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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幸福教育研究述评
———兼论幸福教育的概念构建及实践路径

杨 润 东1,邹 玖 菊2

(1.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200333;2.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00)

摘 要:幸福教育不仅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教育现实的批判反思。从幸福教育概念、幸福教

育的相关调查、幸福教育的实践路径对国内的幸福教育研究进行回顾和述评。幸福教育的概念应由三重层

面、三大重心和多个关键词共同建构;幸福教育的相关调查应扩大范围和对象,尤其要加强对特殊群体的调

查;幸福教育的实践首先要处理好教育过程与教育目的、学生学习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师生幸福并重,

从德、智、体、美、心等各方面实施幸福教育,构建“课堂-校园-社会”三位一体的幸福教育体系。未来幸福教育

的研究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从国外和古代吸取精华;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加多元;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如

何实践幸福教育。国内应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幸福教育,新生“中国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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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是人类进步的一大源动力,也是一个人活着的价值及意义的重要体现。倘若人类不

追求幸福,人类的未来就不一定会导向美好。如若一个人终其一生无幸福相伴,也必将是非常遗憾

的一生。幸福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寻,也是教育的终极追求。纵观历史,人在进步的路上,不断忙

于改造世界,很容易忘记人本身,忘记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每当人的追求过于偏离人

类幸福的时候,就需要对这种偏离进行矫正,比如文艺复兴。同样,当教育逐渐偏离了它“为人”这

一目的之时,也需要及时地对其进行纠偏,防止其丧失“人性”。国内的幸福教育之所以受到较多的

关注,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现实偏离了“为人”这一方向,跑出了“幸福”的轨道,让教育中的大众深

感不幸福。幸福教育的研究不仅是教育研究的应有之义,更是对教育现实的一种批判反思。

一、幸福与幸福教育

(一)“幸福”概念

“幸福”是古今中外学者口中的“家常话”,但其实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关于何为幸福,至

今尚无定论。国内教育研究中对幸福概念也进行了许多探讨,但研究者们关于“幸福”概念同样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

1.幸福是一种快乐体验或满足感

快乐体验是一种幸福,快乐也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幸福不仅仅只是纯粹的快乐体验。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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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娜认为,把快乐等同于幸福,是一种误区,幸福的本质应该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满足感[1]。其实,

幸福既不是单纯的快乐,也不仅仅是一种满足感,不是只有指向积极情感体验的才算是幸福。比如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2]。在叔本华的眼里,幸福就是逃避痛苦,一个人

莫大的幸运就是少受痛苦,而非尽享欢娱:“缺乏痛苦的程度是衡量一个人生活是否幸福的标

准。”[3]而“善的生活和好的行为”和情感无涉,“逃避痛苦”并非为了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比如快

乐)。可见,幸福所包含的情感体验不应仅局限于“快乐”,而应扩延到“非痛苦”。幸福也不仅仅指

向积极的情感体验,还指向别的东西,例如金生鈜认为,幸福“是人在生活中表现出的整体的精神状

态,是精神获得卓越发展的美善生活的实践”[4]。

2.幸福是目标的实现

有学者认为幸福就是达到预期的目标,“真正的幸福应当与个体的人生目标结合,在不断追寻

人生目标的过程中去体悟、去达成”[5]。达到目标会使人收获幸福,但我们应当警惕将追寻幸福当

作追寻目标。将幸福作为客观化的外在目标的实现,会忽视幸福的内生性、过程性。如果幸福就是

目标的达成,那么幸福对于人类来说便成为永远在前方的梦想和期待,人类将处于永无止境的追寻

之中。

3.幸福是多种要素的组合

涂艳国认为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儿童的幸福则是快乐的现在与美好未来的结合[6]。张

勖提出幸福应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从正面肯定人性,即我们常说的快乐;一种是从反面肯定人性,虽

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是不安、愤怒等情感,但仍是幸福的一种形式,是道德良心的表现;三是因人

