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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卢梭的幸福教育是指教育者在能够遵循自然规律的原则下，通过充分尊重儿童自由的天性，提高儿童解

除痛苦而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进而帮助儿童形成积极的人生观，最终实现人生幸福的目标的活动。教

育与个人幸福存在紧密的联系，而“双减”政策的目的在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压力，旨在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本文旨在通过卢梭的幸福教育思想对“双减”政策进行解读，以期进

一步推进“双减”政策的实施。 
 
关键词 

卢梭，幸福教育，“双减”政策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usseau’s 
Happiness Education thought 

Nan 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an. 29th, 2024; accepted: Mar. 13th, 2024; published: Mar. 20th, 2024 

 
 

 
Abstract 
Rousseau’s happiness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activity that educators can help children form a pos-
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happiness in life by fully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children’s freedom and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relieve pain and fully enjoy life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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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of following the laws of nature.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rsonal happiness, and 
the purpose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to reduce the homework burden and off-campus 
training pressure of students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aiming at improving individual 
happiness. This paper aims to interpre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rough Rousseau’s happi-
ness education thought,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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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卢梭作为思想大家，他的著作与思想一直为教育界学者们关注与重视，百余年过去了，教育界的研

究者对卢梭的教育思想的研究，热度始终不减。但是研究者们对卢梭教育思想研究的焦点大多在自然教

育思想、儿童教育、消极教育、女子教育以及公民教育等方面，而幸福教育却很少涉及，但是这不意味

着卢梭的幸福教育思想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幸福教育在卢梭的整个教育思想系统中是不占比重的，

因而笔者基于卢梭对幸福教育的阐释以及自我的体悟出发去探寻卢梭幸福教育的深刻内涵，希望为现实

教育提供新发展的路径。 
为重新阐释教育的本质、有效改善教育生态，并持续规范教育环境，2021 年 9 月 1 日，《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实施。该政策的推行目的在于削减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所承担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营造更为有利的学习和发展环境，为学生提供更加

优渥的条件。这一举措对于优化教育体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双减”

政策的实施是党领导下应对新时代教育变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确保教育能够更好地关注个体的幸福

和全面发展。卢梭的幸福教育是指教育者在能够遵循自然规律的原则下，通过充分尊重儿童自由的天性，

提高儿童解除痛苦而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进而帮助儿童形成积极的人生观，最终实现人生幸福的目标

的活动。基于卢梭的幸福教育思想解读“双减”政策，在教育领域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寻求消解其中存

在的弊端，被认为是促进教育回归幸福的必然选择。 

2. 卢梭的幸福教育思想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 

2.1. 历史背景 

启蒙运动是卢梭幸福教育思想产生的重要的时代背景。第一，卢梭对封建的不合理的教育模式的批

判、谴责。学校课本中凡是有对宗教有任何的不满言论，皆会被删除。卢梭在《爱弥儿》中，曾用大量

事例描绘和抨击这种操纵在新旧教教会羽翼下的教育的丑态。第二，对不平等社会的揭露，他认为受教

育的权利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强制的剥夺人们受教育的权利，比接受不恰当的教育损害更大[2]。 
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也是十分可观的，虽不能与英国相比较，

但从欧洲大陆整个工商业发展的进度来看，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仍是先进的。上层社会对精致艺术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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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然而科学与艺术流行的法国，人类展现出来的是堕落颓靡，虚伪，喜爱奢侈浪

费的不良德行，文明与科学与艺术给人们不仅没有带来增益，反而败坏人类的美好品德，所以卢梭表示，

如果科学与艺术的兴起是以道德为代价，那还不如回到原始的纯真时代，至少熏陶在大自然的人，是善

良、真诚的[3]。除此以外，卢梭家庭生活的缺失、幼年教育的阴影以及自由流浪的经验等个人生活教育

背景都促使卢梭幸福教育的形成。 

2.2. 理论基础 

卢梭幸福教育思想的形成不仅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生活教育背景， 
还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一是自然主义教育哲学。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最核心的要义是尊重儿童自

然天性的发展[4]。阶段性教育是卢梭自然教育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部分，阶段性教育的实施主要体现了遵

