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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情緒教育於師㈾培育課程之重要

㆒、前言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教育

的主要目的在於引導學生邁向全人的發展，

因此教師對自身角色之定位，不應僅限於經

師的知識傳授，其更應含括的是對學生情緒

及品格方面的引導與啟發，目前在師資培育

課程上，可見的多是對準教師有關其專業學

門知識能力的講授與訓練，至於教育過程中

另一重要層面的人師養成部分，相較之下則

並不被等同重視。這種師資培育取向偏頗下

所造成的結果，可見的是我們所培育出來的

準師資，雖有相當的專業領域知識，但在人

師養成教育不足的狀況下，其本身能否具備

成為人師之條件，表現出為人師表者應有的

角色行為，則是相當令人存疑與擔憂的問

題？

教育是一項兼具理性與感性的工作，如

何在理性的知識教授外，亦能做到與學生互

動間感性的交流與溝通，教師本身對其情緒

能力與情緒智慧的掌握將是重要關鍵，如何

在師資培育課程中重視與提升準教師們此部

分能力的涵養，將是未來我們的下一代能否

朝向情理兼備之全人發展的重要關鍵。

㆓、教師是㆒種高情緒㈸務的

工作

一個完整的教學歷程，所涉及的除了對

學生進行有關知識的講授與啟發外，其更重

要的是教師要如何在此環境脈絡中，妥適處

理相關之人際交流與溝通互動的問題，在教

學之外，教師亦有面對學生、家長、學校機

構及社會環境等各種需求所需回應之壓力，

教師因其職業地位所致，執行其工作任務

時，很多時候都必須基於本身角色意識而控

制或掩飾自我的情緒。在社會大眾普遍對教

師必須具有愛心、積極樂觀、面帶微笑的角

色期待壓力下，許多老師即使面對不理性的

家長或有行為問題之學生時，仍必須按耐本

身情緒，勉力與其應對互動，當然過程中若

與學生或家長之互動結果令其有所滿足時，

其愉悅、高興的情緒將成為鼓舞教師繼續工

作與前進之動力，但若遇到令其挫折之事件

時，老師亦必須掩飾或控制自我情緒，努力

呈現適切之行為表現，以維本身專業角色形

象。

Hargreaves（1998）言：教學是一種繁重

的高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r）工作，尤其在

時代快速變遷的今日，教師在時刻面臨教育現

場層出不窮的各項挑戰與壓力下，除了對專業

知識之時刻充實外，情緒勞務的大量投入亦為

必須，這種情緒勞務能量上的高耗損，將對教

師本身身心狀況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與負擔，研

究發現越來越多教師之身心狀態已淪為世界衛

生組織（WHO）所謂之亞健康（sub-health）
族群，亦即處於健康與不健康間的灰色狀態，

教師一旦突破該臨界線，後續的心理與生理

問題將接踵而來，報載上即常發現許多教師

因工作壓力過大，導致情緒失調而出現不適

任教學表現（例如：隨意謾罵、過度體罰等

暴力行為），及因身心過度疲憊而萌生退意的

職場高流失現象（陸真，2007；魏麗敏、洪福

源，2006）。Heck與William（1984）亦指出

教師是一項易使個體能量嚴重耗損之職業，

教師在每日執行各種大小決定的過程中，不

停的給予與付出，此現象日積月累下將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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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情緒與智識能量走向枯竭之境，有關智

