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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呼唤幸福教育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追求更加美好

的生活,追求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十多次提到“幸福” ,并且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

国”战略,为新时代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开展幸福

教育,对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造福人民、造福社会、造
福子孙后代①、造福世界,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
 

新时代幸福教育的基本内涵

新时代幸福教育是一种价值导向和追求,是一种范畴,而不是机械主义

的固定程序,更不是另立教育体系。 它是面向和服务于我国整体发展及阶

段性战略目标,紧紧围绕提升国家课程获得感、幸福感而构建的与时俱进的

幸福教育新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校本特色。 可以说,一切美好的教育都

属于幸福教育的范畴。
新时代幸福教育内涵十分丰富。 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针对新时代国

情和教情,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不同出发点认识和把握其内涵,可以得出

精彩纷呈的理解。 择要列举如下:
 

•
 

新时代幸福教育是落实党的初心使命的教育;
 

•
 

新时代幸福教育是深化五育并举、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教育;
 

•
 

新时代幸福教育是弘扬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教学相长、知行合一优

秀传统的教育;
 

•
 

新时代幸福教育是让师生追求幸福、获得幸福、感受幸福、分享幸福、
珍惜幸福、创造幸福的教育;

 

•
 

新时代幸福教育是轻负高质、减负增效的教育;
 

•
 

新时代幸福教育是让教师爱教、会教、教会和学生爱学、会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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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因而感受到成功与快乐的教育;
 

•
 

新时代幸福教育是助力让所有儿童 ( 包括残障、学困、超常儿童在

内)享有优质公平服务、共享幸福环境的教育;
 

•
 

新时代幸福教育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高科技,助力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造福世界的教育;
 

……
总之,新时代幸福教育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幸

福观基础上,让每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从而提升个人和社会幸福意识、幸
福能力的教育;

 

是全面促进教育优质、公平、高质量发展,提升师生获得感、
幸福感和人民满意度的教育;

 

是为教育创新打上幸福底色、激活幸福密码、
增加幸福元素、强化幸福体验、收获幸福成果的教育;

 

是造福个体和社会、造
福人民、造福子孙后代、造福世界、造福未来的教育。 其思想灵魂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其教育理念是五育融合德育为先,其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其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其基本机制是厚德载福、正心立德、劳动

树人、五育融合。 其主要路径是因材施教、寓教于乐。① 其基本形态是充满人

性、灵性、张性和激情、温情、感情;
 

生动活泼、轻负高质、快乐有成。 其操作

层面的定义就是:
 

为了幸福的教育,为了教育的幸福;
 

在幸福中办好教育,
在教育中增进幸福;

 

在幸福中创新教育,在教育中创造幸福。②

二、
 

新时代幸福教育的价值追求

幸福教育围绕幸福展开,不同的幸福价值取向决定着不同的幸福教育

的价值追求。 新时代幸福教育的价值既要体现历史担当,又要面向现实需

要,彰显时代特色;
 

既要展示世界视野,又要立足中国大地,凸显中国情怀。

(一)
 

幸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追求

幸福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和最终追求。 在中国,古代儒、道、墨、佛思

想家分别提出了厚德载福的幸福观、取法自然的幸福观、义利并重的幸福观

和心灵宁静超然的幸福观;
 

民间则源远流长着“五福”观;
 

新中国第一部宪

法提出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国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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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感性主义提出了

关于幸福的快乐观,理性主义则提出了关于幸福的节制观;
 

19 世纪 40 年代,
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幸福观;

 

美国《独立宣言》提出将

“追求幸福”作为终极目标之一;
 

英国《繁荣社会的幸福宣言》则把幸福作为

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
 

世纪之交,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 ,联合国每

年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 ,确定每年 3 月 20 日为国际幸福日。 上述所有

这些都充分说明,幸福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和最终追求。①

幸福在人类社会和个体人生中的终极目的性决定了教育应有的终极价

值和活动的最终目的,决定了教育对人类社会和个体幸福的追求。 用亚里

士多德的话说就是,“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 。② 可见幸

福的价值意义之大。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幸福教育还主张提防陷入“因为

追求幸福,所以无法幸福”悖论的泥淖中。

(二)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是新时代幸福教育的价值追求

新时代幸福教育的价值追求就是践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要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须强调和重视教育的重要性、
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

 

必须强调和重视幸福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造福子孙后代的德政工程。 因此,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新时代幸福教育

的根本宗旨。③

1.
 

