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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外语教师情绪管理策略探析 
康婷婷 

（云南财经大学） 

摘要：高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教学的主要实施者，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理论知识及专业教学素养，还必须具备情绪管理能
力。本文在回顾教师情绪管理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分析了高校外语教师的情绪问题的成因和影响，并提出了情绪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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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emo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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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College teachers as the main implementors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not only need to have good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quality, but also must have the ability of emotion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eacher emotion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influences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emotion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for emo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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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国家、社会对教育空前关注，高校教师所面临的各方

面的压力也不断增加。高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教学的主要实施者，
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理论知识及专业教学素养，还必须具备情
绪管理能力。在承担着巨大教学工作和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
容易出现职业倦怠、暴躁、焦虑、安全感缺失等情绪问题，这些不
良情绪问题不能及时疏导，不仅致使教师工作质量下降，而且对学
生的成长和学校的发展也会带来不良影响。当前，教师个人、学校
及社会对教师情绪管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对高校英语教师情
绪问题的影响因素、情绪管理的意义和策略研究还不够全面具体。 

教师情绪及情绪管理研究综述 
有关情绪及情绪管理方面的研究在国外有较为广泛的跨学科理

论基础和丰富的研究内容，其中不乏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和实证研究。
如丹尼尔·高曼所著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使“情
商（EQ）”一词受到极为广泛的关注，情绪管理也随之受到瞩目。
国内学术界对情绪及情绪管理方面的相关研究近年来也受到关注。
主要强调情绪管理对企业员工，公职人员，医护人员，图书管理员，
父母，教师，学生，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重要性及作用。 

1.国外有关教师情绪及情绪管理的研究 
教师情绪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被引人教学、教师、教育

领导等研究范畴之中（尹宏飚）。有关教师情绪研究的成果不算丰富，
不代表教师情绪的研究不重要。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西方教育
研究对理性特别崇尚，而对“情绪”持有一定的偏见甚至否定的态
度。第二，将心理学对情绪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需要长
期过程。第三，有关教师情绪的研究被藏于教育教学的其它研究中，
需要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归纳和深耕。 

国外有关教师情绪的研究曾在不同的学科中体现，不同学科必
然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美国学者萨顿和惠特利（Sutton & Wheatley）
从认知、动机、教学等多个角度对教师的情绪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
阐述。雷纳（Ria）等人主张教师的职业发展应考虑情绪的作用，情
感特别是在新教师学习教学中具有关键作用。戴和莱切（Day  & 
Leitch）讨论了情绪在教师职业成长和高等教育中的作用。萨尔茨格
-维滕堡（Salzberger-Wittenberg）等人指出，更好地理解进入教学过
程中的情绪因素的属性，将有助于教师和学生朝向更有效果的人际
关系而努力。高尔柏（Golby）建议在教师的职业发展中，应提供分
析激发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情境的机会，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促
进教师对教育项目的完全的情感承诺。扎莫拉斯认为，情绪规则镶
嵌于学校的空间和时间安排以及行动的设计中，镶嵌于关于什么是
一个教师应该做的和什么是应该避免的对话之中，以及学校对教师
教学奖惩的程序之中。 

用阶段性特征（孙俊才、卢家楣）来简述国外教师情绪研究的

脉络：第一阶段，众多研究主要强调研究教师情绪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萨顿和惠特利（Sutton & Wheatley）比较系统地综述了教师情绪
的多重研究视角，教师情绪对教师的潜在影响，预见性的分析了未
来教师情绪研究的方向并总结了研究教师情绪的重要研究方法。教
师情绪研究的内容主要基于评价理论视角，主观体验视角，生理改
变及情绪表达视角和行动倾向视角。无论是教师的积极情绪表现，
还是消极情绪表现，都会对教师认知，教师动机产生影响并在很多
方面影响学生的表现。教师情绪作为一个极富潜力的研究主题，未
来在教师情绪管理，情绪与教学策略的关系，教师教法，教师动机
四个领域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第二阶段，正视教师情绪的复杂性，教师情绪的研究成为教育
教 学 的 重 要 研 究 领 域 ， 且 深 入 到 课 程 教 学 中 。 豪 切 斯 希 尔 德
（Hochschild）在 1983 年提出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的概念框
架，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在 1998 年“教学情绪与教育改革”
的研究项目中运用这一框架，对教学的情绪目标、教师情绪与学生
关系，这种关系在课程计划、教学过程、学校政策中的表现。哈格
里夫斯在研究中使用的访谈法，教师情绪地图也成为了教师情绪实
证研究的代表。其研究表明情绪应该被包括并积极地参与到教学的
各个环节之中。 

