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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绪教育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种教育观念，主张教育不应只重视理性知识的传授，也应

当培养学生感受他人情绪、正确表达个人情绪的能力。中国的学校情绪教育体现出一种明显的特点：随

个体的成长，教育形式呈现出一种从显性教育向隐性教育的转变。这种情绪教育的方式具有其合理性和

有效性，同时也存在一定弊端。对于中国学校情绪教育现状的分析有利于更好的发展情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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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情绪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一种心理活动，戈尔曼认为“情绪是感觉及其特有的思想、心理和生理

状态及行动的倾向性”，如果简单的理解，情绪也可以被认为是对事物关系或态度的一种体验。在心理

学界，行为主义的兴起使得情绪暂时离开了人们研究的视野，但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崛

起，情绪重新为心理学家们所重视。马斯洛很欣赏基尔凯廓尔主张，即人应当“成为真正的自我”，注

重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罗杰斯更是大声疾呼应当建立起以人为中心的、具有民主精神的人本主义

教育的新体制。戈尔曼提出带有革命性的概念——情商（EQ）、萨洛维将情商定义为五个方面（了解

自我、管理自我、自我激励、识别他人情绪、处理人际关系）更是将情绪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情绪教育的看法，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世纪的经院教育试图将人培养成神权和王权的

附庸，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中国的封建教育，其主要目的也是为国家培养官吏，国家通过对教

育的把持，使人们忠于封建主。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崇尚个人，以人为中心”成为了人文主义的口

号，教育家维多里诺最先指出了情绪在教学中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在杜威、凯洛夫、赞可夫等人的

努力下，“个性的全面发展”成为了教育的主要理论，强调教育不应只注重理性知识的传播，也应重视

培养学生感受、表达情绪的能力，情绪教育成为教育界热点问题之一。 

 

所谓情绪教育，简单而言就是指培养个人体验他人情绪、控制和表达自身情绪的能力。中国的情绪

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较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由于社会、学校、

家庭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情绪教育体现出明显的特点：从显性教育到隐性教育的转变。所谓显

性教育是指情绪教育以具体的课堂形式、课堂内容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小学的情绪教育带有明显的显性

教育特征）；隐性教育则是指情绪教育内化甚至淡化在正常的课堂教学中，而不以具体的课堂形式、课

堂内容体现在教学过程中（中学、大学的情绪教育就属于隐性教育）。这种情绪教育方式的转变具有现

实意义，对于这种转变的分析和探讨，有助于更好的开展情绪教育。 

 

二、学校情绪教育具体形式 

 
（一）小学情绪教育 

 
一些研究者认为，几乎所有的情绪在婴儿早期都已出现，随着个体的成长，情绪得到逐步发展。在

2-6岁间，儿童的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和情绪的调节能力均有很大的提高，此时表征能力、语言和自我概

念的发展都对儿童的情绪发展起着推动作用。随着认知能力和社会技能的发展，儿童情绪的表达和自我



调节能力获得了迅速发展，到10岁时，大部分儿童已经拥有了一套管理情绪的适应性策略。由此我们可

以发现，儿童阶段对于个体情绪能力的培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时期，如果给予儿童一定的教育

引导，将有助于儿童发展出合理完善的情绪能力，对个体一生的发展意义重大。 

 

长久以来，家长与教师只重视儿童的智力发展和学业成绩，往往忽略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然而情

绪会影响认知学习与行为表现，这一点毋庸置疑。当教师与父母发现儿童有低成就现象或行为问题时，

才会注意到情绪问题，但这时所做的补救性的治疗和教育，显得被动、消极，而且费时费力。教育工作

者们已经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且已发展出一系列的情绪教育方法，来指导儿童如何表达并尊重他人

的感觉，建设性疏导情绪，做好情绪管理，以避免情绪失控，培养儿童负责任与自我实现的态度。小学

的情绪教育是一种显性教育，教师通过具体的课程、活动、游戏来达到教育目的，台湾学者对情绪的课

堂教育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均证明了课堂情绪教育的可行性。如吴丽娟(1987) 的“让我们更快乐- 理性

情绪教育课程”,对象为小学生;黄月霞(1987) 的“感觉与情绪经验课程”,对象为小学四年级学生,结果

为儿童态度与学业成绩均有显著的实验效果。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在于，通过特殊的活动课程设计，循

序渐进的对学生进行情绪的教育。但由于儿童认知水平的限制，完全以讲述的方式进行教育，儿童并不

能够很好的理解，且比较难以引起共鸣，故研究者们发展出了一系列的体验活动，目的在于使儿童通过

体验自己去发现，认识，进而思考改善方法。下面就此列举几种有效的体验活动。 

 

1.水杯实验 

 
教师请一位学生拿着一水杯，问学生是否感觉沉重。学生起初觉得很轻，于是教师继续上课，请学

生继续拿着水杯。十分钟之后，教师请这位学生说说现在的感受，似乎与刚开始拿水杯时的感觉不同。

归纳：同样重量的水，因为时间的长短，而变得无法承受之重。这就像我们的情绪一样，一开始也许只

是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如果一直不去解决，最后就会变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了。 

