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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性关怀引入教育中 
——对学校“学会关心”课题研究的反思 

 

张爱勤 

（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梁中小学，江苏无锡214024） 

 

摘要：“学会关心”研究表明，教师引导学生“学会关心他人”的过程，就是教师自身“学会关心学生”并提升自

己的过程。本文认为，将人性关怀引入教育中，并不是一个教育理念问题，而是一个教育本质问题，是教育者的

责任问题。关心他人的品质不是单靠说教得来的，而是通过感受、体验、感染获得的。比谆谆教导更具影响力的，

是学生所处的环境以及教师待人处世的方式。教师要和学生共同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团结友爱的集体生活氛围，

要和学生共同学习“关心人”的品质。教师要成为关心人、体谅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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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九五期间，我主持学校德育课题“学会关心”研究，在华师大教育学系黄向阳博士的指导

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学会关心”研究的目的，显性的是引导学生“学会关心”，隐性的是引导

教师“学会关心”，同时“学会研究”自身的教育工作。借助课题的实施，促使教师和学生共同提

高素质，达到学校教育双赢的效果。但课题研究的过程强调了“学会关心”方式方法的积累与表

现，而忽视了“学会关心”与“人性关怀”内在关系的探讨。课题虽已结题，研究专著《“学会关

心”研究》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其教育策略也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和赞赏。但现

实表明，教育工作中依然存在着许多“不道德”“不人性”的言、行、态在“德育”着学生。教育

虽然是“人对人”的“面对面”的沟通，但缺乏人性关怀的人对人的所谓“教育”时常可见。作

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忧心忡忡，深感教育工作使命的任重道远。 

回头反思，我以为，“学会关心”的核心要义就是人性关怀，而在学校教育中真正地体现人

性关怀，才能有效地实施素质教育。本文意在反思“学会关心”研究的基础上，从“人性关怀”

的角度，探讨将人性关怀引入学校教育中的意义与方法。 

二、学校“学会关心”教育课题研究反思 

教育如果没有深入到启发学生真、善、美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行动的方式

方法，将会与教育者良好的出发点背道而驰。教师如果自身没有以一种“人性理解”去

关注学生，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就会不平衡。如果说良好的道德教育需要一个“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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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那么教师就一定要以良好的“教养观”去教养学生，而其教养活动方式和教育策

略应是哺育学生——人——“成人”的源泉。 

基于对“学会关心”教育意义的认识，我们在学校长期坚持开展的以“助残”为源头的“助

老、助寡、助小、助贫”“五助”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合作开展德育课题

“学会关心”研究，旨在推进学生“助人为乐”风气向“学会关心”提升，并带动教师学会在工

作中从事教育研究，在研究教育中提升自己，从而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提供平台使师生双方在人

性关怀的互动中共同感受人性关怀的意义。  

在“学会关心”思想指导下的“助残”“助小”活动使同学们初步体验到帮助弱小的精神乐

趣，“助老”“助寡”活动使同学们逐步懂得了尊老敬老的意义。持续开展的“助贫——手拉手”

活动，使同学们对革命老区小伙伴勇敢、朴实、勤劳的优良品质留下深刻印象，一些学生逐渐改

掉了挑食、挑穿、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同学们筹集捐款的方式，由节省零用钱转向收集和变卖

废品，勤俭节约的习惯逐渐养成。在“废物利用”的过程中，同学们不仅学到了“废物利用”的

知识，还培养了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的意识。“学会关心”的教育活动使同学们不但超出了“五助”

的范围，而且超越了“助人”的意义，他们在活动中不仅努力“帮助人”，而且已经在学习“关心

人”。 

随着“学会关心”研究的深入，通过一系列的问卷调查、主题活动、社会实践等，我们也

发现了在“人性关怀”中存在的问题。 

（一） “学会关心”活动中学生产生的问题 

    由于学校很多的教育活动是在“统一号召“下的集体行动，因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就不可

