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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凝结着我们这个学术群体集体智慧和生命感动的《当代德育新理沦丛书》，终于面世了。
我为之感到由衷的欣慰。
这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多年来重视道德教育理论建设、钟情于道德教育研究的情结使然。
这是一套关于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丛书，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
本丛书主要以建构和阐发新的道德教育理念为基本内容。
那么，什么是道德教育基本理论呢？
我以为，基本理论研究主要是对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学术领域中那些根基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基础问
题的研究。
虽然它的一些主题相对稳定，但却可以常思常新，具有恒久的讨论价值。
道德教育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它也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但道德教育基本理论问
题的研究难度更大，因为它要透析人性本身，又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
人性研究本身既是一个永恒的，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是一种动态的复杂性存在。
道德教育的核心主题就是讨论人性向善，是引导社会向善，引导个体人凝聚成一个有秩序、有效率、
有整体精神风貌的社会集群。
人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引导个体人提升其精神境界，体认向善的方向和方式，展现人性的美
好品质。
而个体的人性、生命性，与社会的整体风貌之间存在着一种人文关系。
对这种人文关系的研究，既是人类文化的基础性、深层次问题，也是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所要研究的
基本命题。
可以说，道德教育研究的人文主题，恰恰是人作为宇宙生灵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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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福教育论》首先用全面的人性观界定了哲学和教育学意义上的幸福概念，认为幸福是人的生
理幸福、心理幸福和伦理幸福的辩证统一，是人性得到肯定时的主观感受；然后提出幸福与教育具有
天然的内在联系，幸福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得以健康统一的价值
标准；接着，作者用丰富的实践材料揭示并批判了当代教育忘记、违背、伤害学生幸福生活的现象，
并用幸福教育理念对一些教育改革实验作了理性的反思；最后，用新的幸福教育观从知情统一的智育
、身心统一的体育、自我扩展的德育、幸福能力、教师的幸福等方面深入地探讨了幸福教育的体系，
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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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次林，1964年生，湖南省茶陵县人。
1984年毕业于湘潭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科，1992年获西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自我扩展的德育》等专业学术
论文二十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教育学》、《体育》全文转
载。
主持上海市级研究课题两项。
曾获上海市第七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等各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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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前言第一章 幸福第一节 幸福观的简要历史回顾一、神性幸福观二、人道主义幸福观第二节 全面
的人性观与科学人道主义幸福观一、全面的人性观二、科学人道主义的幸福观第三节 幸福是人性得到
肯定时的主观感受一、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二、肯定人性的三种方式与幸福感的三种样式三、幸福
是心理体验和伦理规定的统第四节 幸福感是主客体辩证统一时的“融合感”一、主客原始混同与人的
天然幸福感二、主客体的分离与幸福情感的分化三、主客体的统一与幸福感的圣化第五节 超越与幸福
一、“水在河中”二、占有式幸福观三、节欲式幸福观四、超越式幸福观第六节 赵汀阳幸福观评析第
七节 教育观照中的幸福第二章 教育以幸福为终极目的第一节 教育以人的生活为目的一、人的生活二
、片面的生活与片面的教育三、当代教育要培养生活能力第二节 人的生活以幸福为目的一、趋乐避苦
是人的基本适应性二、趋乐的人生与避苦的人生三、苦乐计较与幸福能力第三节 教育以幸福为目的一
、教育以幸福为目的是一种实然存在二、教育以幸福为目的是一种应然追求三、教育的幸福目的与“
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第三章 当代教育中幸福的失落与寻思第一节 与生活无关的教育第二
节 教育中手段的目的化与形式主义倾向一、教材成了目的二、教育方法成了目的三、分数成了目的四
、作业成了目的五、管理成了目的六、后果第三节 夏令营的警示第四节 探索与反思一、成功教育二
、愉快教育第四章 幸福教育的建构第一节 知情统一的智育一、智育中情感的地位二、人的情感的衍
