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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是世界新来的生活者。儿童的成长建立在享用生活、享用教育、享用世界的

意义之上。儿童通过享用生活的美好，学习去创造美好生活。儿童的学习是享用。享用凸显

了儿童对世界的主体性参与，表现了儿童的精神性的获得与转化。享用教育生活既是儿童发

出的主体行动，又是获得培育的心灵体验。作为儿童感受世界、体验生活、转化精神、生成

主体性的方式，享用建构了儿童与学校生活的本质关系。学校是儿童精神之安居的家园，儿

童在学校的家园感带来自身存在与生成的合一。儿童的享用是学校教育生活是否美好的根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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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儿童都是生活者，在生活中享用生活，在享用教育生活中成长，儿童在学校教育中，

本身就是在过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的美好与否，或者儿童的学校生活是否幸福兴盛，对于儿

童是否享用教育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儿童在学校中是否享用、教育如何引导儿童享用美好

生活，是学校教育的根本问题之一。什么是儿童的享用？学校教育生活如何才值得儿童享

用？这是本文试图以现象学解释学的本质直观的方式回答的问题。 

 

一、儿童作为新来者对世界的享用 

 

儿童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新来者，而且也是世界的新来者儿童被赠予给世界，而儿童给世

界带来新的未来。儿童的到来给世界带来新生，带来了人类希望的绽放，使得人类的生活在

未来时间的维度上获得精神、文化、历史、技艺的展开与绵延，使得文明获得了历史性的升

华。儿童进入历史性存在的世界之中，进入五彩缤纷的生活之中，来到了人们中间，开启了

新的未来可能性，赠予了世界新的生命、新的力量、新的活力，带给生活新的形式、新的作

品、新的行动。 

人类的世界因为儿童的诞生而具有了诞生性[1]，世界因此有了新生或新意（novelty）；

也就是说，世界因为儿童的到来以及儿童的成长而消解了人的有死性（mortality）带给世界

的末日危险。
［2］不仅如此，因为儿童的到来与成长，世界不断创生，生活不断更新；或者说，

世界处于之不断诞生之中，人类的精神世界，为新来者的享用创造了持续的可能。或者说，



世界处于之不断诞生之中，人类的精神生命处于不断绽放之中，儿童给世界带来了历史与精

神的双重超越。 

儿童赠予生活世界的是不断绽放和积累的“新颖”（newness），这意味着儿童的新来使得

世界具有了历史与传统，具有了丰富性。因为一代代儿童的加入与贡献，人类的世界和历史

成为共享与合作的存在。世界与历史的诞生性，使得人类生活成为代代共同生活的世界，新

来的儿童与几千年的历史与文明共同生活在一起，也与人类未来的可能和希望生活在一起。

世界的共同性和生活的可能性同时展开于历史之中。由于儿童的到来，当下的生活世界同时

拥有过去和未来，而且儿童与成人共同拥有世界。这意味着，每一个人的时代与空间都将参

与到世界之中，都将成为世界的构成，都将成为历史的未来和未来的历史。 

世界现实地存在，生活在历史中延续。儿童的新生意味着他们被抛掷到世界之中，抛掷

到生活之中，世界是他们必须进入的世界，他们的生命要进入这个世界，参与这个世界的生

活，而且他们的进入和参与本身就是在创造自己的生活。他们通过参与、体验、感受、思考、

探究、倾听而享用这个世界的意义；或者说，他们将通过享用这个世界的生活行动而成长，

他们所过的生活是处在这个世界之中的，是与这个世界的生活共存共振的，这个世界和生活

把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将把这个世界带到更高的高度，儿童作为新来者的生活同样塑造者未

来，他们的生活将是下一代儿童的历史处境与精神资源。 

儿童通过享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生活而生活。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成长所享用的世界。通

