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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研究

心理—道德教育服务人生幸福

班 华*

［摘 要］ 心理 －道德教育是心理教育的一种形态，其宗旨或目标是:“优化心理机能，提升精

神品质，促进人格和谐，服务人生幸福”。服务人生幸福是心理 －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心理教育者

应提高教育自觉，清晰地理解心理 －道德教育理念，以及心理 －道德教育如何服务于人生幸福。

［关键词］ 心理 －道德教育;心育宗旨;人生幸福;心育文化

1987 年，我参加修订《德育原理》教材，初步阐述了“德育与心育”关系。该教材于 1989 年由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 年我的硕士生连思源的学位论文选题是《心育与德育》( 打印稿) 。1999 年我

主编初中和小学生读本“心理与道德教育”共 6 册，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我和同行朋友也分别出

版了有关论著，主要的如: 2004 年沈贵鹏教授《五种心理教育模式》中论述了心理-道德教育模式，《新华

文摘》2004 年第 20 期转载。2006 年崔景贵博士后研究成果《心理教育范式论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其中第六章“融合型”心理教育“以心理 － 道德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为范例，探讨了心理 － 道德教

育校本课程问题。2006 年我主编“心理教育·道德教育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联合

出版。2008 年刘晓明博士后研究成果《视域融合》专门论述德育、心育融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0 年《教育科学研究》( 北京) 第 1 期、第 6 期分别以“心理 － 道德教育”专栏形式刊发系列论文。2011

年吉林市教科所启动吉林省“十二·五”重点规划课题“心理-道德教育实践模式研究”。本文拟在上述

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心理 － 道德教育的若干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心理—道德教育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

为了提高教育自觉，我反思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重新认识心理 －道德教育的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

1． 教育实践中心育与德育的融合。在观察中小学教育实践中，我发现在心理课或其他心理教育活

动中，老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自然地融入了德育的内容; 在道德课或其他道德教育活动中，也往往自觉

不自觉地、自然地融入了心育的内容。这个现象表明，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心理教育与道德教育有着

内在联系，二者相互渗透，以致融为一体。这样的教育既非单纯的心理教育，也非单纯的道德教育，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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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觉地存在着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心育德，以德育心，即心育与德育融为一体的教育形态。这一教

育事实表明，心育与德育有机融合，生成了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即心理 － 道德教育。

2． 对心理与道德关系的理论认识。从理论上说，心理与道德的关系决定了心理品质与道德品质的关

系。心理是道德品质的心理基础，道德心理是心理的一个方面。无论心理品质还是道德品质，都有其共同

之处: ( 1) 都是以客观现实为源泉; ( 2) 都是以人脑为产生的器官; ( 3) 都是以实践活动为产生的基础; ( 4) 都

是属于人的精神范畴。心理品质与道德品质的这些共性也就决定了心育与德育都有其共性，都属于人的精

神教育。心育与德育，都可能有着内在联系和相互渗透的。这样的教育就是心理 －道德教育。

3． 教育与心理的关系理论。一切教育都应遵循心理发展规律与特点; 一切教育都是对心理的教

育与影响。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活动是在人的心理 － 生理现象的领域内进行的。① 加里宁认

为“教育就是对受教育者心理上施行一种确定的、有目的的和有系统的感化作用，以便在受教育者身

上养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质。”②道德教育是对德性心理施加影响，表明道德教育也就是对德性心理

施加教育影响，这也就是一种心理教育。这就是在德育过程中实施了心理 － 道德教育。

4． 教育构成的理论。完整的人的生命体结构决定了教育构成。早在上世纪初，我国近代享有国

际盛誉的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 1906 年论教育宗旨时，就把培养“完全之人物”的“完全之教育”分为

体育与心育两部分; 其中心育包括智育、德育、美育。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中，心理与道德，从而心

育与德育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这就是心育与德育有机融合的教育，即心理 － 道德教育。