第三阶段，明确教师情绪劳动的特征，构建情绪规则并进行情
绪管理。很多研究者根据豪切斯希尔德（Hochschild）情绪劳动的理
论 概 念 和 框 架 分 析 和 研 究 教 师 的 教 育 教 学 工 作 ， 扎 莫 拉 斯
（Zembylas）在 Teaching with emotion：a postmodern enactment 一文
中专门对教师情绪劳动做出了系统分析，有关教师情绪劳动的特征
和 情 绪 规 则 得 到 了 理 论 上 和 概 念 上 的 突 破 。 依 据 扎 莫 拉 斯
（Zembylas）的观点，教师应该学会理解和分析情绪规则，对现实
提出疑问，寻找和开拓职业生活中新的情绪规则。国外教师情绪研
究的视角是把教师情绪置于学校文化、管理、权力关系、人际交互
作用之中，而不再单纯从教师自身素质的角度对教师情绪进行研究。
（孙俊才、卢家楣） 

2.国内有关教师情绪及情绪管理的研究 
在《近三十年国内教师课堂情绪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

中，侯颖，王文两位研究者对国内在 1986-2016 年间有关教师课堂
情绪管理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教师课堂情绪管理经历
了理论探索期，萌芽发展期到深化拓展期的发展历程。理论探索期
主要探索教师情绪的内涵，强调其重要性；萌芽发展期的主要特点
是现状研究，提出策略；深化拓展期出现了实证研究中的代表作，
即《教师课堂情绪调节能力的现状调查研究》（邱莉，2011）对中小
学教师课堂情绪调节能力现状研究和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内有关教师情绪及情绪管理研究虽然不算丰富，但已经呈现
出一些特点。第一，很多文献主要分析教师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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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缪榕楠撰文《情商 EQ 与教师的情绪管理》，田园撰文《教
师的情绪管理》；情绪心理学家郭德俊教授在《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
理论构建》一文中提出情绪调节的策略；孙有福研究中小学教师的
情绪管理，分析了中小学教师情绪管理的内涵，提出有针对性的自
我情绪管理策略。台湾学者柯永河阐述了情绪的种类、作用，分析
情绪成因及与教师情绪反应有关的重要刺激，提出了教师如何进行
情绪管理的策略，可以说是较为全面的教师情绪管理研究。第二，
对影响情绪管理因素的研究颇为多样化。针对成人的，主要讨论主
观体验和社交因素对情绪管理的影响；针对儿童与青少年的，主要
讨论家庭因素和年龄因素对情绪管理的影响。第三，探讨情绪管理
能力和情绪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不多。国内师范院校的硕士论文，
使用了一些量表工具进行测量，但系统化和突破性的研究还比较少。 

3. 小结 
总结分析国内外对教师情绪及情绪管理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内

对情绪管理的影响因素、重要性及策略研究比较丰富，但是不够全
面系统，特别是研究高校课堂教学情绪管理策略和干预的比较少。
并且研究中可能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对教师情绪管理的内涵界定
不是很清晰；其二，对教师情绪管理的理论基础分析不透彻；研究
目的缺乏针对性；其三，提出的对教师情绪管理策略比较简单，只
集中在一些个人技巧上，比较缺乏实证研究。 

高校外语教师情绪问题的分析 
众所周知，教师的情绪状态对教学氛围、教学效果，甚至师生

关系和学生的学习态度具有直接的影响。高校学生经常用“教师的
风格”来形容对教师的感观。外语课堂师生对话性强，互动程度高，
教师积极正面的情绪往往能带来更好的教学效果，而消极负面的情
绪却容易影响整个教学过程。 

1.教师情绪问题的成因 
教师除了工作也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受社会环境，家庭