性的复杂形式而产生的复合幸福体验,如交织着爱与后悔、抱怨的幸福感[7]。将幸福看作由多种要

素构成,超越了将幸福简单看作快乐或满足的单一与狭隘,丰富了幸福的内涵,但这种多要素观大

多没有解决幸福对于所有人来说不变的“本质”,以及对于每一个不同的人来说会有的“变化”。只

有把握住幸福内涵的“变”与“不变”,幸福的概念才能更具普适性。

幸福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幸福应该是什么呢? 一方面,幸福是个“千面君”,在不同人的眼中总

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要研究幸福,就需要从幸福的千姿百态中找到它们的共性,寻找不同幸福之

间最本质的特点和必然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具有不变的成分。另一方面,幸福具有特殊

性,甚至可叫唯一性,它在每个人的身上表现不同、要求不同、意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

是变化不定的。如果将幸福这个“杂物”提取、浓缩、简化以后,幸福就不再是幸福了。因此,幸福应

是幸福的本质和一个具体的个人交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如果我们将幸福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快乐

体验,那么幸福就应该是这种快乐体验和具体的个人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将幸福的本质看作

是自我实现,那么幸福就是这种自我实现与具体的个人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交互作用要求幸

福必须和个人联系起来才有意义。综上,幸福的内涵应是一个A+X的概念,A是不变的,X则因

人而异。因而,幸福的概念其实蕴含着某种悖论关系,即:为了了解幸福,我们必须找到幸福的本

质,但如果去追寻本质又会让我们所了解的幸福更加偏离幸福的原貌,或者说我们在追问幸福的时

候又误解了幸福。

如果继续追问幸福“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是没有圆满答案的。如果有,那么答案

应该就是:幸福是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不管人们所说的幸福是快乐还是满足,是自我实现还是活

在当下,总之,大家所说的幸福都是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当我说我幸福或不幸福,是我对我生活

状态“好不好”的一种评判,是从此刻起,我对自己以往生活的一种评价和对未来美好生活效能感的

综合考量。这种不变的“美好的生活状态”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一种组合。比如对于某个人,可

以是快乐和成就的组合,对于另一个人则可能是满足和平淡的组合,并且这种组合可能随着时空的



变化而变化。幸福是动态的,今天我要的幸福可能明天并不是我想要的,今天我不幸福,过几年我

可能就幸福了,这种变化的幸福永远遵循我对美好生活状态的期许。

(二)幸福与教育的关系

幸福如此让人孜孜以求又扑朔迷离,当幸福与教育不得不绑在一起的时候,幸福教育同样让人

难以捉摸。

1.幸福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和终极价值

许多研究者认为教育有各种目的,但其终极目的和价值是幸福,教育就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得幸

福生活。“幸福始终是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人类的人的一切活动和一切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的、永恒

的价值和目标,教育的目的及其所包含的种种具体目标,必须附着于幸福这一终极价值之上,它们

的预设必须置于幸福的观照之下,否则,教育就失去了信仰和灵魂,就偏离了人性之所向。”[8]教育

在于让生命健康向上地成长,让生命在成长过程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并引导其实现升华。教育对生

命意义的关注、发掘、彰显和提升,“意味着教育对幸福的追求必然契合于个体内在的生命结构”[9]。

学生的幸福成长是学校的教育职责和价值承担,也是人们对学校教育的一种基本的价值期待和价

值要求[10]。

杨光辉、赵光磊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幸福之外还有很多更有价值的东西值得追

求,不应让受教育者单纯以幸福为人生追求[11]。程亮也不赞同将幸福作为教育目的的观点。他认

为,该观点“在形而上学的维度上缺乏前提的充分辩护,在经验的层面上缺乏事实的细致分析……

幸福的直接性、依存性、内生性的特点与教育目的的抽象性、实体性、外在性存在某些龃龉”[12]。

但笔者认为,幸福理应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教育所追求的有价值的各种东西,说到底最终还是

指向幸福,但这种目的不能停留在形而上的空中,而应当细化为各种引人向善的“子目的”,最终落

实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其实,幸福作为教育目的,更多时候呈现为一种教育理念,这种理念是我

