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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学校管理的关系研究：
基于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视角

杨传利，毛亚庆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促进西部农村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对于实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教育发展目标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微观层面的学校管理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义务。以广西、宁夏 16 所农村小学的 3-5 年级学

生为被试，探究学校管理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教师的平等对待、家校之间的合作关系

以及强调参与、合作的教学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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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新时期，我国明确提出教育发展的20字工作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

平，提高质量”，指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

任务”。教育公平与质量成为指导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

着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对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认识，过去人们强调两者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主

次分明的彼此对立、矛盾的关系，强调教育发展目标的单一向度。与之相对，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理念

强调：没有公平的质量是不道德的，没有质量的公平是低层次的。[1] 换言之，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理念认

为，教育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多维度的、彼此协调发展的，脱离了教育公平或质量的任何一方来谈教育

的发展都将是片面的，是对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内在追求的教育的偏离，人们对教育公平和教

育质量的理解与认识应该到了彼此交融的阶段。

关于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理念的内涵，简单而言，就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其

中蕴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每个孩子不会因为社会背景或者自然界随机分配的生理特质等偶然因素

而获得不公平对待，使其无法获得满足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最终造成发展受阻。每

个孩子都应该享有公平地接受优质教育、实现自身发展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实现不应当受到外在偶然

因素的影响。第二，孩子的发展不简单等同于外在学业成绩的提高，而是按照身体、心智 、情感而进行

的。[2] 情感是人性发展不可缺少的“基因”，情感在现实性上代表了人性的需求倾向，是人全面发展的

基本前提，在人类个体的生存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作为发展人的活动，理应追求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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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心智和情感的全面协调发展，切莫有失偏颇。在情感领域，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社会情感能

力的重要地位，大量研究业已证明良好的社会情感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抗挫折能力和学业成绩，减少

问题行为的出现，提升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参与度，提高学生出勤率，改善学生之间的关系，使学生

更有责任心，变得更乐于助人、乐于做贡献等，[3-9] 是学生在学校及未来的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

技能。

然而，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教育被功利思想与唯认知论所影响，人们用过度的热情去关心、

去追求人的智慧中的认知层面以及外显的考试成绩，对情感教育的缺失却熟视无睹。这样一种教育现

实进而导致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与行为问题，有研究显示：在我国，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小学生

占总数的10% 左右，他们普遍存在着嫉妒、自卑、任性、孤僻、焦虑、逆反心理、情绪反常、神经衰弱、

社交困难、学习不良、学校恐惧、吸烟酗酒，乃至自杀、犯罪等心理与行为问题。[10]

在西部农村地区，除了受到“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影响以外，还受到地区自然条件与“优先发展东

部地区、农村支援城市”国家政策的双重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西部农村学校教育的严重滞后。再

加之，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西部农村地区的许多家长纷纷外出打工，使得家庭教育，尤其

是家庭情感教育极度缺位。如此一来，家庭情感教育的缺位以及学校教育的补位不足，使得西部农村

地区的情感教育存在着较重的“欠账”，从而对学生的情感发展产生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相关研究

显示，农村校外青少年存在自我接纳程度较低、自信心不足的问题，且50% 以上的被试经常有焦虑、无

助、压抑等不良情绪。[11]

西部农村学生所面临的社会情感能力问题，无疑对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理念提出了现实需求。关

于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的探讨，除了从教育政策、制度等宏观方面加以考虑外，还需要着眼于学校管理

这一微观层面。国外许多研究指出：平等与包容的氛围、家校合作关系以及有效的课堂教学等因素能

够有效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12-16] 但是，国内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仍处于

起步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在参考国外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将学校管理的范围限定在平等对待、家校

合作与有效教学三个维度，希望通过实证的方式揭示学校管理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中国式关

系”，从而为提高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实现每个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提供事实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以广西、宁夏16所农村小学的5048名3-5年级学生为被试，剔除无效问卷之后获得4948名有效

被试，问卷的有效率为98%。其中，宁夏为2242名（45.3%），广西为2706名（54.7%）；男生为2579

名（52.1%），女生为2121名（42.9%），缺失248名（5%）；3年级为1648名（33.3%），4年级为1643名

（33.2%），5年级为1655名（33.4%），缺失2名（0.04%）。

（二）研究工具

1.社会情感能力问卷

本研究采用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习（SEL）”项目组编制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问卷。[17] 本问卷包括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他人认知、他人管理、集体认知、集体管理6个维度，每个维