循儿童自然发展的进程，进行个性化教育的特点。 
二是性善论。十八世纪的法国，教会在社会的政治权利中还是占有很高的地位。在宗教神学中，人

们坚信道德规范是由上帝所制定的，上帝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判断善恶的标准。要求人们放弃现世的幸福，

追求来世的幸福，压抑人的天性，并认为儿童具有天生的原罪。而卢梭大力批判这种神学伦理论，他认

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通向真实的幸福的路径，是行善。而行善之后所能获得的幸福就在于人们所付出

的努力的程度。卢梭在教育中向受教育者传达获取幸福的方法，需要从行善和自我的努力出发。 
三是幸福观。第一，积极的生活观。在寻求幸福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摆脱外在事物对我们的限制，

而遵循自由天性对我们的指引，那么我们就能在寻找幸福的道路上，永远具有正确的方向。第二，卢梭

的幸福哲学意味体现在他对于自己晚年时所生活的状态的感悟。总而言之，卢梭的幸福观可以进一步的

作出阐释：在性善论以及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原则下，通过保持身心健康，注意自我能力与欲望的

平衡以及按照自我的意愿行事即从善而为的方法，是人们能实现人生幸福的制胜之道[5]。由此可见，卢

梭的幸福观为他的幸福教育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也为卢梭幸福教育思想的践行的可能性有了知

识的储备。 

3. 卢梭幸福教育的内涵 

卢梭的幸福教育是指教育者在能够遵循自然规律的原则下，通过充分尊重儿童自由的天性，提高儿

童解除痛苦而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进而帮助儿童形成积极的人生观，最终实现人生幸福的目标的活动。

他的幸福教育思想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遵循儿童自然之天性。幸福教育就是在自由的环境中产生，而自由的生活环境就是幸福生长的

沃土。从更加深层次的含义来看，成功践行幸福教育必须维持三个条件即：其一，应该保持自由状态。

这种自由状态就是在实施教育的时候，让儿童尽可能的做自己的事情，将支配他人的想法从头脑中抹掉，

从而儿童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动手，达到锻炼自己的目的。因为只有具有强壮的体格与独立精神的人们

才能长久地维持自己自由的状态。其二，保护孕育自由的大自然。 
大自然是产生万物生存规律的地方，也是幸福教育实施的原始背景，教育实施要能够遵循自然所设

置的秩序。其三，儿童获取幸福的教育过程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者是自由之护卫，他们不仅护卫着自己

应该享有的自由，而且对于受教育者，他们同样应该有这种敏感的“维权”意识，另外教育者在这个过

程中还应该适当的给予受教育者帮助，让儿童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力量，而避免让孩子们养成依赖他人

的不良习惯。其四，遵循儿童自由之天性。卢梭赞同自然的安排就是对儿童最好的安排。所以遵循自然

之规律，可以使儿童在发展的道路上有着更好的方向。 
二是让儿童正确面对生活的痛苦。痛苦是我们人生中需要经受的挑战，幸福感的出现就等同我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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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挑战痛苦之后的奖励，幸福就是“免于痛苦”，卢梭认为，在教育中获得免于痛苦而获取幸福的能力

的措施有三：第一，树立一种对待痛苦的平常心。第二，主动去接受痛苦的挑战。第三，培养忍受痛苦

的耐心。“人们只想到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不够的；应该教他长大成人后如何保护自己，教会他承受

命运的打击，教会他不要为财富和贫困所困扰，如果有必要，就把他放在冰岛的冰天雪地里或马耳他发

烫的岩石上，去经受生活的磨砺。”[6]教授儿童经受生活的磨砺，是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建

立起一种积极的生活观。 
三是让儿童保持能力与欲望的平衡。在教育中教授儿童以能力为准来树立合理的欲望是幸福教育顺

利实施的前提。所以怎样才能达到欲望与能力的平衡？卢梭给出了三种方案。首先，在思想上听从自然

的安排。其次，将能力作为标准，使欲望匹配儿童个人的能力。最后，回到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

儿童可以避免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给予教育教学更多的自由，让学生与教师都能选择自己的生活

方式，并使儿童不必再受到强制性教育的压迫，随之，他们便会减少了更多因为接收外界影响而衍生的

欲望，那么他们就是幸福的。 
四是让儿童享受当下的生活。其一，儿童的幸福不是牺牲童年时光为代价。其二，成年后才需懂得

的事情就不要先让儿童学习。教育者和家长需要对儿童获得幸福的途径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避免因为自

