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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德性是教师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积淀而生成的一种内在于主体心灵的品性，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通

过自我体验、感悟与修养而内化职业的要求与规范、伦理与责任所形成的个体性品质。教师幸福是教师实现

其人之为人的德性意义的一种完满的存在，是一种精神性的雅福，一种基于教师德性的心性能力。根据“福

德一致”的思想，教师要想实现个人幸福和教育幸福，就一定要不断加强师德修养，以德谋福。教师通过在

内省慎独中修己立身、在敬岗爱生中成己成人、在以身载道中坚守信念，从而不断提升教师幸福，并引领学

生享受教育幸福。

关键词｜教师德性；教师幸福；德福一致；以德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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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人类一切生活的终极追求，教育则是引领人们构建幸福生活的事业。教师作为幸福教育和幸

福生活的建构者和引领者，其幸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教师的幸福不仅意味着教师自我生命意义、价

值的实现，同时教师的幸福还关乎学生、家长乃至社会的幸福。幸福与德性相关，幸福生活需要美德的

践行，故教师若想实现幸福的终极目的，必然要重视自身师德修养，以德谋福，才能收获教育幸福，并

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地实现更多人的幸福。

1  教师德性：实践中生成的教师心灵品性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教育是一种道德性和价值性的实践，

其不仅指向道德的目的，还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动。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提出，“道德教育是

教育的最高目的，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就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1］，从这个意义上看，

教师即是道德家，教师的教育实践应当是促成“人更美好”或“更美好的人”的道德实践。教师职业的

本体价值是创造人的精神生命，提升人生命的意义与质量，正是教师劳动的精神性，赋予了教师职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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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道德属性。那么，何谓教师德性？陶志琼将教师德性定义为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修养而形成

的一种获得性的内在精神品质，其既是教师人格特质化的品德，也是教师教育实践性凝聚而成的品质［2］；

黎琼锋认为：“教师德性是指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历经反复的道德实践而生成的专业品性。”［3］外在的

道德要求、职业规范只有被个体真正地理解、接受且转化为一种内在需求，并自觉践行于外在的社会生

活中时，才成为名符其实的德性。正如郑玄所说：“德性，内行之称。在心为性，施之为行。”［4］故

本文认为，教师德性是指教师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积淀而生成的一种内在于主体心灵的品性，是教师在

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自我体验、感悟与修养而内化职业的要求与规范、伦理与责任所形成的个体性品质，

它既包括教师作为专业人员所展现出的敬岗爱生、开拓进取、乐于奉献的职业道德，也包括教师作为一

个“整全人”所焕发出的高尚人格魅力。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师劳动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人”。［5］智慧要由智

慧造就，美德须由美德培植。教书育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决定了教师首先必须自身具备高尚的

师德、学养、气度、信念与境界，决定了教师德性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和教育性。“师者，人之模范也”“德

高为师，身正为范”“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等表达都体现了我国传统师德文化对教师寄予了极高的道

德期望和要求。教师德性不仅影响学生知识、技能的获得及其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形成，甚至是

作为社会整体道德以及各行各业职业道德的重要影响源和参照系，教师德性的这种精神示范性，要求教

师必须具有优良的师德底蕴，否则教师就难以胜任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2  幸福的真谛

追求幸福是个体乃至人类族群的终极目的，人终其一生，始终都在追寻幸福的路上。恩格斯曾指出，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是一种无须加以论证的、颠扑不破的原则”［6］。那么，幸福是什么 ? 其实，每个人

心中对于理想的幸福生活往往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期待和定义。对于幸福大致有两种评判标准：一种是外

界的评价标准，即观察者基于行为者身上所拥有的幸福的外在条件（如：财富、地位、权力、成就等）

来评判行为者是否幸福。另一种是主体自身的主观感受，包括主体的情感体验、自我感悟、自我评价等。

两种视角分别是评价幸福的内外两个尺度。根据幸福的内外两个尺度，可以将影响人幸福的因素划分为

两个方面：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指人要时刻准备好配享幸福的两大主观条件：德性修养