们教育实践的方向标,能防止教育走偏,并可用作考量我们教育实践的重要标准。首先,它是最高

标准,教育实践就是奔着它去的,是一种教育理想;其次,它也是最低标准,教育实践如果和它关联

太少,必定是个失败的教育实践。

2.教育能否影响人的幸福

教育这一活动必须能影响人的幸福,否则将幸福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没有意义。有研究表

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就越强[13]。教育对学生的人生幸福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提高学生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帮助学生成长和获得幸福[14]。它还

通过改变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和改造世界而影响人的幸福,经过形成相应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

观而作用于社会与世界,因而形成特定时代的幸福观[15]。总之,这些学者都认为,教育可以影响幸

福,“应为学生终生的幸福负责”[2]。

但也有研究并不完全支持这种结论。该研究的结果显示,不管是以受教育年限还是以学历衡

量教育水平,教育对个体幸福均无显著正影响[16]。教育更可能是间接地影响个体幸福(通过教育

获得金钱、地位等),它不过是影响个体幸福的“工具”而已。可见,关于教育能否给人带来幸福,是

不容乐观的,尤其是在对幸福的直接影响上。还有其他的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对于幸福既有正效

应,也有负效应。正效应首先表现为直接作用:第一,受教育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幸福;第二,良好的

教育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幸福观。其次表现为间接作用:教育通过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为个人幸福提

供保障。负效应表现为:第一,教育对于幸福标准的拔高效应,这种拔高可能导致人们对幸福的要

求高于自己的能力范围,从而经常“得不到自己想要的”而导致不幸福;第二,教育成本对幸福指数

所包含的其他子项的挤占效应,因为投入到教育的成本会相应削减其他子项的开支[17]。



不管各种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否一致,教育能影响人的幸福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受教育就是学

生生活的一部分,受教育的过程就是生活的过程,人是能在生活中获得幸福的,只不过学生在接受

教育过程中的幸福还会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生活本身就先验地包含生活意义的答案……

生活目的就在生活的努力中表现出来……生活是一种自身具有目的性的存在方式。”[18]这种教育

生活中的幸福是内生的、过程性的,不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存在。其次,教育可能会让学生体验到

求知、求善、求美的幸福,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但也可能是儿童讨厌甚至厌恶和力求逃避的一种活

动,并成为其一生的梦魇。而且,幸福不是完全可教的,因为幸福不像知识技能一样可以全部传递,

教育系统不能也不应该为个体幸福负全部责任。学生不可“被幸福”,我们亦不能按照“幸福”的程

度来衡量教育的效果或学生的价值。教育不可能“完全”承担起“教幸福”的责任。

(三)幸福教育的概念

从宏观上看,有学者将幸福教育看作是一种教育观念、教育追求和教育理想[19-20]:认为幸福教

育“以幸福为核心和终极价值目标,强调受教育者的内在情感需求,是一种充分展现学生自主意识

的教育理念”[21];幸福教育“旨在培养能创造幸福、享用幸福的人。它不是某种具体的方法或操作

模式,而是一种教育理念、教育追求和教育理想”[22];幸福教育“应该是符合人的自然状态和天性,

遵循德性的要求,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教育”[23],就是在教育过程中引导主体实现其人生的

意义,追求真善美[24]。

从微观上或实践上说,“幸福教育就是将相对较高的教师的幸福能力‘移植’到幸福能力相对较

低的学生身上去,使学生从主要由教师赋予其幸福逐渐转变为主要由自己去创造和享受幸福”[25]。

有一些学者更关注幸福教育中师生的情感体验。曾茂林、柳海民认为,幸福教育就是“教幸福”“学

幸福”和“幸福地教”“幸福地学”的教育[26]。他们把关注点放到了教学层面,即幸福教育是教什么

和学什么、如何教及如何学的教育。苗元江、余嘉元将幸福教育视为以人的情感培养为目的的教

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能够创造幸福、拥有幸福的人,其核心是优化内心情感[27]。韩晓琴、康伟指

