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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德育是审美的德育

◎程红兵

“幸福与德育”这个命题很

好，好就好在提醒教育工作者别

忘了我们教育的原初目的，别忘

了我们行为的初衷。

德育即人的品德教育，德育

的终极指向就是要发展人、促进

人形成健康的精神品质和心理品

质，帮助人形成良好的品德，最终

使人过上幸福生活。德育是指向

人的幸福生活的，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说幸福是德育的初衷。

今天的时代是快速发展的时

代，是充满竞争的时代，是一个你

追我赶的时代。毋庸置疑，这样

的时代，人们在你追我赶的过程

中一不小心也会把暂时的目标作

为唯一的选择，把目标当做目的，

忘记了我们的行为初衷。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环境之下，教育工作

者也会一不留神，忘记了我们的

出发点，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指

向。一旦我们忘记了德育的初

衷，就会使我们的德育工作变形，

使我们的德育活动变色，使我们

的德育成效变味。

既然幸福是我们德育工作的

目的指向，那么我们的德育工作

就应该审美化。

审美化的第一个含义：慢跑

德育。德育是观察嫩芽破土、枝

儿拔节，是倾听花开声音的过

程。德育活动应该是创造幸福的

过程，德育过程应该是慢慢的心

灵发育成长过程。以此为标准，

我们来看当下的德育工作，就能

发现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

德育工作太过于功利化，太急功

近利。无论是社会，还是家长；无

论是校长，还是班主任，都是如

此。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急切的心

态，都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率

观。社会精英阶层总是希望尽快

通过一个德育理念、德育思想的

传播，通过各级领导的号召，层层

发动，层层组织，形成一个全民重

视德育的大

好局面。作

为 家 长 ，我

们总希望自

己的孩子努

力 学 习 ，快

速纠正身上

的 不 良 习

惯 ，成 为 好

学 生 ，今 后

成为社会精

英人士。作

为 校 长 ，我

们总希望通

过学校的德

育 课 程 ，通

过 全 员 德

育 ，通 过 政

教 主 任 、年

级 长 、班 主

任 的 努 力 ，

迅速改变面貌，形成良好的校风、

班风、学风。作为班主任，我们总

希望自己的每一次谈话都能产生

良好的改变，每一次批评都能起

到应有的作用，每一次班会都会

产生很好的正面效应，每一次德

育活动都能即刻产生效果。

不能说这些举措没有丝毫作

用，但是德育与一次性无关，它永

远不可能一次性解决问题，它不

是一劳永逸的；德育与立竿见影

无关，它永远不可能产生即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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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突变效果，它不是一蹴而就

的；德育与生产式活动无关，学校

不是工厂，班级不是车间，学生不

是产品。德育是育德、育心的，是

春夏秋冬的漫长过程，有和风细

雨，也有疾风暴雨；有冰雪严寒，

也有阳光灿烂。德育是慢跑，也

是长跑。它需要的是永不懈怠，

永不放弃；它需要的是永远追求，

矢志不移；它需要的是始终如一，

习以为常。

审美化的第二个含义：家园

德育。德育要为学生创造审美的

精神家园，这是学校为学生创造，

是教师为学生创造，也是师生一

起创造的。创造审美家园的过程

就是创造幸福的德育过程，幸福

是心灵的体验，每一个学生在创

造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就是幸福体

验、心灵成长的过程。所谓精神

家园就是人的心灵获得慰藉的地

方，是人的精神寄托之所在。从

哪里去寻找精神家园？去文学的

海洋里寻找，去自然界中寻找，去

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在我担

任语文老师的时候，我和我的学

生们一起读文学，读文化名著，每

月读一本书，读泰戈尔的诗，读普

希金的诗，读托尔斯泰的小说，读

雨果的小说，读罗曼·罗兰的小

说，也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读

《宽容》，读《万历十五年》，读《梵

高自传》，读《老人与海》，读《经典

常谈》，读《培根论人生》，读《人类

的故事》，读《别闹了，费曼先

生》。三年高中生活，孩子们读了

几十本文学、文化名著，每周交一

次书摘笔记，我和学生交流对名

著的看法，每月开一次研讨名著

的沙龙，孩子们畅所欲言，这是同

学们与大师的心灵交流，是思想

与思想的碰撞，是智慧对智慧的

启迪。读书对学生一生产生良好

的影响，许多孩子因此而形成了

喜欢阅读人文名著的习惯。在我

担任校长期间，我们每年都组织

高一学生到南京去进行社会考

察，这是我们学校学生的必修

课。我们去雨花台，去江东门南

京大屠杀所在地，去中山陵。这

是孩子们灵魂受到震颤的地方，

这是孩子们精神受到洗礼的地

方。我们还曾组织长江之行、西

部之行的选修课。长江之行我们

组织300多师生乘船到重庆，一

路风景一路歌，万里长江做课

堂。我们到了渣滓洞，我们到了

奉节县的天坑地缝，我们考察山

里的小学。当我们的学生亲眼看

到当地学生的实际生活和学习状

况时，内心深处受到一种强烈的

震撼，纷纷慷慨解囊，帮助当地的

弟弟妹妹们。德育是需要道德知

识的灌输，德育还需要一种道德

情境的创设，孩子们的灵魂在这

种道德情境中受到洗礼，情感获

得升华。西部之行，我们组织

600多师生乘火车到西安、到嘉

峪关、到敦煌、到天山天池，丝绸

之路是学子成长的新思路，这是

学生们审美的过程，是寻找和建

构精神家园的过程，也是他们体

验幸福的过程。

德育过程原本就应该是审美

体验的幸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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