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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教育学家内尔·诺丁斯倡导教育必须培养会关心人、爱人，并且可爱的人，

被学术界称为关怀道德教育理论。国内外关于诺丁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从

诺丁斯的“关心性”关系这个新的视角入手，诺丁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是“关心性”

关系，包括关心者与被关心者，其目标是培养会关心的人，要求保持以关心的连续性为原则，

并以多种方法为实现途径。这种全新的对“学会关心”理论的认识，对我国的道德教育改革

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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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道德教育理论是二战后西方兴起的一种德育理论流派，是关怀伦理在道德教育领域

的应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内尔·诺丁斯。诺丁斯从女性的经验与立场出发，认为女性是以

人际关系取向来陈述道德的，提出“关心意味着一种关系，生动地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关系

是人存在的基础，而关怀的情感是人的道德基础”［1］，发展关怀的情感与建立关怀关系是

实践道德的理想。 

 

一、“关心性”关系是诺丁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关心指的是对其他人或事物的一种牵挂的心情、一

丝不苟的态度、最深切的渴望、短暂的关注以及人类在现实生活当中所承受的负担和痛苦。”

［2］诺丁斯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心性”理论，并成为其整个关怀

道德理论的核心。 

1.“关心性”关系的内涵 

在诺丁斯看来，关心是个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品质。关心是个人对他人、自我对世

界的道德态度，表现为个人对他人、对世界的“关系”。“人总是生活在‘关系’中，个人的

任何品质也都是反映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3］因此，关心的本质就决定了关心是

一种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美德。关心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彼此意识到的关心与被关心的

关系，其最简单的形态也是最基本的单位是“个体—个体”的关心性关系。“由这种最简单

的个体—个体关系，衍生出个体—群体、群体—群体等多种形态的关心性关系，我们简称其



为关心性体系。”［4］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诺丁斯明确提出关心并非美德伦理，而是一种关

系伦理。 

诺丁斯认为在“关心性”关系中，关心者对于“关心性”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有决定性的

作用。因为关心者决定着关心行为是否持续、是否传达给关心者，也决定着关心关系是否能

在世人面前呈现，它是构成“关心性”关系的重大要素。诺丁斯号召人人成为关心者，培养

自己关心的能力，调动被关心者的参与积极性，形成和谐的“关心性”关系，让关心真正发

挥出道德教育的作用。她还强调在“关心性”关系中被关心者不可或缺的地位。因为在“关

心性”关系中，只有当被关心者接受、认可并且积极回应了关心者的关心行为，“关心性”

关系才算真正确立，因此被关心者并不是被动的一方，而是具有主动性的“动态个体”，是

变化发展着的个体。 

关心者所主导的关心是否能起到道德教育的作用，关键在于是否唤起被关心者的主动

性。关心者要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组织和引导被关心者接受、认可和反应，真正使被关心

者成为“关心性”关系的主动参与者，如果不能调动被关心者的积极性，那就说明关心者没

有起到主导作用。“被关心者”既是“关心者”主导的着眼点，又是“关心者”的落脚点，

从而也是衡量“关心者”主导作用是否发挥的根本标志。在此意义上，关心者的主导是有被

关心者主动下的主导，被关心者的主动是有关心者主导下的主动。关心者的主导与被关心者

的主动辩证地统一于“关心性”关系中，统一于关心者规范和引导下的被关心者的反应、接

受和认可关心的活动中。 

她认为在“关心性”关系中，“关心”从关心者开始结束于被关心者，“关心”始终存在

于这段关系之中。因此，关心者与被关心者都必须在自己的角色里用特有的方式去付出或者

回应，以维续这种关心关系，若有其中一方终止努力，都会影响关心行为的完成。 

2.“关心性”关系的核心地位 

诺丁斯一直致力于研究女性主义伦理学、道德教育和数学教育中的哲学方向的问题。她

提出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从关心人的基本需要出发，主张以关怀为核心来组织教育，她

的诸多作品中都渗透着“关心”的思想。《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是诺丁斯在

关怀伦理领域的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集中体现。诺丁斯强调“学

会关心”对生命成长的意义，她说：“我们需要这样一条线索，它能够贯穿起生命最本质的

部分，连接那些我们真正重视的东西———激情、态度、连续性、忧患和责任感。我愿意把

关心作为这条线索。”［5］“关心是处于关系之中的生命状态”，关心是贯穿“生命本质”的

“线索”。她总是不断地使用分量很重的字眼，竭力强调关心的重要，论证关心是学校教育

的“首要目标”“、主题”、“基石”、“基础”、“核心”，学校是关心的“中心”等。 

诺丁斯进一步论证了关心意味着一种关系，它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

连接和接触。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人在关系中存活、进步，人的道德生命在关系中生长、发

