3，表 4.4.4,表 4.4.5 及表 4.4.6 可以看出，学

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及家长对其表现评价对中英数成绩是呈现中等程度显著相关的。

掌握一定的情绪技能，能够指导青少年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提高学业成绩和增强

心理幸福感（张庆，2008）。学生对于 SEL 技能的具体表现，呈现出与学业成绩的显著

相关性。根据访问资料显示，部分教师表示，在日常教学中，已经有意识的 SEL 技能融

入到课堂当中，比如分组讨论，可以训练学生的人际交往技能，这表明中英文学业成绩

不单单只是考试，日常教学里面也包含了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而学生的表现及成绩之间

呈现的显著相关性说明二者是有联系的。

DiPerna、Volpe 和 Elliott（2002）的研究有效地强调了社会情感技能（他们称

之为人际技能）在学生阅读和数学成就中的作用。所以加强 SEL 的训练，是可以提升学

生中英数学业成绩的。根据 CASEL（2011）的报道，《儿童发展》杂志发表了 CASEL 的

主要研究报告《加强学生社会和情感学习的影响：基于学校的普遍干预的元分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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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报告，将 SEL 与 11%的学习成绩联系起来。CASEL 根据 SEL

的需求，建立合作倡议地区（Collaborating Districts Initiative：CDI）花了二十

年的时间合作，建立了证明 SEL 对学生有效的证据库。自从合作地区倡议实施以来，学

生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习成绩一直在提高。学生感到更安全，与学校的联系更紧密。

虽然数据的可用性因地区而异，但定性和定量结果都是有价值的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017b)。

大量研究表明，通过教导可以获得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从而可以提高学生学业成

绩（Schonert-Reichl，2017）。在访谈过程中，各个学科老师都提到会将分组讨论融

入日常教学。分组讨论主要可以提升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通过表 4.4.1,表 4.4.2,表

4.4.3,表 4.4.4 及表 4.4.6 可以看出,“人际关系”技能对于中文、英文、数学成绩都

具有显著影响。人际关系主要表现在可以很好的和同学相处， 从中可以看出朋辈互相

交流和学业成绩是相关的。访谈中有学校教师表示，学生间课堂讨论及学习交流，可以

帮助学生理解问题，更快掌握学业新知识。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被同伴接纳的学生

能获得更好的学业成绩，而那些长期处于被拒绝同伴关系中的学生，使其不愿参加到学

校的学习生活中，不利于其学业成就发展（李瑜婷，2019）。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的学生

遭到同伴排斥的机会较大，有可能影响其课堂参与度，从而导致学业成绩不理想。量表

结果可以看出，“当别人开展对话或活动时，能作出适当回应”，“能与其他小朋友互

动良好”，“识讲“唔该””，“会跟人说“谢谢””，“跟人说话时有眼神接触”，

“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容易交到朋友”这些具体人际交往技能表现，和学生学业

成绩有显著相关性。访谈中，普通学校有教师表示，SEN 学生学业成绩普遍较差。SEN

学生因为本身限制，人际交往技能比较弱。而特殊学校对于学生的考量，更偏重学业成

绩以外的方面，比如积极培养其业余爱好。加强学生人际交往技能的教导，有利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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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成绩的提升。本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目前行为与所获学业成绩的是显著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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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6.1 结论

本研究以三间香港公营主流小学学生家长教师及两间特殊学校（群育学校）教师

为研究对象。旨在帮助学生迎接学习的挑战，为他们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做好准备，并

防止危险行为的发生。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设计方法，以获取跟研究问

题的相关信息并得出结论。

经过研究，结果表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所属五个能力领域，主要包括自我管理、自

我认知、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技能，与家庭、社区及学生学业成绩息息

相关，同时得到四至六年级教师认为有效的提升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支持策略。四至

六年级学生在 SSIS-SEL 量表展现出得分最高前十个 SEL 技能中（学生自评）：人际交

往技能所占比例最高；四至六年级学生在 SSIS-SEL 量表中表现出得分最高的前十个社

交情绪学习技能（学生自评）不包括自我认知技能，教师及家长对于自我认知技能重视

程度低，学生自我认知技能没有展现（学生自评）。

6.1.1 SEN 学生在 SEL 五个能力领域中负责任的决策及社会认知技能较弱（学生自评）

SEN学生在SEL五个能力领域中负责任的决策及社会认知技能较弱：普通学生较SEN

学生更能作出负责任的决策及拥有更好的社会认知技能。研究主要选取 SEN 学生分别为：

特殊学习困难（SpLD），自闭症（ASD），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ADHD），言语障碍（SLI）。

读写障碍的学生因为对于文字接收出现障碍，导致该类学生理解能力较普通学生低下，

无法在分析信息、数据、事实后做出合理的判断，更无法评估个人、人际、社区和机构

的影响，所以其作出负责任的决策技能较差。因为理解能力低下，无法理解不同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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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不同观点，其共情能力受自身障碍影响，无法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社会认知技能

较弱。自闭症学生因为原本身体缺陷，共情能力的天然缺失导致无法作出准确的社会认

知，进而无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个人行为及社会交往做出体贴且具有建设性的决策。专

注力弱使 ADHD 学生易受环境影响，很难专心进行数据、信息的分析，无法做出合理判

断。而过度活跃及行为冲动让他们缺乏耐性，无法预测和评估个人行为后果，容易与朋

辈起冲突，较难做出负责任的决策。ADHD 学生由于自身缺陷导致社会认知技能较弱。

负责任的决策需要将自身行为与社会交往结合，从而做出具有建设性的决策。而言语障

碍学生无法有效与他人进行沟通，所以无法预估个人行为对他人的后果。同时由于无法

有效沟通，此类学生也无法理解他人与自己不一致的行为及想法，无法表现出同理心，

所以社会认知技能也较弱。

6.1.2 普通学生较 SEN 学生在自我管理技能方面的具体行为表现更好（学生自评）

普通学生与 SEN 学生在自我管理技能方面具体行为存在显著差异：SEN 学生在“被

推撞时，反应恰当”，“用恰当的语调说话”的自我管理技能表现更差。言语障碍学生

原本发音有问题，有的说话不流畅，有的声线有问题，要使用“恰当的语调说话”，对

其尤其困难。自闭症学生因行为刻板无法做出符合情境的适当行为。选取的 SEN 样本学

生由于他们不会表达及适当发泄自己的情绪，比较难以控制自己，缺乏人际交往技能。

一旦出现矛盾较易和他人产生语言或肢体冲突。

6.1.3 SEN 家长更重视子女“自我认知”技能

四至六年级 SEN 与普通学生家长对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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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在“自我认知”、“自我管理”、“社会认知”三个技能上呈现显著性差异。普通

家长在“自我管理”、“社会认知”技能的得分更高。SEN 家长比普通学生家长更为重

视“自我认知”技能。自闭症学生无法准确识别自身情绪，更无法理解他人不一致的行

为及情绪。所以自我认知技能较普通学生更薄弱。ADHD 学生无法专心，欠缺耐性无法

作出适合现场情况的行为反馈，自我认知能力弱。特殊学习困难及言语障碍，共同点都

是阅读理解缺陷，这就导致这类型学生无法识别自身优点及局限性，其自我形象比较低

落，缺乏自信，自我认知能力较弱。SEN 学生的管理及教育更需要学校与家长的紧密联

系与配合，SEN 学生若无法了解自身情绪，得不到适时疏导，就可能对学校正常课堂或

其他师生造成严重影响，家长对此责无旁贷，所以 SEN 家长比普通学生家长更为重视“自

我认知”技能。

6.1.4 教师与家长关于学生 SEL 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的态度具有显著性差异

四至六年级教师与家长关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对家庭或社区重要程度的态度在

SEL 的五个方面都有显著性差异。家长在同等情况下更看重孩子“人技交往”技能；教

师更看重的技能则为：“自我认知”，“负责任的决策”，“社会认知”。“自我管理”

技能不能一概而论。在自我管理技能具体四个表现中家长对学生独立完成工作的技能期

望更高，而教师更希望学生能跟从指示，集中精力，同时遇事保持冷静。

6.1.5 负责任的决策是教师、家长认为最重要的 SEL 技能

在四至六年级教师、家长认为最重要的前十个 SEL 技能中，负责任的决策排名第一。

对于普通学生，培养负责任的决策技能有利于其成长为一个有担当、自律且负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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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其进入社会工作发展。对于部分 SEN 学生来说，ADHD 很难集中注意力及无法保持

安静，会导致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作出不顾后果的行为。而自闭症学生易封闭自我，

脾气不稳定，易哭闹，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负责任的决策对于学生发展非常重要，

该技能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形成的，家长及教师的重视有利于学生“作出负责任的决策”

技能的培养。

6.1.6 学生 SEL 技能表现（学生自评）及家长评价与中、英、数成绩显著相关

四至六年级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表现及家长评价与中、英、数成绩是显著相关的。

根据表 4.4.1，表 4.4.2，表 4.4.3，表 4.4.4, 表 4.4.5 及表 4.4.6 可以看出，学生的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及家长对其表现评价对中英数成绩是呈现中等程度显著相关的。本研

究结果与大量文献研究结果一致。根据 CASEL（2011）的报道，《儿童发展》杂志发表

了 CASEL 的主要研究报告《加强学生社会和情感学习的影响：基于学校的普遍干预的元

分析》。这是该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报告，将 SEL 与 11%的学习成绩提升联系起来。

6.2 建议

6.2.1 政策支持

6.2.11 政府加大经济支援增加普通学校社工人手配备

增加普通学校社工人手配置，由“一校一社工”变为“一个年级一社工”。香港政

府由 2018-2019 学年开始，增加公营小学及特殊学校的资源，并在公营小学逐步推行“一

校一社工”政策（香港教育局，2018）。访谈中普通学校教师表示，由于每个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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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现时学校有三个社工，假如可以增加为一个年级有一个社工专门负责，陪伴学生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将可以提升社工处理各种情况的效率。特殊学校教师表示，政府应