出,幸福教育主要就是把幸福作为教育过程中师生主体间的情感体验和共同追求[28]。

那么,幸福教育到底是什么? 首先,它不同于“什么是幸福教育”,人们往往将二者混淆。例如

有学者提出,心理教育理应成为受教育者幸福人生的一部分,因而心理教育是幸福教育[29],这容易

被某些人曲解为幸福教育就是心理教育。类似的还有快乐教育是幸福教育,导致人们误认为幸福

教育就是快乐教育,等等。其次,幸福教育在宏观上应该具有良好的导向性,在微观上应该具有可

操作性,既要高屋建瓴,又要脚踏实地,并将理想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关于幸福教育的概

念可谓众说纷纭,因而要防止走向不可知论的泥沼,要看到它是复杂的、多样的、动态的,也是恒久

的、具有时代性的。应将幸福教育看作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要博采众家之观点。幸福教育的概念比

较宏大,但不代表幸福教育的内涵可以无限扩延,乃至包含一切。当一个东西什么都是的时候,它

也什么都不是;它包含的东西越多,就越不具体。当下应当防止幸福教育的概念被继续扩大化,应

精炼其概念,找出幸福教育的关键之义。但不能精炼为单一的核心,因为幸福教育的概念没有核心

之义,只有重心之义,且是多重心的。

幸福教育的概念应是多层架构、重点突出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幸福的内涵没有定论,幸福生

活无模式可言,追求幸福才是幸福的真意[30],因而幸福教育的重心之义是追求幸福的教育,关注的

是教育的理想、理念、意义、价值和目的等,着重点在培养幸福的“人”;从中观层面上说,幸福教育的

重心之义是在教育过程中使幸福最大化,聚焦于教育过程,着重点在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的整体幸

福;从微观层面上看,幸福教育的重心之义是教育主体幸福的教育,指向具体的人,关涉教育者、受

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家长等教育中的重要个体,着重点在主体的个人幸福。三重层面、三大重心、



多个关键词,共同建构幸福教育概念的多维框架。该概念架构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统归于人类幸

福,实践于幸福教育,落脚于个人幸福。

二、师生幸福调研

教育是不是追求幸福和过程幸福的教育,关键是要看教育中的教师和学生是否幸福。调查研

究是了解教师和学生幸福的重要窗口,其数据也是反映教育是否关涉幸福的重要依据。

(一)学生幸福

王宏对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显示,“基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为61.14%,“不满意”的

比例为38.86%[31];赵淑媛的调查结果显示,重点高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32];骆

风对高中生的调查发现,3.3%的学生感觉自己根本没有愉快可言,57.5%的学生感到自己2/3以上

的时间是愉快的,而认为自己不愉快的时间在1/3以内的共占67.9%,总体上,多数学生感觉愉快

的时间多于不愉快的时间[33]。袁章奎、何凤英的调查结果表明,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处于“基

本满意”水平[34]。

许多思辨研究者通常都有这样一个假设:当下的学生不幸福。他们对学生的幸福感的估计并

不乐观,有的甚至很消极,这与以往的调研结果相左。总的来看,大多数调查显示,学生的幸福感整

体状况比较良好。多数的调查结果同时表明,学生在学业满意度上的得分普遍较低,学生在学业上

并没有较高的幸福感,学业问题成了影响学生幸福感的主要因素[9,10,12]。这点与大多数学者的判

断是一致的:学生学得并不幸福。但这种学生对学业的不满意容易被误解为学生的整体不幸福。

笔者曾在教授心理健康教育课期间,特意关注过学生的幸福问题,通过对学生的观察和与学生的交

流发现,学生整体幸福感相对良好。当问及学生影响其幸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时,大多数学生认为

是“学习压力过大”“每天作业过多,没有空余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有极少数学生觉得学习量

大“可以让自己过得充实”,“感觉学习压力能接受”。可见,学业压力是影响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有部分研究者还关注了特殊群体的幸福问题。张海芹通过对农村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发现:留守学生的幸福感低于非留守学生,尤其在生活满意度上显著低于非留守学生;农村留守学

生的自尊、一般效能感、生活事件应激量与幸福感显著性相关[35]。赵淑媛的调查显示:城市重点中

学学生的幸福感高于乡镇重点中学的学生[32]。王宏的调查表明:家庭经济收入低的大中小学生,

其生活满意度低于家庭经济收入高的大中小学生[31]。特殊群体的幸福感往往受到物质基础、生存

环境、社会关注度、感情体验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者除了要关注所有学生的幸福问题,还应重

