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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 21 世紀全球化與科技變革的背景下，教育的核心目標已從單一學科知識

傳授轉向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能力。其中，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作為一種綜合性教育模式，致力於幫助學生發展自我覺察、自我

管理、社會覺察、人際技巧與負責任的決策能力（CASEL, 2019）。研究顯示，SEL

不僅對學生的學業表現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還能增強其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能

力，進而影響其整體福祉（Durlak et al., 2011；Oberle et al., 2016）。 

在教育實踐中，如何將 SEL 有效融入學校課程成為關鍵挑戰。文獻表明，

將 SEL 與多學科教學結合，能在促進學生情緒素養的同時提高學習動機與學科

成就。例如，Zhoc 等人（2021）指出，情緒智力能幫助學生更有效地運用自我調

節策略來提升學業表現；González-Suárez 等人（2022）則發現，學習自我調節技

巧將對學生的心理健康與整體福祉產生正向影響，透過教育手段學習相關技巧，

正凸顯了 SEL 在現代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與實踐價值。 

跨域課程作為 SEL 實施的有效途徑，提供了一種整合多學科資源與真實情

境學習的教學模式。以芬蘭的教育改革為例，其現象為本的學習（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以及專題為本的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透過跨學科的整

合與實際應用，成功促進了學生的批判思考、合作能力與學習動機（Kirsti et al., 

2018）。這些國際案例表明，若能將 SEL 課程與跨域教學結合，不僅可以增強學

生的情緒調節能力，還能促進其學術成就與全人發展。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在國小教育中有效推動社會情緒學習跨域課程，聚焦於

國小階段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內涵與學習目標、課程推動過程中的困境，以及解

決推動困境的多元跨域策略，期望為教育實踐提供具體參考，促進國小學生的全

人發展。 

二、國小階段 SEL課程之內涵與目標 

社會情緒學習的核心目標是幫助國小兒童發展情緒管理、人際溝通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為其心理健康與全人發展奠定基礎。根據 CASEL 的定義，SEL 涵蓋

五大核心能力：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察、人際技巧和負責任的決策能力

（CASEL, 2019）。這些能力在國小教育中應具體化為適齡的學習目標與實踐活

動，幫助兒童在真實情境中逐步掌握情緒與社會技能。以下結合國小學童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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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具體描述各項目應達成的能力目標： 

(一) 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 

在國小階段，兒童應學會辨識和表達自己的情緒，認識自身的長處與價值觀，

並理解情緒與行為的關聯。具體能力包括：(1)認識與辨識自己的情緒狀態，並能

表達情緒。(2)理解情緒對行為的影響，並學會在學習與生活中反思自身表現。(3)

透過課堂活動增強自信心，發現自己的優勢與需要改進的地方。 

(二) 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兒童應學會在學習與生活中調節情緒，管理壓力，並設定並達成適當的目標。

具體能力包括：(1)學習基本的情緒調節技巧，如深呼吸、正念練習等，應對壓力

與挫折。(2)設定簡單的學習目標，並學會分步實現目標的策略。(3)培養在失敗與

挑戰中保持耐心與積極態度的能力。 

(三) 社會覺察（Social Awareness） 

在小學階段，兒童需要逐步學會站在他人角度思考，理解不同背景與文化的

情感與需求。具體能力包括：(1)觀察並理解他人的情緒與觀點，學習表達同理心。

(2)理解並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在合作中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3)透過故

事分享與角色扮演，練習站在他人立場思考問題。 

(四) 人際技巧（Relationship Skills） 

兒童應學會在不同情境下有效地與他人互動，並能解決衝突或協調分歧。具

體能力包括：(1)發展溝通與傾聽能力，學習有禮貌地表達需求與感受。(2)在合作

中掌握團隊互動的技巧，如分享資源與分配任務。(3)練習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小衝

突，如輪流使用工具或共同完成任務。 

(五) 負責任的決策（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兒童應在學校與日常生活中學會做出安全、負責任且符合道德的選擇。具體

能力包括：(1)分析問題情境，能夠思考多種解決方案並預測可能結果。(2)理解行

為對自己與他人的影響，學習做出道德且有責任感的選擇。(3)在真實或模擬情境

中練習解決問題，並反思選擇的後果。 

透過這些具體的學習目標，國小兒童能在社會情緒學習課程中循序漸進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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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關鍵能力，並在真實情境中應用所學，為個人的學術發展與社會適應奠定良好

基礎。 

三、國小 SEL課程的推動困境 

在教育現場，推動社會情緒學習雖然逐漸受到各界認同與重視，但在缺乏時

段、教材、課程的狀況下，尚存在許多困難，以下針對教師知能、課程設計及資

源分配三面向分別說明： 

(一) 教師專業能力不足 

多數教師對於社會情緒學習的相關知能與推動方式經驗有限，尤其是如何整

合情緒教育與學科教學的活動時容易遇到瓶頸。社會情緒學習的知識內容涉及心

理學、教育學以及腦科學等跨學科知識，老師在師資培訓階段並未接觸到相關的

理論與實務操作（鄭曉楓等人，2023）。此外，教師往往對如何在教學中自然融

入與生命教育有關的情意教學缺乏清晰的設計思路，導致活動經營容易流為表

面，難以提升學生對情緒理解的深度，進而達到情緒調節的達成教學目標（賀彩

利，2022）。 

(二) 課程設計與時間安排的挑戰 

在過去，情緒教育往往被認為是一種附加的內容，容易被學校現有的學科教

學進度所邊緣化，社會情緒學習的設計與實施需要制定具體的學習目標（CASEL, 

2019），但在學校現有的時間安排和教學進度中，教師常常無法找到足夠的空間

進行深入的協作。此外，不同學科教師之間缺乏統一的教學目標與合作機制，進

一步增加了協作的難度。 

(三) 資源與外部支持不足 

社會情緒學習課程的實施需要專業的教材、活動設計以及持續的專業支援，

但許多學校面臨經費與資源不足的挑戰。加上很多教師對數位教具或創新教學工

具的使用未必熟悉，也可能限制了課程的多樣性與創新性。缺乏外部專家或機構

的支持，也使得學校在課程設計與執行上難以突破現有的框架（吳璧純、詹志禹，

2018）。 

綜上所述，社會情緒學習的推行雖然面臨教師能力、課程設計與資源支持的

挑戰，若能通過強化教師專業、靈活課程設計及充分利用外部資源，這些困難是

可以克服的，不僅有助於學生的全人發展，也能促進學校教育模式的創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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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域！解決國小推動 SEL困境的策略 