关系，同事矛盾等事件的影响也是人之常情。抛开工作以外的因素，
高校外语教师的情绪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组织教
学的难度大。大学外语课堂一般以大班教学为主，学生人数多，英语
基础参差不齐。教学活动的开展很难满足各个学生的诉求，课堂上学
生会通过玩手机，做其它科目的作业，概不参与教学活动…等“隐蔽”
的方式干扰教学。第二，师生有效互动难度大。高考之后的英语学习
不再以“考试”作为指挥棒，学生既开心有略有迷茫，多数学生希望
在课堂上能够得到英语听说读写全方位的提升，尤其希望教师风趣幽
默，自己也能够在课堂上与教师和同学轻松互动，但教学内容和情景
自身的复杂性，往往很难达到互动效果，教师推进教学流程的积极情
绪也会大打折扣。第三，师生对课堂教学的态度不同。大学英语的课
堂教学知识体量大，课堂连续时间长，学生期待高，教师对课堂教学
普遍有“课堂一分钟，课后十年功”的教学压力。但与之相悖的是，
学生因专业不同，诉求不同，学习目标不同，普遍希望课堂氛围轻松，
有新的教学方法和新意，但课后对英语学习不够重视也不够努力。经
常把学不懂的内容归罪于老师方法不好，课堂效率不高，这种隐性的
矛盾也是教师职业倦怠感和消极情绪的来源。 

2.教师情绪对课堂教学的影响 
教师情绪问题的成因多种多样，也可能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教师情绪在课堂教学中是一个不能无视的问题。课
堂教学是创造性劳动，也是情绪劳动。教师情绪对大学英语课堂教
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影响教师课堂教学的设计和
创新能力。教师对课堂教学的设计和创新，需要不断的实践和磨合。
教学环节是否选择合理，教学方法是否运用得当，创新和创意是否
能得到学生的反馈。只有积极地情绪和对教学的热情才能支撑教师
不断探索，不照本宣科。其次，影响师生在课堂情景中的有效交流。
英语教学近年来提倡以学生为中心，任务型教学，项目教学（PBL），
翻转课堂亟需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实践。课堂教学活动的把控和推进
依赖于师生在课堂情景中的互动和交流。只有教师具备良好的情绪
调节能力，才有可能在复杂多样的课堂情景中推进教学内容，活跃
课堂气氛，试想一个急躁的教师和一个鸦雀无声的课堂，如何能够
实现英语语言交流。 后，影响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课堂教

学有明确的教学目标，英语课堂教学的教学效果比较直观，教师的
思维效率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强，课堂活动把控精准。教师情绪是
教师个人特征与性格特点的综合表现，良好积极的情绪增强教师对
教学的深度与广度的挖掘，强化教学思维与技能培养的训练和进步，
进而影响整个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 

高校外语教师的情绪管理策略 
1.培养课堂教学情景的预演能力 
教师在组织和实施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复杂的情况。

在实施课堂教学之前，准备越充分，情绪就越稳定。除了理论知识
的深度和广度，也培养模拟课堂情景，把控教学时间和节奏的预演
能力。除了准备教学内容，也应该准备应对课堂教学突发问题，处
理课堂矛盾的心理基础。如出现无法推进的课堂问答环节，应该用
其它问题代替还是调整教学形式；如果出现拖沓不合作的学生，如
何调整课堂教学节奏；如组织视频观看式学习时出现来了设备故障，
如何迅速调整情绪，保障课堂教学持续进行。应该说教师能够预演
的教学问题越多，就越能够灵活处理和迅速稳定和调节自己在课堂
教学中的情绪。 

2.与学生交流中的积极暗示与引导 
高校专业学科教学任务多、教学内容复杂、学生学习能力差异

性强是教学的难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处。学生往往在学习计划，
时间管理，自我约束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教师应该丰富与学生交流
的渠道，及时了解学生的时代特征，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与学
生的交流中，给予自己和学生积极地暗示，比如理解学生的沉默和
回避，多鼓励学生取得的微小进步，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进步。
事实上，刚刚走入大学的学生需要时间逐步适应大学学习要求，融
入大学课堂的学习氛围，甚至是与中学时代不同的师生关系。积极
的暗示与引导能潜移默化的帮助学生建立信心，激发学习热情，更
好的参与到课堂互动中来。 

3.建立教师情绪管理体系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维持自己的积极情绪，调节、抑制甚至消除

自己的消极情绪是一种重要的管理能力，是完成高校教学任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教师情绪管理体系应该是一个包括情绪教育、情绪测
评和情绪管理服务相对完整的体系。教师应该重视学习情绪和情绪
管理方面的知识，使自己更好地识别、理解情绪，掌握情绪管理的
策略。情绪测评就是对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在工作情景，如课堂教
学中的情绪进行定期测评，及时发现情绪和波动，正确认识职业倦
怠感，瓶颈期等。情绪管理服务就是应该有渠道为教师进行情绪管
理提供服务，如建立情绪宣泄室、设立心理咨询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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