点关注特殊学生的幸福问题,并从科学研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良好家庭环

境的营造、教学与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措施,让幸福教育成为关涉每一个学生幸福的教育。

(二)教师幸福

杨宏飞对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显示:没有人感到非常不幸福,0.3%的教师感到比较不

幸福,1%的教师感到不幸福,16.9%的教师感到一般,47.8%的教师感到幸福,29.9%的教师比较幸

福,4%的教师感到非常幸福[36]。袁力的调查发现: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总体主观幸福感水

平不高,在工作满意度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37]。陈俊波、张海芹的研究发现:小学教师的幸福感处

于中间水平,有半数以上的教师体验到了幸福;小学教师在“目前生活满意度”上,“一点也不满意”

的占2.5%,“比较不满意”的占40.8%,“比较满意”的占35.0%,“非常满意”的占21.7%[38]。杨远

芳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学教师的幸福感并不高[39]。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小学教师的幸福感

整体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其中,小学教师的幸福感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而中学教师的幸福感并不

高。教师的幸福感整体上不容乐观。由于关于教师幸福感的调查相对较少,加之地域差异、学校文



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调查结果存在一定的不一致。笔者通过与教师的交流发现,影响教师幸

福感的因素众多,如教学压力、教师专业化发展、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等,而如何适应教育改革则

成为当下许多教师新的和重要的幸福感影响因素。这些教师有的害怕改变,有的对改革产生焦虑

情绪,有的甚至抱怨改革。因而,教育改革要关心教师的感受、关注教师的幸福,同时让教师敢于改

变、愿意改变、真心改变,不能只被动适应,要顺应改革大潮,主动作为。

整体来看,目前关于师生幸福感的调研还存在诸多不足:调查的量还比较小、范围还比较窄,尤

其是对教师的调查、对特殊学生群体和特殊教师群体的调查还需增多;对调查数据的重视和运用不

够;调查主要限于对学生学业问题的关注,关于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显得视野不够开

阔、方法不够多元,常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笔者认为,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学生

的生活、学习环境、人际交往、身心健康以及人生规划等,应进一步加强家庭、学校、社会之间的合

作。另外,如果幸福教育是为学生的未来幸福做准备,那么,关于学生长大成人并进入社会后的幸

福感调查,能否反映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否在为学生的未来幸福做准备,同时有没有必要做此类调

查、教育该不该为此负责、学校教育是直接影响人的幸福还是存在更重要的中间变量等,也需要新

的、更多更深的调查与探讨。

三、幸福教育的实现路径

幸福教育该如何践行? 就是要“建幸福学校、当幸福教师、育幸福学生”[40]。在践行的过程中,

首先要处理好教育过程与教育目的、学生学习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其次,不仅要关注学生幸福,还要

重视教师幸福,然后从德、智、体、美、心等各方面实施幸福教育,构建“课堂-校园-社会”三位一体的

幸福教育体系。

(一)教育过程与教育目的应统一

幸福是教育的终极追求,也是教育作为学生生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彰显。只把幸福当作追求

而不在乎过程的幸福教育是工具性的教育,是牺牲当下的“易得幸福”换取未来的“可能幸福”,是得不

偿失的。只在乎当下幸福而不顾未来幸福的教育是没有理想和追求的教育,是短视的、盲目的。幸福

教育应当将过程幸福与未来幸福统一起来,不薄此厚彼。既能够使学习者感受学习过程的快乐,又能

够培养学习者判断幸福、感受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41]。要从生命的“整体性”出发,一方面还给学生

完整的生活世界,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给予学生全面展现个性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幸福在当下;另

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对于幸福的自我生成能力,教给学生必要的知识与技能,使其得以生存和立足于

社会,培养学生的多种角色意识,使其能够很好地融于社会,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42]。