变三、智育的幸福四、意志、努力与负担第二节 身心统一的体育一、人的活动：理性蕴于其中二、身
心外在对立的体育三、身心内在统一的体育第三节 自我扩展的德育一、德育：灭私?二、自我扩展：
私公内在统一的过程三、德育：扩展自我四、结语第四节 幸福能力一、幸福能力的缺失二、幸福能力
的内在养成过程三、幸福能力表现在对幸福的发现、创造和享受上四、一个有幸福能力的人的个性特
征第五节 幸福教育中的教师一、教师要把教育看作幸福的职业二、教师要在教育过程中积极创造和享
受幸福三、教师要与学生一起共创共享教育的幸福结语：教育要革命主要参考文献．博士论文评语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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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能新陈代谢，生命体必须趋利避害，以便对外界刺激做出正确的即时反应，由此便产生了信息的
需要。
准确的信息要求生命体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和对刺激做出利害价值判断的分析能力。
就自然客体而言，一个事物总是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其中某些方面可能对人的生命有用，而另一些则
可能无用甚至有害。
对一般动物而言，它们总是利用自然对象的现存形态直接满足其需要，某一对象对某一物种动物需要
的性质、作用是固定不变的，因而其有用、无用或有害的属性是界限分明，永远不变的。
而人则不同，他往往是对自然对象先加分析和改造才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对象对人的关系是
变化的、复杂的。
通过分析，人可以利用对象的有用属性避开其有害的属性；通过改造，他可以把无用的变为有用的。
还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变化、相对性，妥善地处理好对象与自己在具体时空的价值关系。
人与自然的这种复杂关系促使着人的认识能力由初步感知应答发展到较高级的思维反映水平。
当人在选择对象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所把握的概念能解释事实，能与对象相一致时，他便产生一种幸
福感，当人通过改造对象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他也产生一种幸福体验。
人在选择改造自然对象时，必然会感到个人自我力量上的卑微。
脆弱的个人使他相信只有借助群体的力量才足以应付自然的挑战，而只有借助相互间利益的承认、尊
重才足以维持群体的合力。
在社会性的需要当中于是必然产生善恶问题，善就是指对维护与某种特定的人和自然统一关系相适应
的社会关系有利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有利于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有利于人的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因
而有利于人的社会集团的存在和发展。
恶是指不利于人的社会集团的存在和发展的行为。
所以由善恶所形成的社会性观念要以承认人际间互为主客体关系为前提，人的真正的主体性是以其社
会性为基础的，一个人不能把别人作为主体，他成不了社会性主体，同时，一个人不能把自己作为客
体，他也成不了社会性的主体。
社会性的伦理幸福感产生于人的身心欲求的受制约的表达过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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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习惯上我们把教育分解为德育、智育和体育三大横向并列的板块，但是在这本书里，我倾向于把它们
理解为纵向超越的关系：智育是处理认知与情感的关系，处于最底层次，然后依次是体育和德育。
德育是对体育和智育的超越，高于它们却又以它们为基础和前提，教育是由智育、体育、德育依次超
越所构成的立体组织。
德智体横向并列的教育观产生了所谓的德育“渗透”说，、其实，德育是不需要“渗透”到智育和体
育之中的，因为，智育和体育作为德育的基础，在根本上就是在为人的德性人格的养成服务。
“渗透”说似乎在告诉人们，在智育和体育中本来是没有德育成分的，为了加强德育，我们才将德育
因素由外而里地“渗透”进去。
结果，这些课的老师或者视完成德育任务为学科教学的额外要求，勉强而为之；或者人为地阉割本学
科的特点，牵强附会地在本学科内容里“挖掘”出德育的因素，使各学科教学沦为了德育的工具（而
非基础）。
其实，按照各学科自身的特点，“本分地”完成了本学科的教学任务，“德”便在其中矣。
我们不必在数学课上人为地将数的关系与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挂上钩，学好了数学、掌握了数的观念
，这本身就在某些方面促进了德性的养成；我们不必从一篇文学作品中拎出若干德目、若干价值观，
以便渗透德育，当你能够从文学的视角欣赏该作品、陶醉于其中的时候，你的德性人格正在受到滋养
。
传统中国的教育轻视智育和体育固然不对，但是，当它把教育主要理解为修身养性的德育时，却是非
常到位的。
人在一切活动之中，浅近地看，是与外界对象构成主客体关系，但是，往深里想，人只是在与自己进
行主客体活动。
人通过一切主体性活动，与自己构成主客体关系，把自己作为了养育对象。
人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改造，若不能或者忘了把自身的精神家园作为其最终客体，若只把主客体
关系止于我与外物的关系上，那很容易导致异化。
这应该是所谓“人文关怀”的本意，也是幸福教育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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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幸福教育论》：当代德育新理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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