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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陶行知教育思想视域下当代教师职业幸福的再探析
王宁宁

（北京开放大学，北京 海淀 100081）

摘要：幸福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的幸福与教育有着密切的

联系。本文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视域，讨论了当代教师职业幸福

的内涵和来源，教师的幸福与学生息息相关，是内外统一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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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幸福生活，幸福人生，是每一个人

都在思考和追求的目标。教育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显而易见，人

的幸福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新时代教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实质上也是在

关注教师和学生的人生幸福。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的爱国之心，用几十年的所作所为回答了什么是教师的

幸福人生。

陶先生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虽然对幸福问题没有作过

系统的专题论述，“但从其浩瀚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处处可以窥见

对幸福的宏论，陶先生本人终身也都在实践着幸福教育，幸福问

题可以说是贯穿其教育思想的一根主线”。

陶行知认为“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他的幸福观体现

在关注平民教育，他倾尽毕生精力扶持平民教育，追求的是让更

多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实现人生幸福的家国情怀和崇高境界。

陶先生很好地将自己的教师职业和国家教育事业结合起来，

开展了大量教育实践活动，创立了至今仍非常适用的博大精深的

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关于教师职业幸福内涵的再思考

教师职业与教育事业密切相关，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渗

透着深刻的教育思想及与人相关的德性伦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是教师在从事教书育人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以及在实现人生价值、

追求职业理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教师的职业生活持有的一

种稳定的愉悦的工作体验与精神状态。

幸福感是一种内在的心灵体验，也是一种积极的生命态度和

对人生经验充满正能量的主观体悟。

（一）教师的职业幸福是教师幸福与学生幸福的统一

陶行知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

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陶先生说出了

教师的心声，教师的最大快乐是培养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学生。这是传承了中国儒家所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思想。教师的幸福就是桃李满天下。优秀的学生有赖于优

秀的教师的悉心培养，优秀的学生也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二者相

辅相成。

儒家的幸福观是由己及人至“天下人”的整体幸福观，传承

至今，教师的幸福是由多方面构成的统一体。首先，教师幸福与

学生幸福，是紧密联系的，是相互统一的。教师幸福会潜移默化

引导和影响学生生命，学生的幸福又深化、丰富和升华了教师的

幸福。

（二）教师的职业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

受儒家文化影响，我国知识分子的幸福观是物质和精神兼备

的幸福，既有对物质生活幸福的认可，也有追求纯粹精神之乐的

幸福。

儒家并不排斥物质幸福，但是如果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可

兼得，儒家则提倡“安贫乐道”，这里的“道”，不是物质的，

不是富贵的，而是精神层面的。因为物质所换来的幸福感是短暂的，

也是肤浅的；而精神的幸福才是长久的，深刻的。陶行知先生说

得好：“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

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教师的物质生活是生存基础，是基本条件，精神生活是教育

目的，是事业追求结果。任何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或思想家也不可

能是只有完全的物质生活或者是只有单纯的精神生活。没有基本

物质生活的支撑，精神生活无法持续，没有精神生活的价值追求

和境界升华，物质生活会变得枯燥乏味，人生失去意义感和价值。

（三）教师的职业幸福是创造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肯定“实践活动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手

段”。马克思的幸福观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实践是现实的人

实现幸福的基础，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也只能在实践中获得

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与马克思的

幸福观是一脉相承的，“奋斗幸福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

化的重要发展和体现。新时代倡导的实践观和劳动观就是新时代

是奋斗者的时代。新时代倡导的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实现人民

幸福为目标的幸福观，与儒家仁爱幸福、推己及人、为人着想、

天下为公的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

创造与实践是教师把握幸福的最佳途径。教师通过不断的教

育实践、开展各种教学活动来保证物质需求和满足精神需要，并

在教育实践等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

从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实践成果，满足精

神愉悦，感受到实践活动带来的幸福。

教师的职业幸福是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教师不仅能够通过

教书育人创造个人的幸福和学生的幸福，同时因为教师是从事“大

事业”的职业群体，承载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教师所创造的的幸

福也包括社会整体的幸福。

教师的职业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的职业，所以教师的职业幸福需要教师自觉地主动地将在职业实

践活动中创造出的幸福融入到社会整体的幸福中去。

二、关于当代教师职业幸福来源的再认识

陶行知说：“我们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

才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所谓教学之乐，源于教书育人、

成人之美的幸福观。陶行知是一个觉醒得比任何人都快而且彻底

的人民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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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的幸福观是从不断的教育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