(二)学习世界与生活世界需联结

学习是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大部分是同一的。杜威就告诫我们,勿将

学习和生活孤立起来,教育本身就如生活一般。幸福教育应该着眼于真切关注学生生活意义的生

成。学生不仅是学习者也是生活者,教育就是他们生活的环境或是生活的背景,是他们的一种“生

活世界”。他们在教育中生活,即教育不能从学生的生活历程中剥离出来;要使学生的学习世界和

生活世界融合在一起,既应以学生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又应为学生的未来生活提供必要的价值引

导[43]。师生双方不应把教和学看作是一种任务,而应当将其视为生活本身;师生眼中的彼此不应

只是教和学的对象,还应是教育生活中交往的对象;学校不应只是教和学的场所,还应是生活的场

域。简言之,教育应当散发着生命的气息,学校应当充满着生机,师生应当彰显生命的活力。

(三)师生幸福共生共长

当教育不去真正关注人,而只把人当作工具,只看分数和名次等数字结果,教育便只是冰冷无



情的东西,注定会丧失基本的“人性”。幸福教育要关怀学生的个体生命[44],这种关怀不光要指向

学生,也要指向教师。幸福既是教师成长的动力,也是教师成长的境界。幸福教育应力求教师在教

育中达成某种完满的幸福:在教学的过程中享受幸福,在教育的成果中感受幸福,尽享教育管理的幸

福[45]。白亮、万明钢从知识学的角度探讨了教师幸福缺失的原因:教师任务被简化为忠实地向学生传

授一系列学科知识,为了适应工业化的效率和数量的原则,学校和课堂被统一化,教师被“工人化”;教

师的活动被控制,被置于强大的监管体系之下,日复一日地操练着制造“产品”的“技术”[46]。

教师要幸福,首先需要他们“克服生存病态,形成追求人生幸福的积极态度”[47]。其次,教师自

己要在专业上成长,比如提高教学水平、提升理论水平、更新教育观念等。杨九俊就认为,创造性教

学是教师的幸福境界[48]。第三,社会和国家也要给予一定的支持,比如提高教师薪酬待遇、形成尊

师爱师的社会风气等。第四,教师要在教育过程中创造和享受幸福,在教育过程中主动成长,并将

教师的角色自我与个性自我统一起来[49]。其自我的职业境界不应当仅仅限于角色规范、职业责

任、职业良心,而应提升到把教育活动当作一种幸福体验,如此,教师的教育生活便从牺牲转向享

受、从重复走向创造、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本身[50]。第五,教师的幸福问题还要从管理入手。

王世伟提出,对教师可采用关爱、公正、人本的柔性管理,将公正与关爱融为一体[51]。幸福教育应

建构以幸福为目标的管理体系,为教师的幸福提供制度保障。

只有教师幸福,教师才能给学生示范什么是幸福,学生才能找到更多幸福的“源泉”;只有教师

幸福,教师才会高效地、用心地、创造性地进行教育活动。教师既是幸福的创造者,又是幸福的享受

者,学生既是幸福的享受者,也是幸福的创造者,师生双方在教育幸福的创造和享受上得到了内在

的统一[28]。

(四)“德智美体心”多育并进

张勖提出将幸福作为教学内容,即“教幸福,学幸福”[7]。龙宝新认为,幸福之路虽然千差万别,

但有相同之处,有些成功之路可以为后来者提供示范或启迪:“把学生导入幸福之‘道’,进而让他们

自由地‘走’出自己的幸福之‘路’,幸福之教是可为性与不可为性、直接之教与间接之教的统

一。”[52]因而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教、可为的,幸福教育需要通过“德智美体心”多育并进,共促

学生幸福发展。

檀传宝主张幸福教育应“追寻合乎道德的教育”[53]。向晶认为,幸福的主观感受决定了一个人

是否体验到幸福,幸福的伦理观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是否正当,真正的幸福是心理体验和伦理规定

的统一,是人性和善性的和谐[54]。可见,幸福教育离不开道德教育,如果将幸福看作是“至善”,那

么甚至可以说道德教育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幸福教育。道德教育还将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我的”

幸福和“他者”幸福统一起来。“一方面,幸福的钥匙掌握在他者手里,幸福是他者给予的;另一方

面,幸福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给予他者幸福自己才能获得幸福。”[55]当人们所追寻的生活是与