为普通学校配备更多的人手支援，这样如果遇到有情绪困难且程度较轻的学生，可以先

在普通学校由有经验的社工解决，而不是直接转到特殊学校。这样不仅有利于特殊学校

教师专注于较为严重的 SEN 学生，同时更有利于所有学生的融合教育。增加主流学校教

师支援，使 SEN 学生更易融入主流学校。

6.2.12 教育局提供 SEL 相关教师培训课程

社交和情感技能对于所有在学校学习和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包括所有

学生和教职员工，而不仅仅是那些有社会、情感和行为困难的学生。除非学生和教职员

工都具备社交和情感技能以及管理自身行为的能力，否则，要培养学校教职员工的有效

学习、高学术标准、包容性文化、积极行为、良好出勤率和良好的专业实践都颇具挑战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7）。教育局需要提供 SEL 相关教师培训

课程，从而提升普通小学教师对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基本认知及系统学习框架。访谈

中有部分普通学校教师表示，对于 SEL 概念并不熟悉，因此无法在教学中融入 SEL 技能。

多年的研究和发展表明：社交情绪学习技能是学生在学校、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关

键（Illinois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Partnership et al.，2009）。教师是推

动社交情绪学习技能（SEL）计划和实践在学校和教室的引擎，他们自己的社会情感能

力和幸福感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学生（Schonert-Reichl，2017)。社交情绪学习作为学

术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培养具备领导学校改革所需技能的专业人士（Elias, Zins,

Graczyk & Weissberg,2003）。教育当局给教师提供适切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培训课程，

有利于教师对于学生该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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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学校配合

6.2.21 加强新老师的心理疏导正确应对 SEN 学生

社交和情感技能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幸福感。如果学校工作人员要帮助学

生发展社交和情感技能，那么他们也需要这些技能。由于教学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活动，

需要高度的情感敏感性、良好的自我管理、同理心和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因此这些技

能将为专业能力和学习提供信息。事实证明，促进社交和情感技能的方案对工作人员的

福利有着有益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工作人员的高度压力，提高工作人员的留用率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7）。一个积极的学校社区能增进学生的

情感儿童的归属感和联系，这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防护因素。一个积极的学校社区对于学

校工作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确保环境支持和促进他们的福祉也是至关重要的。当员

工感到得到支持和联系时，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学生的学业、社交和情感需求。一个

开放且尊重多样性的积极的学校社区将鼓励家长、家庭和社区参与学校生活并为之做出

贡献（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2009）。

新晋教师经验较少，对于各类型学生情况不熟悉，遇到严重 SEN 学生容易产生心理

负担。加强新晋教师心理疏导，有利于师生关系和谐相处，利于 SEN 学生融入主流学校。

访谈中有特殊学校教师表示，在刚入校做老师时，因为缺乏实践经验，遇到的 SEN 学生

情况比书本上的更为立体和复杂，有时无法正确面对，很容易对自己产生否定情绪，不

仅不利于教学，更加影响师生关系及学生该门课业发展。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学生

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高君、张凡迪，2020）。SEN 学生由于生理上一些障碍，比普

通学生更容易出现社交情绪问题，教师如有良好的心里疏导，能够处变不惊，即可更为

顺畅处理 SEN 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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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增加学生课堂情绪管理课程的时数

儿童的社交、情绪和认知领域需要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得到整合，学校需要以整体、

整合的方式同时提高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情感能力和学业成绩的战略和举措（ Reupert,

2019，页 9）。现时香港小学内也有情绪管理课程，访谈中部分教师表示，情绪管理课

程时数太少，大致上是两周一次。希望可以增加到至少一周一次。课程必须以高质量和

持续的方式实施，才能最大限度地取得积极成果（Meyers , Domitrovich, Dissi, Trejo

& Greenberg, 2019）。两周一次的情绪管理课程，课程间隔区间太长，不利于学生的

持续性学习。学校应该缩短情绪管理课程周期，增加情绪管理课程时数，及时疏导学生

不良情绪。

6.2.23 使用渗透式教学法将 SEL 五大内容融入各个学科

学校被视为在为儿童和青少年的情感健康和福祉做出积极贡献方面发挥着核心

作用的场所（Connolly, Sibbett, Hanratty,Kerr,O’Hare, & Winter,2011）。成功

“扩大”社交情绪学习课程的学校通常受益于支持和承诺的领导团队以及教师在课堂层

面的高度执行（Kam, Greenberg, & Walls, 2003）。对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培养，

应该将 SEL 五个方面的元素融入日常教学技能内。比如可以使用分组讨论锻炼学生人际

交往技能；情义教学、角色扮演等都可以用来提升学生同理心从而提高社会认知、负责

任的决策、自我管理及自我认知技能。“积极行动”课程是美国卡罗尔·戈贝尔·欧瑞

博士提出的一门教授社交情学学习技能的课程，它的目标是指导从学龄前儿童到高中阶

段所有学生的社交情学学习与性格发展（孔祥瑞 ，2019）。该课程里面区别于其他课

程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含有大量情景模拟活动（李超、蔡敏 ，2015）。这些情境模

拟活动需要用到角色扮演之类的教学技能。访谈中，有经验的教师表示可以使用渗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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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把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融入到中英数等全部学科。

6.2.24 改善学校环境建设

学校环境建设对于学生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培养有重要影响，应该加强学校环境建

设。学校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系统，影响着学生的社会和情绪表现（Osher , Kidron,

Brackett, Dymnicki,Jones, & Weissberg, 2016）。学习环境是儿童与成人进行互动、

游戏以及获得经验的主要场域，环境氛围是成人与儿童建立友好关系及可以和谐交流的

关键因素（徐鹏，2018）。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饲养动物，在照顾动物以及同动物相处的

过程中学习到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动物的存在能够刺激人类之间的社

会互动（O'Haire , McKenzie, Beck & Slaughter, 2013）。

动物辅助干预对 ASD 儿童的身体、情绪、社交、认知、行为及教育功能的多种损伤

产生积极影响，有证据显示动物辅助干预可以改善 ASD 儿童运动功能和感官过程，对

ASD 儿童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从而提升其幸福感、自我效能、自尊，显著提升生活

质量（Zhao , Chen , Wang & Zhang，2021；Bass,Duchowny, & Llabre，2009; All, Loving,

& Crane, 1999）。访谈中有普通学校及特殊学校教师表示，学校内有饲养乌龟及小金

鱼等动物。学生可以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照顾生命，增加责任感，有利于负责人的决策

技能的培养。在饲喂小动物的过程中，提升自我管理能力。观察小动物的生活提升自我

认知与社会认知。与同学交接照顾小动物可以提升人际交往技能。同时也可以在校内设

置植物角，或者游戏角。让学生在学校尽可能接触不同的环境，从而提升社交情绪学习

技能。学校需要进行心理社会环境建设，创建情绪和社会幸福感是促进健康和学生友好

型学校的一项重要责任（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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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进行家长培训加强家校合作

学校通过与家庭的定期接触，提供理想的接入点让家庭了解育儿、儿童发展和儿童

心理健康（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2009）。家

长和学校合作的方式共同推动社交情绪学习，更有可能产生可观的收益以及儿童的持续

改善 (Elias, 2003; Sanders, Tully, Baade, Lynch,Heywood ,& Pollard,1999; Fuller,

2001; Stormshak , Dishion, Light, & Yasui, 2005)。学校和家庭在促进儿童积极发

展和学习成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家校合作可以为学生创造发展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的

重要机会（Albright ， Weissberg, & Dusenbury, 2011）。研究表明，当 SEL 项目扩

展到家庭中时，它会发挥更强大的效果（Albright & Weissberg, 2010; Patrikakou &

Weissberg, 2007）。访谈中，大部分教师都提出应该进行家长培训，让家长了解什么

是 SEL，统一学校与家庭教育对学生的要求。否则很多学生在学校表现很好，一回到家

里就变成另外的情况。很多教师表示，部分家长把学生交给学校后就不管了，将教育的

重负全部抛给学校及老师。这样的学生通常学业成绩及在校表现都不理想。所以应该开

设家长 SEL 课程培训，从而加强家校合作。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初步探索了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但还是存在一些

局限性。第一，本研究受疫情影响，原定本地两间普通小学的参与者并不能达到预期数

量。所以后期又找了三间本地小学，分别是一间普通小学及两间特殊小学，同时采用混

合方法设计，允许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从而弥补疫情影响下的样本不足。同时方便抽

样并不是最优的方式，然而由于实际限制，研究者常常被迫使用方便样本（Joh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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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ensen，2015，页 216）。没有参与的学生、家长、教师有可能与参与样本有不

同观点。因此，未来研究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让更多学校师生及家长都参与研究，

尽量扩大样本范围。

第二，本研究的结果仅限于香港地区。因此将目前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澳门地区、中

国内地或者其他国家地区更广泛的人群时，需要谨慎。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中国内地不

同类别的学校（如普通学校和特殊学校）具有不同背景的学生、家长、教师纳入更具代

表性的样本极具意义。建议未来研究人员可以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复制我们的研究成果。

最后，原定计划是去受访者学校进行的当面访谈，但是受疫情影响，很多学校在政

府要求下都变成线上教学，教师在家办公，所以最后改为 ZOOM 线上访谈。Zoom 访谈虽

然少了当面交谈的亲和力，有的受访者甚至从头到尾都不愿打开摄像头，但是受访者可

以在自己更为熟悉的空间，不受干扰的进行访谈反而更能放松自己，说出内心的真情实

感。同时，zoom 可以进行录制，极大程度避免了信息丢失。在遇到不理解的广东话词

汇时，访问者积极和受访者沟通，并确认该词汇的真实含义。同时 zoom 有聊天区，在

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可以将自己某些观点直接打字留言，这样提高受访者意愿表达的准