与专业能力。［7］客观因素主要指实现幸福所依赖的一定物质、生理基础。虽然幸福的实现须以一定的

物质基础为条件，但仅仅物质上的富足无法满足心灵对于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丰富感等精神层面

的需求，故主体内在的幸福能力是更为根本的。

人的生命兼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即生命的长、宽、高）。自然属性指生命的长度，

包括生老病死、饮食生息等一系列生理活动。社会属性指生命的丰富程度，包括人际交往、各种角色、

权利义务等。而精神属性则是一种寻找永恒目的和最高价值的生命形态，超乎天地，思接千载。生命的

三重属性分别对应着幸福的三个层次——物质幸福、社会幸福和精神幸福，即“物质生活的保障”“爱

与尊重的浸润”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由于人是意义性存在，不仅有与动物相同的生存需要、基础需要，

而且有只属于人的精神需求，对意义和德性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故人的本质属性只能是

精神性，人之为人的这种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幸福的本质规定性必然是精神性与价值性，人的幸福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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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合乎德性的雅福，是置于人的存在根基上的幸福，所以说“真正的幸福就是人之为人的实现，就是

人的德性的实现”［8］，是一种内源性的幸福。因此，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幸福是主体内在的心灵品性，

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心性能力，一种最内在、最核心、最本质的主体生命力量。真

正的幸福不仅意味着物质、生理层面的需要获得满足，真正的幸福更与人精神需要的满足相关，它包含

了个体德性的自我完善以及价值的自我实现而达致完美的体验，它从深层次上体现了人们对生命意义与

价值的追问。

3  教师幸福：一种基于教师德性的心性能力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是一切社会生活价值的核心体现。教育是关涉“人”幸福的事业，教

师是实现教育幸福的主体，正因为如此，教师的幸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教师幸福内在的道德和

责任使命，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教师的幸福不仅意味着教

师自身人生意义、价值的实现，同时其自身的幸福对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具有及其重要的价值，教师只

有在修得自身幸福的基础上，才能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地实现更多人的幸福。

什么是教师幸福呢 ? 根据前面笔者的论述，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幸福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实

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心性能力，是一种精神性的雅福，而教师幸福也必须基于这一背景来认识和理解。

教育是一种“德性的教育”，是教人向善、向真、向美的教育，也是教人获得幸福品质和幸福能力的教育，

教师通过付出爱、智慧和情感，让学生获得成长与发展，进而对社会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

仅享受着学生成长带来的幸福，也在感受着自我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受着自我生命在服务社会的创造性

活动中获得提升。所以教师幸福是教师实现了其人之为人的德性意义的一种完满的存在，是一种精神性

的雅福，一种基于教师德性的心性能力。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教师的幸福不仅仅只是精神上的，

教师的幸福应当是物质幸福、社会幸福和精神幸福的有机统一。［9］

4  教师幸福的特点

作为幸福家族中的一员，教师幸福具有幸福的一般共性特征，但因教师劳动的独特性，教师幸福也

带有与之相应的个性特点。教师幸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精神性、共生性、创造性与无限性四个方面。

4.1  教师幸福的精神性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陶行知说：“先生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可见，

教育活动是一种精神性活动，是师生生命交往、磨砺与融通的过程。教师作为学生精神生命的塑造者，

其幸福源于学生的成长和进步，从而使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年轻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发展。教师幸福的精

神性表现为劳动及回报的精神性，强调回报的精神性并不是要否定回报的物质性，而是说在既定的物质

条件下，教师依然能够拥有一份恬淡超然的精神之喜悦和持久圆融的灵魂之幸福，这正是孟子所言的“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乐”。这种精神性的幸福源于教师认识到自己手上握着学生的成长、国家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明天，而获得自我生命意义的确证，它激励着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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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豪感，促使着教师德性的提升和人性的完满，激发着教师生命潜能的释放和生命光彩的焕发。正因

为教师劳动的精神性、人格性，决定了教师的幸福也具有精神性。

4.2  教师幸福的共生性

人总是在人与人之间成长为人，个体通过与他人之间相互影响和彼此激励，而使得个体超越孤立的

存在，在更高层面达到生命的融通与共在。［10］这体现了一种共生的哲学。“共生的哲学是一种关系的

思维方式，不但承认‘自我’，还要肯定‘他者’的独立价值，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容忽视