避免地带有“被动接受”的意味。 

1、学生对学会关心的认识存在模糊性 

一些学生对“五助”活动存在模糊认识，他们以为“送人钱物”就是“助人为乐”了，甚至

把帮助别人视为索取回报的一种手段。他们还未能在实践中体会到“助人”的乐趣。 

2、学生关心他人的自觉性不强 

学生的大部分活动是在学校和教师的组织下进行的，他们主动帮助人、关心人的自觉行为

并不多见，“关心他人”还没有真正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认知和品德表现。 

3、学生关心的对象有局限性 

学生帮助陌生人似乎比帮助身边的同伴更热心，他们懂得弱势人群需要同情和帮助，但还

很少意识到父母长辈、老师等这些被他们认为比自己强的人也可能需要关心和帮助。这表明学生

帮助人和关心人的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4、学生关心他人的方式比较单调 

学生“乐于助人”，但不“善于助人”，主要表现为具体的“助人”方式比较单调，显得有

些程式化。他们对受助者的处境有所了解，但却不会体谅受助者的心境，往往把“帮助”强加于



 3

人，因而常会出现“帮助人”反而“伤害人”的现象。 

试以下列几个实例说明： 

例一：一个秋天的下午，阳光灿烂。学校大队部前一群少先队员兴致勃勃，喜气洋洋，他

们一路歌声一路欢笑地来到敬老院门口，领队的孩子高声地喊了起来：“爷爷、奶奶，我们为孤寡

老人送温暖来了！”随着话音落地，本来正兴致盎然迎接的老人们愕然了，他们面露愠色，表明了

他们对“孤寡”一词的反感和不满。 

例二：一天晨会课，四年级某班同学们正在热闹异常地争购一张“捐助希望小学”明信片，

只有一位学生坐在位子上“无动于衷”。班主任上前问其原因，他理直气壮地说：“我不买，我已

捐过好几次钱了！”，“被我帮助的人又不认识我！”，“我又不知道到底捐给了谁！”。 

例三：一年级一位手臂骨折的男孩吊着绷带来上课了，班主任为了“学会关心”，给全班同

学分配了“关心”任务，一下课，同学们蜂拥而至，热情主动地帮他做这做那，可是第二天这位

学生不愿来上学了，他的妈妈来校告知：同学们一下课都围着他，他感觉象是外星人，…… 

…… 

（二）“学会关心”教育中教师产生的问题 

长期以来，教师以教育者自居，使学生理所当然地处于“受教育者”地位。而许多道貌岸

然的说教并不能掩盖家庭及社会所呈现给学生的影响，再加上说教者自身的言行不一或道德认知

的偏差及道德情感的缺陷，使得学生学会了虚伪与自私。在“学会关心”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注

意到教师在教育观念与方式上存在着的诸多问题： 

1、教师对学生道德学习的主体资格重视不够 

应该说，教是为学而存在、而服务的，不然的话，教师的领导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意义。

教师主导作用必须也必然有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就是学生的学。但长久以来，教师领导方式

专制、以己为中心、维护自尊、强调学生服从、重视统一规范要求，轻视学生个性发展和主动性

等，这些忽视学生道德学习主体的现象时有表现。 

2、教师尚须提高全面辩证看待学生的能力 

随着学生个体的成长，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差异，但因为形成惯性的教育统一管理使得很多

教师人为地将学生明确地划分好生和差生。其实，“好生”未必什么都好，“差生”也不可能一无

是处。教师更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或情绪随意评判学生的好坏、优劣，而要一分为二地分析和透过

现象看本质。实践表明，教师还要更加全面辨证地看待学生。 

3、教师对学生的尊重程度还有待提高 

有的教师对学生个体存在价值、人格尊严的重视性不强，还不善于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往往以自己的价值观要求学生而忽视与学生人格的平等。这主要是有些教师难以放下

架子，不能正确摆正师生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从人格平等的角度去尊重学生的认识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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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关心”的研究让我们确实观察到教师教育活动中带有偏差甚至错误的言、行、态对

学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试以下列几个实例说明： 

例四：星期一学校国旗下讲话后，各班同学整齐有序地走回教室，只见六年级某班门口躺

着一把笤帚，全班同学默默地跨过，班主任静静地观察着，终于，一位大个子男生捡起并把它放

到了教室一角，而这位男生是老师眼中的“差生”。 

例五：办公室里，一位低年级班主任在循循善诱地“教育”一个女孩。只听班主任说，不

经别人同意就拿别人东西，这是小偷行为，如果不改，长大后就有可能成为大偷，你说是不是？……

女孩一直低头不语。 

例六：语文公开课上，语文老师声情并茂地（配乐）朗读了课文后，问全班同学，有没有

谁能象她那样充满感情地朗读课文的，立刻，几乎全班同学都举起了手，老师喊起第一个举起手

说“我能”的男生，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这位男生的朗读竟使全场哄堂大笑，他羞愧地低下头。

