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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育的历史演进及内涵界定

什么是五育？五育是否有具体的界限？五育又是从哪个层面

进行划分的呢？这就需要从教育的最初说起了：首先提出心育的是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他首次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及要素教育理

论。“教育心理学化”含义：第一，从教育目的或结果的意义上看，

教育和教学需要培养和发展人的内在技能；其次，在教育教学活动

或过程的意义上，要使教育教学与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相协

调，使儿童在知识获取上处于自然、主动的地位，智力和道德情感

的发展都要遵循自身规律。裴斯泰洛齐曾主张教师要研究学生的心

理，并提“教学要心理化”，这在客观上推动着心育的产生。而在

心育后又逐渐开始将教育的中心放到了智育上。用自然科学的知识

去训练儿童的心智。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提出五育呢？是因为裴斯泰洛齐说五育融

合主要是指它原有的课程体系分步进行工作的基础上，它是在在

协作、技术上的融合项目。与今天的学校的课程成绩已经呈现出

一种相互交叉渗透，如何相互交叉。而五育就是在素质教育理念

下的看待所谓的课程体系的五种角度，就是从德、智、体、美、劳

分别是从五种视角来看课程体系，从而使现有的课程体系在五个

方面均具有合理性。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教育的不断完善发展，五育现

在无疑是对课程合理性的合法性的描述。现在学校的课程要求不

再只是一个简单的课程拼盘，而是五育一体化形成一个整体。而

一个课程体系合理性的评判标准就逐渐成了五育的现实定义。课

程体系这个生态观，这个结构化的结构，也是一个整体。学校只

是给五育提供了一个空间，去进行课程融合，教师思想观念改变

的容器。

2　学校指导思想素质教育

所有人学校的组织一切都必须按照素质教育的方式来组织，

而不是分割。教育就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生态。原有的德智

体美劳按照功能板块，派发给学生、给老师命名，你是体育老师，

德育老师，你是美育课老师，这种课程的完整性并不能证明学生

德智体美劳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五育的融合，这只是一个简单

的课程拼盘。老师们也备受质疑，现在课程已经自身优化，那教

育就成了。那对于所以都是对课程体系的一个总体要求。他达到

他的教育的内涵，达到了他要求学校成为一个五育总体，而不是

一个简单的课程拼盘。而现在我们书上所说的这个五育是一个课

程拼盘。课程拼盘是基于教育工作而制定的。新五育，即学生中

心，学生学习为中心。而旧五育则是教师本位，校长本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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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什么开什么课，按照那个组团怎么组织。而教育拼盘极可能

产生的问题，必然是应试教育。

时代形态的变迁，推动力量是这个东西，但是他推动学科的

研究，其实就是我们的学生应用学科发展抓实践。今天我们讲都

可以用，五育不是原来那样，他变了，推动了，学校课程变了，然

后社会形态变成不是原来那个样子。虽然说学校也发生变化，出

现的历史事件、概念使用的场景进行了一个系统梳理，里面有一

个核心的观点。观点是说五育的概念是基于学校的工作的划分和

分工而进行功能定位进行提出的。它主要表现你课程结构或者是

课程模组为显性特征。五一的划分主要是为了方便学校里的课程

实施，或者是课程的这个开始。它是一个工作性的说法啊。但是

随着学校本身它的演进变化，其实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学

校教育出现了融合整合学科之间的渗透，以及学校教育功能向以

学生的学习行为方向进行一个组织。学校学院生态和这个学校形

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各地就逐渐的演变为演化为对统一

的，就是在实践就是基于这个素质教育这个理念下，对于学校。体

系，或者说学校教育生态，它的合理性进行评价观测，或者提出

它的合理性。他的这个一个观测的维度或者价值体系。这个概念

从他的产生、演化到今天的演变全景，是跟同学们进行了一个描

述。这里面很重要的把握的一个线索，就是要了解学校教育怎么

样，具体去组织的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分工，是按照课程的效果。对

社会课程的安排。老师方面分组工作，开始设置设计，后来随着

时间的变化，五育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教材上说对于五

育描述还停留在是学校教育，在早期课程功能安排之后，可能是

那个五育的内涵。今天。我们一定要基于现代学校教育，有一个

它的价值特征、内涵、理论结构，重新做出建议，重新认识要更

新。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功能实用我们要明晰，我们只有明晰的

这些概念，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下的使用它的确切含义，我们才能

明白五育究竟指什么。五育不是一个确切的、固定的一种说法，它

是一个历史内涵在不断变化，看待教育，他的方式不断的在提升。

随着实践的发展，它的理论结构也在内在的在升级，你在变化的

一个过程。不能把它绝对化，不能把这个概念固化。

我们要学会善于把它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看它的变化。更

重要的是我们学习这个理论，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方法，这是我们

之前的讨论都没有个难度。我们之前的讨论是不是都处于一个概

念，而且是指一个一个它采集的线索来进行分析。

3　实现五育融合的途径

五育并举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它预设人的成长发展，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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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面发展，更是融合发展。所有教育活动对人产生的育人成

