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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高兴我的很多著作将有机会以中文出版。
诚挚地希望这些作品会对中国读者有所帮助。
我愿借此机会对我的著作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几条相互连接的重要线索贯穿着我在哲学和教育学方面的著述。
1984年问世的《关心：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视角》(Caring：A Femininc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1984，2nd ed.2003)一书引领了后来大量的相关著作。
这些著作探讨关怀伦理的本质、关怀在教学中的运用，以及关怀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等问题。
在我刚刚完成的一本书中，我重返关怀伦理的研究。
在书中，我以进化论为指导，从女性经验的角度追溯道德发展。
我发现道德发展与母性本能直接相关。
事实是，关怀伦理更自然地从女性经验中产生。
当然这并不等于宣称男性不可能投身于关怀或关怀伦理。
就像很多女性完全接受并且身体力行公正伦理一样，很多男性也认同关怀伦理。
　　我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宗教和精神问题上。
与我的第一本关怀著作密切相关，1989年出版的《女性与罪恶》(Women and Evil，1989)一书从女性的
视角分析了罪恶这一概念。
在那本书里，我审视历史上各种宗教组织，特别是基督教组织，对女性的压迫、对两性不平等地位的
维护。
从女性的视野出发，我认为罪恶应该包括有目的的给他人施加痛苦的行为、被迫的分离，以及孤苦无
助的人生状态。
　　对宗教的探索得以在下一本书中继续。
1993年的《培养智慧的信仰和不信仰》(Educating for Intelligent Belief or Unbelief，1993)主张这样一种教
育：帮助年轻一代分辨理解与宗教有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我的目的是指导学生们如何在接受或者拒绝某些传统宗教理论和习俗的过程中运用智慧，也同时让他
们相信有意义的符合道德的人生并不一定依赖宗教教条。
除了这本书以外，我还在2006年出版的《批判性课程：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Critical Lessons
：What Our Schools Should Teach，2006)等其他几本著作和很多文章中探讨了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理解
宗教和精神问题。
　　以关怀伦理为基础，我对道德教育这一命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2002的《培养有道德的人：以关怀伦理替代品格教育》(Educating Moral People：A Caring Alternative
to Character Education，2002)以及其他大量文章中，我阐述了这样一个道德教育模式：以榜样、对话、
实践和求证为途径培养关心人的人。
这个道德教育模式是对以灌输美德为主的传统人格教育的一个超越。
　　作为一位教育哲学家，我还对教育哲学领域内的其他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1995年的《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1995，2nd ed.2006)即是对这个学科领域的一个基本的
分析介绍。
当然，这个分析是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野进行的。
人生意义、人类幸福等重要哲学命题得以在2003年出版的《幸福与教育》(Happiness and Education
，2003)一书中进一步讨论。
在这本书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我试图回答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问题。
　　我最近几年的大量学术研究集中在和平运动和全球化中的教育问题。
2005年出版的著作《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公民》(Educating Citizens for Global Awareness，2005)反映了我
在这方面的思考。
在不少文章中我反驳了战争可以符合道德、符合正义的论调。
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将战争或者暴力行为作为解决争议和冲突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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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立场当然和我一贯的“关怀”主张相一致。
关怀而非暴力才是完美人生与和谐社会的基石。
　　在探讨全球化公民的过程中，我还对“地方”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
事实上，哲学家们对这个概念的兴趣正在增加。
这当然与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环境问题和地球命运的忧思有关。
理解并且欣赏人们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对待不同于我们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人生兴趣
和文化习俗。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主要问题，作为一位前高中数学教师，我对数学的由衷兴趣反映在我很多的
哲学和教育论述之中。
读者们会发现，很多地方我运用了大量与数学和数学教学有关的例子。
　　在结束这个简短的前言之际，让我再一次表达对我的著作中文版出版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我向所有的翻译者和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同仁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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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父母们被问道：他们对孩子有什么愿望呢？