过享用已经在延续和发生的生活，儿童创造者自己的成长，创造着自己的精神。儿童在享用

世界的意义中在场，在享用生活中创造自我。儿童的参与和创造加入了这个世界，为新来者

的享用创造了持续的可能。他们的精神、艺术、行动、创造，汇入了历史，成为这个世界的

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成为下一代儿童新来者享用的世界和生活。 

世界和生活对于儿童的享用性不仅仅限于它们给新来的儿童给予了生命的条件和保障，

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和生活给儿童的精神成长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意义，儿童通过享用这个

世界的意义，在世界的生活中锤炼着自己的精神，他们遭遇、思考、希望、行动，获得关于

世界和生活的价值体验，既获得人性的共通性，又获得自我的独特性。
［3］这个世界是否爱、

正义、善、真实、美，等等，儿童接享用着。享用不仅成为他们精神成长的源泉，也成为他

们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加入共同生活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儿童所享用的世界和生活的美好

与否，儿童是否能够美好地享用这个是否美好的世界就具有了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意义。、 

生活者的美好生活就是在世界中美好的在场、享用和创造。在这个世界中美好地生活，

在创造美好的生活中卫护世界的美好，是生活本身的享用，也是生活本身的召唤。美好生活

意味着创造自身的美好与创造自己生活的美好、创造世界的美好相互一致。每一个生活者在

世界中美好的在场，既是享用已有的世界与生活，同时也是创造自己，为这个世界和生活增

添新的意义。或者可以说，生活于这个世界，不仅享用这个世界的美好，不仅创造自身的美

好，也在于卫护这个世界的美好，为这个世界增添美好。每一个生活者的生活责任或者生活



的天命就是在这个世界美好的在场，因为他们的美好生活不仅使得他们自己美好地享用这个

世界的意义，而且也给这个世界增添美好。这个世界被给予了他们，他们又美好地馈赠了这

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美好和生活者的美好生活是相互构成的关系。 

相对于儿童的“新来”，每一代成年人都是先来者。每一个先来者，都承担着卫护或照料

儿童将要加入的世界的使命。这一使命体现在我们成年人的生活创造之中，我们作为生活者

具有创造自身的美好生活的责任，同时也承担使这个世界和生活美好的责任。我们的担当将

为儿童是否享用到世界的美好创造丰富的源泉。或者说，我们创造的世界和生活是否美好，

将成为新来的儿童是否享用到一个美好的世界、是否能够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构成性条

件。我们成年人如何生活、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在场，将影响着新生的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

在场，影响着他们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生活。成年人所创造的个人生活的繁盛与公共生活的

美好，是作为新来者和成长者的儿童所享用的美好生活，而这种享用是儿童创造个人生活和

社会生活的繁盛的基础。 

儿童不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同时也是属于历史的，他们作为生活世

界的新来者，他们在世界中、在世界构成的历时和共在的共同生活中努力成为美好的人，而

他们所成就的美好的人性品格，也将进入到世界历史之中。因此，我们如何创造一个美好的

世界（包括美好的教育）让儿童成为美好的人，我们正在创造的教育生活美好与否，是教育

学理论与实践重中之重的问题。 

 

二、享用作为儿童建构教育意义的本质方式 

 