5． 人的学习与修养。从人心理的与道德的学习与修养角度说，也有类似的道德品质与心理品质

同时学习与交叉学习的情况，即进行道德品质的学习与修养时，往往同时进行了心理品质的学习与

修养; 进行心理品质的学习与修养，往往也同时实现了道德品质的学习与修养。这一学习活动的事

实就是心理 － 道德的学习与修养。

二、从心育与各育的关系理解心理 －道德教育

以上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反思了心理 － 道德教育的根据，以下对王国维的教育思想做一些更具

体的说明，认识心育与其他各育关系，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清晰地理解心育与德育的关系。

早在 20 世纪初，王国维就指出教育的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完全之人物”有赖“完

全之教育”培养。“完全之教育”分“体育”与“心育”两部分。“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

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 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依此，“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 智育、

德育( 即意志) 、美育( 即情育) 是也。”③

在王国维的“完全之教育”中提出体育与心育，依据身体与心理是“完全之人物”整体生命的两个方

面。身体的与心理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体育与心育的相互关系。如加里宁所说，教育对于受教育者心理

上施行确定的、有目的的感化作用，在受教育者的身心上，养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质，“如培养一定的世

界观、道德和人类公共生活规范，造就一定的性格和意志，习惯和兴趣，发展一定体质等等”④这一论断

也表明，人的生理是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心理是人的机体活动的心理基础; 因此对心理施加影响，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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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定的体质”。

在王国维的教育结构中，体育与心育并列; 心育包括智育、德育、美育。可见这些是不同层次的

概念。因此，通常很多情况下，把心育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称“五育”是不合乎逻辑的。此

外，有的德育工作文件规定德育任务内容时也列入了心育内容，有人据此认定德育包括心育，这就混

淆了理论与文件的关系，或者说混淆了学理与工作部署的关系。

心育与德育比，心育外延更大; 我们智育、德育、美育都包括在心育之中。这表明心育与智育、德

育、美育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关系。如上所述，心理是人的各种素质的心理基础，是主体与外界联系

的中介。我们实施智育，是从知的方面作用于心理的一个部分，即作用于知性心理部分。我们实施

德育，是从德的方面作用于心理的一个部分，即作用于德性心理部分。我们实施美育，是从审美方面

作用于心理的一个部分，即作用于美感心理部分。当然，这仅是心育与各育关系的一个方面。无论

实施智、德、美任一种教育，都会直接作用于心理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 当然心理的各个部分或各

个区域是相互联系的。

心育与各育，除整体与部分关系外，还存在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般指心理的整体属性，特殊

则是心理的部分属性，如心理的知性( 认知属性) 、德性( 道德属性) 、美感( 审美属性) 。心理教育是

有确定目的地提高心理机能、培育某种心理品质而直接作用于心理的相应区域的活动。

在人的素质整体中，德性素质处于核心位置，对素质发展有导向与动力作用; 在教育整体中强调

道德教育; 因此我们更多地关注心育与德育的融合，提出心理 － 道德教育。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关

心智育、美育。以美育而言，新世纪初我主编初中《思想品德》教材过程中，注意德育与心育结合的同

时，贯串着美育，在教材内容与形式方面都力求审美化。“教材审美化，是这次编撰《思想品德》教材

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基于德育美学观，教材应是美的存在方式’，‘美的教材是我们的追求’”①。

2004 年我提交心育年会的论文，题目就是《“思想品德”教材中的心理—道德教育及其审美化》。

心育与体育是并列的，心育与体育也应当、也能够有机结合。我很欣赏参与我的心育课题研究

( 江苏省哲社规划课题“中小学心理 － 道德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和教育部规划课题“学校心理