确性。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爆发期间，香港政府对学校施行严格的社会隔离，

这使得数据收集工作更加具有挑战性。在疫情消除后，建议未来研究者可以采用线上访

谈与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在线下与受访者建立友好关系。由于访问调查是一种

面对面的会谈，访问者有其目的待完成，但是受访者并没有特殊的职责一定要配合，所

以访问者要营造一个友善的气氛，拉近彼此心理距离（林生传，2010，页 178）。之后

再进行线上访谈，使用类似 zoom 这样的新型会议工具准确记录访谈结果，访谈效果将

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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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香港教育大学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评价量表-家长版本》

香港教育大學社交情緒學習技能評價量表-家長版本

各位家長：

您好！此次問卷調查是香港教育大學一項關於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的調研。疫情之下，學

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更應受到關注，閣下可以通過該問卷加深對貴子女相關個人行為

的瞭解，加深親子關係，從而有針對性的對子女優秀行為加以鼓勵，或者對不良行為進

行調整。良好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可以幫助學生更好的應對學業、家庭及社會上的

各種壓力，從而提高各項表現。您的參與對孩子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研究非常重要，孩

子的社交行為與個人成長有密切關係，也影響家庭和社區。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
瞭解本港家長認為社交行為，對家庭或社區有多重要；以及 過往兩個月，貴子女展現該行為的密

度（即：密集程度）。煩請閣下認真如實填寫問卷。問卷中，題目的答案沒有對錯之分，

只有程度上的差異之分。請閣下根據您的實際情況，選擇最符合您情況的選項，並在相

應的空格內打勾。請不要遺漏任何題目，問卷調查只作學術研究用途，不需填報其他個

人資料。所有個人資料及回答內容將絕對保密及作整體處理，不會以任何形式向外透露。

是次研究不涉及潛在風險。閣下及貴子女的參與純屬自願性質。閣下及貴子女享有充分

的權利在任何時候決定退出這項研究,更不會因此引致任何不良後果。凡有關貴子女的

資料將會保密,一切資料的編碼只有研究人員得悉。本問卷主體分為兩個部分，每個部

分有 51 題，共需要您 10 分鐘左右填寫。若閣下願意填寫該問卷，請在 11 月 15 日或之

前填妥並交給我們。非常感謝您的寶貴時間，在此真誠地感謝您的參與！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聯繫。

聯繫方式：

首席研究員 包女士： xxxxxxxx@eduhk.hk

我會儘快回復您的疑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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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資料

1.您孩子的基本資訊：

貴子女的性別 : □ 男 / □ 女

貴子女的年齡 : □ 9歲 或以下/ □ 10 歲 / □ 11 歲□ / 12 歲 或以上

貴子女所在年級： □ 四年級 / □五年級 / □六年級

2.您的基本資訊：

您的姓別： □ 男 / □ 女

您的年齡 : □ 29 歲或以下 / □ 30-39 歲 / □ 40 歲或以上

您有幾個孩子： □ 1 個 / □ 2 個 / □3 個 / □4 個或以上 / □不適用（父、母

以外的其他監護人或者其他情況請選擇此項）

您和孩子的關係 : □ 父 / □ 母 / □ 父、母以外的其他監護人請注明：

/ □ 其他

您的學歷： □ 小學 / □ 中學 / □ 大學本科 / □ 碩士或以/

 其他： 請注明

班別： 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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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社交技能對家庭或社區的重要程度。

以下列出 51 項孩子的社交行為，請您根據自己的意見，評價孩子的這些行為對家庭或社區的重要

程度。答案沒有對或錯，純屬個人意見。

不重要 重要 十分重要

1. 容易交到朋友········································································· □ □ □

2.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 □ □

3. 嘗試安慰別人········································································· □ □ □

4. 識講“唔該” ······································································· □ □ □

5. 沮喪時會用適當語言（表達）··················································· □ □ □

6. 會向成年人尋求幫助································································ □ □ □

7. 不用麻煩別人就能完成工作······················································· □ □ □

8. 發生衝突時能夠作出讓步·························································· □ □ □

9. 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表現良好··················································· □ □ □

10. 當別人開展對話或活動時，能作出適當回應································· □ □ □

11. 能跟從你的指示······································································ □ □ □

12. 當別人傷心時，自己也感到傷心················································ □ □ □

13. 容易感到尷尬········································································· □ □ □

14. 遇到困難時會講出來································································ □ □ □

15. 當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時能夠為自己站出來································· □ □ □

16. 亂發脾氣··············································································· □ □ □

17. 會友善對待沮喪的人································································ □ □ □

18. 與其他小朋友互動良好····························································· □ □ □

19. 講自己不好的事情··································································· □ □ □

20. 被嘲笑時保持冷靜··································································· □ □ □

21. 與其他人一起時表現盡責·························································· □ □ □

22. 參加已經開始了的活動····························································· □ □ □

23. 原諒別人··············································································· □ □ □

24. 留心聽你的指示······································································ □ □ □

25. 小心使用他人的東西································································ □ □ □

26. 不理會注意力不集中的同學······················································· □ □ □

27. 當他人感覺不好時能對他人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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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邀請其他人一起參與活動·························································· □ □ □

29. 不會因為接受批評而生氣·························································· □ □ □

30. 尊重他人的財產······································································ □ □ □

31. 參與遊戲或小組活動································································ □ □ □

32. 表現出悲傷或沮喪··································································· □ □ □

33. 與他人意見不同時，仍保持冷靜················································ □ □ □

34. 會跟人說“謝謝” ································································· □ □ □

35. 遵循課堂規則········································································· □ □ □

36. 關心別人··············································································· □ □ □

37. 與同伴交談時，主動打開話題··················································· □ □ □

38. 行徑孤獨··············································································· □ □ □

39. 被推撞時，反應恰當································································ □ □ □

40. 參與團體活動時，能擔當部分責任············································· □ □ □

41. 能向別人介紹自己··································································· □ □ □

42. 平靜地解決與你的分歧····························································· □ □ □

43. 在沒有誇大的情況下，說自己的好話·········································· □ □ □

44. 受到委屈時，會表達自己的感受················································ □ □ □

45. 跟人說話時有眼神接觸····························································· □ □ □

46. 對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表示支持················································ □ □ □

47. 用恰當的語調說話··································································· □ □ □

48. 退出群體··············································································· □ □ □

49. 談話時會輪流交談··································································· □ □ □

50. 質疑可能不公平的規則····························································· □ □ □

51. 與其他人一起時會感到焦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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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請您根據自己孩子的具體情況，細閱以下各項行為，想一下在過往兩個月，您孩子展現

該行為的密度（即：密集程度）。

就每一項行為，有不同選擇，包括：“從沒有展現、很少展現、經常展現及總是展現”，

請從中選擇一個您認為合適的答案。每一行為都要選，答案沒有對或錯。若不肯定孩子

展現該行為的密度，請儘量估計。

沒有

展現

很少

展現

經常

展現

總是

展現

1. 容易交到朋友········································································· □ □ □ □

2.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 □ □ □

3. 嘗試安慰別人········································································· □ □ □ □

4. 識講“唔該” ······································································· □ □ □ □

5. 沮喪時會用適當語言（表達）··················································· □ □ □ □

6. 會向成年人尋求幫助································································ □ □ □ □

7. 不用麻煩別人就能完成工作······················································· □ □ □ □

8. 發生衝突時能夠作出讓步·························································· □ □ □ □

9. 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表現良好··················································· □ □ □ □

10. 當別人開展對話或活動時，能作出適當回應································· □ □ □ □

11. 能跟從你的指示······································································ □ □ □ □

12. 當別人傷心時，自己也感到傷心················································ □ □ □ □

13. 容易感到尷尬········································································· □ □ □ □

14. 遇到困難時會講出來································································ □ □ □ □

15. 當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時能夠為自己站出來································· □ □ □ □

16. 亂發脾氣··············································································· □ □ □ □

17. 會友善對待沮喪的人································································ □ □ □ □

18. 與其他小朋友互動良好····························································· □ □ □ □

19. 講自己不好的事情··································································· □ □ □ □

20. 被嘲笑時保持冷靜··································································· □ □ □ □

21. 與其他人一起時表現盡責·························································· □ □ □ □

22. 參加已經開始了的活動····························································· □ □ □ □

23. 原諒別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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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展現

很少

展現

經常

展現

總是

展現

24. 留心聽你的指示······································································ □ □ □ □

25. 小心使用他人的東西································································ □ □ □ □

26. 不理會注意力不集中的同學······················································· □ □ □ □

27. 當他人感覺不好時能對他人好··················································· □ □ □ □

28. 邀請其他人一起參與活動·························································· □ □ □ □

29. 不會因為接受批評而生氣························································ □ □ □ □

30. 尊重他人的財產······································································ □ □ □ □

31. 參與遊戲或小組活動································································ □ □ □ □

32. 表現出悲傷或沮喪··································································· □ □ □ □

33. 與他人意見不同時，仍保持冷靜················································ □ □ □ □

34. 會跟人說“謝謝” ································································· □ □ □ □

35. 遵循課堂規則········································································· □ □ □ □

36. 關心別人··············································································· □ □ □ □

37. 與同伴交談時，主動打開話題··················································· □ □ □ □

38. 行徑孤獨··············································································· □ □ □ □

39. 被推撞時，反應恰當································································ □ □ □ □

40. 參與團體活動時，能擔當部分責任············································· □ □ □ □

41. 向別人介紹自己······································································ □ □ □ □

42. 平靜地解決與你的分歧····························································· □ □ □ □

43. 在沒有誇大的情況下，說自己的好話·········································· □ □ □ □

44. 受到委屈時，會表達自己的感受················································ □ □ □ □

45. 跟人說話時有眼神接觸····························································· □ □ □ □