展。关怀道德教育旨在通过建立“关心性”关系，让儿童道德认知和情感得到发展，最终成



为完满的个体。诺丁斯认为“现行的品德一直要教导我们成为什么，却忽略人与人之间最重

要的关怀与关系”［6］。由此可以看出，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

“关心性” 创建“关心性”关系是其理论的核心。然而，“关心性”关系并不是随意就可以

创建的，它需要遵从一定的原则。 

 

二、建立“关心性”关系的原则 

 

诺丁斯认为，学校的结构需要做出调整与改进，以确保以关心为主体的教育能够顺利而

有效地实施，因为教育中的关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特定的而是以具体情况为转移

的，时间的长短也是不确定的。要建立“关心性”关系，诺丁斯提出了以下几个连续性的原

则。 

1. 目的的连续性 

诺丁斯认为，如果一个学校要有一个主要的目标，用这个主要目标来建立和协调其他目

标，那么这个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成为健康的、有能力的、有道德的人。这是学校教育的主

旨，其他目的都必须与此相符、为此服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让学校放弃对学术、艺术等

等其他目的的追求，因为学校是一个具有多种目的的教育机构的整合体。在诺丁斯自身的教

育实践中，她坚持关心自己的学生，将把学生培养成为会关心人的人作为首要目的，并且贯

穿于一切教育活动的始终，有利于目标实现的就接受，阻碍目标实现的就舍去。 

为实现这一目标，她认为学校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师生之间的“关心性”关系，让他们成

为关心者与被关心者，在一场互动的关心场域中，不断地获得关心的能力、爱的能力，成为

一个完整的可爱的人。她认为传统的“博雅教育”并不是适合每一位学生全方位发展的最好

的教育形式，她希望开设一些课程可以引导学生挖掘自己的特殊才能并且学会欣赏他人的才

能，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 

诺丁斯提出目的的连续性并不是只针对学校，同样也适用于社区。她认为要促进道德教

育目标的实现，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将关心融入学校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上，并

且积极与社区联系，教师可以邀请家长或者社区服务人员参观学校，观察学生，提出疑问或

者建议，教师也应该鼓励学生多与成人（包括父母、教师、邻居、领导等等）进行交流沟通，

尝试记住每一个人的脸、个性特征以及兴趣爱好。最重要的是参与人员都必须从始至终谨记

活动的首要目的，这就是培养学生成为健康的、有能力的、有道德的人。 

2. 参与者的连续性 

在诺丁斯看来“，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连续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构建的，教师关心、

爱护学生，学生对感受到的关心做出反应”［7］。她始终认为教师首先是教育者，无论是数

学老师或者音乐老师，都应该承担起道德教育者的责任以及义务，不仅要教授学科知识也要

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要成为学生的疑难咨询者和道德教育者，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



自己、了解世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师与学生共同生活、相处的时间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关心性”关系的成功构建。

因为教师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了解学生的情况，才能在适当的时候给学生提供关心、安慰或者

指导；而学生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特定的人接触以适应所处的环境、接纳陌生的人，这不仅

在师生之间也指生生之间，学生之间相处融洽才能共同探讨问题，互相合作，建立良好的关

系。因此，诺丁斯希望固定的教师与固定的学生相处至少要在三年以上，这也有利于促进师

生之间相互满意的和谐关系的建立。 

3. 课程的连续性 

诺丁斯提出，在关心型课堂里，教师应该围绕关心主题与学生尽可能多的交流与对话，

并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开展活动。就像杜威所强调的“学校的教育活动应该具有连贯性”［8］，

教育内容应该将学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一起接受时间的洗礼。诺丁

斯也认为学校的课程应该围绕关心的主题组织，但是由于当下功利主义评价方式的阻碍，这

种课程设计始终得不到落实。 

针对这种现状，诺丁斯建议把学校的日常课程分为两半，一半用于传统学科教学，另一

半用于关心课程的开展，关心课程主要围绕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类问题。诺丁斯始终

坚持学校是教育机构，而不是单为职业做准备的场所。每一个学科的设立都是为了学生生活

做准备，并不是单纯为了升学。诺丁斯理想中的课程改革是个多方位的课程体系或者模式，

而且每一个模式都应包括关心主题，都应充分重视并且发展人类多种多样的能力与智力。 

4. 活动的连续性 

诺丁斯认为学生需要活动场所的连续性，需要生活在充满关心的社区，需要在稳定的场

所长时间地居住、学习与活动，才能很好地融入身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才能产生主

人翁意识、产生归属感，才能学会积极主动地关心他人关心社区。因此，她鼓励学校与社区

合作，认为规模较小的学校比规模大的学校更容易提供适合关心的环境，更利于打造关心的

社区，营造关心的氛围。但这并不是否认大学校开展关心课程的可能性，只要能坚持将道德

教育目的放在首位，成为一切活动的准则，同样可以产生社区感。 

所以，诺丁斯并不支持美国当时合并学校的决定，她希望学校能像一个家庭一样成为关

心中心，没有人可以接受随意拆散或者合并自己的家庭。同样，她也“不认同个别学校互相

交换同年级的学生，让学校的种族分布达到平衡”［9］。因为这种做法是不合乎道德准则的，

也是不负责任的，各民族的和睦团结并不是依靠将学生放在一个群体里就能实现的。“没有

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了解，学生很难融入集体，很难调整自己、相信他人”［10］，更不可

