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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 对 幸 福 观 似 乎 注 定 是 有 争 议 的 , 但 对 追 求

幸 福 却 是 没 有 争 议 的 。 追 求 幸 福 是 人 类 的 自 然 倾 向

和 永 久 关 注 , 是 人 类 进 行 实 践 的 主 要 动 力 。 教 师 对

职业幸福的追求不仅具 有 为我 性 , 而 且 具 有 为 他 性 。

使 教 师 体 验 和 享 受 到 职 业 的 尊 严 与 幸 福 , 使 学 生 幸

福地成长是教学文化重塑的应然求索。

一、教师职业幸 福是 教 学文 化 的应 有

之维

一 般 说 来 , 文 化 这 一 概 念 有 广 义 和 狭 义 之 分 。

广 义 的 文 化 着 眼 于 人 类 与 一 般 动 物 、 人 类 社 会 与 自

然 界 的 本 质 区 别 , 着 眼 于 人 类 卓 立 于 自 然 的 独 特 生

存 方 式 , 其 涵 盖 面 非 常 广 泛 , 包 括 众 多 领 域 , 如 认

识 领 域 、 艺 术 领 域 、 器 用 领 域 、 社 会 领 域 等 。 有 学

者 认 为 : “ 文 化 问 题 , 说 到 底 是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问

题 。 人 所 创 造 的 文 化 可 分 为 三 类 : 器 物 文 化 、 制 度

文 化 和 精 神 文 化 。” [1] 面 对如 此 庞 杂 的 认 识 对 象 , 人

们 将 文 化 的 结 构 解 剖 当 作 文 化 研 究 的 首 要 程 序 。 关

于 文 化 的 结 构 , 除 上 述 物 质 、 制 度 、 精 神 三 层 次 说

之外 , 还有物质文 化 与 非 物质 文 化 两 分 法 说 ; 物 质 、

社会组织与语 言 三 因 子 说 ; 物 质 、制 度 、风 俗 习 惯 、

思 想 与 价 值 四 层 次 说 ; 物 质 、 社 会 关 系 、 精 神 、 艺

术 、 语 言 符 号 、 风 俗 习 惯 六 大 子 系 统 说 等 。 尽 管 学

者 们 对 文 化 是 什 么 和 文 化 包 含 什 么 众 说 纷 纭 , 但 一

般 都 认 同 文 化 包 括 物 质 文 化 、 制 度 文 化 和 精 神 文 化

三个层面。

狭 义 的 文 化 剔 除 了 人 类 社 会 中 关 于 物 质 创 造 活

动及其结果的成分 , 专 注 于精 神 创 造 活 动 及 其 结 果 ,

把 文 化 更 多 地 看 成 是 一 个 受 价 值 观 念 和 价 值 体 系 支

配的系统 , 也被称为“小文化”。1871 年 , 英国文化

学 家 泰 勒 在 其 《原 始 文 化》 一 书 中 指 出 , 文 化 是 包

括 知 识 、 信 仰 、 艺 术 、 道 德 、 法 律 、 习 俗 和 任 何 人

作 为 一 名 社 会 成 员 而 获 得 的 能 力 和 习 惯 在 内 的 复 杂

整 体 。 这 是 对 狭 义 文 化 的 早 期 经 典 界 说 。 有 学 者 参

照 文 化 人 类 学 家 和 社 会 学 家 对 文 化 的 界 说 , 提 出 了

如下狭义文化的定义 : “文 化是 一 定 社 会 群 体 习 得 且

共 有 的 一 切 观 念 和 行 为。” [2] 当 然 , 也 有 学 者 反 对 文

化 中 包 含 可 见 的 行 为 , 认 为 文 化 应 指 导 致 行 为 发 生

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和信仰等。

在 本 文 中 , 我 们 讨 论 文 化 内 涵 的 多 样 和 歧 义 ,

只 是 试 图 寻 找 和 定 位 教 学 文 化 概 念 的 逻 辑 前 提 , 以

使 我 们 更 好 地 理 解 、 规 范 和 约 定 教 学 文 化 的 含 义 。

由 文 化 定 义 的 多 样 与 歧 义 所 带 来 的 一 个 问 题 是 : 定

义 “ 教 学 文 化 ” 之 艰 难 。 我 们 无 意 给 教 学 文 化 下 一

个 准 确 的 定 义 , 因 为 这 似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也 是 笔 者