己的错误而使儿童与幸福越离越远。 

4. “双减”的提出反映出教育领域幸福价值的遮蔽 

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社会力量办学曾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随着背后资本的扩张和操纵，

校外教育机构逐渐采用虚假的营销手段和夸张的宣传方式，创造出了广泛存在的教育焦虑现象，并且引

发了对教育需求和服务的无意义追求。 
与此同时，校外学科培训的存在对学校教育的正规性构成了挑战。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初心

正受到商业化教育逻辑的侵蚀，致使教育领域逐渐偏离幸福理念的趋势显而易见。 

4.1. 教育市场化，幸福体认偏失 

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快节奏生活方式在教育领域呈现为一种短视的思维模式，即追求短期内显著

的教育成绩。采用刻板的教育计划追求短期成效，与追求教育幸福感的持续性相悖，必然导致教育失去

引导个体实现其本质和对于追求生命幸福的初衷。资本主义竞争已经渗透到民生和教育的领域，教育环

境的建构和塑造是以唯一竞争和排名作为价值识别的基础。由此导致学校教育过度关注校际排名，而忽

视了对学生本体的关怀。在这种环境氛围中，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无形的影响，更多地将精力投入

到竞争中，而对人际交往所带来的幸福感则被忽视。并且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只注重效率，而不考虑实

际情况以及受教育者能力等方面的个性差异，从而违背了教育规律的限制。这导致一部分受教育者出现

教育逆反心理，抵制学习行为，进而直接影响个体对幸福的认知。 

4.2. 教育工具理性化，幸福情感殆尽 

理论教育的合法性常常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基础，重视教育的服务功能和工

具性特征，并突出其在工具性方面的价值作用。因此，导致了教育价值观以工具理性为主导，体现了其

狭隘局限。工具理性被认为是导致教育异化的深层根源，其将实效性和实用性视作教育的首要目标，因

而限制了个体的精神自由，束缚了创造力，在这一观念中，人的存在价值被忽视了。工具理性的逐渐蔓

延对价值理性造成了侵蚀，而后者强调个体存在的意义，并与人类幸福紧密相连，因此被视为教育价值

导向的重要方向。工具理性导致教育逐步异化为以物质利益为追求目标，忽视精神层面的培养；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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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获取，而忽略了个体人性发展的重要性。教师逐渐沦为满足生产社会需要的“技术从业者”，他

们日复一日地在“生产线”上重复着相似的工作任务，学生被异化为“合格产品”的教育对象。在这种

情况下，教师和学生的生命意义逐渐淡化，导致个体的主体意识逐渐丧失，精神追求和幸福感也逐渐消

失殆尽。 

4.3. 目标功利化，幸福感受削弱 

目标是推动和指导各项活动的依据，体现了个体行为的价值取向。目标的设定方向应当遵循教育规

律和社会共识，因为方向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教育活动的性质和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我国教育目标的确定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初心，即“立

德树人”和“以人为本”。国家和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助其获得生活的幸福。客观

性是指教育目标必须建立在社在整体社会的现实条件和个体自身的当下情况上，以实现幸福感的获得，

这使得个体的幸福感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 
通过对异化教育的审视，我们可以发现，教育目标的定位并不是仅仅通过统一的方向性和客观性来

促进受教育者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相反，在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机构的目标定位中，可以观察到一种不

同的趋势，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只有为未来服务的教育目标才具有意义。否则，

这种做法将会对现有教育体系产生不良影响，破坏其原本的稳定和健康。将教育效果局限于肤浅的物质

利益满足方面，却忽视了其对内在精神滋养和追求生命幸福的价值，这导致了教育中幸福感的逐渐减弱。 

5. 卢梭幸福教育思想对“双减”政策实施的启示 

5.1. 理论的召唤：对主体性哲学的召唤 

卢梭对幸福教育的关注，即是对“人”作为主体的关注。幸福教育理论是离不开哲学的召唤。从哲

学的高度洞察、审视或探究教育问题，教育的根基是“人”，必须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培育和造

就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作为起点和最终的归宿。而幸福教育的主体也是“人”，幸福教育是追求人的生

