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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荣誉体验的集体教育价值 
潘婉莹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集体教育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学校教育存在着“个人竞争为主”和“团队分工不明”等问题，导致缺

少集体荣誉感，缺乏荣誉体验。集体荣誉感不仅是一种约束的力量，更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会使学生真正热爱集体，并且能够在集

体中发挥主动性，从而让集体更具有凝聚力。本文试图从理论层面分析荣誉感在集体教育中的表现，并结合当前我国学校的实践问

题，探析中小学生荣誉体验的缺失原因以及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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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中小学就“存在着一种忽视通过

集体进行教育的倾向”[1]。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集体教育不仅在

理论上鲜有建树，就连“班集体建设”这个概念都几乎完全被充满

管理学色彩的“班级管理”所取代[1]。国家颁布《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中提到：“要充分发挥团队组织教育功能，强化国

家意识和集体观念”；以及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也强调：“注重让学生学会分工合作，体会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和

谐的新型劳动关系”，体现了国家对集体教育的重视。但当前的学

校教育，比较提倡“个性化教育”，致使个人主义的盛行；不论是

课上的小组合作还是其他团队竞赛，会团队分工不明无法进行甚至

直接吵架……种种问题表明当下的欠缺集体教育，学生在集体中没

有体验到荣誉感，甚至不曾以荣誉体验来教育学生明白集体的含

义。故本文从荣誉体验视角进行探索，构建荣誉体验式的集体教育。 

一、荣誉感是集体观念的体现 

（一）荣誉的基本内涵 

无论是从个体的维度看，还是从社会的维度看，荣誉的问题都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对于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忽视

的意义或价值[2]。我国从孔孟时代就开始注重荣誉教育，孟子是最

早使用荣辱的概念：“仁则荣，不仁则辱。”那么何谓荣誉呢？荣誉

感是一种社会情感；能够经由社会认同坚定和强化自我认同，有助

于个体集体价值观的形成，信仰的建立。从定义中可以分析：一方

面是社会或集体对人们的行为给于肯定；另一方面是个人参与社会

或集体中而产生的自豪。正如叔本华曾说到：“单个的人是软弱无

力的，就像漂流的鲁宾逊一样，只有同别人在一起，他才能完成许

多事业”。所以集体是荣誉的载体，荣誉感是集体观念的体现，二

者缺一不可。 

（二）培养学生荣誉感的重要作用 

1.荣誉感推动学生明确自己的责任  

荣誉感一旦形成，不但表明学生已经把班级或者是学校当做是

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还表明他可以为了履行集体的任

务而放弃小我。但现实的教育往往忽视了这种集体荣誉感，或许打

着“个性化教育”的标签，让学生之间存在竞争，甚至是在小组的

合作学习中，也会和其他小组存在竞争的关系。中小学的“合作学

习”变成了一种挑战，甚至是大学生，他们在合作的时候分工也未

曾明确，导致内部瓦解，分崩离析。集体荣誉感可以使学生产生对

集体的责任感，有主人翁意识，从而更好地履行责任。我国领导人

历来重视学生荣誉感的培育。早在 2006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

义荣辱观，其中特别强调以团结互助为荣。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将荣誉感教育培育时代新人的着力点。增强集体荣

誉感，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认真履

行集体责任、主动担当。 

2.荣誉感促使学生产生热爱之心 

荣誉感是一种情感，是一种“为我们想象着我们的某种行为受

人称赞的观念所伴随着的快乐”[3]。获得个人荣誉时，学生自己是

感受到快乐了，但是身边的朋友，同学不一定同他一样快乐。但当

获得集体荣誉时，身处在每一个集体中的人都会为之感到快乐。比

如一次运动会的团体奖项第一名，比如一个班级的优秀称号，都是

每一位同学共同努力而来。当失去了这个称号，没有为团体奖项努

力，愧疚和痛苦也就不言而喻了。荣誉感可以激发学生向善的热情，

激活学生向善的勇气。在为集体拼搏时，在与集体共同完成一件事

情时，你会因为身处集体而快乐自豪，会因为集体获得的荣誉让自

己更加热爱这个集体。 

3.荣誉感促使集体更有凝聚力 

以前的集体教育总是以统一化标准来要求学生，致使学生的个

性压抑，谈及时对集体充满着压抑抵触等情绪。之后开始提倡“个

性化教育”，解放学生的个性同时，也为集体教育带来了困境，班

级的凝聚力，团体的竞争力都在逐渐下滑。目前，开始倡导一种以

民主、平等的新集体教育，以匡正传统集体教育的弊端。但在建立

新集体教育时，如何让集体充满凝聚力和竞争力，成为了最大的挑

战。所以，荣誉教育脱颖而出。荣誉是集体中的品质，只能通过在

集体和为集体的方式获得实现，通过获得共同荣誉，体验集体活动

带来的荣誉感，明确自己在集体中的分工，这样的集体会更加团结，

更具有凝聚力。 

二、中小学生荣誉体验缺失分析 

（一）自我主义盛行与集体主义缺失 

目前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仍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所接受

的家庭教育中缺少了集体主义的教育，甚至出现不愿意与他人合

作，唯我独著的现象。这时学校教育显得更加重要。作为个体的人，

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走入了集体的世界，个人与集体是相互依存的。

但传统的教育总是以集体优先，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利益。在八十

年代这样的信念缺失铸造了许多伟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自身的利益，这样的集体教育对与学校来说构

成了一种弊端，慢慢也就开始淡化集体教育。学生对集体的感情也

随之淡化，可以为了个人荣誉而放弃集体任务，或者找不到自己在

集体中的位置，感受不到集体带给他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二）荣誉感教育培养目标不清晰 

目前，提到荣誉感教育，会存在着教育目标空泛抽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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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者很难将之转化为日常行动[4]。比如在学校教育，教师会要