新时代幸福的价值需要教育实现

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和平衡充分发展的获得感不仅直接影响人

民的幸福感,也是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标志。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具有可塑

性,因此可教、可学。 不同的价值观决定着不同的幸福取向,不同的知识水

平、不同的行为、不同的习惯、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体验影响着对幸福的理

解、幸福的表现、幸福的方式、幸福的结果、幸福的感受。 这些影响甚至决定

幸福的要素都是可教可学的。
幸福是一门超越学科的学问,是一种积极生活的习惯,是一种化险为夷

的能力,是一种智慧豁达的人生。 这门学问,知与不知以及知之多少、会与

不会以及会到什么程度、能与不能以及能达到什么水平、行与不行以及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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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范围,结果截然不同。 常言道“身在福中不知福” ,要知福必须先教和学

关于幸福的学问。 教是通向幸福的直通车,学是攀登幸福的进步阶梯。 联

合国每年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将教育摆在九条评价标准第一重要的

位置,“ OECD2030 学习框架”将个人和社会幸福确立为学习最终要实现的目

标。 可见,教育搞好了,创造、体验和分享幸福的本领才会增强,建设幸福美

好家园、幸福美好社会、幸福美好国家的愿望才会实现,“身在福中不知福”

的愚昧才会从根本上减少。 目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

得到了极大丰富,对精神生活的美好要求更加强烈,教育也由机会公平迈向

优质公平,由有书读迈向读好书,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和获得美

好生活、如何正确认识和获得平衡充分发展,也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提升获

得感、幸福感,都迫切需要幸福教育。

幸福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多种路径、多种形式、多种手段、多种内容

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幸福观,科学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

质,提高学生感受幸福、分享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从而对幸福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产生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进而促进学生幸福感的提升。 苏霍姆

林斯基(苏联)说:
 

“我们认为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所有的儿童都成为幸福

的人。”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 Richard
 

Levin)主张教育要教授学生获

得幸福的终极能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诺丁斯教授在《幸福与教育》中明确指

出,“好的教育就应该极大地促进个人或集体的幸福” ,成为让儿童拥有幸福

完整人生的奠基工程。①

世界上许多著名教育家都强调让学生有获得幸福的能力,将幸福视作

教育的主要目的,认为美好的教育就应该具有极大地促进个人和集体幸福

的天然内在功能。① 英国发布的《幸福宣言》 提出,创建幸福社会的重要举措

之一就是“创造一个促进涵养的教育系统” 。②

《幸福宣言》认为幸福取决于三个要素:
 

一是我们的父母,通过他们的

基因和养育方式,影响我们与他人相处时的幸福获得, 这个要素大约占

50%;
 

二是我们的境遇,包括我们的收入,还有其他外在因素(如气候和居住

的环境) ,这部分占 10%;
 

三是我们对前途的展望和活动的参与,比如我们和

他人的友谊、参与社群活动、从事的运动和种种爱好、人生态度等,占 40%。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和第三方面合起来共占比例高达 90%,而这两方面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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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影响和包含教育的成分都很大。

2.
 

新时代教育的价值需要幸福提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明确指出:
 

我国

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 教

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

进困难……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离人民满意还有距离,尤其是在实现了有学

上后,人民对上好学期望更高,对教育的平衡充分发展要求更迫切,对教育

的获得感、幸福感要求更多。 立德树人、因材施教、寓教于乐、轻负高质、公

平效益、平衡充分发展等成为新时代对教育的新诉求。 因此,将教师和学生

从落后的教育观念、陈旧的内容方法和过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生

动活泼的教与学、健康快乐的生活与成长,让教育充满幸福、洋溢幸福,成为

当前和未来教育改革创新的迫切课题,更是建设幸福社会、创新型国家的时

代需要。 因此,追求幸福理所当然就成了教育发展的本质回归和时代进步

的标志。

“ OECD
 

2030 学习框架”中将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纳入其测试范围,成为

教育的最终指向(见图 1-1) 。 这不仅说明教育是通向个人和社会幸福的桥

梁,更深刻揭示出教育离不开幸福,教育迫切需要幸福。

图 1-1　 OECD
 

2030 学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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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时代幸福教育的指导思想