此时，老师板着脸无情地说：你不会读，手倒举得快！……直到下课，这位男生再也没有抬过头。 

…… 

三、教师教养活动方式与教育策略探微 

关心他人这种品质主要不是教来的，而是感染得来的。比谆谆教导更具影响力的，

是学生所处的环境以及教师待人处世的方式。教师要和学生共同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

团结友爱的集体生活氛围，要和学生一起学习如何关心他人，成为关心人、体谅人的榜

样。可以说，教师引导学生“学会关心他人”的过程，就是教师自身“学会关心学生”

并提升素养的过程。 

当前社会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这是义务教育的根本目的。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有两个

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是做人，第二层次是成才。做人是成才的基础，只有学会了做人的学生才

会成才；成才是做人的升华，只有在具备做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素质，才能成长为有用的人

才。从学校教育者的责任来说，显然担负着三大基本任务：一是培养学生的身体素质；二是培养

学生的心理素质；三是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 

完成这三大基本任务，有必要对教师的教养活动方式和教育策略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理解尊重——创设情境问题，师生共同感受关心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是教养活动的基础。理解不仅指教师要理解学生的思想、感情、

经验及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且，还要让学生理解教师的思想感情、个人体验和人格境界。师生之

间的理解是建立在彼此向对方完全敞开心扉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走入学生的心灵，

透视学生的心灵；学生也可以深入教师的精神，体验教师的人格境界和生活及思想感受。 

事实上，理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性化的学习方式，是教育进行的人性基础。 

1．教育的人性关怀以理解学生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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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洁教授认为：理解人，就是理解人的需要、愿望、价值追求等人的本质属性；理解人，也是

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意义关联；人对人的理解是个体道德提升的基础。因此，我认定，关心学生，以

理解学生为前提，教师只有努力去理解学生的思想和感情、处境和心情、目的和需要，才能在教育

学生方面有实际的内容，以及具体的行动方向。 

理解学生，首先要理解并把握学生的情感需要。从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发展的现实来说，学

生理智上的需要同情感上的需要都是同样重要的。教师要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善于观察学生，同时

要注意经常与学生保持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倾听他们的心声，以便及时把握他们的情感需要。 

其次要理解并遵循学生的思维方式。有的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如“公平”的概念。

他们认为，别人帮我，我也要帮别人，帮过别人就有了要求对方帮助自己的权利。对学生这种“换

取回报”的心理，教师也应予理解，而不应将其与“自私”品行简单划等号。 

第三要理解并体谅学生的难处。小学生由于生活经验不足，经常会遇到与人交往上的难题，

教师在理解学生的难处上主要应表现在给予学生恰当的指导和帮助、谅解他们、宽待他们、细心地

呵护他们，真正地为他们着想。 

2．教育的人性关怀以尊重学生为原则 

教师对学生的关爱以尊重学生为原则，但不能把“关爱”强加给学生。教育实践中的很多事例

表明：不恰当的关爱，往往损伤学生的自尊心。人格平等意义上的尊重学生是教师对学生真正意义

上的爱，而教师尊重学生的表现本身就具有道德感染力和行为示范性。 

首先，从遵从孩子的天性开始。孩子们天性活泼，好动，孩子们因天性而带来的问题，是他

们成长中的问题。教师应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学生因天性所致的问题。 

其次，尊重学生的个性表现。小学生既有共同的天性，又有不同的个性，有的聪明，有的木

讷；有的温良，有的急燥。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教师应区别对待，因人施教。 

第三，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小学生虽是“未成年人”，但应该与“成年人”享受同样的人格

对待。作为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在人格上学生与教师是平等的。 

3．人性关怀的教育以创设情景为载体  

教师理解和尊重学生是一种“会关心”、具有人性关怀的教养品质，因为“会关心”是一种

理智、情感与行动交融的人性美德，其中包含善解人意，敏感性，移情能力等。但实际生活或工

作中无论是引导学生学会善解人意，体察他人的心情和处境，还是学会处理人际纠纷，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等，都不纯粹是一个知识或技能的问题，通过口头的传授，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都