力 所 不 能 及 的 , 但 我 们 又 不 得 不 面 对 和 思 考 这 一 前

提性问题 , 因 此 我 们 只 好 对 “教学 文 化 ”进 行 约 定 ,

并 在 本 文 中 贯 彻 这 一 约 定 。 教 学 文 化 是 一 个 更 狭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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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概 念 , 显 然 不 应 包 括 文 化 中 的 “ 物 质 ” 成 分 , 那

么根据文化的“三 层 次 说 ”, 教 学 文化 应 包 括 教 学 制

度 文 化 和 教 学 精 神 文 化 。 本 文 中 的 教 学 文 化 则 侧 重

于 精 神 文 化 , 指 教 师 和 学 生 所 共 同 分 享 的 教 学 观 念

和行为。

杨 启 亮 教 授 在 一 次 学 术 报 告 会 上 说 , 教 师 的 职

业 境 界 有 四 个 层 次 : 一 是 把 教 育 看 成 是 社 会 对 教 师

角 色 的 规 范 和 要 求 ; 二 是 把 教 育 看 作 是 出 于 职 业 责

任的活动 ; 三是把教育 看 作是 出 于 职 业 良 心 的 活 动 ;

四 是 把 教 育 活 动 当 作 幸 福 体 验 。 教 师 的 最 高 境 界 是

把 教 育 当 作 幸 福 的 活 动 。 他 认 为 , 前 两 个 境 界 是 一

种 “ 他 律 ” 的 取 向 , 而 后 两 者 是 “ 自 律 ” 的 取 向 ,

并 建 议 教 师 实 现 从 “ 他 律 ” 到 “ 自 律 ” 的 转 变 。 [3]

从 这 个 角 度 讲 , 教 师 的 职 业 幸 福 是 教 学 文 化 的 应 有

之维 , 教学文化重塑不应遗忘教师的职业幸福。

二、当下教学文 化中 教 师职 业 幸福 的

失落

寻 求 幸 福 是 人 类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凝 聚 与 积 淀 起 来

的一种永恒 , 正如 马 克 思 所说 : “在 每 一 个 人 的 意 识

或 感 觉 中 都 存 在 着 这 样 的 原 理 , 它 们 是 颠 扑 不 破 的

原 则 , 是 整 个 历 史 发 展 的 结 果 , 是 无 须 加 以 证 明 的

⋯⋯例 如 , 每 个 人 都 追 求 幸 福 。” [4] 然 而 , 在 当 下 教

学文化中 , 教师的 职 业 幸 福 似 乎 不 见了 , 我 们 感 到 、

看到和听到的更多的是教师的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

( 一) 教学现实中教师职业幸福的失落

2005 年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组 织 与 人

力 资 源 研 究 所 采 用 专 业 的 调 查 工 具 , 对 教 师 的 工 作

压 力 、 工 作 倦 怠 与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进 行 全 国 性 调 查

[5], 共 有 8699 名 教 师 填 写 了 调 查 问 卷 。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有 34.6%的 被 调 查 教 师 反 映 工 作 压 力 非 常