道德相关联的,这种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是个人心中和他人视域下美的生活,美的生活会引发我们积极的情感体验,也会让

我们对生活抱有一种满足感。在易晓明看来,审美具有实现人的幸福的内在价值,因为审美起于感

知,它能够克服当代人的萎缩和匆忙之苦,同时审美终于感动,它能够超越当代人的感官和占有之

乐[56]。只有当人们有闲暇、有意识地去关注美并乐于欣赏美、善于发现美和努力创造美时,人们的

生活才可能是美的生活。教育要想帮助学生获取这种美的生活就应当实施美的教育。

幸福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置身其中时有强烈的情感体验(主要是积极的),个人的生活幸福程度

与其自身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情感教育正是通过多种渠道,帮助人寻求从内心深处追求生活的

“真”“善”“美”的途径和方法,使人拥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智慧、力量、勇气和信心。在现实生活中,我



们之所以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不是生活本身不存在“幸福”,而是我们缺少体悟幸福生活的心灵和

意识,缺少对自我生活的情感体验[57]。当下,人们不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感的缺失或匮乏,

人们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日益淡漠,彼此的隔阂越来越深,人们在自然和社会

中的情感体验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因而,加强情感教育,是幸福教育的重要“功课”。

幸福的基本保证是健康的身体,心理健康和幸福也有极大关联,因此,应加强身心教育。有学

者提出,对学生进行幸福观教育应将积极心理学的有关理念运用于教育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积极情

绪的培养,引导师生正确看待成功,营造积极向上的人际交往环境,并实施赏识教育和挫折教育,提

高学生追求幸福的能力[58-59]。健康的心理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强心健体可以延长有涯的人生进

而让人获取更多的幸福。

智育是人幸福的重要条件,它帮助学生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以从容应对未来的生活。“智”

更多时候是间接地影响幸福,是幸福的条件的条件。没有它,人的低级需要将难以得到满足,导致

人的低级需要取代高级需要,并成为人重点追求的目标,更高级的幸福因此也就难以获得。没有

它,人的幸福生活容易变为空中楼阁,因为它让人们的幸福成为看得见的“面包和牛奶”,让人们真

真切切地感受着幸福,也清楚地知道幸福的样子或者获取更高级的幸福前应具备什么。

因而,幸福的生活就是蕴含着真、善、美的生活,幸福教育就是要教学生如何通过真、善、美来体

验幸福和获取幸福。

幸福的真实样态是幸福概念的“重心群”(快乐、满足、自我实现等)与每一个个体的“混合物”,

它们的“重心”可能相同或相似,但呈现于每一个个体则是千差万别的,正所谓“一千个人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因而,教育要把幸福教给这“一千个哈姆雷特”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教育虽难以把幸

福本身交给学生,但不难把追求幸福的人生态度、创造幸福需具备的基本能力、获取幸福的一些方

式和途径教给学生。同样,这种教幸福不应是单一的、绝对的、强制的,而应提供更多的幸福之路供

学生选择。简言之,不是要告诉学生幸福是什么,而应帮助学生找寻自己的幸福。

(五)“课堂-校园-社会”幸福体系构建

幸福是人与周遭环境的一种平衡状态[60],是环境与人的内在尺度相符合的状态[61]。幸福教育

的目标应是为学生智慧和人格的同步发展创造最佳的环境和条件,使接受教育的所有学生都具有

理解幸福的思维、创造幸福的能力、体验幸福的境界和奉献幸福的人格[62]。校园是学校教育的重

要场所,学校教育主要通过课堂实施教育,良好的校园和课堂环境,能促进学生的幸福生成。幸福

教育要营造良好的环境,放眼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整个空间,以课堂为核心,辐射到校园,乃至整个社

会。要改变学校教育分数高于一切、社会教育金钱衡量一切、家庭教育只看学习成绩的现象[63]。

幸福教育要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获得幸福,提升学生在课堂上的成就感,营造快乐的课堂氛

围[64]。孟万金、关群认为,最基本的幸福课堂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三条,即爱教爱学、会教会学、教会