享用是人生活的本质形式，因为享用意味着沉浸于生活之中，探索并汲取生活的滋养、

转化并生成自己的主体精神。儿童享用教育生活是指以教育生活为生命表现的形式，即从教

育中获得生命成长的滋养与意义或者是凭借教育生活而生活，儿童的生命靠教育而成长，即

儿童依赖于教育而建构自己的存在。儿童的享用意味着借助教育的力量而努力实现自身的精

神变革或成长。 

享用是人与世界交流的主体行动，人独特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是生命充满活力与成

长的方式。
［4］

享用根本上是一个人本质性的存在形式，它建立了主体的生活行动与生活的内

容和方式的根本关联。主体的享用是存在性的，是作为人之为人的生活姿态与生命卷入，享

用建立了主体精神与世界意义、生活环境、生活资料的交往和培育关系。或者说，享用不是

简单地享受某种给人带来快乐或快感的物品，而是一个主体与世界建立交往关系的本质方

式。在这种方式中，主体因为享用而实现精神的建构，同时所享用的对象也以其享用性建构

了其意义。享用是一个人的主体性的涌现、绽放，是存在的表现与象征。享用对于主体而言，

是对世界的本体性参与，同时也带来对自身生命的滋养与培育。享用不是一个人的生命追求

某种快乐的工具行为，而是生命和生活本身，是主体精神建构本身。 



享用是一种存在性的付出或努力。享用不是被动的享受，而是主体自身的积极沁入、参

与、付出、实现、展现。生活本体论上的享用，不是简单地快乐接受生活资料的心理行为，

也不是一种追求快乐的心理状态或生活态度；而是生命展现成长的意志力量，是创造自身的

行动。享用对于生命是构成性的，而不是工具性或手段性的。享用是在存在层面展开的，而

不是在手段层面进行的，是主体努力去创造的实现其自身生命意义的本质性行动。享用构成

生命，享用构成生活或存在。可以说，享用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方式。 

如果享用是主体生命行动的本质责任，那么它就是对生命之为生命的承担，因为生命只

有去享用，才能作为一个生命实现主体的存在。所以，享用不是简单地对生活及其世界之物

具有的一种态度，更不是占有，享用由对生活的爱所激发，是生活本身的内在行动，是努力

实践生命价值的方式，所以，享用作为主体生命奋斗的象征，总是意味着必须对生命或生活

承担责任、承受生活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意味着生命生活的庄重、严肃、努力，它意味着主

体必须如此。享用不是享受或追求快乐，而是肩负生命实现存在的重担；它不是恐惧，也不

是厌倦，不是麻木，不是对精神努力的松懈；而是去努力体验、体会，去享有生命及其生活

的历程与经历，去实现生命的意义。 

享用并不与创造矛盾；相反，享用是创造的基础，或者说享用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儿童

对教育的享用，是他创造自我的方式，同时也是对创造世界的准备。童年的本质是儿童的成

长，这一成长本身也是儿童自身的行动，是他享用教育、创造自身的统一过程，享用是创造

自我的本质方式，或者说是一种诗意地创造自我的方式，没有享用带来的精神滋养与转变，

就不可能有精神的建构，也不可能有价值的创造。因此，我们可以说，儿童的成长是建立在

对整体生活包括教育生活的享用基础上的。学校教育不是被动地施加于儿童，儿童也不仅仅

是接受学校教育的能动者。学校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必须经过儿童的主体性建构，才能产生大

于学校教育本身的价值，儿童本身对教育的建构，显示了丰富的意义融合，即教育本身的意

义与儿童的主体精神的融合，儿童的享用和教育的可享用性的结合才是教育意义的涌现。儿

童享用教育，是一种用主体的姿态主动地建构与学校生活的意义关系，这显示了儿童对自身

在教育中的责任承担，所以，儿童的享用是生命整体地投入教育之中，敢于探索、体验、经

受和获取教育生活中的新内容、新现象、新方法、新事情、新意义以及新问题。享用表现了

儿童在教育生活中的精神活跃，也展示了他们作为教育生活的主体对教育意义的建构。享用

是儿童在学校教育生活中生动、积极、努力的在场方式，是儿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显现。 