度各5个项目，共计30个项目。问卷采用 Likert5点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被试在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越好。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α

系数依次为：0.65、0.75、0.66、0.71、0.71、0.69, 整体问卷的信度系数是0.91。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各项拟合指数的值 CFI=0.91，TLI=0.90，RMSEA=0.04，各指标均达到了预定的标准，表明问卷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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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结构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 学校管理问卷

本研究采用的学校管理问卷改编自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标准”

项目组编制的学校管理问卷。本问卷包括平等对待、家校合作、有效教学3个维度。平等对待维度为5

个项目，家校合作维度为5个项目，有效教学维度为10个项目，共计20个项目。问卷采用 Likert5点计分

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被试在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示学生感受到的学校管理

情况越好。

本研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χ2=23464.31，df=190，KMO=0.94，p<0.001），碎

石图显示保留3个因素合适。经最大方差法（Varimax）旋转后，根据各个项目在各因素上的负荷以及

共同因素累积率的情况，先后删去18个项目，最终保留20个项目，各项目在相应因素上的因素负荷均

在0.55以上。平等对待、家校合作、有效教学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α 系数依次为：0.74、

0.69、0.87, 整体问卷的信度系数是0.87，三个维度的总解释率为47.83%。

表 1   学校管理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维度 项目 因素载荷

平等对待 1 0.638

2 0.699

3 0.661

4 0.667

6 0.571

家校合作 24 0.706

25 0.750

26 0.582

27 0.599

28 0.619

有效教学 14 0.614

15 0.672

16 0.681

17 0.669

18 0.559

21 0.604

29 0.660

31 0.633

32 0.679

34 0.610

特征值 2.043 1.079 6.445

解释变异（%） 10.213 5.394 32.226

注：低于 0.4 的载荷均没有显示。

（三）问卷的分析与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学生集体填答问卷并现场回收。问卷测试之初，研究者讲解指导语，被试根据要

求自行填答问卷。本研究采用 SPSS18.0和 AMOS17.0进行数据分析，主要分析方法包括：信度分析、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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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描述统计、相关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特点

以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总体及六个维度为因变量，分别对性别、年级、留守情况和家庭经济情况等

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1）男生在社会情感能力总体以及六个维度上都显著低于女生。（2）不

同年级的学生在社会情感能力总体以及自我管理、他人认知、他人管理、集体认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

异。Post Hoc 事后检验表明，在社会情感能力总体方面，五年级学生显著高于四年级学生，其他年级之

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自我管理方面，三、四年级学生均显著低于五年级学生 , 三、四年级学生之间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他人认知方面，三年级学生显著低于四、五年级学生，四年级学生显著低于五年

级学生；在他人管理方面，四年级学生显著低于五年级学生；在集体认知方面，三、五年级学生均显著

高于四年级学生，三、五年级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3）在社会情感能力总体、自我认知、自我

管理以及集体认知方面，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ost Hoc 事后检验表明，在社会

情感能力总体、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他人认知方面，父母均外出打工的学生要显著低于父母均不外出

打工的学生；在集体认知方面，母亲外出打工的学生要显著低于父亲外出打工与父母均不外出打工的

学生，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4）在社会情感能力总体以及六个维度方面，家庭经济状况不同

的学生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ost Hoc 事后检验表明，在社会情感能力总体以及六个维度方面，家庭经