求学生热爱祖国，热爱集体，要为自己的所处的集体感到骄傲自豪。

可是，在真正实施教育时，教师有考虑到为什么要教育学生热爱祖

国和集体呢？热爱祖国，热爱集体似乎变成了一句教育口号，而不

是具体的教育内容。站在成年人的角度，这种口号式的教育真的起

到了作用吗？这样的教育方式真的会让学生产生认同感吗？荣誉

感教育并不同科学知识，单纯的理解不是足以达到教学目的的，只

有让学生亲身体验，感受到国家带给他们的荣誉，集体带给他们的

荣誉，才能对这个国家自豪，对这个集体认同。 

（三）应试教育背景下忽视荣誉教育 

自恢复高考起，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改变社会分

层的最佳道路，除了学生本身，家长也只以成绩为主，所以一种以

提升学生应试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制度戛然而生。一时间，学校

变成了十分看重考试成绩，只需要背诵与解题的场域。智育变成了

主导，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只看重个人的成绩，集体的荣誉也

无关重要，甚至是除了考试的科目，其他课程可以忽略不计，更不

用说并未出现在教育目的中的荣誉教育。致使广大中小学生缺乏对

集体的热爱，，甚至步入社会后，合作能力欠缺。 

三、荣誉体验式集体教育的途径策略 

（一）教学目标中包含荣誉感 

荣誉感教育的价值首先在于提升人们内心深处的“自尊”，进

而激发其“向善性”。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荣誉体验教育

在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作为纲领的教学目标，需要引

领教师进行荣誉体验。应以学生的真实需要为准，正面感受集体带

给学生的荣誉感和幸福感，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学习。比如，在开

始小组学习的时候，教育者习惯于规定学生应该要完成什么样的任

务，但团队内的具体的分工需要学生自己去分配，作为低年级的小

学生，他们还没有领域合作的真谛，就要去完成合作，他们只能将

这次合作当做简单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也并不会感受到荣誉。只有

当教师不断的引导，将荣誉感教育纳入教学目标，不只在一门课，

而是在所有的课程，甚至是隐性课程中都要体现。这样，学生才能

明白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同时学生也会因为自己参与集体而感到自

豪与满足。 

（二）教材中体现荣誉感 

教材是学生在学校获得系统知识、进行学习的主要材料，也是

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更是教学目标的体现形式，可见编写教

材的重要性。传统对集体教育的讲解都是体现在道德与法治课上，

但是这门教材又将集体教育从儿童的生活中剥离出来，往往以规范

为逻辑来呈现，强调严密的知识体系结构，脱离了儿童的实际生活。

在新一轮的课改中特别强调要重视儿童生活，把真正的学习置于生

活体验中进行。荣誉感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想在教材中描述也

十分困难，但可以结合学生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等具体事件，在

教材中加以体现。其次教师通过利用生活中的鲜活的事例，充分挖

掘隐藏在其中的教育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的认识集体，感受在集体

生活的幸福，感受集体带来的荣誉感。 

（三）课程中注重荣誉体验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占学生在校时间的 80%，课

程中的设计也是尤为重要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对知识的传递

还略有成效，但是对道德的教育便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热爱国家、

热爱集体的认知在学生的思维中已经形成，但是行为上却没有体

现。面对此种困境，国家也在尝试改革，在新课标的精神指导下，

人们意识到课堂不再只是传授文化知识的载体，更是体现教师与学

生在共同探究新知、新领域、新方法时获得的新“体验”过程[5]。

在课堂中，教师的教学方式要发生改变，从单纯的“灌输式”方法，

变成帮助学生设计学习方式，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应该发生变化，体验式学习需要学生充分融入到

课堂，不仅要用脑子去思考接受学习的内容，而且要用眼睛去观察，

用耳朵去凝听，用嘴巴去表述自己的想法，用手去实际操作感悟。

这种以学生为本的体验式教学，远比空洞的“灌输式学习”要高明。 

（四）实践中进行荣誉体验 

学生的集体观念想要改变，从课堂出发是远远不够的，想要改

变灌输的教育模式，需要教师和学生一起积极建立体验式教育。在

回归集体生活和分工合作的前提下，以亲身经历的形式激发体验，

形成每个人独特的情感——荣誉感，促进情感和认知相互影响以形

成和发展完整的集体观念，我们把这样的学习理念、态度或操作模

式称为“荣誉体验式集体教育”。作为承载着德育培养的思想政治

课，应大力增强改革思想政治课的力度，改变政治课的政治化和应

试化的倾向，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政治课的中心任务，强化中学政

治课的实践环节，积极组织中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体验，

从而获得对思想内容的认同[6]。体验模式并不是和认知相分离的，

而是认知的升华，对教师的要求也会更为严格，作为教师利用可视、

可听、可感的教学媒体为学生创设一种与生活情景，激起学生已有

的经验，融入到集体之中，产生切己的体验[7]。 

自马卡连柯的集体教育模式出现，意识到集体的作用，也明确

个体社会化需要通过集体来实现，集体给予个体的荣誉感是其他方

式无法取替的，作为中小学生，集体意识慢慢开始慢慢生成，忽视

集体教育会造成集体观念淡薄，个人优先或者是无法合作共赢……

甚至影响学生步入社会。改变当前集体教育刻不容缓，国家也在颁

布的文件中多次提及集体教育的重要，如《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

施纲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但还需要教

学形式上加以改变，从以前的“灌输式教育”改变为“体验式教育”，

从教学目标中重视荣誉体验，从教材中体现荣誉教育，从课程中经

历体验教育，从实践中让学生以自己的所思、所见、所听、所感来

亲身经历集体教育，以感受荣誉带给自己的快乐，提升集体的凝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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