享用是一个人整体的精神投入到值得享用的对象之中的行动。享用关系凸显了儿童与学

校教育的内在性关联，表现了儿童与学校生活的本质关系。儿童的享用是与可享用或乐于享

用的事物的亲密互动，是一种愉悦地对教育丰富性的沁入，并受到被享用的教育事物的滋润

或培育。儿童对学校教育生活的享用，意味着儿童向学校教育生活的敞开与感受，意味着积

极而主动的体悟、接纳、获取、整合、转化。因此，享用不仅意味着通过学习获得丰富的认

知成果，而且也意味着儿童自身的生命经验的整合和精神的转化，还意味着被享用的教育整



体上向儿童的回归或哺育，对儿童精神转变的滋养。或者说，儿童的享用就是他们通过对教

育事物的积极感受、吸纳而转化为自身精神成长的力量，转化为精神活力或精神品质。在享

用中，儿童与教育相遇交流，愉悦地拥有教育，建构教育的丰富意义，并生成自身的主体精

神，这就是儿童享用教育生活的本质。 

真正的学习是一种享用，即儿童在主动的创造性获得中把所享用的教育事物转化为主体

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新的形式、新的姿态、新的存在、新的品质、新的精神。本

质上说，儿童的这种学习是存在性的，是对人文世界的意义享用。儿童的学习不是一种获取

知识的事实性的心理行为，而是整体享用意义、炼制主体精神的规范行动或价值行动。在这

样的享用意义上，学习本身是为了人的存在的，是探索和塑造自我的活动，是对个体心灵的

丰富，面向的是精神的整合与转化，即精神变革。这样的学习是儿童对教育内容和力量进行

的自我转化，它既凸显了儿童主体性的参与，也表现了儿童自身的精神进步与提升，是儿童

对教育生活整体的响应、回答和索求，表现了对教育价值和意义的主体建构，是儿童与世界、

他人、自我获得联系的根本方式。 

享用表现了儿童对学校教育生活的需要。儿童需要学校教育生活所提供的对精神成长的

支持，享用的需要意味着儿童对学校教育生活的依赖，但这种依赖并不意味着儿童是被动的、

从属性的、被操控的。享用为儿童的依赖关系确立了积极的行动，即儿童是在积极的享用行

动中主动而自觉地过教育生活的。享用既肯定了儿童作为主体的存在，又显明了学校教育的

价值。在享用过程中，儿童沁融于教育生活之中，把教育生活的意义转化为自己的生命力量，

转化为“我”的主体精神，转化为自身的绽出和诞生，所以，享用既是学校教育生活价值凸

显的方式，儿童作为精神主体精神生成的方式。 

儿童作为新到世界上生活的人，与成年人在创造中享用生活不同，儿童的成长通过享用

而实现，他享用，他生成，成为一个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人。对于儿童来说，他的享用是获

得丰富教益的学习，是一个完整的生活者的学习、理解、融化与生成。如果儿童仅仅被当作

一个学习者而不是一个生活者，被当作一个接受者而不是一个享用者，那么，儿童的学习就

会被看作掌握知识的特定心理活动，学习的目的、方式、内容、目标、意义都会被狭隘化、

被工具化，学习对于儿童精神生成的意义也就被狭隘化了。 

享用意味着儿童深刻而广泛地在学校生活中的主体性在场和创造性参与，它表现了儿童

主体性的凸显，并且以“我”的姿态获取教育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享用结合了主体投