父母们经常会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
然而，为什么幸福很少被作为教育目的来论及呢？
本书对“将幸福作为一种教育目的的话，我们会如何去教学”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首先追问了什么是幸福。
其次，又讨论了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们去理解幸福。
作者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我们必须培养对于不幸福的容忍能力以及一种减轻他人痛苦的意愿。
在对当代这个几乎只看重以经济指标衡量幸福和快乐的社会进行批判的同时，本书谈到了持家、为人
父母、珍爱住所、培养品格、人际关系的发展、找到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和参与民主生活方式等对于幸
福的意义。
最后，本书还对如何将学校和教室变成幸福的场所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幸福与教育>>

作者简介

　　内尔·诺丁斯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美国教育哲学协会和约翰·杜威研究协会前
任主席。
诺丁斯曾经在美国公立学校任职15年，先后从事教学、行政和课程开发工作。
她曾经担任新泽西州中学数学教研部主任、芝加哥大学杜威实验学校校长和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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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致谢英文版序第一编　幸福作为生活和教育的目的　1　幸福　2　苦难与不幸　3　需要与需求
　4　教育的目的第二编　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教育　5　持家　6　住所与自然　7　为人父母　8　品德
和精神　9　人际关系的发展第三编　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教育　10　为工作而准备　11　社会、民主与
服务　12　学校和教室里的幸福参考书目索引附录1　内尔·诺丁斯印象附录2　内尔·诺丁斯著作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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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幸福作为生活和教育的目的　　1　幸福　　许多人想让自己和他们所爱的人获得幸福
。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宗教体验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一书的章节：　　如果我们要问：“人类主要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能听到一种答案：“幸福。
”　　正如我们所见，有许多阴暗的灵魂会否认幸福是我们主要关心的东西，并声称还有比这更重要
的东西。
甚至，其中大多数赞成詹姆斯的人会对“幸福是什么”和“我们在哪里获得幸福”产生疑问。
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本章的主题。
我们的最终问题是：学校教育怎样才可能促进幸福的实现呢？
它将在本章中有所揭示。
把它记在心上会帮助我们去评价要考虑的观点。
在这儿，我并不企图对幸福进行一个编年式的描述，但是我会从古典观点谈起。
因为这些观点已经是，并仍将是有震撼力的教育思想。
　　古典观点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人想使幸福摆脱偶然性　　的束缚。
也就是说，他们想用一种独立于健康、财富和日常生活沉浮的方式来给幸福下定义。
从这个视角来看，幸福不是插曲性的，它应该适用于整个生活或这种生活的倾向。
在这一点上，许多宗教传统也认同。
他们曾经说过，人类不可能指望在世俗生活中得到幸福，也不能以直接追求的方式来实现幸福。
尽管基督教与穆斯林传统认为可以在来生实现一种绝对可靠的幸福，但希腊人通过充分发挥理性的方
式来寻找幸福。
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发展和运用理性才是一个人的真正幸福。
在主张理性首位的前提下，希腊思想家相信理性的发挥可能让人过上一种与宇宙和谐的生活，而宇宙
本身的特征就是秩序。
　　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出了两种幸福观，它们都对我们当今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曾写过一本名叫eudaimonia的书，可能最好应翻译为《人类兴旺》，但是我会按
照惯例称之为《幸福》。
就广为认同的观点来看，亚里士多德在对幸福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了它们的共同成分。
　　这种“全面的”观点允许把诸如健康、财富、荣誉和友谊等偶然因素都带进这种情景中来，但是
运用理性是幸福的主要因素。
为了列出幸福要素的清单，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我们生病时健康似乎最重要；当我们破产时，财富似
乎最重要，等等。
但是，显然，健康和富裕的人也可能是不幸福的。
这样，这些要素（或此类的其他要素）中没有一种是幸福的首要素。
有没有对幸福而言既必要又充分的要素呢？
随着问题的展开，我们会看到，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普通人仍旧会纠缠这个问题。
我们会问：幸福的要素到底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观点常常被贴上理智主义观的标签。
在这个观点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的或沉思的思想活动就是幸福，这种思想活动优于现实的实践智
慧和活动。
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充分地运用理性是人之神圣性的标志，在进行沉思活动时我们最靠近神圣的形象
。
在精神活动中，我们在实现着上帝赋予我们的思考官能。
　　今天，我们很少有人能接受理智主义的立场。
至少，我们很少有人公开承认或表明这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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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的学校课程仍继续深受它的影响。