能学会关心、建立关心者与被关心者的关系。 

 

三、建立“关心性”关系的路径 

 



根据诺丁斯的理论，要建立“关心性”关系，首先需要唤醒学生关心或被关心的体验，

进而引导其在认知方面理解他人的关心，使其在情意上生成感恩之情，从而促使其做出回应

或回报的关心行为。 

1. 体验关心 

建立“关心性”关系，首要条件就是要让被关心者感受到自己被关心着或曾经有过被关

心的体验，被关心者体验到自己在接受他人的关怀，关心者体验到关心的快乐。体验关心就

是对关心他人或接受他人关心的自我感受。由于每个人关心和被关心的敏感性、经历以及方

式的不同，所以个体的关心体验也有很大的差异。关心或被关心的体验差异直接导致了关心

或被关心的意识的差异。有些人的关心或被关心意识较强，有些人则比较弱。建立“关心性”

关系的过程，就是教师以多种形式去唤醒学生的关心体验，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经历、感受和

想象，使自己身临其境地置入关心情境或“关心性”关系之中，真正地体会到关心，使得情

感得到陶冶，道德品质得到提升。 

2. 理解关心 

体验关心只是激发关心者或被关心者的情感，而理解关心则是提高关心者或被关心者的

认知能力。理解关心是保护和发展“关心性”关系的重要环节。理解关心的前提是理解关心

者，如果无法理解关心者，也就不可能理解其关心行为。因为关心是关心者发出的行为，是

关心者意愿的体现。狄尔泰曾说：“自然需要证明，而人需要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意义关联

只有靠理解才能把握。被关心者对关心者的把握也只有靠理解才能实现。在关心的过程中，

教师或父母如果不理解被关心者，一味地以自己的意志行事，这就会导致“关心”的缺失，

被关心者不但体验不到关心，反而体验到一种压迫或厌恶感。所以，诺丁斯强调，只有关心

者与被关心者相互的理解，才能让双方在“关心性”关系中都有收获，这样“关心”行为就

会得到强化和维护。 

3. 感激关心 

被关心者体验到自己在被关心着，并且在认识上理解关心后，就会在情感和情绪上产生

感激之情。同时，“这种感激之情往往也成为被关心者回报关心者和实践关心的情感动力和

意志力量”［11］。因此，感激及回报关心在被关心者品质的培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被

关心者从一个受动者向主动者转化的枢纽。感激关心体现在个体的情感层面、认知层面以及

行为层面。这三个层次层层递进，相互联系。在这样的基础上理解感激关心，那么感激关心

则应该是由三个部分组成：感动于关心、表达感激和回报感激。也就是“，感”“、说”“、

做”，其中“说”、“做”是感激关心的外化，而“感”则是“说”和“做”的基础。 

4. 回报关心 

一个具备关心者品质的人有了回报的能力，他会在需要的时候做出回报关心的行为。回

报关心者是感激关怀的行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回报行为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行为者的

内心感受，二是对方期望，三是社会规范。任何一种回报行为必须同时达到这三个要求才能



成为一项令人满意的回报行为。 

总之，体验关心、理解关心、感激关心以及回报关心四者之间前后承接、环环相扣，也

是教育者从情、知、意、行四个方面对被关心者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顺序

并不是一定的，可以按具体情况和需要从任何一端开始。 

有人指控诺丁斯提倡的关怀理论反对学术训练，是一种反智力主义。对于这种质疑，诺

丁斯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将关心当成教育的主题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类智慧的敬意与感激，

她认为，它会让学生充满正能量，变得善良、充满爱心，引导学生不断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害怕困难与失败。在“关心性”关系中成长起来的个体，都会具备一些共同的特质，那就

是孝顺的品质、尊重的品质、负责的品质以及友爱等优良的品质。我们研究诺丁斯关怀道德

教育理论的核心，探讨“关心性”关系，无疑会对我国目前的学校道德教育改革具有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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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a Caring Relationship 

——The Core of Noddings’Theory on Caring Moral Educational  

GUO Ya-ling1，KUANG Si-lei2 

（1.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

China；2. Department of Students’Affairs，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Dongguan，Guangdong 

523808，China） 

 

Abstract：Nel Noddings，an American educator，advocates that the carer （one-caring） must 

exhibit engrossment and motivational displacement，and the person who is cared for （cared-for） 

must respond in some way to the caring，which is called Caring Theory in academic. Obviously，

there are various research results about Caring Theory at domestic and foreign. This research starts 

with care relationship，the core of Caring Theory，including carer and cared-for. The goal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to develop people who will care about others and keep the continuation of caring as 

a rule and implement this relationship via multiple methods.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to care” will inspire our country’s education reform. 

Key words：Nel Noddings；caring theory；caring；car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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