的相互依存关系。”［11］正如杜威所言，“最好的和最深刻的道德训练恰恰是人们在工作和思想的统一

中跟别人发生适当的关系而得来的”［12］。师生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认知关系，它所投入的是全

部的人格因素，是师生之间的精神交流与情感融通，是完整的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滋养、双向建构与双向

转化。师生关系的共生性使得教师的幸福也具有共生性。教师幸福的共生性，一方面意味着教育幸福是

师生共同的幸福，在幸福的教育中，师生的幸福是相生相引、相互感染的，师生心灵在相互转化与创生

中实现彼此幸福的交融，“在理解中，主体之间相互开放，是两个心灵的实实在在的相遇，在相遇中发

生碰撞也发生融合，在碰撞中融合”［13］。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教师的幸福是双倍的，既有奉献学生的幸福，

也有自我成长的幸福。教师在帮助学生的同时也获得了自我救赎，在改变学生的同时也最终改变了自己，

在开发学生的美好人生的同时也唤醒了自身的生命，师生共度锦绣人生！ 

4.3  教师幸福的创造性

叶澜教授曾说，“教育的魅力是创造的魅力，是创造生命发展的魅力”［14］，在这个意义上，教师

不是单纯的“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一个“生命的创造者、开启者与化育者”，这就决定了教师的幸福

具有直面人生命发展的创造性。培养人的工作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因为人的心理是复杂的、动态的、

非线性的；学生是千差万别、充满活力、不断变化发展的个体；教学情境中的问题亦是千变万化、千姿

百态，这就决定了教师劳动的复杂性与动态生成性。教师没有现成的操作模式可以套用，没有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理论可以遵循，也没有包打天下的妙招可以沿袭，他必须调动起自己全部的智慧，充分发挥主

体的创造性，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年龄特点、个性差异及具体情境来实施教育教学，做到因材施教、

对症下药，此过程不仅充满着教育智慧的挑战，同时也让教师体验着发现的喜悦和成长的幸福，这就使

得教学不是一种重复性的技术，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正是教师劳动的这种创造性，使教师获得了职

业的内在尊严与价值。

4.4  教师幸福的无限性

由于教育成效上的无限性，决定了教师的幸福也具有无限性，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15］时间上，

教师的幸福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对学生施加的积极影响难以立即见效却持

续终生，教师劳动凝结在学生人格和学业上的影响，将随着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代代相传，并且教师德

性本身所包含着的诸如公正、仁爱、良心等美好品质，最终也会随历史积淀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一部

分，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教师所收获的幸福超越时间的界限而达于永恒。就像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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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光——孔、孟、老、庄，他们的伟大思想，跨越时空山海的阻隔，超越于任何时代，至今绵绵不绝、

生生不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田。可见，教师幸福在时间上的无限性和永恒性与教师劳动

的精神性和崇高性紧密相连。空间上，教师的幸福具有无限性和广阔性。教师的劳动成效具有强大的社

会辐射力，其施加在学生知识、智力、品德与理想上的教育影响，将通过学生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网络联

系起来，而使得教师的劳动效果远不局限于某一个校园之内，而是弥漫于学校、家庭、社会乃至全世界。

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进入社会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形成了教师作用于学生、学生作用于行业、行业作

用于社会、社会作用于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影响模式。在现代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中，教师是一切财富、

价值之母。［16］教师幸福在空间上的无限性、广阔性使教师获得了个体生命的充实与人生意义的丰盈。

5  从德福关系看教师幸福

5.1  德性与幸福的内在统一

无论在西方哲学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幸福理念都强调德福一致，［17］即个体通过德性的完满，

达成人生的幸福。亚里士多德最早完整地论述了“德福一致”思想，提出了关于幸福的两个著名论断：“幸

福即是某种德性”，“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完满德行的实践活动”［18］。我国也有着“德福相依”的思

想传统，儒家经典《大学》中写道：“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中庸》里提到：“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论语》中指出：“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可见，

幸福是道德的终极目的，道德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手段。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看到德福背离、德