46. 對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表示支持················································ □ □ □ □

47. 用恰當的語調說話··································································· □ □ □ □

48. 退出群體··············································································· □ □ □ □

49. 談話時會輪流交談··································································· □ □ □ □

50. 質疑不公平的規則··································································· □ □ □ □

51. 與其他人一起時會感到焦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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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香港教育大学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评价量表-教师版本》

香港教育大學社交情緒學習技能評價量表-教師版本

尊敬的老師：

您好！此次問卷調查是香港教育大學一項關於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的調研。疫情之下，學

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更應受到關注，通過填寫該問卷可以加深對學生相關個人行為的

瞭解，從而有針對性的對學生優秀行為加以鼓勵，或者對不良行為進行調整，最終達到

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目的，讓學生能更好適應社會，培育更為優秀的學生。您的

參與對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研究非常重要，學生的社交行為與個人成長有密切關係，

也影響家庭和社區。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瞭解本港教師認為社交行為，對家庭或

社區的重要程度；以及過往兩個月，您的學生展現該行為的密度（即：密集程度）。煩

請您認真如實填寫問卷。問卷中，題目的答案沒有對錯之分，只有程度上的差異之分。

請老師們根據您的實際情況，選擇最符合您情況的選項，並在相應的空格內打勾。請不

要遺漏任何題目，問卷調查只作學術研究用途，不需填報其他個人資料。所有個人資料

及回答內容將絕對保密及作整體處理，不會以任何形式向外透露。是次研究不涉及潛在

風險。您的參與純屬自願性質。您享有充分的權利在任何時候決定退出這項研究,更不

會因此引致任何不良後果。凡有關您的資料將會保密,一切資料的編碼只有研究人員得

悉。本問卷分為兩個部分，每個部分有 51 題，共需要您 10 分鐘左右填寫。若您願意填

寫該問卷，請在 11 月 15 日或之前填妥並交給我們。非常感謝您的寶貴時間，在此真誠

地感謝您的參與！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聯繫。

聯繫方式：

首席研究員 包女士： xxxxxxxx@eduhk.hk

我會儘快回復您的疑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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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個人背景資料：

性別 □男 □女

年齡 □29 歲或以下 □30-39 歲 □40 歲或以上

教學年資 □5 年或以下 □6-15 年 □15 年或以上

職位

目前教授年級

第一部份：

社交技能對家庭或社區的重要程度。

以下列出 51 項學生的社交行為，請您根據自己的經驗，評價學生的這些行為對家庭或社區的重要

程度。答案沒有對或錯，純屬個人意見。

不重要 重要 十分重要

1. 容易交到朋友········································································· □ □ □

2.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 □ □

3. 嘗試安慰別人········································································· □ □ □

4. 識講“唔該” ······································································· □ □ □

5. 沮喪時會用適當語言（表達）····················································· □ □ □

6. 會向成年人尋求幫助································································ □ □ □

7. 不用麻煩別人就能完成工作························································ □ □ □

8. 發生衝突時能夠作出讓步··························································· □ □ □

9. 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表現良好····················································· □ □ □

10. 當別人開展對話或活動時，能作出適當回應································· □ □ □

11. 能跟從你的指示······································································ □ □ □

12. 當別人傷心時，自己也感到傷心················································ □ □ □

13. 容易感到尷尬········································································· □ □ □

14. 遇到困難時會講出來································································ □ □ □

15. 當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時能夠為自己站出來································· □ □ □

16. 亂發脾氣··············································································· □ □ □

17. 會友善對待沮喪的人································································ □ □ □

18. 與其他小朋友互動良好····························································· □ □ □

19. 講自己不好的事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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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被嘲笑時保持冷靜··································································· □ □ □

21. 與其他人一起時表現盡責·························································· □ □ □

22. 參加已經開始了的活動····························································· □ □ □

23. 原諒別人··············································································· □ □ □

24. 留心聽你的指示······································································ □ □ □

25. 小心使用他人的東西································································ □ □ □

26. 不理會注意力不集中的同學······················································· □ □ □

27. 當他人感覺不好時能對他人好··················································· □ □ □

28. 邀請其他人一起參與活動·························································· □ □ □

29. 不會因為接受批評而生氣·························································· □ □ □

30. 尊重他人的財產······································································ □ □ □

31. 參與遊戲或小組活動································································ □ □ □

32. 表現出悲傷或沮喪··································································· □ □ □

33. 與他人意見不同時，仍保持冷靜················································ □ □ □

34. 會跟人說“謝謝” ································································· □ □ □

35. 遵循課堂規則········································································· □ □ □

36. 關心別人··············································································· □ □ □

37. 與同伴交談時，主動打開話題··················································· □ □ □

38. 行徑孤獨··············································································· □ □ □

39. 被推撞時，反應恰當································································ □ □ □

40. 參與團體活動時，能擔當部分責任············································· □ □ □

41.能向別人介紹自己···································································· □ □ □

42. 平靜地解決與你的分歧····························································· □ □ □

43. 在沒有誇大的情況下，說自己的好話·········································· □ □ □

44. 受到委屈時，會表達自己的感受················································ □ □ □

45. 跟人說話時有眼神接觸····························································· □ □ □

46. 對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表示支持················································ □ □ □

47. 用恰當的語調說話··································································· □ □ □

48. 退出群體··············································································· □ □ □

49. 談話時會輪流交談··································································· □ □ □

50. 質疑可能不公平的規則····························································· □ □ □

51. 與其他人一起時會感到焦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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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請選擇本校四、五、六年級任意兩位您較熟悉的學生(可以不同年級)。請細閱以下各項

行為，想一下在過往兩個月，學生展現該行為的密度（即：密集程度）。

說明：因研究需要，如果各位教師欲選取的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請從：A.特殊學習

困難（SpLD）；B.自閉症（ASD）；C.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D.言語障礙

（SLI）四個類型（可單選或者多選）内選取，若學生有多重殘障且以上四個類型不能

完全概括，請在：“E.其他 ”選項之中補充註明具體情況即可。您亦可選取普通學生。

學生 1 基本情況： 班別： 班號：

性別 □男 □女

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您和該學生的關係 □班主任 □科任 □其他，請注明：

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 是 否

如有特殊教育需要

請選出適當選項

（可單選或者多選）

A.特殊學習困難（SpLD）

B.自闭症（ASD）

C.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约（ADHD）

D.言语障碍（SLI）

E.其他（請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識該學

生時間
□三個月以下

（不包括三個月）

□三個月至六個月

（不包括六個月）

□六個月至一年

（不包括一年）

□一年或以上

上一次中文成績得分 備註：如果不知道，則無需填寫。

上一次英文成績得分

上一次數學成績得分

學生 2 基本情況： 班別： 班號：

性別 □男 □女

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您和該學生的關係 □班主任 □科任 □其他，請注明：

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 是 否

如有特殊教育需要

請選出適當選項

（可單選或者多選）

A.特殊學習困難（SpLD）

B.自闭症（ASD）

C.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约（ADHD）

D.言语障碍（SLI）

E.其他（請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識該學

生時間
□三個月以下

（不包括三個月）

□三個月至六個月

（不包括六個月）

□六個月至一年

（不包括一年）

□一年或以上

上一次中文成績得分 備註：如果不知道，則無需填寫。

上一次英文成績得分

上一次數學成績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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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就每一項行為，分別為學生 1及學生 2的表現，從“沒有展現、很少展現、經常展現及總是展現”中，選一個合適的答案。

每一行為都要選，答案沒有對或錯。若不肯定學生展現該行為的密度，請儘量估計。

學生 1 學生 2

沒有

展現

很少

展現

經常

展現

總是

展現

沒有

展現

很少

展現

經常

展現

總是

展現

1. 容易交到朋友·········································································· □ □ □ □ □ □ □ □

2.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 □ □ □ □ □ □ □

3. 嘗試安慰別人·········································································· □ □ □ □ □ □ □ □

4. 識講“唔該” ········································································· □ □ □ □ □ □ □ □

5. 沮喪時會用適當語言（表達）····················································· □ □ □ □ □ □ □ □

6. 會向成年人尋求幫助································································· □ □ □ □ □ □ □ □

7. 不用麻煩別人就能完成工作························································ □ □ □ □ □ □ □ □

8. 發生衝突時能夠作出讓步··························································· □ □ □ □ □ □ □ □

9. 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表現良好····················································· □ □ □ □ □ □ □ □

10. 當別人開展對話或活動時，能作出適當回應································· □ □ □ □ □ □ □ □

11. 能跟從你的指示······································································ □ □ □ □ □ □ □ □

12. 當別人傷心時，自己也感到傷心················································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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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容易感到尷尬········································································· □ □ □ □ □ □ □ □

14. 遇到困難時會講出來································································ □ □ □ □ □ □ □ □

15. 當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時能夠為自己站出來································ □ □ □ □ □ □ □ □

16. 亂發脾氣··············································································· □ □ □ □ □ □ □ □

17. 會友善對待沮喪的人································································ □ □ □ □ □ □ □ □

18. 與其他小朋友互動良好····························································· □ □ □ □ □ □ □ □

19. 講自己不好的事情································································· □ □ □ □ □ □ □ □

20.被嘲笑時保持冷靜···································································· □ □ □ □ □ □ □ □

21. 與其他人一起時表現盡責·························································· □ □ □ □ □ □ □ □

22. 參加已經開始了的活動····························································· □ □ □ □ □ □ □ □

23. 原諒別人··············································································· □ □ □ □ □ □ □ □

24. 留心聽你的指示······································································ □ □ □ □ □ □ □ □

25. 小心使用他人的東西································································ □ □ □ □ □ □ □ □

26. 不理會注意力不集中的同學······················································· □ □ □ □ □ □ □ □