教育原理与实施研究”) 的试点学校———南京市第五中学的做法。五中在各科教学中都融入了心育，

在体育教学中也融入了心育。他们提出了“整体融合”的心理教育，并且也承担了江苏省十五规划课

题中学“整合型心理教育课程建设”的研究任务。五中教研处还编印了省十五教育规划课题成果专

辑“中学整合型心理教育课程建设探索”( 2002、2004 打印本) 我曾写过一短文，认为“体育具有身体

文化、身体教育、身体锻炼等不同层面……身体教育不但为发展身体素质、强健体魄所必须，也是使

心理健康、意志坚强、精神愉悦所必需的”。此外，四川省华阳中学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了

“育体育人、育体育心、强体健心”的学校体育文化②。这些都表明心育与体育密切相关。

基于人的德性素质在整体素质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我们更多地关注心育与德育关系，通

过对教育实践和理论学习，提炼出“心理—道德教育”概念，提高了教育自觉，使心育与德育融为一体

的心理 － 道德教育从自发走向自觉。

三、心理 －道德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人生幸福服务

1． 心理 － 道德教育者应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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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教育者都应是自觉教育者。自觉教育者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心理 － 道德教育目标是“优

化心理机能，提升精神品质，促进人格和谐，服务人生幸福”，表明心理 － 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人

生幸福服务; 人生幸福应是人的终生幸福。

这样的认识与哈佛大学泰勒·本 － 沙哈尔教授的论断是一致的。沙哈尔说:“我认为，生命的终

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应该高于其他所有目标的总目标”①。2002 年开始，沙哈尔教授第一次给哈佛大

学开设关于幸福心理学课程。我国著名作家和心理咨询师毕淑敏说: “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是争取

幸福的一生，都应该是让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的一生。心理学把人生幸福，当成最高的研究目标”②。

每个人都有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可分为物质生活和心理生活。人不仅生活在物质世

界中，更生活在自己的心理世界中。人的幸福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幸福，更是心理世界的，或精神世界

的幸福。其实享受物质生活幸福也是在心理世界中的感受。所以，幸福是人主观世界的心理感受，

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如毕淑敏所说: “幸福并不是单纯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快乐和意义的结合

体。”“意义就是指你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你知道方向，你有你的理想，你知道所有的步骤都是在向那

个方向前进。”③国外有学者认为幸福有三种成分: 意义、快乐与投入④。我们的心理 － 道德教育就是

要帮助人们获得人生幸福。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2021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社会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系统工

程，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理想。实现人民幸福的目标是全

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们心理 － 道德教育服务人生幸福的目标与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是

一致的。心理 － 道德教育依据自身的性质特点，做好心育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其育心、育德功能，促

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发展、精神境界的提升; 精神境界提升了，幸福程度也就提

升了。这是每个心理 － 道德教育者应有的、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自觉。

2． 心理教育者是人的精神关怀者

心理 － 道德教育者根本的教育自觉，是关怀人的精神生命，做一名自觉的精神关怀者，关怀他人

的、也关怀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发展。

人学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统一体，对人的关怀，根本上是对人的精神关怀; 人

生幸福根本上是精神幸福。

教育哲学认为，心理 － 道德教育本质上是精神教育，教育活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文化 － 心

理活动。关怀人的精神生命，就是关怀人的生活幸福; 这就是心理 － 道德教育的本义!

教育者的使命，就是促进人的精神发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精神境界不同，幸福程度不同; 提升

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生幸福感是心理教育者的天职。

当下受教育者的精神生活状况，亟需改善，亟需提高其精神生活质量，关怀其学习与生活的快乐

与幸福，是现实的迫切任务! 人生幸福是人整个一生的幸福，“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了明天的幸

福必须牺牲今天的幸福”等偏见以及种种教育病症剥夺了中小学生时期的人生幸福。作为精神关怀

者的迫切任务，就是根据心理 － 道德教育的特点，在可能范围内，帮助受教育者获得精神生活幸福。

3． 发挥生命潜能，成就幸福人生

心理 － 道德教育优化心理机能，提高精神品质，形成和谐人格，最终是为了成就幸福人生。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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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帮助人优化心理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心理潜能。“根据美国人机能研究室的报告，人具有 15