大 , 有 47.6% 的 被 调 查 教 师 反 映 工 作 压 力 比 较 大 ,

两 者 加 起 来 占 到 了 被 调 查 教 师 总 数 的 82.2% ; 有

68.2%的教师成就感低落 , 在工作中没有体 验 到 成 就

感 , 只 有 8.2%的 教师 对 自 身 的 评 价 较 高 , 具 有 较 高

的 成 就 感 , 认 为 自 己 能 胜 任 工 作 。 为 了 对 所 有 被 调

查 教 师 的 工 作 倦 怠 情 况 有 一 个 整 体 认 识 , 此 次 调 查

还 分 别 以 “ 一 项 指 标 出 现 工 作 倦 怠 ”、“ 两 项 指 标 均

出 现 工 作 倦 怠 ”、“ 三 项 指 标 均 出 现 工 作 倦 怠 ” 为标

准 , 对 所 有 被 调 查 教 师 进 行 了 分 析 , 结 果 是 : 如 果

把 “ 一 项 指 标 出 现 工 作 倦 怠 ” 作 为 轻 微 工 作 倦 怠 的

标 准 , 则 有 86%的 被 调 查 教 师 至 少 出 现 轻 微 的 工 作

倦 怠 ; 如 果 以 “ 两 项 指 标 出 现 工 作 倦 怠 ” 作 为 中 度

工 作 倦 怠 的 标 准 , 则 有 58.5%的 被 调 查 教 师 出 现 了

中度工作倦怠 ; 如 果 以 “三 项指 标 均 出 现 工 作 倦 怠 ”

作 为 高 度 工 作 倦 怠 的 标 准 , 则 有 29%的 被 调 查 教 师

出现了高度工作倦怠。

国 内 其 他 研 究 机 构 和 研 究 人 员 也 曾 多 次 对 不 同

地 区 教 师 的 职 业 压 力 和 职 业 倦 怠 状 况 进 行 了 调 查 研

究 , 其 结 果 大 同 小 异 , 如 , 浙 江 省 浦 江 县 教 师 进 修

学 校 的 一 次 调 查 [6] 显 示 : 在 抽 样 调 查 的 260 多 名 教

师 中 , 目 前 工 作 心 情 “ 愉 快 ” 和 “ 较 愉 快 ” 的 只 占

44.8%, 而 “ 不 太 愉 快 ”、“ 不 愉 快 ” 和 “ 很 不 愉 快 ”

的竟占了 55.2%。

笔 者 在 对 教 师 的 访 谈 中 发 现 教 育 体 制 的 改 革 与

创 新 、 新 课 程 改 革 的 推 进 、 聘 任 制 的 逐 渐 实 施 、 职

称评审中对科研成果的 过 高 要求 、各 种 各 样 的 检 查 、

工 作 内 容 的 机 械 烦 琐 、 升 学 率 的 压 力 等 等 , 使 很 多

教师每天 要 工 作 10 个 小 时 以 上 , 有的 教 师 甚 至 连 续

几 周 不 能 好 好 休 息 , 在 身 心 健 康 方 面 常 常 预 支 、 透

支 。 作 为 服 务 性 、 助 人 性 行 业 的 教 师 职 业 , 是 经 受

压 力 最 多 的 职 业 之 一 , 教 师 已 经 成 为 职 业 倦 怠 的 高

发 人 群 。 职 业 枯 竭 的 感 受 正 打 击 着 无 数 具 有 爱 心 、

拥 有 理 想 、 乐 于 奉 献 的 教 师 , 其 职 业 倦 怠 如 果 不 能

得 到 及 时 有 效 的 纠 正 , 那 么 这 个 重 大 的 疾 病 就 会 达

到流行的程度。

上 述 这 些 数 据 和 事 实 虽 然 不 能 代 表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的 全 部 内 容 , 也 不 能 代 表 全 部 教 师 , 但 至 少 可 以

说 明 在 当 前 的 职 业 生 活 中 ,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教 师 没 有