27. 當他人感覺不好時能對他人好··················································· □ □ □ □ □ □ □ □

28. 邀請其他人一起參與活動·························································· □ □ □ □ □ □ □ □

29. 不會因為接受批評而生氣························································ □ □ □ □ □ □ □ □

30. 尊重他人的財產······································································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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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參與遊戲或小組活動································································ □ □ □ □ □ □ □ □

32. 表現出悲傷或沮喪··································································· □ □ □ □ □ □ □ □

33. 與他人意見不同時，仍保持冷靜················································ □ □ □ □ □ □ □ □

34. 會跟人說“謝謝” ································································· □ □ □ □ □ □ □ □

35. 遵循課堂規則········································································· □ □ □ □ □ □ □ □

36. 關心別人··············································································· □ □ □ □ □ □ □ □

37. 與同伴交談時，主動打開話題··················································· □ □ □ □ □ □ □ □

38. 行徑孤獨··············································································· □ □ □ □ □ □ □ □

39. 被推撞時，反應恰當································································ □ □ □ □ □ □ □ □

40. 參與團體活動時，能擔當部分責任············································· □ □ □ □ □ □ □ □

41. 向別人介紹自己······································································ □ □ □ □ □ □ □ □

42. 平靜地解決與你的分歧····························································· □ □ □ □ □ □ □ □

43. 在沒有誇大的情況下，說自己的好話·········································· □ □ □ □ □ □ □ □

44. 受到委屈時，會表達自己的感受················································ □ □ □ □ □ □ □ □

45. 跟人說話時有眼神接觸····························································· □ □ □ □ □ □ □ □

46. 對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表示支持················································ □ □ □ □ □ □ □ □

47. 用恰當的語調說話··································································· □ □ □ □ □ □ □ □

48. 退出群體···············································································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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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談話時會輪流交談···································································· □ □ □ □ □ □ □ □

50. 質疑不公平的規則··································································· □ □ □ □ □ □ □ □

51. 與其他人一起時會感到焦慮·······················································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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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香港教育大学社交情绪学习技能评价量表-学生版本》

香港教育大學社交情緒學習技能評價量表-學生版本（學生自評）

各位同學：

您好！此次問卷調查是香港教育大學一項關於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的調研。同學們通過填

寫該量表會對自身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有更全面的認識，之後可能會有意識的對各項行

為進行調整，從而做出最有益自身發展的行為。您的參與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煩請同學

認真如實填寫問卷。問卷中，題目的答案沒有對錯之分，純屬個人意見。請根據自己的

實際情況，選擇最符合自身情況的選項，並在相應的空格內打勾。請不要遺漏任何題目，

問卷調查只作學術研究用途，不需填報其他個人資料。所有個人資料及回答內容將絕對

保密及作整體處理，不會以任何形式向外透露。是次研究不涉及潛在風險。您的參與純

屬自願性質。您享有充分的權利在任何時候決定退出這項研究,更不會因此引致任何不

良後果。凡有關您的資料將會保密,一切資料的編碼只有研究人員得悉。本問卷共有 51

題，約需要您 5至 10 分鐘填寫。若同學願意填寫該問卷，請在 11 月 15 日或之前填妥

並交給我們。非常感謝同學們的參與！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聯繫。

聯繫方式：

首席研究員 包女士： xxxxxxxx@eduhk.hk

我會盡快回復你的疑問， 謝謝！

參與者背景資料：

班別： 班號：

性別： □ 男 / □ 女

年齡: □ 9 歲 或以下/ □ 10 歲 / □ 11 歲□ / 12 歲 或以上

年級： □ 四年級 / □五年級 /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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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填寫說明：請根據自身情況，按照以下情形選擇與自己相符合的選項。選項分別為：

“不符合、有些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答案沒有對或錯，純屬個人意見。

不符合
有些

符合
符合

非常

符合

1. 我容易交到朋友······································································· □ □ □ □

2. 我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 □ □ □

3. 我嘗試安慰別人······································································· □ □ □ □

4. 我識講“唔該” ······································································ □ □ □ □

5. 我沮喪時會用適當語言（表達）·················································· □ □ □ □

6. 我會向成年人尋求幫助······························································ □ □ □ □

7. 我不用麻煩別人就能完成工作····················································· □ □ □ □

8. 我與別人發生衝突時能夠作出讓步··············································· □ □ □ □

9. 我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表現良好·················································· □ □ □ □

10. 當別人開展對話或活動時，我能作出適當回應······························ □ □ □ □

11. 我能跟從家長或者老師的指示··················································· □ □ □ □

12. 當別人傷心時，我也感到傷心··················································· □ □ □ □

13. 我容易感到尷尬······································································ □ □ □ □

14. 我遇到困難時會講出來····························································· □ □ □ □

15. 當我受到不公平對待時能夠為自己站出來···································· □ □ □ □

16. 我會發脾氣············································································ □ □ □ □

17. 我會友善對待沮喪的人····························································· □ □ □ □

18. 我與其他小朋友互動良好·························································· □ □ □ □

19. 我會講自己不好的事情····························································· □ □ □ □

20. 我被嘲笑時保持冷靜································································ □ □ □ □

21. 我與其他人一起時表現盡責······················································· □ □ □ □

22. 我可以參加已經開始了的活動··················································· □ □ □ □

23. 我可以原諒別人······································································ □ □ □ □

24. 我留心聽家長或者老師的指示··················································· □ □ □ □

25. 我小心使用他人的東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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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
有些

符合
符合

非常

符合

26. 我不理會注意力不集中的同學··················································· □ □ □ □

27. 我可以在當他人感覺不好時對他人好·········································· □ □ □ □

28. 我會邀請其他人一起參與活動··················································· □ □ □ □

29. 我不會因為受到批評而生氣······················································· □ □ □ □

30. 我尊重他人的財產··································································· □ □ □ □

31. 我會參與遊戲或小組活動·························································· □ □ □ □

32. 我會表現出悲傷或沮喪····························································· □ □ □ □

33. 我與他人意見不同時，仍保持冷靜············································· □ □ □ □

34. 我會跟人說“謝謝” ······························································ □ □ □ □

35. 我遵循課堂規則······································································ □ □ □ □

36. 我關心別人············································································ □ □ □ □

37. 我與同伴交談時，主動打開話題················································ □ □ □ □

38. 我行徑孤獨············································································ □ □ □ □

39. 我被推撞時，反應恰當····························································· □ □ □ □

40. 我參與團體活動時，能擔當部分責任·········································· □ □ □ □

41. 我可以向別人介紹自己····························································· □ □ □ □

42. 我平靜地解決與他人的分歧······················································· □ □ □ □

43. 我會在沒有誇大的情況下，說自己的好話···································· □ □ □ □

44. 我受到委屈時，會表達自己的感受············································· □ □ □ □

45. 我跟人說話時有眼神接觸·························································· □ □ □ □

46. 我對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表示支持············································· □ □ □ □

47. 我用恰當的語調說話································································ □ □ □ □

48. 我會退出群體········································································· □ □ □ □

49. 我和別人談話時會輪流交談······················································· □ □ □ □

50. 我會質疑可能不公平的規則······················································· □ □ □ □

51. 我與其他人一起時會感到焦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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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焦点小组访谈提纲》

焦點小組訪談提綱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記錄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_；參與人

員名單： （見附頁）。

I: 自我介紹及訪談簡介

1. 簡介訪問人員及此次深層訪談的目的。

本次为焦点小组访谈：访谈过程中，各位老师可以相互交谈和倾听。

2. 在訪談開始前，歡迎提問。

3.本次訪談需要約 60-90 分鐘，訪談將被錄音（或 zoom 錄製）記錄。

4.訪談中所有個人資料僅做研究相關用途，之後會進行加密編碼處理，不會洩漏。

II: 研究背景

社交情绪学习技能（SEL：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主要包括：

自我管理、自我认知、社会认识、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關係技能五個能力領域（Elliott

& Gresham，2017）。學生的社会情绪学习技能行為與個人成長有密切關係，也影響家

庭和社區。良好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有助于学生迎接学习挑战，为他们取得更好的学

业成绩做好准备，并防止出現不良行為表現。以助學生更好的應對學業、家庭及社會上

的各種壓力，從而提高各項表現。

早前的問卷會篩選出各位老師認為最重要的 SEL 技能以及对于教导过学生的真实

评价。今天通過焦點小組訪談，探討四至六年級教師認為有效的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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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支持策略。

III: 小組深層訪談

探討四至六年級教師認為有效的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的支持策略。了解各位老師

對此次研究目的的真實想法和意見。每条题目请各位老师互相讨论及发表意见。

1.早前問卷內 51 項學生的社交行為，請根據自己的經驗說出三條最重要的社交行為，

並簡述原因。

2.請問學校是否提供專門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課程或相關輔導？是否會通過班主任堂，

或者其他課堂，不定期關注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能？

3.您認為社交情緒學習技能包括的五個技能：自我管理、自我意識、社會意識、負責任

的決策和人際關係技能最典型最集中可以體現在現存哪一個學科裏面？教師可以提供

怎樣的輔導培訓來提高這些技能。

4.就自己所教科目或者較為熟悉的科目將以上技能（即自我認知、 自我管理、社會認

識、負責任的決策以及人際關係交往技能）其中某一部分融入課堂中有什麼建議或意

見？（可從教師備課課程設置方面回答）

5.您認為有效的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有哪些具體的課堂支援？（可從學生課堂表

現，課堂支援角度討論回答）

6. 作為教師希望得到學校或教育當局怎樣的政策支援或其他支援從而可以培養學生

SEL 技能？

7. 家長怎樣配合，以提高學生的 SEL 能力？

8.男學生與女學生在您的課堂或學校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表現，有何不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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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四年級學生與六年級學生在您的課堂或學校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表現，有何不同情

況？

10.普通學生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在您的課堂或學校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表現，有何