种不同的自然天赋”。① 人的生命潜能无限，幸福没有终点。心理 － 道德教育帮助人不断地向着理想的

目标接近，做最好的自己，享受自我实现的快乐和幸福。心理 － 道德教育提高了人的精神品质，也就是

提高了精神境界，提高了幸福程度。心理 － 道德教育促进整体人格和谐发展，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即促进人的体与智、德、美各方面潜能都得到发挥，各方面素养有机构成了健康和谐的人格，促进了

人生幸福。人的心理机能优化，生命潜能充分发挥; 精神生活丰富，精神健康发展; 整体人格素质与各项

心身素质，以及各项心身素质之间，都彼此联系、和谐发展。这一切形成了幸福人生整体结构。

4． 建设校园幸福文化

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略有区别。学校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与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等相对应。

校园文化是具体学校的特色学校文化。很高兴地获知唐山市专门成立了“幸福教育研究会”; 唐山市

四十九中开展了“学校幸福文化建设”的研究，这一课题由东北师范大学刘晓明教授指导。我感到很

幸运，这次到唐山来参加全国第十届心理-道德教育高层论坛，可以直接学习唐山的幸福文化。校园

幸福文化是整个幸福文化的一个部分。校园幸福文化具有陶冶德性功能、育美功能、益智功能、健体

功能; 直接、间接地促进人生幸福。

心育文化建设应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2012 年 11 月 8 日，我给四川宜宾市三中的心育老师梁

岗的邮件提到，“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我以为心育文化应是其重要内容。”建设幸福校园文化，应包括心

育文化建设，包括心理 － 道德教育建设。通过幸福校园文化建设，包括心育文化建设，把学校办成师生

快乐的精神家园。校园文化建设，有广泛的内容，包括办学思想、物质环境建设、校训与校风建设、课程

建设、社团组织建设、课外教育活动、各种规章制度等。心育文化建设是整体的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除

上述各项内容外，还应包括班级文化建设、班级心育文化建设。心育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目标是一致