入与自我返回，结合了吸纳、哺育和精神变革，它意味着儿童主动获得了教益，或者说获得

了“被教的经验”。只有儿童享用了，“被教的经验”才会真正地发生着，学校教育才真正实

现了其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享用成为儿童与教育生活交往的一种根本方式。 

享用关联着儿童精神的美好体验。享用意味着精神的喜悦或愉悦，就如接受心仪的礼物

而感受到的精神幸福一样，享用意味着积极的获得，意味着精神的涌动、一种充满喜悦的交

流。享用意味着儿童完整地存在于教育生活中，是一个积极的生活者，在愉悦地享用教育。



感受到美好，具有愉悦感，才是享用。享用一定伴随着精神愉悦，这是享用的本质。“我们

享用的事物并不奴役我们，我们享受它……人在其需要中自得其乐，他为其需要感到愉悦。

‘享用某物’的悖论，或如柏拉图会说的那样，这些愉快所具有的疯狂，恰恰处在对于生活

所依赖之物的满意之中。”
［5］

享用意味着生活在其中、陶醉于其中、乐在其中、展现在其中、

行动于其中、获益于其中，并受到培育。儿童的享用意味着学校生活具有美好的魅力，吸引

儿童主动地投入其中。在这个意义上，被享用的学校生活以及享用本人在创造生身给儿童的

精神带来了美好。 

儿童被置于学校的场景与生态之中，他们不是受训者，而是存在者；不是被管教者，而

是生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享用者。他们的享用或者能够享用，意味着他们是具有

精神性的人，其精神愉悦始终伴随着享用；或者说，儿童是否享用学校教育生活，就要看儿

童是否产生精神愉悦。只有学校生活给儿童带来了精神的愉悦，才说明儿童在享用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否值得享用、是否发生享用，就要看是否能够给儿童的精神成长带来美好感受，

就要看精神在愉悦中的生成变革。儿童在学校中真正地发出了享用活动，显明了儿童的精神

喜悦，说明教育生活是值得享用的。儿童在教育生活中获得了享用的内容，而且这种享用所

带来的精神建构意义远远超出学校教育内容与方式，使得教育意义和成果具有了溢出性，所

以，儿童在享用中产生的“被教的经验”以及精神成长远远地溢出了学校教育生活所提供的、

所给予的内容。因此，儿童只有通过享用，才能真正地整合、转化、升华、建构教育的意义

与价值。 

学校是人类文明为新生者创造的一个享用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是每一代先来者为儿童

的成长所创造的构成性条件；或者说，学校教育是人类赠予儿童的最伟大、最美好的礼物。

世界的意义通过教育而展现在儿童面前，儿童通过享用和理解世界的意义而作为一个人成

长，他们在学校中通过享用人类的生活经验而接受人类的历史赠予，他们通过享用教育生活

而获得创造美好生活的美好品质。在这个意义上，儿童对学校教育生活的享用，为他们一生

的美好生活奠基。学校教育生活的一切是否具有值得享用的丰富性是儿童享用教育生活的基

础。学校教育生活是否显现出激发儿童享用的魅力？学校本身及学校所进行的教育是否能够

作为一种美好生活让儿童享用？是否能够让儿童在享用中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这

是我们在儿童享用的意义上应当向学校教育发出的探询。 

 

三、作为儿童精神家园的学校可享用性 

 

儿童被安顿在学校中。怎样的学校才能够真正地安顿儿童？也许，只有学校具有了“家

园”的意义，成为存在之行动或生活之方式，儿童才能够被安顿，才能够被召唤来“栖居”

和享用，儿童的心灵才能够绽出并生成。学校是一个家吗？学校是否具有家的精神温暖从而

值得儿童享用？是否能够使儿童具有自我回归自身的心灵安宁与祥和？学校是否能够给儿



童提供一种家园感呢？是否儿童真正绽放出作为人以及作为自己的生命质感呢？学校这个

家园如何让“儿童是其所是”、“使其所应是”呢？ 

家与成长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家不是提供了一个住所，而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照看生活

和自我的方式。家的方式体现了柔和、祥宁、好客、相聚，温馨、分享、照料、爱意，体现

了人类性的欢迎。
［6］

家不单是居住的方式，而且也是人成长与存在的方式，而这种存在的方

式，是每一个自我在人类亲近的关系中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方式，家所实现的是通过热爱

