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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儿童早期幸福感 
 

东北师范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张向葵  王元 
 

  目前,我国幼儿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据调查发现,3-5岁的孩子除
了接受幼儿园的教育外,还要参加各种课外培训。由于幼儿自主性差,不能违背成人要求,但事实是
他们已经不堪重负,正在丧失本属于童年的幸福。如果孩子们生活在缺少童年幸福的世界里,怎能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乃至获得终生幸福?教育不应该以牺牲孩子们的童年幸
福为代价,而应提倡既能让孩子们拥有幸福童年,又能让这种幸福成为奠基他们终生幸福的教育。  
  阳光教育是培养儿童早期幸福感的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完善孩子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使之在可接受范围内充分体验幸福感的教育。因为只有当每一个孩子内在的幸福感在早期建构下

达到完善之时,整个社会才会拥有阳光生命,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再反哺个人
内心,从而真正达到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统一就是“阳光教育”的本质。  
  幼儿的幸福感有三个特点。一是满足幸福感的需要是具体而简单的,很少受到客观价值标准的
影响。比如,一件渴望已久的玩具、父母老师的夸奖、和小朋友一起玩耍,虽然这种幸福感粗浅而
感性,也不够持久,但它是儿童的天性使然。二是选择幸福感的工具与他们的思维水平相一致。三
是幸福的主观体验受外界评价影响且不稳定。  
  尽管幼儿幸福体验很明显而强烈,但教育必须契合时机并起引导作用,否则这种“原发性”的
幸福体验很难趋向成熟。积极心理学认为,人在某个阶段获得的幸福体验与终生幸福之间的关联是
很微弱的。因为人的终生幸福并不是各个阶段幸福感的简单叠加或累积,而是人在长期的社会化过
程中形成稳定的、积极的、健康的自我认识、态度和评价,通过内化过程最终形成一股不易受到外
界影响的、强大的心理力量。终生幸福是人的自我价值统一于社会价值的必然结果,只有将这股心
理力量赋予社会认可的价值时,个人才能将幸福的体验纳入到人类的群体幸福之内,生成可延续的
幸福感。  
  那么,阳光教育如何既能让孩子们拥有幸福的童年,又能让这种幸福成为奠基他们终生“大幸
福”的基础?  
  作为教育工作者,首要原则是天性的教育不应以改变为先,而是要充分考虑天性是以生命为基
础的合理存在,以葆有为基本原则。葆有天性就是要采取同化与顺应的教育方式。同化的实质是尊
重儿童的天性。幼儿好动、喜欢探索环境、喜欢被表扬,这些都是他们的天性。可以说天性在某种
程度上保护着儿童,使幼儿在不成熟的状态下能够在心理和生理上适应环境、融入文化之中。阳光
教育所关注的正是对“幼儿的不成熟”的尊重,一方面使幼儿初知自己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另一
方面使成人尊重幼儿的发展规律,学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幼儿只有在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才
能逐步建立自信,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有价值的人。但是教育也不能一味地以尊重的名义盲目
地满足幼儿的所有需要,这就需要教育者学会顺应天性,顺应天性就是要帮助幼儿建立社会规则。
规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遵守规则的社会成员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有机会实现个人的成长。
建立社会规则也就是让幼儿学会满足社会的需要,学会成为社会中的成员。我们可以将同化与顺应
比喻为修剪天性枝桠的剪刀,它们使幼儿在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健康地生长,葆有幸福的种子。  
  如果说天性是需要尊重与规矩的,那么心性则需要培育与启迪。心性教育以育德为先,育德的
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幼儿的责任感,教会孩子如何做人,如何成为被社会所接纳的人。培养德行应以
幼儿的思维特点为本,注重实践性教育,通过在家庭、幼儿园、社区为幼儿创设品德实践活动,使他
们学会感恩、懂得承担责任,对“德”产生感性的认识。心性教育不仅要培养“德行”,还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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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智慧。此智慧非彼智慧,这是生存的智慧,是生命传承的智慧。生存智慧的培养能够使人直
面困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心理的胜任感,体验到强大的心理力量。  
  幼儿个性的固化是天性与心性的结合与升华。个性的生成是在葆有天性的基础之上,通过内在
自我的不断丰富、调节与修正,来完善个体对生命的认识、反思与评价的。不是所有个性都能够使
幼儿获得持久的幸福体验。健康心理学认为,开放性强的人往往能感受到更强烈的幸福。也就是说
获得幸福离不开积极向上的、接纳周围环境的个性,这正是阳光教育所着力培养的个性。我们要培
养的不是某种个人的秉性,而是积极向上的、社会需要的个性,教育的作用就是引导个性在一个合
理的、有利的范围内健康发展。在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可以通过设计角色扮演的游戏,将幼儿置于
不同的场景和身份之中,使孩子体验角色带来的愉悦感与胜任感,体验个性差异引发的感受性差异,
用角色置换的外在形式影响内在的自我形象塑造,逐渐发展出脱离自我中心性的开放性个性。阳光
教育注重个性的培养,不仅固化了天性的纯真,也滋养了心性的生长,以个性的活力支持童年幸福的
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