的，是育心育人，促进人生幸福; 心育文化与整个校园文化应是和谐一致、相互促进的。

校园文化的内容很丰富，就我看过的学校做一些简单介绍: 如江苏省江阴的华士实验小学。华

士的校风是师生“同心同行同乐”; 与此相关的教风是“师生结伴成长”，学风是“我们欢笑，我们创

造”。这就是幸福校园文化。各种校园节庆文化让师生在欢乐中成长。无锡市荣巷中心小学最典

型，学生和老师共同确定了一年 12 个校节: 音乐节、废品艺术节、节水节、少儿科技节、篮球节、护鸟

节、友谊节、童话节、小鬼当家节、书香节、野外求生节、风筝节。我参加过该校个别的校节活动。我

了解到该校形成了特有的极具时代精神、富含生态伦理、促进现代人快乐成长的校园节庆文化系列。

学校还制作了“七彩节日”的年历，设计美观，是师生最喜爱的年历，也是师生享受学习的年历。我们

要探寻中国自己的心育之道; 学校心育文化建设也考虑本土化特点。我们的心育专委会曾在淮安举

行过年会，我们参观了一个专科学校的心育活动场所。该场所占了一座楼整个一层的面积，我非常

赞赏心理活动室对师生开放，但我更赞赏的是他们也对农民开放，我们国家大多是农民啊! 我们的

心理教育是发展性心理教育。为了适合发展性心理教育和国人的文化心理现状，学校心理咨询不一

定都要挂上“心理咨询室”的牌子。有的学校咨询室挂的牌子是“阳光小屋”，有的借自己学校某特级

教师名字，挂上“某某老师谈心室”的牌子。有的学校心理教育活动场所称“快乐心灵家园”。南京市

卫岗小学建了一个“快乐小屋”，既有心理咨询，又有各类心理游戏活动。为了不让学生误以为到快

乐小屋求询就是心理有毛病，学校一开始就专门找了同学们公认的好的学生干部到快乐小屋里去做

客谈心。南京市龙江小学从 2009 年开始，坚持“乐活”校园文化建设，孩子们、老师们在乐活校园里

快乐生活、快乐学习、快乐成长。师生们在共同建设“乐活”校园文化中充分发挥了创造性，例如: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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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乐活族联盟”; 创作了人见人爱的卡通形象“乐活小精灵”( 学校吉祥物) ; 创作了“乐活”校标;

制定了便于操作的“乐活宣言”; 以“乐活”精神建设班级文化; 提出“快乐生活每一天，快乐生活每一

个”的口号; 倡导“乐活课堂”，“让课堂乐起来，让思维活起来”; 创办了“乐活教育”的刊物《乐活文

苑》、《乐活教育研究》等; 举办各种“乐活龙江节日”:“乐活”龙江游戏节、“乐活”生态节、“乐活”体

育节、“乐活”读书节等; 师生共建了“乐活校园环境”，以景点四为例，有春华园、夏韵园、秋实园、冬沁

园。这是多么阳光的校园! 多么智慧的创造! 多么快乐的学园! 多么幸福的家园!

人生幸福应是从幼年到老年整个一生的幸福。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都能做到。从学校教育

说，我们应关注儿童青少年学生的幸福。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应当为人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当然

学生阶段幸福不一定保证一生都幸福，但却是人生重要阶段，应当让孩子们享受学校生活，在快乐中

成长。朱永新教授倡导“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就是毕淑敏所说的“不要丧失了对过程的

幸福”①。然而当下，“我们的学校中存在着‘现代教育病’，其病症表现在多方面，主要是‘分数主

义’、‘升学主义’、‘锦标主义’、‘状元崇拜’等”②。“各种教育病症的危害表现在多方面，都是违背

教育目标的，是折磨、摧残、误导学生的，是不同形式的反教育。”③致使中小学生感到“压力山大”，心

理负担太重! 我们的心育文化建设需高度重视，为解放儿童，还孩子童年幸福，尽自己的努力。

校园幸福文化建设，需要探讨的课题很多。不可能说得很多，希望同行朋友们多多探讨，例如以

下的一些课题: ( 1) 学校心理 － 道德教育促进人生幸福的策略与方法的特殊性研究; ( 2) 各学科教学

中如何融入心育、德育的研究; ( 3) 中小学心理教育教材编写如何更具亲和性，让学生喜欢; ( 4) 班级

心育文化如何促进班级建设成快乐的精神家园; ( 5) 志愿者公益活动以及其他各类社会实践如何让

志愿者们体验志愿服务的快乐; ( 6) 学校实施快乐心育如何发挥家庭和社区支持系统的作用; ( 7) 各

类快乐的学校心育模式的研究; ( 8) 学校心理教育本土化的研究; ( 9) 网络生活对心理、道德、审美素

养影响的研究。( 10) 如何重视起美育，通过心育美育的融合，提升幸福人生境界。

既然我们一辈子做老师，就要一辈子学习，努力做一个自觉教育者，遵循教育规律，按心育宗旨

的精神，认认真真地承担起育人育心的责任，努力把自己的教育劳动变成幸福劳动，让学生享受学

校、享受学习，让自己享受教师幸福。

( 责任编辑:蒋永华)

Psycho-Moral Education:

A Happiness-enhancing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BAN Hua

Abstract: Psycho-moral education，a type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is intended to achieve the fol-

lowing aims: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mental quality; to develop a

balanced personality; and to help live a happy life． Among these，the last is its ultimate goal． The ed-

ucators should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essence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develop a clear pic-

ture of such goals of psycho-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psycho-moral education; goals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happiness; culture of psycho-

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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