体 验 到 职 业 的 尊 严 和 幸 福 , 这 是 一 个 必 须 引 起 我 们

高度关注的问题。

( 二) 教学研究中教师职业幸福的缺失

教 师 是 教 学 中 的 要 素 , 对 教 师 的 研 究 是 教 学 研

究的重要内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我国对教师的

研 究 开 始 进 入 繁 荣 时 期 , 研 究 者 从 若 干 维 度 研 究 了

此 领 域 不 同 层 面 的 问 题 。 在 对 教 师 的 研 究 中 , 无 论

是 没 有 教 师 参 与 的 研 究 , 还 是 有 教 师 参 与 的 研 究 ,

其研究对象和内容都主 要集 中 在 教 师 的 行 为 、人 格 、

角 色 、 素 质 等 方 面 。 这 些 研 究 往 往 把 焦 点 集 中 在 作

为 一 种 职 业 的 教 师 的 外 显 的 、 可 观 察 的 部 分 上 , 并

未 涉 及 教 师 的 内 心 世 界 。 换 言 之 , 我 们 研 究 教 师 的

行为、人 格 、角 色 、素 质 , 研 究 教 师 所使 用 的 教 材 ,

研 究 教 师 的 工 作 环 境 , 但 忽 略 了 研 究 教 师 这 个

“ 人 ”, 这 个 有 思 想 、 能 思 考 、 必 须 以 自 己 的 个 性 魅

力 影 响 学 生 的 “ 人 ”, 致 使 有 的 一 线 教 师 很 无 奈 地

说 : “关于教师的 研 究 成 果 越 多 , 我 们 的紧 箍 咒 就 越

多 ! ” 当 然 , 这 些 研 究 是 必 要 的 , 也 是 永 无 止 境 的 ,

但我们不能忽视理 论 向 实 践 转化 的 “中 介 环 节 ”,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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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忽 视 教 师 的 现 实 处 境 与 精 神 需 要 。 如 果 关 于 教

师 的 研 究 成 果 找 不 到 合 适 的 着 陆 点 , 不 能 与 教 师 的

知 识 结 构 与 精 神 需 求 相 契 合 , 那 么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的

命 运 很 可 能 就 是 昙 花 一 现 或 成 为 空 中 浮 云 , 而 不 能

内 化 到 教 师 的 内 心 , 更 无 法 变 成 教 师 的 行 动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 , 关 注 教 师 的 现 实 处 境 与 精 神 需 要 是 研

究 教 师 的 出 发 点 和 基 本 前 提 。 也 就 是 说 , 我 们 研 究

教 师 , 不 能 仅 仅 从 社 会 规 约 出 发 , 还 应 该 从 教 师 自

身 的 需 要 出 发 , 这 是 一 个 问 题 的 两 个 方 面 , 理 应 相

辅 相 成 , 而 不 能 偏 执 一 方 。 但 遗 憾 的 是 , 我 们 关 注

前者较多 , 而对后者重视不够。

通 过 文 献 检 索 , 我 们 在 国 内 教 育 学 领 域 还 没 有

发 现 关 于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问 题 的 学 术 专 著 , 只 是 发 现

在个别著作中论及了教 师 幸福 问 题 。令 人 欣 慰 的 是 ,

近 年 来 陆 续 有 一 些 关 于 教 师 幸 福 的 文 章 发 表 。 通 过

对 仅 有 的 这 些 关 于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的 研 究 成 果 的 文 献

分析 , 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 1) 从 成 果 发 表 的 时 间 来 看 ,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问

题 最 近 几 年 才 逐 渐 引 起 人 们 的 注 意 , 已 呈 现 出 成 为

研究热点的发展趋势 ,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与重视。

( 2) 在 概 念 使 用 上 还 比 较 混 乱 , 不 仅 对 幸 福 、

幸 福 感 、 快 乐 等 概 念 内 涵 的 把 握 不 一 致 , 而 且 也 常

常将教师幸福与教师职业幸福混为一谈。

( 3) 对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的 类 型 、 特 性 、 价 值 等 本

体 性 问 题 还 没 有 进 行 深 入 、 系 统 的 研 究 , 还 不 足 以

为教师职业幸福的实证研究提供充实的理论支撑。

( 4) 从 相 关 成 果 的 学 术 分 量 来 看 , 其 中 多 为 实

践 感 悟 和 随 笔 , 真 正 对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问 题 进 行 学 术

探 讨 的 很 少 , 发 表 在 核 心 期 刊 上 的 论 文 更 少 , 这 说

明我们对教师职业幸福问题 的 学理 探 讨 还 远 远 不 够 ,

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5) 从 研 究 的 出 发 点 来 看 , 我 们 更 多 的 是 从 教

师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出 发 去关 注 教 师 幸 福 问 题 ,

还没有真正关注教 师 这 个 “人 ”, 没有 从 教 师 的 个 体

需要出发去研究和关注教师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

( 6)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 多为归纳 总 结 和 哲 学 、

伦 理 学 理 论 的 推 演 , 而 缺 乏 系 统 的 实 证 研 究 和 质 性

研 究 。 教 师 的 职 业 幸 福 观 和 幸 福 感 到 底 如 何 ? 影 响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的 内 在 和 外 在 因 素 有 哪 些 ? 如 何 才 能