生活并生成自我的活动。在家中生活，意味着体验人类性，并以家为栖居的方式建立起与自

我、与世界、与他人的柔和、爱的温暖关系。“自我在栖居于家中的同时聚集其自身。”
［7］

家

不是简单的居所，而是一种生活与交流的方式，是嬉戏、休养、劳作、聚集、活出、生成的

方式，家永远是对抗逆境、挫折、焦虑、磨难、孤独、痛苦的方式，也是享用或感受欢乐、

柔和、亲爱关系的方式，人以家的方式对待各种生活之境遇，而世界也以家的方式欢迎栖居

其中的人。家永远具有迎接性，具有照料性、享用性、治疗性以及成长性。  

精神家园是学校最恰当的隐喻。家园是人“自身与自身的存在合一”的居住，家园的精

神性意味着家园是心灵的安居，即心灵找到自我安顿的方式，意味着精神在其中获得自身、

实现自身变革的地方。学校之所以是精神家园，是因为儿童在学校中通过享用性学习寻找自

我、建构自我和超越自我。在学校这个精神家园里，儿童的享用与主体性的成长是统一的，

学习生活与精神变革是合为一体的，这就是学校作为精神家园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学校

作为精神家园就是让学生过享用性的学习生活，就是导向精神变革或超越的生活。学校生活

的美好，在于儿童是否享用，即在于精神变革是否实现。实现精神变革的学校生活和学习生

活就是美好的，是真正为儿童所享用的。如果学校没有成为精神家园，或者学校让儿童有不

在家的感受，即让儿童迷失了家，没有在家成长的行动与体验，那么学校生活就不会成为儿

童想要过的美好生活。 

学校作为儿童精神家园的意义，不在于给儿童提供身体或精神的庇护，而在于儿童的精

神或心灵在学校这种独特的精神家园和生活中安顿自身、回归自身、转化自身、生成自身的

成长方式。儿童乐于通过学习及其他活动把自身嵌入或投身于学校生活中，所以，学校作为

家园，是儿童作为生活者享用成长生活的条件和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场所。在这个意义上，

学校应当让儿童享用家园感。具有家园感，说明儿童真正在学校中享用了学校存在的意义，

说明儿童在学校中获得了丰富的存在感。这意味着儿童在家园中享用教育生活，具有一种积

极生活的自我意识，他们参与、遭遇、分享、共鸣、照应、绽放、进发、回归、成长，形成

了与家共融一体的存在状态。如果学校仅仅把自身作为儿童学习行为或者教师教的活动发生

的场所，那就不会在整体意义上营造家园的氛围与方式，那学校之于儿童就是一个外在的工

具，也就消解了儿童在学校中的生活感和享用感。 

儿童学校生活的展开，意味着儿童在学校生活中存在性地栖居，即儿童作为一个完整的

人生活着，他们的生活就是享用与生成。儿童“栖居”于学校教育生活之中，受到学校教育



和栖居本身对其存在的养护（培养），这是栖居性的精神保护
［8］

，而这种精神是给予被保护

之物的精神成长的空间与自由。学校给儿童的精神绽放予以保护，就是让儿童体会自在而自

为的成长过程，让他们成为其本质上应当成为的人。在学校中栖居就是在学校生活的方式中，

通过享用教育获得本质性的生长，获得精神的建构。儿童在学校这个精神家园中栖居，也是

在世界中栖居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创造和享用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为儿童铸就了