不足以使学生获得这些人性美德。人性美德的获得，归根结底有赖于学生在实际生活情景中的亲

身感受和体验。因此，体现人性关怀的教养活动，教师一方面可以利用学生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人

际和社会互动事件教育学生；另一方面可以主动地创造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情景、设置成人际问

题或社会问题，引导学生讨论、感受、体验，从中学习“关心”，感悟人性美德。 

我们在“学会关心”的研究中探索了大致四类“人际--社会情景问题”：这些情景问题基本

可以用于教师日常的教养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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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验情景。体验情景严格说不属于人际或社会问题情景，因为它没有明显的人际问题

或社会问题。体验情景只是把教育意图隐蔽起来，使学生通过亲身经历获得某种道德体验。它们

通常是学生日常生活、游戏、学习中相互间真实的互动情景，如小组合作学习。 

（2）体谅情景。体谅情景主要是启发学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想象或揣测对方的心理原因

并作出令对方欣慰的反应。使学生学会善解人意，对人际问题作出成熟的、敏感的、富有想象力

的反应。例如：一个你认识的女孩经常对你说刻薄话、风凉话，你怎么办？ 

（3）后果情景。设置后果情景问题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超越一对一的关系，采取旁观者的

立场客观地进行思考，以增强学生对行为后果的想象、理解、推测的能力。与这类情景相配的提

问方式通常是“接着可能发生什么？”“你又会怎么办?”等。 

（4）冲突情景。冲突情景问题可以包括性别冲突、人际冲突、生活习惯冲突、心理冲突等

方面的问题。设计这类情景问题，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在最后道出自己在特定的冲突情景中将会怎

么办之前，扮演与之发生冲突一方的角色，体验他人的心境和需要。 

实现师生之间具有人性关怀的教育——达到人性的理解，以创设情景问题为载体，提供学

生设身处地体验人性关怀的土壤，可成为师生教养活动常用的方式之一。 

（二）情感体验——运用角色扮演，师生共同实践关心 

瑞士兰德学院院长丹尼什博士作为国际心理咨询专家曾来华演讲，他指出：“我们现在到处

都可以遇到一些恐惧、生气、不快乐和焦虑的人。我们必须认真地去面对这一现象”，他说：“我

们这个世界，忽视人的情感与精神成长，太严重了。我们必须把人的情感与精神成长列人学校教

育计划之中，列入家庭教育之中，列入社会教育之中。”他还提出，在现代物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人们忽略了人的最基本的精神需要，包括求爱、求真、求善、求美的需要。丹尼什博士的思想给

了我们极为重要的提示：不能忽略人性关怀教育中人的精神成长的需求。 

1．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 

随着社会文明、科学进步，人类对自身有越来越多的认识时，作为教育者应该懂得：人不

仅需要物质条件，更需要精神关怀；人不仅依赖于理性，同时更多地依赖于情绪、情感的感受和

体验、安抚和驱动。教育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学生在成长中，需要获得爱的关怀、智慧的启迪

和生命的创造。情感正是人类创造中的一种主体力量。积极、健康而优秀的情感品质和情感能力，

给人以智慧、力量和信心，促人成长、助人成功。反之，不良的情感品质和低下的情感能力使人

的生活产生障碍，生命变得黯淡无光。 

因此，教育，不能不关心如何培育和发展学生的良好情感品质和情感能力。而良好的情感

品质和情感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有其一定的机制和方法，其中最为核心的机制是让儿童感受和体

验。我们发现，一般的教师在教养活动中，以教授知识、讲解道理达到培养学生情感和良好品德

的目的。但事实是，学校教育中不应只关心学生学到什么知识经验，而应关心他们喜欢什么、不

喜欢什么；不只关心学生做不做某种道德的行为，还要关心他们对待善举善念有没有积极向往的

情感意愿；不只关心他们学会什么艺术方面的技能，更要关心他们的欣赏口味和情趣如何。 

教师要十分重视和珍爱学生自然、健康的情绪感受，如交往快乐、探索兴趣、审美愉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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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功感、同情心、敬畏感与羞耻心等，要创造各种教育氛围和场合，让学生产生各种积极的情