不同情況？

11.普通學生及家長，SEN 學生及家長對於本研究的參與度及態度，有何不同？

12.就您自己目前對於香港小學教育的瞭解，有什麼課程可以加入小學課程從而提高學

生該能力？

亦或可以在自己的課程中加入什麼元素從而提升學生這五個方面（或者其中一個方面）

的能力？

13.您認為學校可以提供怎樣的環境建設促進學生 SEL 技能。（例如可以在班級裏設置

植物角，由學生輪流負責管理，增強學生愛心培育，提高學生的責任感和團隊意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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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SSIS - SEL 量表 51 条题目所属五个能力领域》

1.自我认知（Self-Awareness ：SA）

类别 自我认知

题号 题目

6 会向成年人寻求帮助

13 容易感到尴尬

19 讲自己不好的事情

32 表现出悲伤或沮丧

38 行径孤独

43 在没有夸大的情况下，说自己的好话

48 退出群体

51 与其他人一起时会感到焦虑

2. 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SM)

类别 自我管理

题号 题目

5 沮丧时会用适当语言（表达）

7 不用麻烦别人就能完成工作

11 能跟从你的指示

14 遇到困难时会讲出来

16 乱发脾气

20 被嘲笑时保持冷静

24 留心听你的指示

26 不理会注意力不集中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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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不会因为接受批评而生气

33 与他人意见不同时，仍保持冷静

35 遵循课堂规则

39 被推撞时，反应恰当

42 平静地解决与你的分歧

44 受到委屈时，会表达自己的感受

47 用恰当的语调说话

3. 负责任的决策(Responsible Decision Making ：RDM)

类别 负责任的决策

题号 题目

2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9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表现良好

15 当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能够为自己站出来

21 与其他人一起时表现尽责

25 小心使用他人的东西

30 尊重他人的财产

40 参与团体活动时，能担当部分责任

50 质疑可能不公平的规则

4. 社会认知(Social Awareness : SO)

类别 社会认知

题号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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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尝试安慰别人

12 当别人伤心时，自己也感到伤心

17 会友善对待沮丧的人

23 原谅别人

27 当他人感觉不好时能对他人好

36 关心别人

46 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表示支持

5. 人际交往技能(Relationship Skills :RS)

类别 人际交往技能

题号 题目

1 容易交到朋友

4 识讲“唔该”

8 发生冲突时能够作出让步

10 当别人开展对话或活动时，能作出适当回应

18 与其他小朋友互动良好

22 参加已经开始了的活动

28 邀请其他人一起参与活动

31 参与游戏或小组活动

34 会跟人说“谢谢”

37 与同伴交谈时，主动打开话题

41 能向别人介绍自己

45 跟人说话时有眼神接触

49 谈话时会轮流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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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焦点小组访谈参与人员个人资料及说明》

焦點小組訪談參與人員個人資料及說明

一、焦點小組訪談參與人員個人資料：

13. 本研究首席研究員資料：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博士生：包涵。聯繫電話：

xxxxxxxx；聯繫電郵： xxxxxxxx@eduhk.hk。

編號：（此處由研究員填寫）

1.中文姓名 英 文 姓

名

2.性別

3.年齡 29 歲或以下 □30-39 歲 40 歲或以上

3.您的職位

4.職務（例如：副校長；科任老師；班主任；SEN 支援老師；SEN 組組員

等；）

4.是否為 SENCO □是 □否

5.目前是否為班主任 □是

班主任教授科目為：

班主任教授班級為：

□否

6.教學年資

7.目前教授年級

8.主要教授年級

9.目前教授科目

10.主要教授科目

11.如有進一步研究，是否願意接受回訪 □是 □否

12.如您願意接受回訪或者與本研究首席研究員保

持聯繫，請留下您的電郵或其他聯繫方式：

mailto:s1107711@s.edu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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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

1. 閣下的個人資料僅做與本研究相關用途，之後將編碼加密處理，不會洩露。

2. 該表格請於 年 月 日或之前交回本研究首席研究員處。

3. 為確保訪談進行更流暢，請各位參加者進入指定 zoom link 後，將 zoom 顯示名稱改

為自己的中文全名加上老師稱謂，例： “陳大明 老師”。

4.是次訪談主要希望收集各位老師對此次研究的真實想法和意見，為保證研究的真實有

效性，各位老師與會前請先行測試個人話筒是否清晰，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首席

研究員包女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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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焦点小组访谈 zoom 说明》

焦點小組訪談 zoom 說明

焦點小組訪談： 探索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巧研究

主要内容： 探討四至六年級教師認為有效的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巧的

支持策略；了解各位老師對此次研究的真實想法和意見；每條題

目請各位老師互相討論及發表意見。

時間： 2021年 月 日 星期 15:30-17:00

參與訪談鏈接： 加入 Zoom會議：

會議 ID：

密碼：

注意事項：

 如從未使用過 zoom，建議網上參與前一天，先在自己

電腦或智能手機安裝 ZOOM ( www.zoom.us)；具體操作

可以參考以下網址：

https://www.lttc.eduhk.hk/?p=29693

 如使用 Zoom遇到問題，請於訪談開始前致電：

xxxxxxxx 與包女士聯絡；

 請在焦點小組訪談開始前 5-10 分鐘，預先開啟電腦，

並進入指定訪談鏈接，如遇任何問題可致電 65861969與
包女士聯絡；

 是次訪談主要希望收集各位老師對此次研究的真實想

法和意見，為保證研究的真實有效性，各位老師與會前請

先行測試個人話筒是否清晰，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

首席研究員包女士聯絡。

 為確保訪談進行更流暢，請各位參加者進入指定 zoom

link 後，將 zoom 顯示名稱改為自己的中文全名加上老師

稱謂，例： “陳大明 老師”；

 是次訪談將被錄音（或 zoom 錄製）記錄，您可選擇

開啟或關閉攝像頭。

http://www.zoom.us/
https://www.lttc.eduhk.hk/?p=2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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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参与《探索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 研究说明书

參與「探索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 研究說明書

敬啟者：

您好！我是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的在讀博士生包涵。現懇託貴校參加

冼權鋒教授負責監督,本人負責執行的「探索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

研究」計劃。

參與本計畫的好處主要包括以下四點：1、適合學校教學任務；2、提高參與者健康

行為；3、促進學校深層改革；4、利於建立家校合作關係。

疫情之下，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更應受到關注，良好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可

以幫助學生更好的應對學業、家庭及社會上的各種壓力，從而提高各項表現。

社交情緒學習（SEL）技能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認知、社會認知、負責任的決策和

人際交往方面的技能。這些技能被發現能夠有效地幫助學生應對學習的挑戰，為學生取

得更好的學業成績做好準備，並防止危險行為。通過確定學生所展示的社會情緒學習技

能的優勢和劣勢，教師將瞭解不同學生的大致情況並為他們量身打造專門的干預計畫。

預期支持的結果將可能有助於學業成績的提高。從另一方面來說，社會情緒學習技能簡

介和考核將有助於社會情緒學習培訓模式和相關支持策略的發展。這些將有助於教師培

訓適應融合教育的不同方面需求。貴校的參與對於全港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的推進，意義

重大，現誠邀貴校參與該研究。

是次研究成果主要會於博士畢業論文內展示。如貴校需要，可以在博士論文完成後，

將文章電子版發送給貴校做參考。

是次研究我們希望邀請貴校四、五、六年級教師、學生及家長參與此計劃。研究共

分兩部分，將於 2020 年 10 月-12 月進行。主要包括填寫一份簡潔的問卷（有教師、家

長和學生版本）（每個版本的填寫約 10 分鐘左右）以及三次 60-90 分鐘左右的教師焦

點小組訪談（將用 zoom 進行，每次訪談需要 5-7 名相關教師參加）。研究問卷簡潔，

訪談問題簡短。問卷及訪談內容主要圍繞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能展開。

問卷簡介：是次問卷使用 SSIS 社會情緒學習技能（SEL）評價量表（約 50 個專案）

（Gresham & Elliott，2008）。學生通過填寫該量表會對自身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有

更全面的認識，之後可能會有意識的對各項行為進行調整，從而做出最有益自身發展的

行為。教師及家長也可以通過該問卷加深對學生相關個人行為的瞭解，加深師生及親子

關係，從而有針對性的對學生優秀行為加以鼓勵，或者對不良行為進行調整。對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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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學生可以對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有更全面的瞭解，同時篩選識別出教師及家長認為

重要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最終達到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目的，讓學生能更好適

應社會，培育更為優秀的學生。

訪談簡介：是次訪談主要探討四至六年級教師認為有效的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能

的支持策略。主要瞭解各位老師對此次研究目的的真實想法和意見。

填寫問卷相關資料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不同版本調查問卷 （包括：A.教師 B.家長 C.學生 三個版本）；

其他需要貴校協助資料：

1. 參與學生的名單（請標註具體 SEN 類別）。（此舉目的是為了數據分析時識別不同

類別學生表現，之後會做絕對保密及整體處理。）

2.參與學生最近一次中文、英文和數學的學業成績。（研究發現，親社會技能的提高，

如合作、幫助、分享和安慰技能，預測了義大利學生在語文（或者英文）和數學方面的

成績；希望通過此次研究瞭解香港學生的成績和社交情緒學習學習技能相關性。 ）

本研究遵守香港教育大學之《學術研究道德操守指引》。所有個人資料及回答內容將

絕對保密及作整體處理，資料只供研究用途，不會以任何形式向外透露。

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敬頌康安！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博士生：包涵 敬上

問卷參考文獻：

Gresham, F.M., & Elliott, S.N. (2008). Social Skills Improvement System (SSIS

SEL). Minneapolis, MN: Pearson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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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收集问卷说明书》

收集問卷說明書

1.學生問卷：請按照班級收集，每個班級分開交給我。

2.家長問卷：請按照班級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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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学生、教师、家长问卷填写注意事项》