学校，而儿童在学校也以学习的方式筑居，他们不仅居住在学校中，而且也建设着自己的美

好生活。一个美好的学校不仅能够让儿童享用到美好的学校生活，而且也能够让儿童在这种

享用中学到造福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儿童在学校享用生活，其实是过一种美好的

学习生活，通过过美好的学习生活，儿童美好地生活着，而这同时也是为创造美好生活做必

要的准备。 

学校应当是让伟大事物及其魅力活跃显现的地方。儿童在学校中体验着“伟大事物的魅

力”
［9］

，没有“伟大事物的魅力”的诱惑，学校生活就是乏味的、枯燥的、无聊的，学校生

活的黯淡无光在于儿童无法感受到伟大事物的魅力。学校生活的美好在于其有吸引力或诱惑

力，也就是在学校的各个环节存在着重要的伟大事物，它们没有被遮蔽，没有被掩盖，显现

诱人的力量，与儿童的灵魂在对话，能够被儿童所享用。也许，学校生活的美好在于尽量让

伟大事物的魅力浸透在学校里每一个时空、每一段环节，每一个元素中，创造儿童与伟大事

物交流的机会，让学校生活本身闪现着伟大事物的诱惑，或者说，让学校生活本身成为伟大

事物，这样儿童才会被吸引，才会受到伟大事物的引导与提升。 

伟大事物的魅力显现了美好价值，或者说伟大事物就是美好事物，它们支撑着美好生活，

构成美好生活，没有蕴含伟大价值的事物，没有教育的意义，没有伟大价值的支撑，学校生

活就没有重要性和丰富性，就是无价值的，就缺乏庄严感，也缺乏享用性，因此是不美好的。

学校生活的美好意味着美好事物在其中实现了其价值，因为美好的事物以美好的方式存在，

从而使得儿童享用和体验到美好，儿童才获得了教益。儿童对学校美好生活的享用，意味着

把学校教育中存在或显现的美好事物和美好价值，转化为自我的精神生成，塑造自身精神品

质的美好。 

没有人去学校是为了享受躺在太阳下也能获得的快乐。儿童在学校享用的是精神的愉

悦，也就是与伟大事物、伟大价值相遇而获得意义的喜悦，这是通过学习而从伟大事物中获

得教益的喜悦。如此说来，因为伟大事物的在场或显现，使得儿童的学习成为一种伟大的享

用行动，成为与伟大事物对话交流的过程，这样，学习本身成为美好的，学校生活成为美好

的；或者说，只有与伟大事物形成了真实的交流，学习才是愉悦的，美好的，才是享用的，

才是精神转型的实现。
［10］

学习受到伟大事物的吸引，因此它是有意义的、充满喜悦的，伟

大事物给学习灌注了美好。学习因此是对伟大事物的爱戴、追逐、观看、思考、理解、言说、

吸纳、拥抱，这是儿童全神贯注的、被吸引的行动，学习成了美好的过程，成了享用。这样，

在学校中，儿童只有通过享用与伟大事物的交流，学习才是充满精神喜悦的，学校生活才是



美好的。 

教育的世界或者学校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儿童在其中发现意义、建构意义，

在学校生活的意义世界中，儿童反抗了单一、无聊与空虚，创造了丰富感、圆满感、愉悦感，

儿童作为人性的禀赋者生成、展现在学校中，学校的意义时空成为儿童存在并生成的媒介或

必需的存在方式，儿童的精神塑造与学校的意义世界结合在一起。儿童被学校的意义空间所

举起，被赋予高度和深度。或者说，儿童的生活被学校教育的意义所点亮。 

儿童是存在主体，他们生成和展示自己，他们享用着学校的意义、价值与方式，体验着

自我成长与生成的行动与过程。儿童在学校中生活，即在学校家园中享用教育生活。也许，

学校成了精神家园，才能表现出教育生活的魅力或美好，儿童才能在其中享用教育的力量与

精神的成长。 

如果享用是儿童获益于教育的本体论基础，那么，学校教育的内容、方式、力量、品质、

意义等，就应该围绕其是否具有可享用性、是否值得儿童享用、是否引发儿童享用，进行深

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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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School-life to Children 

——A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n Children's 

Enjoyment of School Life 

Abstract：Children are newcomers arriving in the world. Their growth is constituted by their 

enjoyment of the life and education in the meaningful world. By enjoying the beauty of life，

children learn to be creators of a good life. Children's learning ought to be enjoyment ，which 

highlights their subj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and shows their spiritual acqui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ir enjoyment of educational life is the autonomous action and also the spiritual 

experiences of being educated and cultivated. Enjoyment is constitutiv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school life as it is the fundamental and essential way through which children 

experience the world and life，transform their spirituality，and build their subjectivity. Schools are 

homes for children's spiritual well-being. Children's sense of home in schools brings the unity of 

their own existence. The enjoyment of children is one of the criteria to judge whether their school 

life is good or not. 

Key words：children，educational life，a good life，enjoyment，schoo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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