济较困难的学生均显著低于家庭经济一般以及较为富裕的学生，家庭经济一般的学生均显著低于家庭

经济富裕的学生。（详见表2）

表 2   不同背景变量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方差分析

自我认知
M+SD

自我管理
M+SD

他人认知
M+SD

他人管理
M+SD

集体认知
M+SD

集体管理
M+SD

社会情感能力总体
M+SD

性别

男 3.79+0.84 3.79+0.87 3.07+0.86 3.44+0.90 3.73+0.89 3.22+0.87 3.54+0.68

女 3.90+0.73 3.93+0.79 3.17+0.82 3.58+0.82 3.97+0.77 3.45+0.81 3.70+0.59

T 值 -4.939*** -5.631*** -4.079*** -5.715*** -9.790*** -8.986*** -7.291***

年级

三年级 3.83+0.79 3.84+0.82 3.02+0.87 3.50+0.85 3.85+0.81 3.31+0.84 3.62+0.63

四年级 3.82+0.81 3.80+0.85 3.08+0.81 3.46+0.87 3.78+0.88 3.31+0.84 3.56+0.64

五年级 3.84+0.80 3.90+0.85 3.24+0.84 3.54+0.88 3.87+0.86 3.35+0.86 3.66+0.66

F 值 0.134 6.124** 27.697*** 3.534* 5.148** 0.880 7.062***

留守

父亲外出 3.85+0.75 3.87+0.82 3.12+0.82 3.53+0.84 3.88+0.82 3.35+0.83 3.62+0.63

母亲外出 3.82+0.75 3.79+0.83 3.13+0.82 3.42+0.81 3.74+0.85 3.29+0.85 3.58+0.64

父母外出 3.79+0.80 3.82+0.83 3.09+0.84 3.52+0.86 3.82+0.83 3.31+0.83 3.59+0.64

非留守 3.87+0.80 3.90+0.84 3.16+0.86 3.52+0.88 3.87+0.85 3.35+0.86 3.66+0.64

F 值 2.936* 2.782* 1.630 1.047 2.777* 0.817 2.884*

家庭 
经济
状况

贫困 3.72+0.82 3.67+0.88 2.98+0.89 3.36+0.91 3.69+0.93 3.20+0.90 3.49+0.68

普通 3.86+0.78 3.89+0.81 3.15+0.81 3.53+0.84 3.87+0.82 3.35+0.82 3.64+0.62

富裕 3.95+0.77 4.01+0.81 3.24+0.89 3.65+0.88 3.99+0.81 3.51+0.84 3.76+0.62

F 值 18.113*** 34.831*** 20.670*** 22.092*** 26.270*** 25.489*** 28.708***

注：*p<0.05,**p<0.01,***p<0.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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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学校管理的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总体及其各个维度均与学校管理中的平等对待、家校合作以

及有效教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详见表3）

表 3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学校管理的相关系数

自我认知 自我管理 他人认知 他人管理 集体认知 集体管理 社会情感能力总体

平等对待 0.482*** 0.507*** 0.387*** 0.470*** 0.558*** 0.480*** 0.603***

家校合作 0.155*** 0.192*** 0.233*** 0.219*** 0.216*** 0.263*** 0.292***

有效教学 0.497*** 0.481*** 0.356*** 0.446*** 0.525*** 0.453*** 0.591***

为了进一步分析学校管理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学校管理的各个维度为预测变量，学生

的社会情感能力及其各维度为结果变量，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考虑到性别、所在年级、民族、留守

情况、家庭经济情况等因素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具有影响作用，因此，第一步先让这些非重点虚拟

变量进入回归方程（Enter），第二步使需要进行探索的学校管理的各个维度等重点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Stepwise），以考察在剔除非重点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以后，重点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贡献。（详见表4）

表 4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学校管理的回归系数

自我认知 自我管理 他人认知 他人管理 集体认知 集体管理 社会情感能力总体

平等对待 0.256***c 0.298***b 0.217***b 0.267***b 0.355***b 0.277***b 0.338***b

家校合作 NS 0.060***d 0.147***c 0.099***d 0.079***d 0.151***c 0.133***d

有效教学 0.314***b 0.258***c 0.183***d 0.221***c 0.243***c 0.194***d 0.310***c

F 182.113*** 173.845*** 108.493*** 137.386*** 230.233*** 153.256*** 271.173***

R2 0.278 0.298 0.210 0.251 0.360 0.273 0.441

调整的 R2 0.276 0.296 0.208 0.249 0.359 0.272 0.440

R2 变化 0.264 0.270 0.183 0.229 0.322 0.240 0.404

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社会情感能力总体，平等对待、有效教学与家校合作先后进入回

归方程，对社会情感能力总体状况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学校管理的三

个维度可以解释40.4% 的变异。

对自我认知维度，有效教学与平等对待维度先后进入回归方程，对自我认知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家校合作维度对自我认知维度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学校管理

的三个维度可以解释26.4% 的变异。

对自我管理维度，平等对待、有效教学与家校合作先后进入回归方程，对自我管理维度均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学校管理的三个维度可以解释27.0% 的变异。

对他人认知维度，平等对待、家校合作与有效教学先后进入回归方程，对他人认知维度均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学校管理的三个维度可以解释18.3% 的变异。

对他人管理维度，平等对待、有效教学与家校合作先后进入回归方程，对他人管理维度均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学校管理的三个维度可以解释22.9% 的变异。

对集体认知维度，平等对待、有效教学与家校合作先后进入回归方程，对他人管理维度均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学校管理的三个维度可以解释32.2% 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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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管理维度，平等对待、家校合作与有效教学先后进入回归方程，对集体管理维度均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学校管理的三个维度可以解释24.0% 的变异。