識能量的問題，教師或可透過專業社群進

行在職進修與繼續學習，但情緒能量耗損

的部分，則有賴個體在對情緒教育的充分

理解下，進行自我情緒自覺與情緒調適能

力的提升才得以解決。

要提升準教師們對個人情緒自覺與情緒

調適掌握能力，情緒智慧教育的施行是為關

鍵，完整的師資培育課程所必須提供給準教

師們的，除了應含括對各專業知識的學習與

啟發外，如何幫助準教師能在此教師特質培

育之養成階段，獲得良好且正確的情緒教育

引導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情緒與心理狀況健

康的準教師，其未來可為任教學生教育學習

與正向行為引導之典範，反之一個心理與情

緒失調的教師，非但無法於教育層面上給予

學生適切之引導，甚而還會對其心理與人格

發展上產生不良的長遠影響。

㆔、情緒智慧之意涵

從上述說明可知要培養一個智性及情理

兼備的優秀教師，師資培育課程除了必須加

強對其專業知識的整備外，針對準教師個人

情緒智慧的引導更是不可或缺之事，但究竟

何謂情緒智慧？其主要意涵為何？以下將針

對此部分予以說明。

傳統觀念多認為智力（ In te l l igence  
Quotient,  IQ）才是預測個體未來成就的

唯一指標，但自從一九九五年美國心理

學家Daniel Goleman 所著的「情緒智慧」

一書問世後，「情緒智慧」（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概念才逐漸為社會所知，

Goleman（1995）在該書中對傳統單一智力

決定論的觀點提出反動，指出個人成就中

至多只有百分之二十是由IQ所決定，至於

其他百分之八十則多為個人EQ所影響，由

此可知情緒智慧才是決定個人成功之關鍵。

Cooper（1997）與Maier（1999）等學者之

研究亦發現較佳的情緒智慧除了有助於個體

作出最佳決策外，亦可大幅減少個人處理問

題的時間，透過情緒智慧轉化能量之機制，

得以使個人及早釐清困境，擴充其他機會獲

得多元的發展，使之成為更具效能的工作者。

情緒智慧對個人之影響如此重要，而究

竟情緒智慧主要是指什麼？

Goleman（1995）主張情緒智慧包括五

大層面能力：

1.對自我情緒的瞭解（knowing your 
emotions）：能迅速察覺自我情緒、了解情

緒產生的原因，確實知曉自己對其他人、

事、物真正感覺的能力。

2.有效管理自我情緒（managing your 
own emotions）：能夠自我安撫，擺脫強烈

情緒感受（例如：焦躁、憂慮）之影響，有

效控刺激情緒根源的能力。

3.自我激勵（motivating yourself）：能

夠自我整備情緒，讓自己朝一定目標繼續前

進與努力。

4.認識並瞭解他人情緒（recognising and 
understanding other people's emotions）：了

解別人內心的感受，察覺他人真實所需，亦

即同理心的具備。

5 . 人際關係的把握（ m a n a g i n g  
relationships）：能夠理解並因應他人情緒狀

態予以適當回應，在生活中維持良好和諧的

人際關係。

而Mayer 與 Salovery（1993，1997）針

對情緒智慧的分析研究歸納出，人類情緒智

慧之本質大抵包括下列四種要素：知覺能力

（perception skill）、發展能力（accessing 
skill）、理解能力（understanding skill）、

調適能力（regulation skill）。

1.知覺能力：指個體能夠準確的覺知、

評價及表達情緒自我及他人情緒的能力， 
包含：對情緒的敏感性、接受度，及對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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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敏感性及同理心等。

