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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幸福论》

内容概要

《教师幸福论》内容简介：问题缘起、幸福的存在与可能、教师职业幸福的失落、教育研究中的人文
观照转向、教师研究中的精神关怀缺失、逻辑路线、研究框架、研究方法、文献法、访谈法、问卷法
、叙事研究法、幸福、幸福感、教师职业幸福、相关研究文献述评、哲学视野中的幸福理论概览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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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团队之间的关系问题。团队造就了我，我也就造就了这个团队，
这个就是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实小造就了我，我也造就了实小，这个话是对的。这个团队，
比如我们现在有十二三个副校长，他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跟我一致。虽然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共性
，但是我们的差异也很大，但我们合作都很好。我们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把几个老校长请回来，他们
说我们这个团队真的不错。人格是一个方面，智慧也是一个方面。引用一个时髦的话讲：“管理促进
智慧。”这里面不要否认个人的作用，当然现在有人当心这个集团，我退休了怎么办？这个是多余的
。但是人们的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这样就客观上就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判断？我在这个团队中是有能
力的。我能做到这一步，我为自己自豪，从这个角度讲，我非常幸福。　　我现在不在乎某一个方面
或者某一个领导对我什么感觉。我有底气产生一种幸福，自己感到底气很足。一是老百姓很赞颂，人
家要说我的坏话，也说不大像。第二，现在我们的领导也很欣赏我，同行对我也很尊重。一个人始终
是需要自尊的，一个人不一定是靠金钱来支撑自己，让自己产生幸福。我碰到一些小老板，甚至有一
些还不小，他们说他们一年才赚两三百万，哪有你庞校长那么的神气，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周日
关注》上连播三期。播了以后反响大得不得了，有些乡村干部、团委书记就说：你讲的话真的很好，
我们想都想不出来，你说能不幸福吗？事业的成就感和专业的成就感就决定了我是有幸福的。　　在
整个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下，我们不能说做教师一点幸福感没有，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选择做教师啊
？教师这个职业还算稳定的，还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王：使您幸福的原因还有什么呢？
　　庞：作为一个教师来讲，他的幸福感还在于享受教育对象对自己的一种回报。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上次我作班主任工作讲座的时候，我就举到这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年青的时候做班主
任，我一共做了两三年班主任。我有一次上厕所，钥匙不小心滚到了粪坑里，当时还不是抽水马桶，
我很紧张，这个钥匙掉下去了怎么办？捞都捞不起来。然后我看到我们班最调皮的一个学生，这个学
生的名字我还记得叫PJY，我说：“PJY，你帮我看好这个粪坑，我去找工具来。”工具拿来以后，他
已经摸上来帮我洗干净交给我了。这件事情我终生难忘，已经三十几年过去了，我都牢牢地记住，这
个幸福感是别的职业不能代替的，当然别的岗位有别的岗位的表现方式。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现
在的一个韩老师，她有一个学生现在在高中读书。上一次他给韩老师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韩老师，你最近好吗？我们同学在一起的时候谈论的主要话题就是你韩老师，大家都觉得你像妈妈
一样。听说你最近谈恋爱了，你可要当心啊，我相信天下最好的男人娶你，你也是吃亏的。他在小学
的时候，韩老师教过他，到了C中写这封信时他已经成年了。看到这封信，是精神的回报，不好用金
钱来衡量。　　我这个人如果没有压力，我就没有幸福感。如果学校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谈不上什
么成就感。当造新房子的时候我就说，你们造好了房子，我来管理，我不仅是有能力的，我还是愿意
的。领导也说了：“你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自己干，你有什么困难你就来找我。”他们很信任我，
年底还给了我一万块奖金，奖金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幸福，领导对我是信任的。压力大了