坚守教书育人初心，持之以恒学习，树立新观念，励精图治，精

益求精的过程中生成的。

教育是完善人、解放人、实现人的活动，因而教育对人的幸

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师在胸怀教育大事业大快乐的同时，

更多的时候需要俯下身来，珍视学生的情感，在点点滴滴的小事

上去循循善诱，去获得触碰学生心灵的生活教育的小幸福。

陶行知的教育幸福观与孔子的教育幸福观如出一辙。陶行知

向小学生认错的故事和孔子拜七岁神童项橐为师的故事，都是老

师以孩童为师，为人称赞的“乐学”精神。

教师只有“乐学”，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主动获取知识，思

考并应用于实践，才能坚守“乐道”，永葆追求理想的热情和坚

守信念的执着，才能不怕困难与挫折，甘于平凡，从大处着眼，

从小事做起，乐此不疲，矢志不渝，最终在尽心尽责的职业生涯

中和在日常教学的师生互动中获得职业的幸福，享受教师的荣光。

（一）教师的幸福来自学生的进步与成长

教师职业既是一个光荣的受人尊重的职业，同时也是一个平

凡而普通的职业。教师职业的幸福除了来自于教师自身对于教育

事业的深刻理解和倾情投入，更多是来自于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不

断觉悟与幸福生长。

就如陶行知向小学生认错的故事，陶行知很好地诠释了现代

教师职业的多样化特点，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善于激励学

生的师长，也是知错就改的朋友，还是平易近人的家长。

陶行知以学生为主体，春风化雨般的教育方式，不仅是学生

德行操守的榜样，也是每一位教育工者的引领者和示范者。

一个幸福的教师才有可能培养出幸福的学生。陶行知的观点

是学生与教师是共同体：“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

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

共守”。

教师的价值可以在学生那里得以传承和延续。如果没有学生

的进步与成长，也就没有教师职业的价值与意义。教师所从事的

职业是崇高的培养人的教育事业，投资孩子就是投资更加美好的

未来。

教育家马约尔说得好：“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

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

而“子孙”小时候是在幼儿园，少年在小学，长大了在中学和大学，

教师需要拥有对未来整个人类社会关怀的心胸与视野，从自身做

起，把自己变得善良变得幸福，并把这种善良和幸福传递给学生。

对学生来说，学会知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会善良，

具有获得幸福的能力。

（二）教师的幸福来自默默奉献的平凡工作

教师的幸福，也许是用心教授的课堂上，学生期待、崇敬、

向往的清澈眼神和互动应答；也许是家长会上看到孩子进步时家

长的一个满意的点头、一个会心的微笑，一声轻柔的道谢；也许

是每天都能够看到学生快乐的健康的成长状态，就是感受到学生

作业里和考卷上字里行间的充满着积极向上和乐观感恩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

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

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师的幸福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找到意

义，就是经年累月无私奉献，不求回报，没有功利目的，十几年、

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一线的教育实践。

教师的幸福就是在不断完善自身素质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过

程中，实现教师职业价值的发展和生命境界的提升，真正形成感

染人并催人奋进的力量。

（三）教师的幸福来自知行合一的主动实践

教师幸福的两个支点是主动实践、研究反思。苏霍姆林斯基

认为：“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

课不致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

上从事一些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教师的幸福需要理性的思量，教师要想走上幸福之路，就必

须不断地学习、实践和研究，对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和

改进，通过终身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知行合一的教师或专

家型教师。

作为教师，我们需要经常用理性的态度去思考：教师的幸福

到底在哪里？教师的幸福来自千百年来尊师尚德的文化精神，来

自教育事业发展的神圣使命，来自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来自默默

奉献的平凡工作中，来自古今无数优秀的榜样力量的学习中，更

来自教书育人的知行合一中，以及来自实践与研究结合而生成的

满足感和成就感。

作为教师，首先要立足教育实践，其次要热爱学习，重视教

育研究。成尚荣老师说得好：“教育研究是对教育最为深沉的爱。”

教学需要设计，设计需要研究，研究要下功夫。

对于一名优秀教师而言，深入学习与教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既要做一名勇于实践的教学型教师，也要努力做一名肯于钻研的

学者型教师。这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是可以经过后天的努力

与训练达成的能力。

教师的知行合一可以先从工作实践总结与反思做起，然后潜

心研修学习，强化实践研究，再将理论指导下的成果逐渐应用于

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更大的施展身手的平

台。教师成为学思结合的践行者和研究者，更能够激发教师潜力，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实践基地，进而走上坚实的实现个人价值与

事业价值相统一的幸福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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