四、分析与讨论

（一）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特点的分析与讨论

关于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特点，本研究发现男生在社会情感能力总体以及六个维度上都显著

低于女生，而出现性别差异的原因可能受到生理成熟程度和社会文化的共同影响，是先天因素和后天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陈武英等通过对青少年共情的性别差异研究提出：在进入中小学阶段之后，一

方面由于个体自身的生理成熟，即内分泌的差异出现，女生分泌更多的与共情正相关的催产素，而男

生分泌更多的与共情负相关的睾丸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性别角色倾向的原因，即一般鼓励女生

要更加关怀照顾他人，是以关注他人为导向；而男生一般被鼓励分析问题和动手操作，是以关注公平

为导向，不易出现对他人困境的共情关注。由于这些原因，女生可能会比男生具有更强的他人认知和

管理的能力。[18] 同时，周宗奎等认为可能由于父母的养育方式或是社会期望的原因，使得男孩通常被

要求控制自己的情绪，而鼓励女孩表达自己的情绪，并且父母或者学校的老师往往与女孩保持较为亲

密的情感联系，所以女孩在情绪的认知与管理方面会表现的比男孩要好一些，从而使得女孩在自我认

知与管理维度的得分要高于男生。[19]

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五年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三年级，而四年级学生

的发展情况要差于三、五年级，也即小学阶段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稳步提高，

而是在四年级阶段出现了回落的情况。这可能与小学阶段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变化有关，低年级儿童

往往高估自我，对自己的评价多来源于主观的自我评估。随着年龄的增大，儿童自我意识逐渐增强，

在公开场合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并关注自我表现会给他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这种内部的关注可能

会引发焦虑情绪，进而影响自我评价水平，造成四年级学生的自我评价要低于三年级。此后，随着儿

童生理的不断成熟以及学校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也不断得到发展，使得五年级

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要高于四年级与三年级。

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产生不

利的影响。此问题的出现可能是家庭教育失位、学校教育补位不足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家长、教师、

同伴作为儿童生命中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能够在他们情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0] 父

母是儿童发展早期最为重要的依恋对象，他们通过与儿童开展亲密的互动活动，为其提供所必需的安

全感与依恋感。依恋感在儿童自我及与他人的关系之间提供了认知准备，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长期的

影响作用。拥有依恋感的儿童会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机制，相信他人是值得依赖的，自己值得关怀，而

缺乏依恋感的儿童往往存在被抛弃的焦虑感。[21] 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他们与孩子的依

恋关系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分隔而遭到人为的断裂，父母在留守儿童的情感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缺位”

的状态。对此，留守儿童必然会将依恋对象转向他人，希望从他处获取所需的情感支持。随着儿童步

入学校，教师与同伴对其影响程度日益增加，成为留守儿童潜在的依恋对象，本应能够弥补父母情感

支持“缺位”所造成的缺憾。但是，学校（教师）由于教育理念、教学水平、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主客

观原因，无法对留守儿童进行有效的情感补偿。[22] 在同伴关系方面，留守儿童往往因其早期家庭教育

的缺失，导致他们在生活习惯、学习成绩、情绪的控制与管理以及社会交往技巧等方面受到影响，容易

受到同伴的排斥，无法很好地融入到同伴之中，也就无法获得所期望的同伴支持。[23] 正是在家庭失位

与学校（教师与同伴）补位不足的综合影响下，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其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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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对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学生，其社会情感能力

发展水平越高。对此，家庭投资理论认为，高家庭社会经济资本的儿童拥有较多的发展资本，如经济

资本、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时间、积极的教养方式等，从而有利于儿童的积极发展。与之相反，低家庭社

会经济资本的儿童因其具有的上述发展资本较少，阻碍了他们的健康发展。[24] 家庭压力理论则认为，

家庭经济压力会增加父母的心理压力，进而导致父母低温暖、严厉与惩罚等不良教养行为。[25] 父母长

期的否定、拒绝甚至是惩罚使儿童从亲子互动中获得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这不仅影响正常亲子依恋

关系的形成，也会促使他们建立一种不安全的人际交往模式，使其对他人持有一种消极的认知与态度，

影响其积极人际关系的建立。[26] 另外，归因理论强调父母长期的拒绝、否认与体罚也往往会使儿童形

成消极的自我评价与认识，[27] 进而导致他们在对不良情绪进行归因的时候，更倾向于归结为自身的原

因，使其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无法摆脱消极情绪的困扰，从而不利于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二）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学校管理之间关系的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效教学维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总体及其六个维度具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理念强调，课堂教学不是教师作为教育主体对学生这一客体进行改造