2.發展能力：指個體在溝通或其他認知

過程中是否具有產生激發較佳思考能力的情

緒，以利相關目標達成的能力。

3.理解能力：指個人對情緒語彙表達及

情緒相關知識理解狀況，所產生的情緒意涵

領會能力。

4.調適能力：指個人對自我情緒與行為

表現等的自我反思、管理及調適能力，此能

力為促進情緒與提升個人智能更佳發展的根

本指標。

由上述說明可發現不同學者對情緒智慧

一詞之分析與解釋字詞雖各有所重，但基本

上情緒智慧主要意涵即是指，個體在人際互

動過程中，察覺、表現、瞭解與運用自我與

他人情緒的能力技巧，其最重要之價值在於

幫助個體透過對此能力智慧的實踐與管理過

程，達到人際互動關係的維持，以提升個人

身心健康狀況的平衡。

㆕、情緒教育成功之關鍵—師

培教育者的省思與實踐

在瞭解情緒智慧的意義與內涵後，以

下將針對師資培育歷程中，情緒教育之實

施與融入方式予以討論。Mayer與 Salovery
（1997）根據其研究指出，情緒教育之施

行最有效的方式即為教師本身的身教，為達

有效教學，師培教育者在施行情緒教育前，

必須對自我情緒智慧能力有所覺察與省思，

Mayer與 Salovery根據情緒智慧的四種能力—知

覺、發展、理解與調適取向，分別提示教育

者在教育工作上可自我省思與覺察之指標，

師資培育教育工作者可利用此分析架構，

對自身情緒教育能力加以省思與評估。

指標一：知覺能力

自己是否具備明確瞭解自己及他人情緒

的能力，師資培育教育工作者者可針對下列

問題自我省思與評估。

● 我是否能夠明確的表達自己的感受？

● 我是否能夠準確的辨識與覺察出學生的

感受？

● 友人是否多認為我是一個能夠自我覺察

並體諒他人情緒感受的人？

● 學生有情緒異常狀況（例如：傷心、憤

怒或煩躁等）時，我是否會很快留意到？

● 我有否做過些什麼事情，以提升自己的

情緒知覺能力？

指標二：發展能力

在與他人溝通過程中，我有否善用有效

的情緒管理或思考策略等，以利相關任務的

達成。

● 我能否敏銳的察覺或辨識出自己及他人

情緒的轉變？

● 本身情緒狀況不佳時，我能否即時自我

警覺，並考慮此狀況可能造成的影響？

● 處於較佳情緒狀況時，我是否會更積極

投入工作任務的執行？

● 我會不會建議並鼓勵學生一起參與相關

研究或活動的進行？

指標三：發展能力

我是否能夠清楚理解情緒表達的各種語

彙，更能全方面的領會情緒意涵之意義。

● 我能否運用適當的字詞或語彙，精確表

達自我感受？

● 我有否幫助學生運用適當的話語，明確

表達其感受？

● 我能否理解學生之所以會有某些情緒反

應或行為表現的原因為何？

● 我能否以較全面、宏觀的角度，去探究

並理解學生的問題？

指標四：調適能力

我是否樂於坦露自我的情緒感受，並能

明確的區辯、掌握人我情緒，並對對自身情

緒與行為表現具有自信。

● 面對意外事件發生時，我是否有能力處

理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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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情緒不佳的狀況下，我是否有能力可

掌握本身的行為表現？

● 我是否有為學生做到良好的情緒典範，

並藉可教時機以提升他們的情緒智慧發

展？

一位優秀的師資培育工作者，除了必須

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與精熟的教學技巧外，

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與健康之心理狀態，

樂觀積極、擁有正向情緒智慧能量的教師，

必定可為年輕之準教師們豎立最佳的情緒智

慧典範，反之心理狀況不佳、情緒智慧能量

不足的師培教育工作者，在教學歷程中所顯

現的煩躁、偏見、暴力、冷漠、疏離等負向

情緒與行為表現，亦將成為準教師們日後教

學中學習與仿效之基礎，未來師資培育工作

者在從相關情緒教育教學時，或可試以上述

指標做為自我專業反思（reflective）之基

礎，在有形的專業知識講授外，將情緒教育

確實融入真實的生活與教學表現中，讓所有

準教師們在親身感受到和諧師生關係的情緒

教育紛圍下吸納成長，於受教歷程中自然涵

化將此正向情緒能量轉化於自身。

㈤、結語

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引導學生邁向全人

的發展，師資培育教育的目的更是希望能夠

培育出一個情、理兼備，以為未來學生經師

亦為人師典範的好老師，因此在師資培育過

程中，師資培育者除了需提供準教師們專業

知識的教育外，如何在相關課程與教學過程

中重視與提升準教師們有關知性與感性等情

緒教育能力的涵養，是相當重要的任務。

尤其在準教師們未來必須面對教育工作

的高情緒勞務壓力下，情緒教育的培育不僅

有助於提升他們對本身情緒狀況與心理健康

的掌握，更重要的它將是一種連動傳承的教

育，準教師們在接受到師資培育課程所傳遞

之情緒教育理念後，會對自身及人、我情緒

狀況獲得更佳的掌握與理解，同時此能量將

幫助他們在未來任教生涯中，可以更妥適、

和諧的心態處理及面對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

各種難題與挫折，續之並藉由其親身力行的

任教實踐過程中，良好情緒教育紛圍的示範，

為下一代豎立正向情緒表現的真實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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