学会[65]。值得注意的是,该观点容易被误解为幸福就是一种快乐的心理体验,或者说只有体验到

快乐才可能幸福,进而可能导致为了追求幸福课堂,而只追求快乐的学习方式,从而否认课堂上那

些无法避免的以及不应被否定的非快乐的学习(不指痛苦的学习)。如若课堂只有快乐,那就如同

生活只有快乐,注定只是一种理想,同时也是一种缺憾。所谓的幸福课堂,不应设立唯快乐的标准,

而应设置不痛苦、不伤害学生身心健康的底线,学生应该有较完整、丰富的情感体验,能在其中自

由、健康、正常地成长。幸福课堂的三个标准中,教会学会是基本;会教会学是方法也是目的,作为

一种方法,应达到“教师教得幸福,学生学得幸福”的目的,同时也是学生自我教育、教师自我成长的

目的;爱教爱学则是最高和最终的目的,是幸福教育的理想状态和高级追求。另外,如何将幸福教

育融合到课程之中,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杜云朋认为,开发校本课程,可以形成真正的因地



制宜的幸福教育[66]。那么具体如何将幸福教育融入课程? 笔者认为,需要将幸福“分解”,找到幸

福的一些重要元素,比如幸福能力、幸福体验、幸福方法或路径等,再深入探寻这些要素的重要组成

部分,例如幸福能力又可能包含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社交能力、发现幸福及体验幸福的能力等,然
后再考虑这些微要素如何在课程中加以体现。

幸福校园的构建必须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并重。一是学习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安全美丽的

校舍建设、花草树木的种植、校园文化的可视化(如雕塑、文化长廊),等等;二要提升学校的文化品

位,营造高雅的校园环境,优化人际环境[63],从而让师生处于良好的幸福生态之中,教得幸福也学

得幸福。另外,我们的整个社会要有良好的幸福文化生态,能为学生提供正确的幸福观导向,让学

生幸福的形成和发展有良好的文化环境。周仕龙、石泰认为,自由是幸福校园最重要的标志[67]。

这种自由应该是学生成长的一种应有状态,这种状态要求学生有足够自由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而不

是通过强制性的时间安排和空间禁锢,让学生在时空上都丧失独立和自由,沦为单一教育目的下批

量生产的“产品”,终而在教育中被物化,毫无生命气息。若如此,又谈何幸福。

四、结 语

教育从偏离幸福转向幸福,这种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教育目的和教育过程的统

一,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幸福感与理性幸福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低级幸福和高级

幸福的统筹,个体内部自我的和谐共存,主观幸福和他人眼中幸福的统一。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

更要关注幸福的本质与个体的交互结果———教育中每一个体的不同幸福观。具体来说,就是对教

师的管理要因人而异、对学生的教育要因材施教、对不同地域的教育要因地制宜。要注意以全面发

展的角度看待幸福教育,做到整体与具体统一、认知与情感统一、生理与心理统一[68]。要教学生如

何获取幸福,也要教学生如何防止和解决那些影响幸福的因素,以及正确面对和处理遇到的不幸福。

在理论上,幸福教育的研究要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中汲取营养,从国

外和古代吸取精华;从方法上,多做一些实地调研、田野调查等,以了解“他者”的幸福,丰富人类对

幸福的理解,多做一些行动研究,反思实施幸福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多做

一些相关研究,了解影响幸福的相关因素,以及幸福与其他相邻概念之间的关系,多做一些实验研

究,找寻影响幸福的关键因素,并注重跨学科研究及合作研究;在实践上,应积极试点,建设一批以

幸福教育为特色的学校,在试点学校积极推行幸福教育的理念。要防止将幸福教育仅仅作为一种

终极教育目的,而应将其看作目的的同时,也将其视为一种手段,甚至是具体的方法和措施。既要

在宏观上将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来为当下的教育纠偏,更要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具有可操作性。幸

福教育的步伐不会停歇,未来需要积极探索本土化的幸福教育,借鉴西方的同时坚守“中学为体”,扎

根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的理解,守正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教育,新生“中国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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