或塑造的过程，而是学生与教师作为“双主体”积极开展“主体际交往”[28] 的过程，是学生在教师的积

极引导下主动建构的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努力为学生创设开放、安全、轻松的学习氛围，积极与

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在平等对待学生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学生发挥主体意识，鼓励他们通过自主探究、

小组合作等方式去收获知识、提升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的鼓励与支持有助于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以

及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感依恋关系的形成；而同伴之间的讨论、争论以及合作行为为学生提供了很好

的社会交往机会，使学生能够在问题面前进行合作，在冲突之中学会理解与让步，这些无疑对学生提

升自身的社会情感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家校合作维度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家校合作能够正向预测学生的社会

情感能力总体及其各维度（自我认知维度除外），与已有研究结果相符。[29,30]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儿童的发展既受到他们所处的直接环境的影响，同时受到外在的更

大环境的影响，学校与家庭作为微观系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都对学生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31]

这两种教育力量的有效结合，更是能够很好地做到取长补短，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商与沟通，共同为儿

童营造安全、健康、和谐的发展氛围。如此，在为儿童提供发展所必需的情感支持的同时，还可以保护

儿童在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过程中免受社会不良现象的侵害，并为那些出现问题的儿童提供及时的指导

与帮助，从而保障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到健康的发展。

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对平等对待与社会情感能力的回归分析发现，平等对待维度对学生社会

情感能力总体及其各维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首先，根据库利提出的“镜像自我”理

论，个体常根据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来了解自我，获得反射性的评价。[32] 随着儿童步入学校，教师成为他

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对儿童自我认知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教师能够平等地对待学生，

不对任何学生持有歧视态度，尊重学生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并为每个儿童提供适切的指导与关爱，那

么，这无疑是向儿童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值得肯定的，从而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

与态度。其次，如前文所说，教师是儿童步入学校之后很重要的潜在依恋对象。如果教师能够平等对

待每个孩子，使他们能够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爱与呵护，那么，儿童对教师的依恋关系就将得以确

定，并使得他们从中获取所需的安全感与依恋感，从而有利于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最后，教师

态度还可能对班级氛围产生影响，公正的教师态度更有利于和谐班级氛围的形成，使得学生能够在和

谐的班级氛围内体会到安全感与归属感，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与自己、他人和集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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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其他研究一样，本研究在获得有益的研究发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学校管理

涵盖的内容非常多，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平等对待、有效教学与家校合作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虽然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但是仍有许多未知的因素需要进行研究与发现。第二，

本研究虽然揭示出平等对待、有效教学与家校合作与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关系，但是对于三个自变量

之间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解释。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男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得分显著低于女生；不同年级学生的社会情感

能力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四年级得分最低，五年级得分最高；非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得分高于

留守儿童；家庭经济贫困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分显著低于家庭经济普通与富裕的儿童。（2）学生的

社会情感能力分别与平等对待、家校合作以及有效教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3）有效教学、平等对待与

家校合作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总体状况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基于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学校应该基于儿童视角，努力营造无歧视的、尊重学

生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和谐学校环境，保证每个学生都能从学校得到应有的关怀与关爱。对于那些需要

特殊关注的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等学生群体，学校应该给予适切的关爱与关怀，确保他们不会因为所

处的不利环境而阻碍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其次，学校应该积极开展有效的教学，通过创设开放

式教学环境，采用合作式、参与式等组织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开展有效的人际互动，使学生

在有效的课堂教学中，获得快乐、学会分享、学会倾听，从而帮助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促进其社会情感

能力的发展。最后，学校应充分发挥自身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主动建立平等、合作的家校关系，

实现家校之间的双向沟通，共同促进学生在校内外学习、生活中的参与，努力形成“相互尊重、理解和

支持”的人际关系与积极氛围，共同为学生营造一个快乐、轻松、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保证每个学

生的社会情感能力都得到应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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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School Management in the Wester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Equity and Quality

YANG Chuan-li，MAO Ya-qing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of rural students in Western China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promoting equity and improving quality". In this regard, the school management bears the irreplaceabl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The 3-5 grade students in 16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Guangxi and Ningxia were tes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hool 

management and the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equal treatment,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and family,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Key words： primary students in the western rural areas；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school management；education equity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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