學生、教師、家長問卷填寫注意事項（致：相關協助老師）

一、學生問卷

1. 請指導教師重點檢查參與者背景資料，特別注意：A.班別 B.班號 C.年級。仔細核對

學生填寫的個人資訊是否有遺漏。

2. 請不要遺漏題目。

二、教師問卷

1. 請勿遺漏教師背景資料。

2. 教師問卷 P4：第二部分：鑒於貴校 SEN 學生人數不多，如果限定教師選擇：一個 SEN

學生、一個普通學生，很大機會會造成眾多教師選擇了同樣的 SEN 學生，此舉會影響研

究結果。所以教師無需局限在 SEN 學生內選擇。教師可以任意選擇任意類型不同學生（需

要是四、五、六年級的）。也即是可以選擇：A.兩個普通學生；B.兩個 SEN 學生；C一

個 SEN 學生、一個普通學生；以上三種搭配皆可。唯需注意，如選擇 SEN 學生，則必

須從：A.特殊學習困難（SpLD）；B.自閉症（ASD）；C.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

D.言語障礙（SLI）四個類型（可單選或者多選）内選取，若學生有多重殘障且以上四

個類型不能完全概括，請在：“E.其他 ”選項之中補充註明具體情況即可。

其中：A.特殊學習困難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是泛指一系列學習異常的

表現，即在聆聽、說話、閱讀及寫作等方面有顯著困難。常見的特殊學習困難有：讀寫

障礙、數學運算障礙 (dyscalculia) 及語言障礙 (dysphasia) 等，其中以讀寫障礙最

為普遍。

3. 教師如無法準確記得學生中文、英文、數學成績，則寫上學生對應班別及班號即可。

4. 請勿遺漏題目。

三、家長問卷

1.請分清孩子和家長自己的背景資料，以免填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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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探索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社交情绪学习技能》研究邀请函

「探索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研究邀请函

校長台鑒：

我是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的在讀博士生包涵。現懇託貴校參加冼

權鋒教授負責監督,本人負責執行的「探索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

能研究」計劃。

參與本計畫的好處主要包括以下四點：1、適合學校教學任務；2、提高參與者

健康行為； 3、促進學校深層改革；4、利於建立家校合作關係。

疫情之下，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更應受到關注，良好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

可以幫助學生更好的應對學業、家庭及社會上的各種壓力，從而提高各項表現。

學生的社交行為與個人成長有密切關係，也影響家庭和社區。本研究希望透過

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訪談，瞭解學生、教師、家長認為社交行為，對家庭或社區的

重要性，從而探索出將社交情緒學習技能應用於香港的有效方法，以便找到有效的

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的支持策略。

我們誠邀貴校四、五、六年級部分教師、學生及家長參與此計劃。研究共分兩

部分， 將於2020年10 月-12 月進行。主要包括填寫一份簡潔的問卷（有教師、家長和

學生版本）（每個版本的填寫約 10 分鐘）以及三次 60-90 分鐘左右的教師焦點小組訪

談（將用zoom 進行，每次訪談需要5-7 名相關教師參加）。研究問卷簡潔，訪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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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問卷及訪談內容主要圍繞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能展開。

本研究遵守香港教育大學之《學術研究道德操守指引》。所有個人資料及回答

內容將絕對保密及作整體處理，資料只供研究用途，不會以任何形式向外透露。

貴校的參與對於香港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能研究非常重要。如貴校同意參與

本研究，我將不勝感激。

如閣下想獲得更多有關這項研究的資料, 請與博士生包涵聯絡, 電話

xxxxxxxx， 或聯絡冼權鋒教授, 電話 xxxxxxxx。

敬頌康安！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博士生：包涵 敬上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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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 《回收数据最后资料交接》

最後資料交接（致：相關協助老師）

一、核心問題：請檢查每一組別（包括：學生、教師、家長）問卷裡面：

學生班別及班號是否填寫。此號碼是各個問卷配對核心關鍵信息。請協助

老師一定留意。

二、交接資料內容：

1.學生問卷：請按照班級收集，每個班級分開交給我。

2家長問卷：請按照班級收集。

3.教師問卷：注意此问卷第四页學生班別及班號的填寫。

4.參與學生的名單:

A.請寫清楚班別及班號並請標註具體 SEN 類別；

B.學生最近一次中文、英文和數學的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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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3：《文件清单》

序

號

項目名稱 每份頁數 總份數 備註

1. 家長問卷 5 需回收

2. 學生問卷 3 需回收

3. 教師問卷 7 需回收

4. 學校同意書 2 需回收

5. 參與 SEL 研究說明書 2 供學校參考及

配合

6. 收集問卷說明書 1 供派卷收卷老

師參考

7. 學生、教師、家長問卷填

寫注意事項

1 供相關協助老

師參考

8. 相關學校邀請函 1 致校長

9. 最後資料交接 1 供派卷收卷老

師參考

10. 文件清單 1 相關負責老師

核對



179

簽收學校：

簽收人姓名：

簽收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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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4：《参与研究同意书(学校 )》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參 與 研 究 同 意 書 (學 校 )

探索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巧研究

本 校 同 意 參 加 由 冼 權 鋒 教 授 負 責 監 督 ,博 士 生 包 涵 執 行 的 研 究 計 劃 他 們 是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系 的 教 員 及 學 生 。

本 人 理 解 此 研 究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可 用 於 未 來 的 研 究 和 學 術 發 表 然 而 本 人 有 權 保

護 本 校 學 生 /教 師 的 隱 私 ,其 個 人 資 料 將 不 能 洩 漏 。

研 究 者 已 將 所 附 資 料 的 有 關 步 驟 向 本 人 作 了 充 分 的 解 釋 本 人 理 解 可 能 會 出 現

的 風 險 本 人 是 自 願 讓 本 校 學 生 /教 師 參 與 這 項 研 究 。

本 人 理 解 本 人 及 本 校 學 生 /教 師 皆 有 權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提 出 問 題 ,並 在 任 何 時 候

決 定 退 出 研 究 , 更 不 會 因 此 而 對 研 究 工 作 產 生 的 影 響 負 有 任 何 責 任 。

簽署:

校長/ 學校代表*姓名:

(教授/博士/先生/女士/小姐

*)

職位:

學校名稱:

日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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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系

參 與 研 究 同 意 書 (學 校 )

探 索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社 交 情 緒 學 習 技 巧 研 究

誠 邀 貴 校 參 加 冼 權 鋒 教 授 負 責 監 督 ,在 讀 博 士 生 包 涵 負 責 執 行 的 研 究 計 劃 他

們 是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教 員 及 學 生 

學生的社交行為與個人成長有密切關係，也影響家庭和社區。良好的社交情緒學習技巧，可以幫助

學生更好的應對學業、家庭及社會上的各種壓力，從而提高各項表現。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

瞭解閣下認為社交行為，對家庭或社區的重要性，從而探索出將社交情緒學習技巧應用於香港的有

效策略，以便找到有效的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巧的支持策略。

是次研究的受試者包括香港本地三所普通小學四、五、六年級學生（N=540）、家長（N=540）和教

師（N=90）及兩所特殊小學四至六年級教師（N=40）。

煩請閣下認真如實填寫問卷。問卷中，題目的答案沒有對錯之分，只有程度上的差異之分。請閣下

根據您的實際情況，選擇最符合您情況的選項，並在相應的空格內打勾。請不要遺漏任何題目，問

卷調查只作學術研究用途，不需填報其他個人資料。本問卷主體分為兩個部分，每個部分有 51 題，

約需要您 10 分鐘左右填寫。填寫完成後請於 15/11 或之前填妥並上傳給我們。

是次研究將可能會邀請部分受試者參與焦點小組訪談，訪談需要約 60-90 分鐘，訪談將被錄音（或

者 zoom 錄製）記錄。

是次研究並不為閣下提供個人利益，但所搜集數據將對孩子的社交情學學習技巧研究提供寶貴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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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究不涉及潛在風險。閣下及貴子女的參與純屬自願性質。閣下及貴子女享有充分的權利在任

何時候決定退出這項研究,更不會因此引致任何不良後果凡有關貴子女的資料將會保密,一切資料

的編碼只有研究人員得悉。

是次研究成果主要用於博士畢業論文，並有可能出現在相關論文期刊、書籍、文章章節，會議報告

（包括網路回憶報告），相關機構報告，教學演示或者口頭報告等相關研究當中。

如 閣 下 想 獲 得 更 多 有 關 這 項 研 究 的 資 料 ,請 與 博 士 生 包涵聯 絡 ,電 話 xxxxxxxx 或

聯 絡 她 的 導 師 冼 權 鋒 教 授 ,電 話 xxxxxxxx

如 閣 下 或 貴 子 女 對 這 項 研 究 的 操 守 有 任 何 意 見 ,可 隨 時 與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人 類

實 驗 對 象 操 守 委 員 會 聯 絡 (電 郵 : xxxx@eduhk.hk ; 地 址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研 究 與 發

展 事 務 處 ) 

謝 謝 閣 下 有 興 趣 參 與 這 項 研 究 

博士生 包涵

首 席 研 究 員

mailto:hrec@edu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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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5：《参与研究同意书(家长 )》

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參與研究同意書

探索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巧研究

茲 同 意 敝 子 弟 ___________________參 加 由 冼 權 鋒 教 授 負 責 監 督 ,博 士 生 包 涵 執 行

的 研 究 計 劃 。 他 們 是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系 的 教 員 及 學 生 。

本 人 理 解 此 研 究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可 用 於 未 來 的 研 究 和 學 術 發 表 。 然 而 本 人 有 權