使 教 师 过 上 幸 福 的 职 业 生 活 , 从 而 促 进 学 生 的 幸 福

成 长 ? ⋯⋯ 我 们 对 这 些 问 题 还 没 有 进 行 深 入 、 系 统

的 研 究 。 换 言 之 , 我 们 仅 仅 是 发 现 了 问 题 , 但 还 没

有 弄 清 楚 这 些 问 题 , 更 谈 不 上 提 出 有 效 地 解 决 这 些

问题的对策和机制。

三、观照教师职 业幸 福 是教 学 文化 重

塑的应然求索

教 学 文 化 重 塑 可 以 有 多 种 取 向 , 正 如 树 杈 一 样

可 以 向 多 个 方 向 伸 展 , 但 哪 一 种 取 向 都 不 应 遗 忘 教

师 的 职 业 幸 福 , 这 是 因 为 教 师 的 职 业 生 活 理 应 是 幸

福 的 , 教 师 享 有 职 业 的 尊 严 与 幸 福 是 学 生 幸 福 成 长

的前提和条件之一。

( 一) 幸福是人生的主题和 根本 问 题 , 教 师 的 职

业生活理应是幸福的

在 现 实 世 界 中 , 人 的 需 要 是 多 方 面 的 , 它 们 从

不 同 侧 面 体 现 人 的 本 性 , 构 成 人 的 本 质 。 作 为 社 会

人 , 教 师 当 然 也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需 要 。 如 同 其 他 人 类

群 体 的 需 要 一 样 , 教 师 的 需 要 也 可 分 为 物 质 需 要 和

精 神 需 要 两 大 类 。 随 着 生 产 力 水 平 的 提 高 , 社 会 的

不 断 进 步 , 特 别 是 到 了 物 质 需 要 得 到 相 对 满 足 的 历

史 阶 段 , 精 神 需 要 将 成 为 教 师 追 求 的 主 要 目 标 。 在

马 克 思 看 来 , 精 神 享 受 是 人 区 别 于 其 他 动 物 的 主 要

标 志 。 教 师 的 精 神 享 受 是 指 教 师 在 追 求 和 传 递 文 化

知 识 过 程 中 , 具 有 成 就 感 , 为 自 己 的 才 干 得 到 发 挥

而 感 到 幸 福 。 然 而 , 目 前 无 论 是 教 育 研 究 机 构 , 还

是 政 府 部 门 , 都 对 教 师 的 精 神 需 要 关 注 不 够 。 教 师

并 没 有 在 物 质 需 要 得 到 一 定 满 足 的 同 时 产 生 精 神 的

愉 悦 和 职 业 的 尊 严 , 相 反 精 神 压 力 却 越 来 越 大 , 这

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人 类 社 会 不 断 进 步 的 重 要 标 志 之 一 是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获 得 越 来 越 多 的 幸 福 , 因 此 对 于 教 师 个 体 的 精

神 需 要———幸 福 , 我 们 同 样 不 可 忽 视 。 我 们 过 去 曾

经 片 面 强 调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的 实 现 条 件 , 诸 如 社 会 、

历 史 条 件 以 及 教 师 个 人 幸 福 的 社 会 幸 福 前 提 等 等 ,

其 结 果 是 教 师 自 身 的 幸 福 不 见 了 。 这 是 值 得 我 们 深

思 和 汲 取 的 教 训 之 一 。 教 师 只 有 摆 脱 了 职 业 感 的 束

缚 , 不 把 教 育 当 成 谋 生 的 手 段 , 而 是 出 乎 自 己 的 需

要 , 像 孟 子 那 样 以 得 天 下 英 才 而 教 育 之 为 乐 , 那 么

他 才 能 在 教 的 活 动 中 自 由 地 、 有 创 造 性 地 发 挥 自 己

的 全 部 才 能 和 力 量 ⋯⋯ 只 有 教 、 学 双 方 在 互 动 之 中

都 抛 弃 一 切 世 俗 的 、 外 在 的 各 种 顾 忌 , 沉 浸 在 艺 术

的创造过程之中 , 才能达到“孔颜乐处”的境界。 [7]