高度抽象和理论化的学科比那些实践性、理论性不强的学科更受人尊重。
亚里士多德创建了一个贬低实践活动和在世上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人类活动等级制度。
甚至，他声称，正是有了从事这种工作的官能，那些具有很高智力活动能力的人才能实现他们的官能
——去思考。
约翰·杜威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对教育所产生的那种恶劣影响。
它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划出了鸿沟，人为地标出了一些学科重要并优于其他学科。
杜威常指出，数学——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比其他学科（仅次于神学）更完善——无论聪愚与否人人都
可以学习。
对那些更实际的学科，如烹饪而言，这一点同样适用。
因此，重要的不是一门学科的标签或表面内容，而要看怎样去从事或行动。
我们也应该注意，杜威警告我们不要犯与理智主义相反的错误。
强调实践性与放弃强调理论性同样不好。
“在从奴隶向自由公民的转变中，如果最珍贵的变革结果只是人类生产工具的机械效能的提高，那么
，我们认为这种改革得不偿失。
”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强调智力活动优于其他所有活动形式的观念在今天依然充满活力。
人们对数学和物理的评价好于政治和自然史，通过这一事实就可以洞察到这种思想的活力。
我们还可以从那种“所有学生应该学习代数和几何而无须学习为人父母的知识，即使我们多数人当了
父母后也很少使用代数”的主张中看出。
奇怪的是，我们也可以从那些让杜威为之担忧的反面反应的影响中——单纯崇拜诸如专业体育活动这
些体力活动中看到这种观点的影响。
当然，这一观念在当前的智力生活中已经很走红。
伟大的数学家哈迪（G.H.Hardy）曾经自豪地声称：“我没有做过任何有用的工作。
”这种声称（尽管是一种表演性的谬误）是为了服务于他所认为的更好的学科——数学，只有它才是
纯粹而完美的。
要想找到其他类似的例子并不难。
此外，这种谬误不在其钟爱抽象和完美，而在贬低具体和像哈迪所言的“丑陋”。
　　把幸福等同于纯粹沉思式生活的观念把我们当今的多数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
步。
然而，其中也有一些不可轻易摒弃的东西。
当然，人类能力的发展与幸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而且，理性是我们最为珍视的品质之一。
在我把幸福作为一种快乐（pleasure）加以讨论时，我对理智的快乐非常关注，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快乐
肯定优于其他类型的快乐。
具体地说，我注意到这一点：要把人类的各种品性排成一个等级系统会给那些喜欢算计的人施加一种
沉重的压力，可能由此会给那些感到如果缺乏某种既定品质就不幸福的人带来不幸。
而且，这还会在评价时出现认为理性（或推理能力）优于所有其他人类特性的道德问题。
如果说有一种特殊的、能够赋予人以道德价值的理性形式，那么，生物、人与缺少这种素质的非人类
的地位问题也会立刻被引发。
我们没有必要贬低精、神的禀赋，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不能把理性作为道德价值的唯一标志。
　　通过对古典幸福观的简单讨论，我们可以抽取出需要继续探讨的几个问题：如果幸福可被理解为
一种总体状态，那么，它有哪些构成因素呢？
具体地说，精神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呢？
它怎样发展？
偏重抽象的理论学科、轻视具体的实践学科会给学科课程产生什么影响呢？
信奉一种不受偶然因素干扰的永恒的幸福观是否可取？
在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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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的观点　　另一种获得永恒幸福的方式是：接受我们必然死亡命运的这一不幸，把获得幸福
寄希望于来世。
当我们相信来世存在，而且觉得为它而生活有意义时，那么，我们就确信能得到幸福。
这一点是肯定的。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宗教信仰也能够通过缓解当下的苦难来产生有益的效果。
的确，把苦难转变为令人满意的事情（他们认为）是在现世生活中获得所期待的幸福的最便捷方式。
　　在此，我们将步入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类生活领域。
相信永恒的幸福可以在来生获得的信念帮助无数人发现了生活的目的，并使他们在面对困难和灾难时
保持着坚韧的勇气和道德的善。
严守道德律令和宗教教条并不否认人类有至高无上的追求幸福的权利。
的确，这种恪守律令强化了人们对幸福的渴求，甚至，有些人牺牲了当下的快乐来追求这种永恒的幸
福。
善良和恪守——似乎被讴歌得优于幸福——在延迟至来世的幸福中的确产生了重要作用。
换一种方式来看，重温一下希腊思想。
如果只追求满足而非快乐，那么，“行动完美”的生活据说能产生一种本然的幸福形态。
　　对工具主义的追随者而言，他们会遇到另一重要问题：可能来世并不存在。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如果人们不能从宗教中获得其他形式的慰藉，他们简直就是幻想的牺牲品，深深
沉醉于宗教活动而几近精神麻痹。
发展到了极端，对确信有天堂存在的强调可能会导致他们恣意漠视和拒绝考虑任何可能会动摇自己这
种顽固信念的任何观点。
这样，产生自欺欺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那些深信自己的无从验证的信念的真理性的人常常会声称自己是幸福的人。
即使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他也决不会认为他们过的生活是幸福的。
上述现象引出了一个问题：当人们幸福时他们知道吗？
对此问题，我将会在本章的下一部分回到这一讨论上来。
　　把幸福推延到来世的另一负面影响要算是寂静主义（quietism）了。
　　从非常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引导人们将所有事物置于上帝的掌控之下。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没有必要在增强体质和提高人类社会状况上下工夫，而只需相信：在上帝掌控下
一切最终都会变好。
叫这一观点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它鼓励对那些不讲道德的人进行控制，而非上帝。