 

2.情绪脸谱 

 
教师请学生尽量将嘴角向下，持续一分钟；之后，请学生尽量将嘴角向上，持续一分钟。教师请学

生说说：嘴角向下时的感觉如何？当嘴角向上时的感觉又是如何？两者有何差别？归纳：嘴角向下时感

觉无法顺畅的呼吸，有压迫感；嘴角向上时感觉心情开朗。 

 

3.冲入圈中 

 
各个小组的学生手拉手围成圆圈，一人站在圈外，在圈外的学生要用各种方法冲入圈中，围圆圈的

同学要想出方法阻止圈外的同学冲入圈内。活动后，教师问同学：想要冲入圈中而无法进入的同学感觉

是什么？尽量让每个人体会到在圈外无法进入圈内的感觉。归纳：班上被排斥的同学有何感觉？我们如

何互相帮助而非互相排斥。 

 

这种课程或者说是活动、游戏其关键之处就在于活动结束后老师对于学生的启发和引导，教会儿童

如何去体会他人的感受，如何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最后，老师还应对活动给予归纳和总结。 

 

（二）中学情绪教育 

 
进入中学以后，学生迎来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期——青春期。青少年在青春期生理、心理都产生急

剧的变化，情绪表现出既不同于儿童的单一也不同于成年人的稳定的特点，他们的情绪变的多样而细

腻，情绪的内容和层次变得更加丰富，同时又容易冲动缺乏自制力，情绪波动很大。在这一时期，如果

青少年不能得到正确情绪教育，很容易产生一些情绪障碍，影响到个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

竞争的加剧，学生的升学压力过大，以及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如过分关注学校的升学率等），学校和

家长双方面都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青少年进行情绪教育，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成



绩，这就使得中学的情绪教育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呈现，情绪教育更多的时候需要内化在正常的课堂

教学中，即以一种隐性教育的方式存在。 

 

隐性的情绪教育首先就要求教师能够更好的与学生接触、交流，给予学生一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

并让自己成为一名很好的情绪管理者，成为学生的榜样，营造宽松缓和的情绪氛围，良好的人际关系，

使学生能在交往的过程中完成相互的情绪教育。其次，教师应当在适当的情境中，对学生给予引导，让

他们学习理解和表达情绪的正确方式。最后学校还应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一些全体学生参加的情绪教育讲

座，或组织少量活动，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认识情绪的心理意义。 

 

但中学的隐性教育仍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问题，即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是否有效果很大程度在于学生

自身的领悟能力和接受能力，教师对于学生情绪问题的发现以及将情绪教育内化在课堂教育中的能力，

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情绪教育方式是否有效，对这种情绪教育方式的合理性也产生着较大的争

议。 

 

（三）大学的情绪教育 

 
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已接近成熟，认知能力、智力也基本发展完全，对于情绪的理解、表达能力较

儿童和青少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是否可以认为情绪教育已经完成了任务呢？ 

 

进入大学后，许多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大学生出现情绪障碍，比如新生的适应，学业的压力，人际关

系的不和等等，大学生群体较容易体会到一些不良情绪，如抑郁、过度焦虑、自卑、孤独等等，他们也

需要一些帮助和指导来解决个人的情绪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心理、生理的成熟，认知理解能力的增

强，大学生更多的时候不需要正式的情绪教育课程，同时，由于任课教师的不断变动，同学与老师建立

良好关系的难度加大，将情绪教育内化到教学活动中的难度也变的非常大，情绪教育逐渐从课堂中淡

化，这就决定了大学情绪教育以纠正为主的特点。当然以情绪教育为主题的讲座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效果很难持久；此外，一些老师的人格魅力也会对学生的情绪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影响面却非常有

限。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当不良情绪产生的时候、学生意识到存在问题的时候，才会去专门的机构（如心

理咨询中心等）或与辅导员老师进行沟通，进行问题的解决，从而认清和改变不合理信念，培养正确知

觉、理解和表达情绪的能力。 

 

三、讨论 

 
情绪教育是近些年才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一种新兴的教育形式，各个国家对于情绪教育都仍处于摸

索的过程中，情绪教育究竟要如何进行？是否有一种特定的模式？情绪教育要持续多长时间？等等，这

一系列的问题目前都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看法，但情绪教育的重要性却是得到共识的。由于中国特有的社

会状况和教育体制以及舆论导向，使得中国的情绪教育在学校教育中逐渐淡化，体现出一种从显性教育

到隐性教育的转变，研究者认为这种情绪教育方式在当前仍是适应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从学生角度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的成熟，学生不再需要过于具体的情绪教育课程，而更多的

是一种默默的积极的关注以及及时的督促和纠正。其次，社会的舆论导向对于学生成绩过于关注，使得

学校教育的天平失衡，很难在一时间进行调整，家长迫于社会竞争的加剧也不得不过分关注学生成绩。

最后，情绪教育还相当不成熟，不具有权威效应，其价值还需要通过试点教育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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