效，很难截然分离为这是德育，那是智育、体育，或者美育

仅在这里体现，劳育只在那里浮现。

实际上，每一种教育教学行为，都可能对孩子日后的心理

发育和身体发育具有综合影响，产生综合效应，各育的成长效

应往往是相互贯穿、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五育并举”是

“五育融合”提出的基础，但是侧重点不同。德智体美劳是

“五育并举”不可缺少的元素，所以容易变成一种课程的组

合，注重强调课程的完整性和组合度，不能使五育较好的融合

在一起；“五育融合”则着重于实践方式或落实方式，致力于

在课程的贯通融合中实现“五育融合”。如同多元文化和跨文

化之间的“多”与“跨”的区别一样，“并”与“融”的

主要差异在于：并举之“并”更多具有名词或副词的特性，融

合之“融”，主要是动词，它意味着行动和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是理想与

实践、目标与策略的关系。“五育融合”彰显了一种实践形

式，即“融合实践”，这是一种独特且重要的“育人实践”。

如果只是将“五育融合”作为一种实践方式、路径或策略来看

待，依然低估了它的特殊价值。“五育融合”的提出，还蕴

含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或育人理念，即“融合理念”，它与

“融合实践”一样，直指以往制约育人质量提升的主要瓶颈和

难题之一：各育之间的对立或者仅仅是拼接式，它没有提出道

德教育理论、智力教育理论、体育理论、审美教育理论和劳动

教育理论，而是提出了五种教育一体化理论。未来的创作理论

将在教育整合的概念和体系中进行重构。从根本上说，它是一

种系统思维，包括有机相关思维、整体思维和渗透思维。

传统教育不整合的原因是有一些持续存在的疾病没有整合。

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是它是有针对性的、分裂的，也就是说对

立的，他者的等等。这导致了各种教育力量的相互抵消和排

斥。形成的组合是不可能的，很难产生后叶蓝教授所称的概念

和思维方式，不仅教育整合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和凝聚力也有

所改善，但行动的推进方式会促进它的兴起和发展。

例如引入劳动教育知识教育让孩子们意识到劳动不只有在难

民营里,家庭,工厂,但也在教室,课程的学习。学习本身就是一个

艰难的工作,都需要继续经历一生。劳育的意义也不只是开设课

程就能讲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五教合一和五教合一就是

理想主义、实践主义、目标主义和策略主义的关系。五个过程

突出了一种实践形式，即整合实践，这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育

人实践。如果你只把五种教育的整合视为一种实用形式、路径

或策略，那么它将继续最小化自身的价值。

之所以如此，问题的根源仍旧在于智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分

离，是在已有的课程基础上单设劳动课程得来的，并没有真正

的将劳育与各育相融合，增加单列课程也会对学生和老师造成一

定的负担，毕竟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是固定的，某“育”增

加了，其他“育”一定会有所减少。

当然，我并不否认专门的“工作课程”的主动性和积极意

义，但关键是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我们要充分发挥劳动教

育在提高人民教育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只有把它和其他教育结

合起来，把它渗透到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劳动教育才能在道德

教育、智力教育、审美教育和体育运动中无处不在。我们不仅

要在这些领域进行劳动教育，而且要让劳动教育回归。我们要

将劳动课程的精华融入到各育之中，而不是把它单列出来。

例如引入劳动教育知识教育让孩子们意识到工作不只有在难

民营里,家庭,工厂,但也在教室,课程的学习:学习本身是一个艰难

的工作的工作,都需要继续经历一生。这种类型的综合思维和设

计意味着工作教育的理想和目标必须渗透到日常教育和教学中，

以进行工作教育的日化。只有将劳动与另一项教育相结合并实现

日常化的劳动教育才是最可行和最持久的。

4 　“五育融合”的融合机制

首先，“融合过程机制”解决了“如何在真实的日常基础

上实现五种教育的融合”，融合的步骤、步骤、载体和形式。

因此，“五育融合”的过程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

其次，“如何评估教育融合效应”的“融合评估机制”将

成为评估教育质量的新体系，不再孤立于评估道德教育和智力教

育的有效性、体育成果、审美效果和疲劳效应，而是作为评估

单位的“教育对齐”，将他们从整体中来评价。

其三，“融合保障机制”应用于解决“如何保障五育融合

存在、有效并真实”，存在于不同的教育系统之中，要明确分

配教育系统中各方的责任，并进行明确规定和要求。

5 　“五育融合”的“育人挑战”

对学生来说，这一挑战意味着未来的学习不仅是线上和线下

的混合模式学习、人机交互学习，而且是“五育融合教育整合

式”的学习，在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学习兴趣、意识、方法、

能力和习惯，以便整合和整合;

对于教师来说，教学这项任务需要全新的要求:新的教育和

教学技能运用于五育的“集成”,不仅要将融合的效应整合每个

类型的教育活动。在教师的领域里也要集成和使用不同类型的教

育资源来创建一个新的教学方法。

在校长那里，必须要有新方法和技能去管理五育的“集

成”,如何构建和结构系统化课程的机构体系,如何让教育制度和

等级制度适应了五育的“集成”,如何设置创建一个新的文化特

色整合课程。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教育新发展，

问题的解决将开启教育系统和模式的新改革，新理念，迎接新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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