福不一致的情况，这如何解释呢？首先，就幸福而言，德福一致是一种统计规律，从总概率上看，德性带

来幸福的概率必定高于导致不幸的概率，所以，德福一致是常规，而德福背离是例外。其次，德性对于幸

福虽不是绝对的，但无德之人则因为缺乏创造和享受幸福的心性基础，也就丧失了主体幸福能力，在这个

意义上其没有幸福可言。故从“雅福”的角度来看，幸福与德性具有同一性，幸福与德性都是人生的终极

追求，都具有自足性和终极性，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主体所能达至的幸福境界取决于主体的内在德性。

5.2  教师德性是教师幸福的心性基础

真正意义的幸福离不开德性所带来的那份精神上的愉悦。相较于其他职业，教师往往拥有更多的精

神财富，教师的幸福更多表现为一种精神幸福，而教师德性是教师人生与职业生活质量的最主要保障，

是教师幸福不可或缺的心性基础和内在力量。教师深刻而持久的幸福的获得，需要以高尚的教师德性为

前提，教师唯有心怀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热爱，才可能获得由学生茁壮成长，桃李满园，而带来的快慰

和满足；教师唯有追求职业生涯的高远目标，才可能收获高峰体验的喜悦；教师唯有摆脱外在功名利禄

的束缚，才可能实现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教师德性的生长为教师幸福创造着条件，

师德修养的过程就是教师幸福能力提升的过程。

6  以德谋福：走向教师幸福的师德修养路径

探讨教师德性与教师幸福的内在关系，最终要落实到教师如何实现人生幸福和教育幸福上。从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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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德性修养就是一门走向人生幸福的学问，涵养道德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领略幸福人生的真谛，让我

们拥有充实丰盈、富有意义的人生。古往今来，我们的圣贤先哲在德性修养上留下了丰富而深邃的思想

资源，为探讨走向教师幸福的师德修养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6.1  在内省慎独中修己立身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修养非常强调内省慎独、明心见性、认识自我，强调修己立身、道德自觉、

自我完善，强调通过内心修悟达致柏拉图所言的“灵魂转向”，这也是师德修养的涵育之道，是教师通

过自身努力修炼幸福能力的主要途径。德性的养成不是被动地接受一套套学究的道德理论，而必须在内

心深处积极体道、悟道，并在实践中行道，必须把外在强制性的应然规约内化为主体内在自愿性的心灵

品性，并在实际生活中躬身力行。《辞源》对“慎独”的解释为“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即在无人监

督之时，依然能返回自心，谨慎内省，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坚持品德修养。“内省慎独”自古以来作为

一种修养之道，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大学》中论述到：“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孔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也强调：“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可见，“内省慎独”是修身成德的重要功夫所在，修身成德是人通往幸福的首要

途径，而内心的安宁与幸福则是德性修养的目标与体验。教师如果要获得更深层、更丰沛、更持久的幸福，

就必须开辟精神幸福的领域，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时常自我拷问“我为何要当教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

教师”“我如何完成教师的职责”等基本问题，从而让自己在不断的自我省察中过一种审问的、有意义

的教育生活，在坚守自我价值追求与坚持自我本心中过一种美善而幸福的教育人生。

6.2  在敬岗爱生中成己成人

我们的前辈先哲不仅强调要“修己以立”“修己以敬”，更要“修己以安人”“道济天下”。因为“修

己”并非是一项孤立的、封闭的修行活动，“己”是关系中的人，是与天地万物互联的共同体成员，“修身”

离不开人际互动，无法脱离社会生活单独进行，“修身”必然展开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活

动之中。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只有通过“立人”才能“立己”，只有通过“安人”“成物”

才能真正“修己”“成德”，离开了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德性便无从存在。故在古人的视野中，“德”是“合

外内之道”，一方面“内得于己”，即外在世界的精髓转化为自我的品格和智慧；另一方面“外得于人”，

即自我内在的品格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为世界和他人服务。［19］在这个意义上，德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处理得当，使自己和他人皆有所得；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融通，并在融通之中使自我与世界皆得以实现，