新时代幸福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更好地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

平做出更大贡献;
 

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新时代幸福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在坚持“五育并举” ,形成德

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合力。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智力

与体力多方面的、广泛的、充分的、自由的发展。① 这就要求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要做到结构合理、配合融洽、发展协调。 五育并举作为有机统一整体可

以划分出三个结构层次:② 一是主体的心灵-精神发展层次,包括德育、智

育、美育;
 

二是主体的身体-生理发展层次,主要是体育健康;
 

三是主体的实

践-活动层次,主要是劳动教育。 在五育中,以德为先,以智为源,以体为基,

以美为趣,以劳为乐,共同促进全面发展。 德育重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入脑入心,侧重解决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它指向灵魂的善;
 

智育侧重开发学生智能,主要体现“求真” 的要求,即追求真知、真理;
 

体育

旨在促进学生身心发展,重点指向体壮和悦心,即健脑、健心、健身;
 

美育旨

在陶冶学生情操,塑造学生心灵的美,即鉴赏美、体验美、创造美;
 

劳动教育

侧重培养学生劳动观念、知识和技能,重点指向通过劳动创造财富。 五育并

举既要避免单一或片面的畸形发展,也不能搞“齐头并进” ,而是要“在发展

中走向全面、和谐、充分” 。

四、
 

新时代幸福教育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讲话中提出的“九个坚持”和“六

方面下功夫”为全面深化和升华新时代幸福教育,促进其在新时代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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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个坚持①

1.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教

育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文化属性。 幸

福教育是造福当下和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

2.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幸福教育大力弘扬“厚德载福”的中华优

秀传统,将“德”视作幸福人生的前提、源泉、导向、灵魂、成分、基石和保障;
 

幸福人生的价值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在建设幸福社会和为

人民谋幸福中得以实现。

3.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实施科教兴国是国家战略,教育肩负着培养人才

的使命。 幸福教育是建设幸福民生、幸福社会的基石,是教育事业中提升人

民对教育的满意度、获得感、幸福感最直接、最核心的部分。 因此,应该在坚

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时,使幸福教育得到科学合理的优先发展。

4.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幸福教育是为更好、更快、更多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

育,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上认识更深刻、情感更鲜明、意志更坚决、

行动更有力、效果更显著,从而为高质量培养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堪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积极贡献。

5.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幸福教育扎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爱国

主义优秀传统,传承中华文明,与时俱进,致力于新时代教育和个体更加平

衡和充分发展,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寓教于乐,为每个人提供适合的教育,

让每个人得到最优发展。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幸福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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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教育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和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倡导人人推动幸福教育,人人享有幸福教育,人人发展幸福教育,人

人获益幸福教育,从而大幅度提升人民对教育的获得感、公平感、幸福感。

7.
 

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幸福教育也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随着信息技术、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幸福

教育追求的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的千年梦想正逐步得以实现,公平质量、超

越时空、私人订制、深度学习、翻转课堂等一系列新进步极大地提高了轻负

高质的效果,提高了幸福教育质量和效率。 因此,幸福教育要充分发挥科技

赋能领头雁作用,走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前列。

8.
 

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幸福教育不仅直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也直接体

现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因此,新时代幸福教育更加强调培养堪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更好地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

贡献。

9.
 

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教师是教育的主力军、生

力军,在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 幸福教育主张,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教出幸

福的学生;
 

幸福教育先要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综合幸福

感,让教师先幸福起来。
 

(二)
 

六方面下功夫

1.
 

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理想信念决定着幸福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人生的走向。 理想信念是个

体幸福的精神源泉、航行灯塔、胜利保障。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德

行修养,牢固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报效国家、报效社会、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的崇高理想,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并入

脑、入心、入行。

2.
 

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是炎黄子孙身体里流淌着的血液,是我

们创造和享受幸福美好生活的命脉。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

它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也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优秀传

统。 幸福教育只有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才能根深蒂固、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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