命价值、活的灵魂，存在的本真意义的教育。 
对于主体性的哲学，主体和客体是对人和世界的普遍概括，主体指的是“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

而客体则是“实践和认识所指向的对象”。人是社会活动中的核心主体，教育是人的基本社会实践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种实践活动是培养作为改造客观世界的人的一种活动。师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

目的强调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价值。幸福教育并不是像功利主义教育那样，忽略人的主体价值，将“目的”

当主体，将“人”当手段，完全的本末倒置。而是在幸福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尊重主体的价值，实现心

灵与心灵的碰撞，灵魂与灵魂的共鸣，使鲜活的生命得以彰显，使“自由的我”得以翱翔。 

5.2. 理念的更新：树立符合儿童健康发展的幸福教育观 

卢梭认为要让儿童享受当下的生活，儿童的幸福不是牺牲童年时光为代价。 
目前，我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素质教育已被提上日程多时，毫无疑问，教育教学

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最应该引起教育者们关注的还是人们对教育的认识

问题，很多家长乃至老师，还以升学或就业为标准来要求孩子和学生，并不是说升学和就业不重要，而

是相比之下，孩子的健康成长与生活的幸福快乐更重要，我们一定要转变对教育和学习的观念，以孩子

的健康成长、快乐发展为中心，不对教育施加另外的目的。 
卢梭认为成年后才需懂得的事情就不要先让儿童学习。在“双减”实施之前，为了学生的学业成就，

学生在作业和校外培训方面承担了过大的压力，甚至有些是超出其承受范围的，为了成绩而完全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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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身的发展需求，是不符合儿童健康发展的，“双减”的实施就帮助我们能更多地关注儿童的需要

和能力水平。 

5.3. 卢梭幸福教育促“双减”具体实施路径的提出 

首先，卢梭提出通过劳动使儿童健康的成长。在《爱弥儿–论教育》中，卢梭写道，他既不希望爱

弥儿成为一名法官，也不赞同爱弥儿成为一名商人，而将爱弥儿培养成为一位手工业者——木匠。他表

示儿童都应该学会一门糊口的技艺，因为手工业者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养家，同时他的技术都是独一

无二的，所以更加实现自我的价值，收获劳动的幸福，而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被世人深恶痛绝的骗子和

无赖。在过度重视智育的背景下提出“双减”政策，卢梭给予我们启示：应当重视劳动教育且弘扬劳动

精神，提倡职业平等观，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科学家。 
其次，卢梭提倡消极教育。卢梭认为过早的教育不仅不会按照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即接受了早期的

刺激，就能对知识有更敏感的认知，反而，过早的教育会导致儿童体质的削弱，长久以往，甚至会将种

族的体质削弱。因此，超龄教育所带来的的后果是十分恶劣的，而儿童体能的训练更是不可或缺的，是

养成儿童健康之精神必要条件。在《爱弥儿–论教育》中，卢梭写道“幸福的儿童要享受时间，而不当

时间的奴隶”，在儿童的时候，就是儿童享受时间的时候，是儿童幸福的快乐时光，儿童们充分利用此

时的时光，快乐地生活和玩耍，那就是他们在这个时间段里所需要做的工作。这时，儿童的感官教育还

没有开始，知识教育也没到它真正开始的时侯，儿童可以遵循自然的要求，继续生活在这幸福的状态之

中，人们只需要遵从自然的安排就行，不要去违逆它。 

6. 结语 

教育与个人幸福存在紧密的联系，而卢梭的幸福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具有重要启发，笔者基于卢梭

对幸福教育的阐释以及自我的体悟出发去探寻卢梭幸福教育的深刻内涵，希望为现实教育提供新发展的

路径。“双减”政策的实施是党领导下应对新时代教育变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确保教育能够更好地

关注个体的幸福和全面发展。卢梭的幸福教育是指教育者在能够遵循自然规律的原则下，通过充分尊重

儿童自由的天性，提高儿童解除痛苦而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进而帮助儿童形成积极的人生观，最终实

现人生幸福的目标的活动。基于卢梭的幸福教育思想解读“双减”政策，在教育领域解决问题的道路上，

寻求消解其中存在的弊端，被认为是促进教育回归幸福的必然选择。本文旨在通过卢梭的幸福教育思想

对“双减”政策进行深入解读，以期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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