保 護 敝 子 弟 的 隱 私 ,其 個 人 資 料 將 不 能 洩 漏 。

研 究 者 已 將 所 附 資 料 的 有 關 步 驟 向 本 人 作 了 充 分 的 解 釋 。 本 人 理 解 可 能 會 出

現 的 風 險 。 本 人 是 自 願 讓 敝 子 弟 參 與 這 項 研 究 。

本 人 理 解 本 人 及 敝 子 弟 皆 有 權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提 出 問 題 ,並 在 任 何 時 候 決 定 退

出 研 究 , 更 不 會 因 此 而 對 研 究 工 作 產 生 的 影 響 負 有 任 何 責 任 。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簽名:

父母姓名或監護人姓

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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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資 料

探 索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社 交 情 緒 學 習 技 巧 研 究

誠 邀 閣 下 及 貴 子 女 參 加 冼 權 鋒 教 授 負 責 監 督 ,在 讀 博 士 生 包 涵 負 責 執 行 的 研

究 計 畫 。 他 們 是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系 的 教 員 及 學 生 

孩子的社交行為與個人成長有密切關係，也影響家庭和社區。良好的社交情緒學習技巧，可以幫助

學生更好的應對學業、家庭及社會上的各種壓力，從而提高各項表現。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

瞭解本港家長認為社交行為，對家庭或社區的重要性，從而探索出將社交情緒學習技巧應用於香港

的有效策略，以便找到有效的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巧的支持策略。

是次研究的受試者包括香港本地三所普通小學四、五、六年級學生（N=540）、家長（N=540）和教

師（N=90）及兩所特殊小學四至六年級教師（N=40）。

煩請閣下認真如實填寫問卷。問卷中，題目的答案沒有對錯之分，只有程度上的差異之分。請閣下

根據您的實際情況，選擇最符合您情況的選項，並在相應的空格內打勾。請不要遺漏任何題目，問

卷調查只作學術研究用途，不需填報其他個人資料。本問卷主體分為兩個部分，每個部分有 51 題，

約需要您 10 分鐘左右填寫。填寫完成後請於 15/11 或之前填妥並上傳給我們。

是次研究將可能會邀請部分受試者參與焦點小組訪談，訪談需要約 60-90 分鐘，訪談將被錄音（或

者 zoom 錄製）記錄。

是次研究並不為閣下提供個人利益，但所搜集數據將對孩子的社交情學學習技巧研究提供寶貴的資

料。

是 次 研 究 不 涉 及 潛 在 風 險 。 閣 下 及 貴 子 女 的 參 與 純 屬 自 願 性 質 。 閣 下 及 貴 子

女 享 有 充 分 的 權 利 在 任 何 時 候 決 定 退 出 這 項 研 究 ,更 不 會 因 此 引 致 任 何 不 良

後 果 凡 有 關 貴 子 女 的 資 料 將 會 保 密 ,一 切 資 料 的 編 碼 只 有 研 究 人 員 得 悉 。



185

是次研究成果主要用於博士畢業論文，並有可能出現在相關論文期刊、書籍、文章章節，會議報告

（包括網路回憶報告），相關機構報告，教學演示或者口頭報告等相關研究當中。

如 閣 下 想 獲 得 更 多 有 關 這 項 研 究 的 資 料 ,請 與 博 士 生 包涵聯 絡 ,電 話 xxxxx xx x

或 聯 絡 她 的 導 師 冼 權 鋒 教 授 ,電 話 xxxxx xxx 

如 閣 下 或 貴 子 女 對 這 項 研 究 的 操 守 有 任 何 意 見 ,可 隨 時 與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人 類

實 驗 對 象 操 守 委 員 會 聯 絡 (電 郵 : xxxx@eduhk.hk ; 地 址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研 究 與 發

展 事 務 處 ) 

謝 謝 閣 下 有 興 趣 參 與 這 項 研 究 

博士生 包涵

首 席 研 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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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6：《参与研究同意书(参加者 )》

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參與研究同意書

探索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社交情緒學習技巧研究

本 人 ___________________同 意 參 加 由 冼 權 鋒 教 授 負 責 監 督 ,博 士 生 包 涵 執 行 的 研

究 計 劃 。 他 們 是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系 的 教 員 及 學 生 。

本 人 理 解 此 研 究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可 用 於 未 來 的 研 究 和 學 術 發 表 。 然 而 本 人 有 權

保 護 自 己 的 隱 私 , 本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將 不 能 洩 漏 。

研 究 者 已 將 所 附 資 料 的 有 關 步 驟 向 本 人 作 了 充 分 的 解 釋 。 本 人 理 解 可 能 會 出

現 的 風 險 。 本 人 是 自 願 參 與 這 項 研 究 。

本 人 理 解 我 有 權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提 出 問 題 ,並 在 任 何 時 候 決 定 退 出 研 究 , 更 不

會 因 此 而 對 研 究 工 作 產 生 的 影 響 負 有 任 何 責 任 。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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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資 料

探 索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社 交 情 緒 學 習 技 巧 研 究

誠 邀 閣 下 參 加 冼 權 鋒 教 授 負 責 監 督 ,在 讀 博 士 生 包 涵 負 責 執 行 的 研 究 計 劃 。他

們 是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系 的 教 員 及 學 生 。

學生的社交行為與個人成長有密切關係，也影響家庭和社區。良好的社交情緒學習技巧，可以幫助

學生更好的應對學業、家庭及社會上的各種壓力，從而提高各項表現。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

瞭解閣下認為社交行為，對家庭或社區的重要性，從而探索出將社交情緒學習技巧應用於香港的有

效策略，以便找到有效的提升學生社交情緒學習技巧的支持策略。

是次研究的受試者包括香港本地三所普通小學四、五、六年級學生（N=540）、家長（N=540）和教

師（N=90）及兩所特殊小學四至六年級教師（N=40）。

煩請閣下認真如實填寫問卷。問卷中，題目的答案沒有對錯之分，只有程度上的差異之分。請閣下

根據您的實際情況，選擇最符合您情況的選項，並在相應的空格內打勾。請不要遺漏任何題目，問

卷調查只作學術研究用途，不需填報其他個人資料。本問卷主體分為兩個部分，每個部分有 51 題，

約需要您 15-20 分鐘填寫。填寫完成後請於 15/11 或之前填妥並上傳給我們。

是次研究將可能會邀請部分受試者參與焦點小組訪談，訪談需要約 60-90 分鐘，訪談將被錄音（或

者 zoom 錄製）記錄。

是次研究並不為閣下提供個人利益，但所搜集數據將對孩子的社交情學學習技巧研究提供寶貴的資

料。

是次研究不涉及潛在風險。閣下及貴子女的參與純屬自願性質。閣下及貴子女享有充分的權利在任

何時候決定退出這項研究,更不會因此引致任何不良後果凡有關貴子女的資料將會保密,一切資料

的編碼只有研究人員得悉。



188

是次研究成果主要用於博士畢業論文，並有可能出現在相關論文期刊、書籍、文章章節，會議報告

（包括網路回憶報告），相關機構報告，教學演示或者口頭報告等相關研究當中。

如 閣 下 想 獲 得 更 多 有 關 這 項 研 究 的 資 料 ,請 與 博 士 生 包涵聯 絡 ,電 話 xxxxx xx x

或 聯 絡 她 的 導 師 冼 權 鋒 教 授 ,電 話 xxxxx xxx 

如 閣 下 或 貴 子 女 對 這 項 研 究 的 操 守 有 任 何 意 見 ,可 隨 時 與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人 類

實 驗 對 象 操 守 委 員 會 聯 絡 (電 郵 : xxxx@e duhk .hk ; 地 址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研 究

與 發 展 事 務 處 ) 

謝 謝 閣 下 有 興 趣 參 與 這 項 研 究 

博士生 包涵

首 席 研 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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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7：《重要名词释义》（操作性定义）

特殊 教育 需要

学生

Students with

SEN ：

又称为“融合学生”或“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根据香港审计署(2018)，香港教育局（EDB）

把特殊教育需要划分为下列 9 类：特殊学习困难、注意力不足／

过度活跃症 、自闭症、言语障碍、智力障碍 (智障)、听力障碍 (听

障)、肢体伤残、视觉障碍 (视障)、精神病(由 2017/18 学年开

始列为特殊教育需要类别之一)。

本研 究选 取的

特殊 教育 需要

学生

Students with

SEN：

根据香港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2019）的报告：2017-2018 学

年就读公营主流小学按特殊教育需要类别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

约占了所有类别的 95%。主要为以下四类：特殊学习困难（SpLD）

约占 40%，自闭症（ASD）约占 24%，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ADHD）

约占 20%，言语障碍（SLI）约占 11%。

本研究选取的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为四大类。主要为以下四类：特

殊学习困难（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SpLD)），自闭

症(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

(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言语

障碍（Speech and Language Impairments (SLI)）。

CASEL： 英文全称为：“ the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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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学术、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协 作”组织。 SEL

一词及 CASEL 组织都产生于 1994 年费茨研究所召开

的会议。 CASEL 组织是 SEL 研究的领导者。 CASEL 组

织致力于探索社交情绪学习技能因素 对儿童在学校

表现的影响，帮助 SEL 建立成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必要

部分。

SEL： 社交情绪学习（ SEL）被定义为：学会识别和管理情

绪、关心他人、做出正确决策、行为合乎道德负有责

任感、发展积 极关系和避免消极行为的过程。社交情

绪学习技能（ SEL），主要包括自我管理、自我认知、

社会认知、负责任的决策和人际交往 五个能力领域。

自我 管理 ： 在不同情况下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思想和行为，

并实现目标和愿望的能力。

自我 认知 ： 主要包括了解自身情绪、思想和价值观从而识别自身

优点和局限性的能力。

社会 认知 ： 对于不同背景、文化及处于不同环境的人能够理解他

人观点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 。

负责 任的 决策 ： 指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个人行为及社会 交往做出体贴

且具有建设性决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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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 交往 技能 ： 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同时有效 处理纷争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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