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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幸福教育是一种注重培养孩子幸福感和创造幸福能力的新型教育理念,旨在让他们在快乐、自

由和尊重个性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幸福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提升孩子的幸福感、培养积极心态、促进

全面发展,以及增强自尊和自信。实施幸福教育的策略包括制定计划、整合课程、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家校合作、评估与反馈。然而,幸福教育也存在不足,如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以及可能被误

解为过于注重快乐而忽略知识学习的重要性。未来,幸福教育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以完善理论体系和

实践经验,更好地为构建更美好的教育体系提供参考。同时,家长和教师也需要提高对幸福教育的认识和

实施能力,以便更好地引导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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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ppiness education is a new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at focuses on fostering children's sense of 

well-being and ability to create happiness, aiming to enable them to learn and grow in an environment of 

happiness, freedom and respect for individuality. The importance of happiness education lies in enhancing 

children's sense of well-being, fostering a positive mindset, promot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creasing self-esteem and self-confidence.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ing well-being education include 

developing programmes, integrating the curriculum, establishing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hortcomings in happiness 

education,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misinterpreted as focusing too much on happiness and neglecting the importance of knowledge 

learning. In the future, happiness educ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research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better in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tter educa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parents and teachers also need to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happiness 

educ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guide children to learn and grow in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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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教育被视为国家进步和个人发

展的关键因素。然而,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

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幸福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强调培养

学生的幸福感和创造幸福的能力,从而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本文将探讨幸福教育的内涵、重要性、实施策略

与方法、不足与展望,旨在为构建更美好的教育体系提供参考。 

1 幸福教育的定义与重要性 

1.1幸福教育的定义 

幸福教育是一种将幸福视为 核心和 终极价值目标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行为,旨在以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幸福感为主导,让

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幸福中成长[1][2][3]。它以人的情感培养为

目的,鼓励学校和教师发展个性,立足于本校本人优势,打造品

牌学校和优秀教师,成就幸福的学校、幸福的教师、幸福的学生,

终实现幸福的教育和幸福的人生[4]。 

幸福教育的核心是把教育当作一件幸福的事情来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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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教,学生幸福的学[5][6]。它不是将教育视为一种灌输和强

制的过程,而是让孩子在轻松、愉快和自由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在幸福教育中,家长和教师不会用自己的习惯来安排孩子的学

习计划,而是尊重孩子的个性和兴趣,让他们自己作出选择[7]。

家长的责任是保障孩子感兴趣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 

总之,幸福教育是一种尊重孩子个性、兴趣和情感需求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行为。 

1.2幸福教育的重要性 

幸福教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提升孩子的幸福感：幸福教育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

通过提供积极的教育环境,关注孩子的个体差异,并培养他们

的积极心理品质,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和满足

感[8]。这种积极情感体验的积累有助于增强孩子的幸福感。 

1.2.2培养孩子的积极心态：幸福教育强调培养孩子的积

极心态,让他们学会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

困难[9]。这种积极心态有助于增强孩子的心理韧性,帮助他们更

好地应对未来的生活压力。 

1.2.3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幸福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

情绪管理能力,让他们学会识别、表达、调节自己的情绪[10]。

这有助于增强孩子的情商,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情绪

挑战。 

1.2.4促进家庭和谐与亲子关系：幸福教育强调家庭成员之

间的互动与沟通,鼓励家长与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这种和

谐的家庭氛围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积极情感,同时也有利于提高

家庭的整体幸福感[11]。 

1.2.5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关注

他人和社会问题等途径,幸福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

感[12]。这种责任感将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为社会做

出积极的贡献。 

综上所述,幸福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需求,还注重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社

会责任感。 

2 在学校开展幸福教育的策略与方法 

在学校开展幸福教育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旨在帮助

学生建立积极的心态,提高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以下是一些可以

采取的措施与方法： 

2.1制定幸福教育计划 

首先,学校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幸福教育计划,包括教育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估标准等。这个计划应该基于对