就没有幸福感，这是有个体差异的，想干事业的时候，压力越大，幸福感越强。不想干事业的人，压
力越大，幸福感越差。　　王：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使教师获得职业幸福呢？　　庞：环境，学校
的环境。在一种充满了人文和关爱环境中的教师，比那种享受不到人文关爱的教师要幸福得多，他的
专业成长要明显地高于其他同行。我要更多地让老师享受到自尊、公平、关爱，所以我们学校的管理
是特有的。我们没有什么迟到、早退或中途出校的现象。我们学校里面有些管理是非常人性化的，你
比如说今年教师会上我宣布，我要向全体教师倡导我的观点，健康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这个
话听上去是一句空话。我们学校里的整个内部管理的氛围，为什么要这样搞是有原因的。比如我们教
师综合评优，不进行民意测验，领导不做演讲。我们的老师没有一个有意见的。我们的校内分配差异
很大的，没有一个学校比我大，但是我知道没有一个有意见的。管理上，让老师享受自尊，享受关怀
。　　第二，在政策和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我要尽可能地更多地帮助老师提高收入，这是最基本的生
活需求。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社会对教师幸福感影响的时候，我觉得社会对教师的尊重要体现在收
入上，社会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我们教师的收入。　　王：为了实现职业幸福，教师自身应该怎
么做呢？　　庞：你怎样付出，怎样让学生喜欢你，怎样让家长信任你，怎样让领导对你欣赏，这完
全在于自己。得到领导的欣赏，得到家长的信任，得到学生的喜欢，得到同行的尊重，这样的老师肯
定幸福，从没有到有，从少到多。如果学生不喜欢他、家长经常议论他、领导对他又打折扣，同行对
他一点也不欣赏，这样的老师他永远享受不到幸福。　　有作为才有地位，有实力才有魅力。有了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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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地位的老师，他的幸福感肯定是有的。从培养教师幸福感的角度来讲，一个是职业道德标准，第
二个是敬业精神，第三个才是专业水平。一个老师在学生心目中产生良好的影响，这个老师肯定是爱
学生、道德标准高，像一个老师的样子，个人魅力也好。　　幸福在于个人判断，在于自己努力，还
在于和同事、教育对象的交往当中，怎样来体现你的成就，来收获幸福，你不要去埋怨社会，你一天
到晚埋怨这个社会，这个人永远不会幸福。我一直在体验着幸福。我就和我爱人讲，双方都要学会欣
赏对方的优点。　　再就是专业成长。到了我这个学校里，过了三五年，教师明显感觉到自己进步很
快，什么原因他自己都说不出来。　　王：庞校长，请就专业成长这个问题展开来讲一讲。　　庞：
一个是本学科的教学水平，学科知识，学科的涵养。一般来讲，本学科的知识比较渊博的教师，会受
到学生的尊敬。第二，要提升教师的教育内涵，不亚于甚至超过学科能力。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提升教育内涵与和谐是什么关系”。第三是管理水平，有很多教师缺乏管理能力。　　这是我对群体
的分析，个体还有差异，因为我们教师当中，有些人不是为了实现教育理想的，把教师当做一个职业
来看的，他根本不可能成就事业享受幸福感，他达不到这样一个境界。有些教师他就是为了几个钱。
这样他永远属于一种精神的饥饿状态。幸福取决于自己的主观体验与自主能动的一种创造。教师的幸
福感是主观体验当中，由他的价值观，职业观，人生观来决定的。我说这话没有考虑到很多深刻的问
题。　　王：非常感谢，耽误您的时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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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是我的老师，教过我教育科研基本方法。上课非常清晰，实用。书我没看过，但听过他的一
个同主题讲座。这本书的选题，似乎大多数人都看不上。普通老师自己幸福不幸福都有体会，校长这
一层有许多是不太关心普通老师是否幸福。再往上就更不要说了，都是向上负责。各级领导关心什么
，他们一般就做什么。好像扯远了。。。这本书的研究方法非常规范。从理论梳理，到现状概览，到
实现路径，到支持条件等。认真看看，可以了解到怎样弄问卷，弄调查，做统计等教科研的方法的规
范做法。对于许多一线的普通老师，是挺需要普及的。关于教师幸福，作者讲到通过调查得来的：教
师感到不幸福的原因，幸福来源等等问题，还是很有趣的。比如：教师感到不幸福的前八大原因依次
是1.�人际关系不和谐2.�不适合教师工作3.�不热爱教师工作4.�缺乏安全感和稳定5.�身体不好6.�学生成绩排
名7.�没有成就感⋯⋯教师的前四大幸福来源：1.�学生拥戴2.�同时认可3.�领导欣赏4.�专业成长⋯⋯还是值
得想要认真做研究的普通老师和对教师幸福感感兴趣的人看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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