在宗教中寂静下来的人很难再唤醒他们为改善自己境况而工作的热情。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称，宗教是人类的精神鸦片。
　　尽管宗教会产生上述负面影响，但参与宗教活动显然也有许多积极意义。
没有某种宗教信仰，人很难去确定自己人生的目的。
对人而言，让人相信人生的首要的目的应是理解上帝、热爱上帝，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一方面，对目的的讨论打开了所有人通向幸福的道路，只要他们是信徒即可。
这与古希腊人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
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有非凡才能和足够闲暇的人才可能具有最神圣的人类生活特征——理性和沉思。
但在另一方面，宗教幸福观回避了是否有一种更优越的人生目的这一问题，它忽略了人们必须建立起
自己生活目的的观念。
一些人从接受宗教信仰所散布的目的中找到了幸福，而另一些人则发觉这种目的难以接受，从而转向
了探求幸福的其他道路。
很显然，虽然它们都不是通往幸福的确切之路，但又都能帮助一部分人获得幸福。
　　看看已出版的有关宗教及其对幸福作用的著述，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许多当代心理学基本上都无视
幸福与宗教的存在。
574万字的鸿篇巨著中谈宗教与幸福关系的不足两页，而且，在这不足两页的论述中都集中在与主观幸
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相关的幸福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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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是我们在后一部分中给予关注的一种幸福定义（或描述）。
坦然地讲，社会科学家是围绕在当下生活这个中心并以之为标签来收集信息的。
健康、富有、友爱、目的感、满意的工作、自尊、爱的亲密感、休闲⋯⋯都可归之于主观幸福感。
　　虽然在心理学研究中描述性重于解释性，但他们总是要避免规范性解释（即什么应该能让我们幸
福）和对快乐、沉醉（ecstatic）的幸福进行报告。
这两者是他们研究中的重要失误。
我们不仅向快乐的理由学习，向宗教的狂热学习（将在随后章节中探讨）——即便我们知道，我们自
己不会被他们所描述的这些经历所打动，但我们多数人还是会从聆听这些阐释中领略到一种幸福。
读到刘易斯（C.S.Lewis）对他不情愿地转向信奉基督教经历的叙述时，我们多数人会在面对基督教的
诱惑保持冷静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快乐”。
我们也知道许多有关深度宗教幸福的重要内容。
它们并非工具性的，就是说，这种转向是为了获得幸福而非为了追随宗教。
在许多情况下——幸福来自一种令人惊诧的副效应。
在刘易斯的例子中，皈依基督为他所体验到的喜悦找到了一种解释。
　　这类事例引发了我们对在心理学或经验主义研究中很少提及的问题发问：我有过这种快乐的经历
吗？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快乐源于何处？
在我们考虑学校教育对幸福的意义（或者贡献）时，我们应该想起这些事例，并不断质疑：通过交流
这些事例，我们有了什么收获。
　　心理学并不总是漠视宗教生活体验。
威廉·詹姆斯对与宗教生活相关的狂喜体验进行了坦诚的研究和报道。
对置身于这种体验中的人来说，那种认为他们一直在直接追求幸福的观点往往是不对的。
就像古希腊人一样，他们一直在“求善”。
一旦这种联系建立了起来，一切都变了：　　在这种心态中，我们非常怕的事情变成了我们安稳的居
所，道德垂死的那一瞬间变成了我们精神的诞辰。
让我们灵魂不安的时刻已经结束，充满快乐轻松、深邃而平静的喘息，永恒的当下，对未来没有一丝
焦虑和不和谐的时刻已经来临。
当下恐惧不再仅仅被品行所搁置。
这一切会被从实地抹去、消失。
　　詹姆斯有趣的研究充塞着个人对宗教欢愉之情的生动诉说，但其中同样也孕育着对痛苦、忧伤、
感人的叙述和对痛苦的意识。
我将在下一章中谈到这些内容。
为什么要在一本探讨“幸福”的书中讨论痛苦呢？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人们往往将幸福说成是没有痛苦和苦难。
因此，要寻求幸福，我们必须设法逃避痛苦。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幸福和痛苦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另一种联系。
和他人共同承担痛苦有助于我们人类自我的实现。
就像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快乐紧随着悲伤而至。
除非我们是性虐待狂，否则，我们就不会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快乐。
因此，在这儿我们并不是从快乐意义上来谈幸福的，而是从一个更为长远的意义上，即从如果我们没
有承受过痛苦和感情上的磨难，我们就不可能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这一意义上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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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用她那温柔与敏锐融为一体的独到眼光，诺丁斯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那些并非显而易见的至理
。
以幸福作为生活目标很大程度上带有嘲弄的意味，除非当它来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孩子之中时
，我们才不会这样认为。
为了避免孩子们的质疑——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把一些令人苦恼的矛盾强加给了孩子
和他们的家庭，这些矛盾就像孩子们每天在急于找到幸福和生活意义时所面临的矛盾一样显而易见。
当你真正理解了诺丁斯的关怀观的话，孩子们今天的成长和受教育状况将会呈现出另一幅景观。
我们中的那些想通过创办学校来回应她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人需要把这本书认真地多读几遍。
”　　——黛博拉·迈耶 波士顿海森·希尔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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