幸福教育的深入理解和对学校学生需求的充分考虑。目标可以

包括提高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以及培养他们的

积极情感和社交技能。例如,陈健生介绍了英国伯克郡惠灵顿中

学的“幸福课程”教学计划。按照课程的教学计划,该校14-16

岁的学生每周都要接受一次“幸福教育”,学会如何处理人际关

系、保持身心健康,成为一个幸福并有安全感的人[13]。此外,幸

福教育计划还应该注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为不同学生提供不

同的教育方式和内容。 

2.2课程整合与幸福教育融入 

2.2.1心理健康课程：可以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教授

学生关于幸福的知识和技能,如积极心理学、情绪管理和自我调

节等。这些课程可以以讲座、小组讨论或互动游戏的形式进行。

例如,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以多种方式开展心

理工作：在初一、高一两个年级开展幸福课程；每天中午和放

学后,心理中心面向学生开展团体心理活动和个体心理辅导；每

年举办春秋两季不同主题和特色的心理文化周活动。十九中开

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为师生搭建“幸福平台”[14]。 

2.2.2学科融入：在学科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融入幸

福教育的元素。例如,在语文课上,李佳通过以下三项措施建设

学生的语文幸福课堂：挖掘文本细节,引导学生正视语文的幸福

价值；遵循学习心理,培养学生的幸福感；倡导生活化教学,全

面提高学生的“幸福能力”[15]。在数学课上,翁天琪老师不断

创新数学教育教学方法,在日常教学中践行幸福教育理论,培养

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他们体验到解决问题的

成就感和幸福感[16]。在英语课堂上,高科老师通过激趣、励志

和分享三部曲让学生在习得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关注文本

作者的主要观点和情感态度,以期实现英语教学的情感渗透、锤

炼意志[17]。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跨学科的教学方式,将幸福教

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到各个学科中。 

2.2.3课外活动：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体育比赛、

艺术比赛和社会实践等,让学生在参与中体验快乐和成就感,同

时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和社会实践能力。 

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开展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等方式,让

学生有机会参与社会实践,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2.3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教师应该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

关注他们的情感状态,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同时,教师也应

该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兴趣。为了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学生沟通交流,

如定期的谈话、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

参与学生的课外活动、志愿服务等方式,与学生建立更紧密的联

系和互动。 

2.4家校合作 

学校应该与家长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幸福教育。

家长是孩子 重要的影响者,他们的行为和态度会直接影响到

孩子的幸福感。学校可以通过家校社互动平台、“幸福亲师”家

校项目和家庭活动等形式,提高家长对幸福教育的认识和重视

程度,同时也可以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学校的工作[18][19]。

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建立家校共育委员会、定期举办家长座谈

会等方式,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合作,共同为学生的幸福成长提

供支持和帮助[20]。 

2.5评估与反馈 

定期对幸福教育的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是非常重要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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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调查问卷、个案研究和实践反思等方式进行。评估结

果不仅可以用来检验幸福教育的效果,还可以用来调整和完善

幸福教育计划。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建立反馈机制、定期召开

教师和学生座谈会等方式,收集学生和教师的反馈和建议,及时

调整和改进幸福教育工作。 

综上所述,在学校开展幸福教育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

需要学校全体师生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3 幸福教育的不足和展望 

幸福教育是一种追求教育本质,以提升学生幸福感受和幸

福能力为目标的教育理念。尽管这一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在

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挑战。 

3.1幸福教育的不足 

3.1.1教育目标偏重知识：在传统教育观念中,知识传授是

主要的教育目标,而幸福感、幸福能力常常被视为次要的目标。

这导致幸福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可能被忽视或被置于次要地位。 

3.1.2教育方法单一：幸福教育需要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包

括体验式学习、情感教育、合作式学习等。然而,在实际教学中,

许多教师仍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这种方法很难有效提升学

生的幸福感。 

3.1.3教育评价机制不完善：传统的教育评价主要关注学生

的知识掌握情况,而幸福教育的成果则需要通过长期观察和多

元评价才能得到体现。因此,幸福教育的成果往往难以得到公正

的评价和认可。 

3.1.4教师幸福教育能力不足：教师是实施幸福教育的重要

角色,然而许多教师可能缺乏足够的幸福教育知识和技能,无法

有效地开展幸福教育。 

3.2幸福教育的展望 

3.2.1重新审视教育目标：未来的教育应当更加注重学生的

全面发展,将幸福感、幸福能力的培养作为与知识传授同等重要

的目标。教育者应认识到,教育的 终目标是帮助每一个学生成

为一个有幸福感、有幸福能力的人。 

3.2.2创新教育方法：未来的教育方法应当更加多元化,结

合体验式学习、情感教育、合作式学习等多种方法,让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成长。 

3.2.3完善教育评价机制：未来的教育评价应当更加多元和

全面,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的同时,也关注学生的幸福感、

幸福能力的发展。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多元的评价,公正地认可幸

福教育的成果。 

3.2.4提高教师的幸福教育能力：未来的教师培训应当更加

注重幸福教育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帮助教师更好地实施幸福教

育[21]。同时,教师自身也应当不断学习和反思,提高自身的幸福

教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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