社會情緒學習的有效實施需要跨越傳統學科邊界，結合多層次的學習場域與

合作機制，以培養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與社會適應力。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提出

三種層次的跨域作為社會情緒學習的策略，說明如下： 

(一) 學科的跨域－課堂學習 

課堂學習是社會情緒學習的核心場域，透過各學科有意識地融入情緒素養教

育，讓學生在學科知識學習中，同步發展情緒技能與自我管理能力。建議學校應

採取靈活的時間安排，為教師提供更多的共備時間，讓他們能夠深入探討如何將

情緒教育融入學科教學（鄭曉楓等人，2023）。建議學校可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PLC），定期舉辦以情緒教育為主題的工作坊，並邀請心理學與教育學專家提

供指導與案例分享，增強教師的理論知識並幫助他們掌握實際教學操作的策略和

方法。透過 PLC 的共備，教師學習如何在不同學科中融入社會情緒學習的內容，

透過觀課與互評活動能促進經驗交流與反思，逐步提升整體教學水平。以下為策

略舉例： 

1. 國語文課程：融入情緒表達與角色分析活動，如「親子情緒日記」，學生記錄

並分享情緒，增進自我覺察與表達能力。 

2. 數學課程：結合數據分析與情緒反思，設計「幸福感數據分析」活動，培養

學生的負責任決策能力與社會覺察力。 

3. 自然科學課程：進行壓力與生理反應實驗，幫助學生了解壓力對身體的影響，

並學習壓力調節方法。 

4. 藝術與人文課程：通過情緒主題創作（如情緒牆或文化音樂創作），幫助學生

表達情緒並理解多元文化中的情感表達方式。 

5. 健康與體育課程：在團隊挑戰或比賽中，設計反思情緒管理與協作表現的活

動，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與人際技巧。 

(二) 家校的跨域－家庭與學校的協同學習 

家庭與學校是直接影響個體的環境，社會情緒學習的推動困境除了來自教師

對情緒教育的專業能力不足，無法充分支持學生的情緒學習之外，家長對社會情

緒學習的認知程度不一，也可能導致校園教育與家庭教育之間缺乏銜接。學生的

情緒發展往往受到父母師長最直接的影響，當家庭與學校的教育目標一致且彼此

支持時，學生的情緒發展效果將顯著提升（俞國良、董妍，2014），家庭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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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同作用在社會情緒學習中具有關鍵地位，通過家校合作，建立一個一致且連

續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生在多情境中內化情緒技能，以下為策略舉例： 

1. 親子情緒日記：學生在家記錄每日情緒，家長提供回應，並在課堂分享，促

進家庭與學校的學習連結。 

2. 家長教養工作坊：為家長提供情緒教養的方法並提供活動訓練，例如如何幫

助孩子管理學習壓力、如何與孩子談情緒困擾等。 

3. 建立父母成長社群：組織各種與 SEL 有關的父母成長社群，定期提供相關訊

息，鼓勵分享多元的案例與成功經驗，串聯家庭與學校之間的生活經驗，增

強 SEL 的實踐性與多元性。 

(三) 社區的跨域－學校與社區的合作學習 

社會情緒學習不僅局限於家庭與學校，還需要與學區、社區等生活環境進行

資源的緊密結合，創造學生能夠在真實情境中大量實踐 SEL 技巧的機會。以社

區為單位，也可與當地的教育機構、諮商中心或心理輔導等非營利組織合作，導

入更專業的多元活動，創造沉浸式學習體驗，提升學生的情緒應對能力，同時減

輕教師的課程設計負擔。以下為策略舉例： 

1. 專業資源支持：學校與心理健康機構合作，邀請專家參與課程設計，並舉辦

情緒管理專題講座，支持教師與學生提升情緒素養。 

2. 虛擬情境模擬：與相關科技廠商合作，透過虛擬實境（VR）應用程式，讓學

生可藉由科技加強情緒調解技巧的練習，透過即時反饋強化情緒管理技巧。 

3. 社區 SEL 主題日：連結學校與社區的場地資源，邀請親子、師生共同參加 SEL

文化體驗活動，例如角色扮演、情境模擬、電影欣賞等等，幫助學生在真實

的生活場景加強 SEL 技能。 

4. 多元文化經驗交流：利用多元社交媒體分享不同文化的情緒智慧，促進不同

族群之間的文化理解與生活經驗，創造尊重、平等、和睦的社區氛圍，促進

SEL 的文化交流。 

五、結語 

小學實施社會情緒學習跨域課程，不僅回歸以人為本的素養教育，也是響應

跨於學習的趨勢，全面提升學生情緒管理與學業發展。社會情緒學習跨域課程的

設計須回應學生的真實需求，透過學科教學的精準融入、家庭與學校的緊密合作

以及社區資源的挹注支持，期能解決現行課程設計中存在的實施困境，環環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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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補充的 SEL 跨域課程，將為學生情緒與學業的全面發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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