绪感受，并从中获得重要的情感体验和情感经验，通过情感体验让学生的心灵发生转化性的影响，

并产生情感的体验与认同。陈述性的知识是积累的、不断结构化的，而情感经验也是积累的、不

断丰富、拓展和深化的。 

2．利用角色扮演加强情感体验 

角色扮演就是让学生在创设的情景中通过对特定“角色”的实践而学会超越个人利益去了

解自己周围世界的人和事，从而培养和增强人际-社会意识。实践表明，运用角色扮演去引导学生

担当别人的角色换位思考问题，体验感受，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可提高和完善学生的人际意识。

因为由扮演所引起的一系列言语或行动、理智或情感反应，可成为学生道德探索的直接经验，借

助这些经验，学生可以去探究和识别别人的思想感情；洞察和理解自己及他人的立场、观点和内

心感受，形成解决人际或社会问题的技能和态度，由此逐步积累对人性关怀的理解。 

（1）提供学生角色扮演的机会，并转换角色扮演，学生表现出来的角色行为就是学生对社

会角色规范的认同。 

（2）通过角色模拟，不断强化学生的交往意识和角色规范，逐渐形成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

感和义务感。 

（3）强调小组成员分工负责的角色责任，促使个人努力得以充分利用而相互间又彼此协调。 

3．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实践情感体验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把在性别、学业成绩和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学生组合在一起，以求形

成相辅和互补的合作学习小组。通过系统地利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多边的互动，促进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合作学习追求的是一种“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的效果。小组合作学习不仅能

提高教学质量，还有助于营造团结合作的集体生活氛围，在引导学生学会关心方面具有较强的教育

功能。 

（1）有助于培养学生互助合作的精神。创造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参与的追求互利和双赢的活

动情景或氛围中，激发学生“积极互赖”的意识，并促进“积极互赖”的成功。 

（2）有利于提高学生特别是学习困难的学生的自尊。保护和鼓励合作学习中学生的“积极

情感”，及时肯定并体现小组成员为小组共同争取的胜利和荣誉。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教师改变“教等于学”的观念，充分放手，激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自

己设计、参与教育场景，提高学习的感悟性、积极性和有效性。教师在引导学生创设合作场景的过

程中，也从中获得教育创新的喜悦。 

教师是促进知识和学生心灵构建的人，只有心灵开放、个性自由、积极主动的人才能够自觉

地建构知识，同化知识，才能够深层次地把知识和心灵、个性统一起来，有了这样的知识，人的素

质和精神才会丰富。 

（三） 反思洞察——通过人际交往，师生共同学会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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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自身的反思洞察不仅是一种有效的对自我的教养活动方式，而且能有效地引导学生学会

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教会学生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也就是教会学生进行自我反思与洞察。研究

表明，小学生反思能力的发展是一个由弱到强发展的过程，学生的反思过程是由外及里展开的过

程：学生主要在学习认知性知识、评价性知识和人事性知识的基础上，获得对人、对事的初步认

识，对这些“初步认识”还必须经由个体内在的自我意识的监控，才能将这些初步的、朦胧的、

模糊的认识和体验变为明晰化、精确化的反思过程和结果。具有了反思能力，才能够在自我认识

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自我和超越自我。因此，也可以说，“自我的反思能力”是自我教育形成的

基础。只有师生之间达到健康、良好的人性关怀互动，才能促使师生双方健康、良好素养的养成。 

1．师生共同提高双方的反思洞察能力 

教师以“反思洞察”的教养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养活动，不仅可以及时修正和完善自身的教育

行为和方式，而且又可以及时修正和完善学生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世”的行为和方式。我们在教育

实践中认识到，师生双方都应学习和实践反思洞察的能力，而学习如何关心人的最佳方式就是要在

做中学，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学，在帮助人和关心人的行动中学。因此，我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

学校和课堂生活中发生的人际互动事件上，把这些“事件”作为教育学生的活教材，又同时作为“镜

子”探照师生双方言、行、态的优、劣。 

2．师生共同通过人际交往达到人性沟通 

我们尝试通过创设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人际交往活动，一方面指导学生“实践关心”的能

力与行为，另一方面同时提高和完善教师的教养水平。 

（1）学会倾听和尊重。教师要懂得倾听和尊重的重要，并教导学生在各种场合和讨论时注

意倾听和尊重他人的意见。 

（2）学会合作和奉献。教师要身体力行地体现合作和奉献的精神，从而要求学生在社区、

学校或班级的各种劳动（如大扫除）或活动中积极地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3）学会耐心和秩序。教师首先要具有耐心和秩序的行为示范，进而指导学生在各种公共

