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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生活世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解析 ①

胡陆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塑造人，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以生活世界为底蕴，它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
需要，又服务于人类生活世界。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三维目标之一，是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侧重点之一，由于它本

身的内隐性、抽象性和空泛性，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加强课程的主体意识，在学生的课堂生活中渗透三维目标，关注学

生内心世界的情感冲突，才能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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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生活世界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内涵
１．１　生活世界与教育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当代哲学大师胡塞尔的著作中，是指人们生活在其中，人类的一切活动

和生产得以进行的具体的现实的日常生活场域。主观化、相对性、非课题性、奠基性、直观性是其主要特

征。后来哈贝马斯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认为生活世界的知识是“背景知识”，确信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基础［１］，具有整体性、直接性等特点，强调生活世界是交互主体性的社会生活实

践。从这两位大师对生活世界这个概念的阐述，以及后来有关学者对生活世界的论述与运用，我们可以

知道生活世界就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世界。斯宾塞基于对教育与生活关系的思索，提出了有名的生

活准备学说，为此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生活的课程，这些课程内容指教育要为未来的完满生活做准备。而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针对斯兵塞的教育准备学说，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

长、学校即社会。在他看来，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亦即学校生活也是生活的

一种形式［２］５７。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继承并发展了杜威的思想，从教育来看生活，提出了生活即教

育。即赋予生活教育的意蕴，通过生活来进行教育。这几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出发，对生活和教

育的关系都提出了相应的见解，认为教育与生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不能脱离生活来谈教育，也不

能只生活而不进行教育。生活和教育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并存共生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

概念，既包括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包括人类的精神生活。学生的生活世界也必定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相融

合的世界，是学生知识不断丰富，人生阅历不断增多，情感态度价值观日渐形成的生成的世界。

１．２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内涵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新课改的三维目标之一，是针对我国学校教育长期以来以双基为标准，过分强调

知识技能的学习，而轻视对学生的情感世界、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教育而提出的。在《基础课

程标准》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被列为课程最重要、最核心目标之一。情感，在心理学当中主要

指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内心感受和心理体验；态度则是对某客观事物做出的比较稳定持久的行为和心

理倾向；价值观则主要是主体对事物的作用和意义的总的看法和态度。罗杰斯认为：情感、态度、价值观

是一个人参与实践过程中对各种经验的体验结果［３］７。由此可见，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离不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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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生活世界。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是相对于知识与技能目标的一个概念，它比较抽象，是属于非智力

因素层面的，又以基本知识和技能为载体和基础，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却面临着如何正确理解，如何

有效落实等问题。

教育与生活世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教师的讲授、操作和示范

而习得，而情感态度价值观则不同。由于它所具有的内隐性、空泛性和抽象性，在实践过程中的落实不

如人意。学生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是学生生活生长的过程，学生的学习不可能脱离他们的生活世界，即不

可能脱离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体验和经验是间接经验转化为个体精神财富

的中介和加速器［４］１２７，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不仅仅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实现的，更是要通过与学

生的生活世界相联系，从学生出发，以学生生活为基点，来促进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

２　基于学生生活世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２．１　加强课程的主体意识

学生是课程的主体，学生当下的生活和可能实现的生活是课程的依据，在课程的实施当中，他们并

不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外界的知识，他们在已有的认知水平上对所学知识进行同化和顺应，是具有主观能

动性的个体。从这点来看，学生既是课程的主体又创造着课程。在学习知识的过程当中，与同学的交往

当中，与教师的互动当中，与周围人群的交流交往当中，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也在逐渐发生巧妙的

变化。

教师也是课程的主体，课程并非一成不变、静止不动的教育要素。教师作为课程的主要实施者，也

是三维目标的具体落实者，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渗透在教学的整个过程，教师更多的可能是利用课堂

教学间接影响并促成学生思想感情方面的发展。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教师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回归学生生活世界的

意识，教师的教学过程也是他对学生生活进行建构的过程，在教学当中，他必定会渗透进自己的人生阅

历和人生体验，这些也必定会以课程的要素为形式作用于学生的生活世界，并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教师是课程的主体，落实三维目标时需要具备鲜明的课程主体意识。

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当中互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要落到实处，

要求教师在落实三维目标的过程中把学生放在第一位，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根据

学生的发展要求，选择课程内容，处理课程内容，创造性地运用教材，变革学习方式。

２．２　在学生的课堂生活中渗透三维目标
学生的课堂生活不仅指他在校学习，而是包括知识的学习、与同伴的交往、师生之间的互动等等，是

教师与学生相互作用下构成的课堂生活。这些生活内容蕴含着丰富和珍贵的教育资源。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从过去的课程忠实执行者转变到相互调试取向和课程创生。课堂是教

师落实三维目标的主要场所，情感态度教师观主要还是在教学中进行渗透。教师作为课程的设计者和

实施者，他有预设的课程，并且又会在预设的课程中针对具体的教学情境而有所调试。教师要创造一堂

生动活泼而又富有教育意蕴的课，让学生对所教的内容产生兴趣、学习的欲望，并且愿意聆听老师的讲

课，这一切都必须从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出发。只有了解学生的生活世界，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才

能找到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基点。让学生学会在主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克服困难和挫折，坚持不

懈，精益求精，不断创造与超越，只有与学生生活贴近的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进入到学生的内心世界，只有

从身边的的教育情景出发，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无论是学科课程的学习还是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课堂教学只有具备活动的特点，成为学生的经验

过程，才能防止出现把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抽象出来进行教学的现象［５］。学生的

课堂生活应该是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同伴关系构成了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伴关系包括课堂

中的交流和沟通、竞争和协作，也有课堂纠纷和冲突等等。任何一个学生都不可能脱离班集体或同学而

独自学习，学习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学习，真正的教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学习，美国心理学家Ｗｄｎｔｚ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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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个体获得学业成就，教师应当引导同学间的关系健康发展。无论是学生在

校的学习，还是自己理解领悟知识、建构自己的知识框架，都离不开生活经验，他们的学习必定是以已有

的认知水平为基础的。同学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也是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正如苏

霍姆林斯基所说的，细腻的情感，只有在集体中，只有在童年周围的人们经常的精神交往中才能培养

起来。

２．３　关注学生内心世界的情感冲突
教育是学生生活、成长、成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们的生活和社会、自然和家庭的各种因素交叉联

系着。在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之前，他们已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对事物也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是非观念。

每个学生的人生经历和起点都不同，他们都是未完成的人，所以教育不应该期望培养出统一规格的人。

我们寻求的是过程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６］９０。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不可能简单地通过书本

知识的讲解、老师的道德说教而获得，它必须以学生已有的道德认知和知识理解为基础。学生的道德认

知不乏错误的成分，而教师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重构道德认知，抓住每一个教育契机，运用恰当的教育

方法帮助学生产生认知冲突，通过情感态度价值观在生活世界的碰撞和交响而达到新的水平，从而纠正

那些错误的思想倾向，重构健康积极的情感态度。同时通过集体影响个人，也通过个人而教育集体，使

教学过程达到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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