即“成己”“成人”。教育是一个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变得更加完善的事业，［20］教师所从事的正是“育

己育人”“成己成人”之业，对教师而言，教师德性的养成也需要深入到自我与学生、他人、社会的互

动关系中来不断体悟。教师要想使教育成为幸福的殿堂，就必须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的人，进而以

自己的幸福引领学生及周遭他人的幸福。教师唯有做到敬岗爱生、以教为乐，摆脱职业仅为谋生手段的

观念，超越升职加薪等纯粹的功利性目标，才能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感受到自由创造、发挥自身潜能的

愉悦，才能把爱与幸福的体验源源不竭地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也体会到成长与幸福的欢悦，同时，学生

由此获得的幸福又让教师在职业中感受着自我实现和生命充实带来的幸福，如此良性循环，成己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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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以身载道中坚守信念

诚然，“内省”“慎独”是修己立身的重要功夫，为历代先哲所称道。然而，圣人之所谓“内省”

者，绝非离开现实世界的空疏之学，相反，它注重内外打通，一方面注重向内省察、理性沉思，另一方

面强调在现实生活中体道、悟道、行道，在以身载道中坚守信念。德性并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

它是一种指向人的行为实践的精神意识，它必须落实到伦常关系与日常践履中来显明自身，“德性的力

量也就是把责任的‘应该’转变成‘现实的力量’，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去尽自己

的职守”［21］。故以身载道所强调的不是去追求高远、抽象的形上思辨，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切己体察与

躬亲实践，在行履中反求诸己，进而获得德性的圆满。中国古代教师道德思想非常强调知行合一，要求

教师做到言行一致。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

行之而止矣”；墨子提出：“以身戴行”“得一善言，附于其身”；王阳明有言：“知是行之始，行是

知之成。”可见，德性的养成不仅是知识学习与积累的过程，还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其最终的落脚点是“行”，

如此才是完满的德性。教师德性是教师在长期的职业修炼中积淀而生成的一种内在于主体心灵的品性，

师德修养必须有心灵的参与，但决不能局限于纯粹的“内省功夫”上，离开教师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而空

谈师德规约会滑入唯心论的歧途，造就一种内外不一的两面人。教师德性只有被真正理解、接受且转化

为一种内在需求与精神信仰，并落地为教师教育生活中的身体力行时，教师才能涌动着生命的激情来从

事教育事业，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人生的自由充实与意义的隽永饱满。教师唯有把德性与教育实践、与

自身的生命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修于心”与“践于行”的统一，唯有在以身载道中坚守教育信念、践

行职业使命，才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守住神圣的三尺讲台，获得精神的解放、价值的永存与人生的幸福。

7  结语

幸福，不只是一己之欲望的不断满足、人生处境的一帆风顺，更高境界、更广视野的“幸福”关乎社会、

福泽后代，是尽己之力、推己及人地实现更多人的幸福。对于教师而言，教师德性是教师幸福的心性基础，

教师幸福则是教师德性的最终归宿。只有当教师幸福的积极追求与教师德性的自觉涵养相结合时，教师

才能让自己的生命充盈着智慧与欢悦，流动着诗意般的韵律，从而“使自己进入伴随惊喜、充满生机、

盎然情趣、绵延生命的畅神境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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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achers’ Virtue and Teachers’ Happiness

Zhu Liuxia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Teachers’ virtue is a character that is inherent in the heart of subject, accumulated in long-
term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teachers. It is an individual quality formed by internalizing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and norms,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self-experience, self- perception and self-
cultivation in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ers’ happiness is a perfect existence in which 
teachers realize the moral meaning of human being. It is a spiritual blessing and a mental ability based on 
teachers’ virtue. According to the thought of consistence between virtue and happiness, if teachers want to 
achieve personal happiness and educational happiness, they must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eek happiness with virtue. Teachers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eachers’ happiness 
and lead students to enjoy the happiness of education by self-cultivating and self-relying in introspection, 
achieving themselves and others in the dedication to work and students, and adhering to faith in the 
practice of Tao.
Key words: Teachers’ virtue; Teachers’ happiness; The consistence between virtue and happiness; Seek 
happiness with virt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