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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幸福教育下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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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和教育目标完成的基本保证，而幸福是教育的

终极目标。论述了幸福与教育的关系，通过对幸福教育内涵的解读，阐述了幸福与师生的关

系，以此建构一种在幸福教育观下的师生关系，在这种师生关系之间，教师与学生在幸福的

共鸣下享受幸福，享受生命的价值、人生的价值。

师生关系是人际关系中一种特殊关系，是教师与学生为实现教育目标，以各目标的身

份和地位，通过教与学的直接交往活动而形成的多层次多性质的关系体系。师生是教育活动

价值、生命意义的体现。而生命要追求幸福生活，教育在引导着生命追求幸福时，师生关系

是影响生命个体追求幸福的必要条件。从学生角度出发，教师的以身传教是学生理解幸福追

求幸福的一个重要渠道。学生体验幸福的感受来源于教师对幸福教育的理解。构建一种在幸

福教育观下的师生关系，对师生追求幸福生活是有很大意义的。

教师是一个慈善的职业，要有爱心。做为一名教师首先自身要不断的学习，提高专业素

养水平，要多读书，多活动，多改变。从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层次上要有突破不断创新。要

做“四有”教师，新时代教师要担负起责任，背负希望，迎接挑战。对工作要有热情，对学

生要有温情，做一个有情怀的教师。

关心学生，关注学生身心发展与成长。学生的成长需要教师不断的引导与教育，开拓

视野，增长知识。要不断加强教师自身的要求.，职业规划、班级管理、核心素养等都要不

断适应新时代教育要求，不断超越自己，发展自己，成就自己。

在教学与工作当中一定要学会反思，激发自己前进的动力，总结工作经验，从点点滴滴

做起，不断的完善。幸福是一种体验，把教育做成一种事业，追求教育事业的成就感，从而

获得幸福。在教学工作中成就幸福；与同事交往中成就幸福；与学生交流中成就幸福；与家

长沟通中成就幸福。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要让学生获得幸福感，就要从点点滴滴

做起。平等对待学生，认真疏导学生，关心爱护学生，启发鼓励学生。教师是学生的指明灯，

要不断发现学生的优点，因材施教，培养学生个性，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

一、如何进行课堂的教与学。

教育工作的重点就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教师要运用各种教学方法让学生懂，让学生

会，使用教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课上内容。现代教育不再是填鸭式的教育，首先我们要认清

时代，还要有所改变，不断创新，重点关注。

二、科学地设计课堂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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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是一门艺术，是课堂上连接老师与学生的纽带，只有科学有效的提问才能让课

堂顺利的进行。提问要关注倾听，遇到问题要通过孩子动脑动嘴去解决，引导孩子说出自己

的想法，允许孩子们有不同看法，老师作为倾听者，充分发挥课堂提问的作用。设问还要有

目的性，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提的问题一定要经过精心筛选，避免随意性，只有问题目的

性强，问题选择得当，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进而达到教学目的。提问还要设计有思考

价值的问题，紧扣教学的重点难点，提出对本堂课进行有推动意义的问题，如果问题过于简

单，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如果问题过于难，又容易打击学生的积极性，所以如何科

学地进行课堂提问是衡量一个教师教学能力的标准。

三、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人生便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而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便是教会人们幸福。教师首先

要有良好的素质，有良好的素质才能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教学过程中来，才能调动孩子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要善待学生，善待学生就是善待自己，作为教师最基本的是了解每一

个学生，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才能引导他们成为有个性的完整的人。尊重每一个学生，

用信任和关怀激发孩子的求知欲和创造欲。身为一名教师，我们必须将爱作为终身奋斗的事

业，爱学生爱自己爱教师这份职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名幸福的教师。

四、教育是一个服务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

今后在教育工作中我要做一个有幸福感的教师，教育为了人的幸福而我要让每个学生去

体验幸福，感受幸福。争取去做一个优秀教师，做一个人格高尚、心灵和谐、不断发展的教

师。我将借这次活动的东风，把优秀教师作为追赶目标，不断提高自我的教学水平，努力缩

短与优秀教师的差距，我会好好研究教材、思考教材、组织教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为

孩子们呈现更优质的课堂。

幸福教育就是要将教育的目的回归到人自身的情感上，使教育造福于人。所谓幸福教育，

就是以人的幸福情感为目的的教育，它要培养能够创造幸福、享用幸福的人。幸福教育是为

“人”的幸福，幸福能力表现为发现、创造幸福和享用幸福的能力，也只有当这种能力变成

了学生内在素质，他的幸福才是自由和终身的，教育也才是成功的。幸福能力是沟通教育中

的幸福与教育外的幸福的桥梁，是传达教育意义，联系教育与生活的纽带。幸福也是一种能

力，是感谢生命给予，过好当下生活的能力，是感受快乐，抵制不良情绪的能力，是不断反

省自己，完善自我的能力，是调节身心平衡，调节人与社会平衡的能力。既然是一种能力，

也是要培养的，幸福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理解幸福、感受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在这

种教育目的任务的引导下，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更要以幸福为基调，让学生完全沉浸在

幸福的气氛当中，愉快地学习，幸福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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