场所遵守公共规则或纪律（如领午饭时排队等候），培养公德观。 

（4）学会谦让和互谅。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对学生不断的赞赏、鼓励和宽容，是潜

移默化学生学会谦让和互谅的榜样，因而可以具体有效地教育学生与人发生矛盾争执时，不要固

执己见或得理不让人。 

（5）学会热情和帮助。教师充满热情和关怀的言行会有效地感染学生体验愉快的心境，进

而启发学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积极地体验关心人的快乐和价值。 

教师在课堂教学和管理中，以自身的“榜样力量”示范“人性关怀”，从而促进学生学会相互

关心；教师依据自己热情洋溢的教学精神和科学民主的教学态度营造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相互关

心的课堂生活氛围，从而让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人性关怀的意义与效应，这是师生双方共同滋

养人性关怀的基础。 

3．师生共同营造和谐的集体生活学会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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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课堂如同一个小社会，有着自己的传统、规范、礼仪、权力关系及学生的行为和表现

的标准。学校和班集体中的道德环境是富有感染力的。学生长期生活在团结友爱的集体中，耳濡目

染，将习得关心他人，体谅他人，乐意合作，乐意分享等亲善品质。相反，学生长期生活在人际关

系紧张，相互戒备，充满敌意和排他性竞争的集体生活氛围中，久而久之，将形成自私、偏狭、互

不信任、互不合作，相互攻击等破坏性品质。 

创造和谐的集体生活氛围，教师本人的品德依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教师对学生的爱护、

理解、尊重、宽容，一视同仁等态度，可以启发学生营造团结友爱，互相关心的集体生活氛围，

利于营造学生集体中轻松、愉快的人际氛围；利于协调班级人际关系；利于促进学生之间友爱的

形成和发展，这些都是人性关怀滋养的土壤。 

（1）建立融洽的伙伴关系。这里的“伙伴”指师生伙伴和生生伙伴。帮助学生建立融洽的

伙伴关系，是营造学生集体生活和谐的基础和具体表现，其核心就是引导学生学会相互关心、团

结友爱、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相互帮助。同样，建立融洽的师生伙伴关系，是达到

有效教养活动的有力基础。 

（2）培养班集体意识。团结友爱的班风，应是师生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培养这样的班风，

首先需要培养学生集体生活的意识，其次要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班级团结友爱的因素，积极创造

机会激发学生追求团结向上的集体意识，而教师在其中则以榜样和杠杆的作用调和氛围。 

 “学会关心”就是“学会爱”，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会关心教育”就是“爱的教育”，而“爱”

的教育最可依赖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教师对学生自始至终关爱之情的真诚奉献。真挚的关爱之情

就是人性关怀，学生在人性关怀中领悟道德良知，逐步提升道德素养，以至提高整体素质。我深切

地感受到，学生从教师行为举止上学到的东西要比从教师谆谆教导中学到的东西多得多。学生在很

大程度上是从师爱——人性关怀中受到道德感染，从而逐步激发其仁爱之心。教师怀有人性之爱，

才能激发和焕发学生的人性光辉。 

我深信，在学校教育中引入人性关怀教育，并不是一个教育理念问题，而是一个教育本质

问题，是教育者的责任问题。只有在学校教育中充分凸现人性关怀的情意，才会使教育呈现人性

美、展示人性美、张扬人性美，才能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关注浅层次的“行动效果”上升到对

人的发展生命意义的探求。我期待着，通过“学会关心”，在充满人性关怀的教育中，校园里、师

生间涌动出热爱生命的激情，师生在人性的和谐中共同迈向素质教育的灿烂未来。 

 

Introducing Humanity Care into Education ---- An Reflction on “Learning to 
Care” Project 

 

ZHANG Ai-qin 

（ Yangming Central Primary School & Liangzhong Primary School, Wuxi, Jiangsu 21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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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rning to Care” Project shows that in instructing students to “learn to care”, the teachers are 

elevating themselves in this term.  The paper holds that introducing humanity care into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conceptual business, but an essential issue to education, and concerns the educator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 caring quality can not be attained by talking, but by feeling, experiencing, and moving.  The practical 

environment the students live in and the teachers’ life attitude are more effective in teaching than sheer talking.  

Teachers, together with the students, must creat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nd friendly collective life 
environment to acquire the quality of caring with the students.  Teachers must be examples of 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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