( 二) 教师享有职业的尊严与幸 福 是 学 生 幸 福 成

长的前提和条件之一

教 育 的 幸 福 应 该 既 包 括 学 生 的 幸 福 , 也 包 括 教

师 的 幸 福 , 这 两 者 是 相 互 联 系 的 。 其 中 教 师 又 要 起

主 导 作 用 , 他 要 对 教 育 的 幸 福 负 主 要 责 任 。 教 育 是

为 了 学 生 的 发 展 , 学 生 的 发 展 是 一 个 过 程 , 我 们 不

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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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把 这 一 过 程 变 成 痛 苦 的 过 程 , 而 应 让 学 生 幸 福 地

成 长 。 学 生 的 幸 福 成 长 与 教 师 的 职 业 幸 福 有 着 密 切

关 系 , 教 师 的 幸 福 是 学 生 幸 福 的 前 提 条 件 之 一 。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讲 , 教 师 的 职 业 幸 福 不 仅 仅 是 教 师 自 身

的 问 题 , 它 关 涉 学 生 的 全 面 成 长 , 与 教 育 事 业 和 社

会发展密切相关。

从 一 定 意 义 上 讲 , 教 育 法 规 、 教 师 职 业 道 德 、

学 校 的 规 章 制 度 等 是 对 教 师 的 外 在 规 约 , 其 最 终 目

的和终极价值也是在于保障 和 促进 学 生 的 幸 福 成 长 ,

但 应 当 引 起 我 们 重 视 的 是 : 这 些 外 在 规 约 要 内 化 到

教 师 头 脑 中 , 然 后 再 体 现 为 教 师 外 在 的 行 为 才 具 有

实 效 。 教 师 遵 守 规 约 从 事 教 育 活 动 时 , 可 能 是 被 动

地 无 奈 地 应 付 , 也 可 能 是 心 甘 情 愿 地 幸 福 地 进 行 。

后 一 种 境 界 显 然 应 该 是 我 们 所 追 求 的 , 这 不 仅 是 教

师 自 身 幸 福 生 活 的 需 要 , 也 是 学 生 幸 福 生 活 的 必 要

前提 条 件 之 一 。 正 如 亚 当·斯 密 所 说 : “ 对 自 己 幸 福

的 关 心 , 要 求 我 们 具 有 谨 慎 的 美 德 ; 对 别 人 幸 福 的

关 心 , 要 求 我 们 具 有 正 义 和 仁 慈 的 美 德 。 前 一 种 美

德 约 束 我 们 以 免 受 到 伤 害 ; 后 一 种 美 德 敦 促 我 们 促

进 他 人 的 幸 福 。” [8]

同 时 ,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 教 师 不 但 授 业 、 解 惑 ,

充当知识传播者的角色 , 而 且 其 本 身也 是 教 育 内 容 ,

这 是 因 为 教 师 是 学 生 学 习 的 榜 样 , 儿 童 的 言 行 常 常

因 模 仿 其 所 崇 拜 的 榜 样 人 物 而 渐 成 习 惯 。 不 管 教 师

意 识 到 与 否 , 教 师 都 有 成 为 学 生 模 仿 对 象 的 最 大 可

能 性 。 在 学 生 成 长 的 过 程 中 , 这 种 潜 移 默 化 的 影 响

有 时 胜 过 显 性 的 教 育 活 动 , 这 已 被 众 多 的 研 究 所 证

明 。 因 此 , 教 师 在 职 业 生 活 中 所 表 现 出 的 幸 福 , 对

生 活 的 乐 观 态 度 和 对 学 生 的 无 私 关 爱 , 对 学 生 具 有

教 育 作 用 , 在 学 生 幸 福 成 长 中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作 用 。

另外 , 学生的 幸 福 成 长 、成 人 与成 才 、知 识 的 获 得 、

精 神 境 界 的 提 升 、 人 生 价 值 观 的 生 成 与 践 行 、 对 社

会 作 出 的 贡 献 等 , 虽 然 不 能 直 接 给 教 师 带 来 感 官 上

的 享 受 , 也 不 能 直 接 产 生 经 济 效 益 , 但 却 是 教 师 职

业 幸 福 的 动 力 与 源 泉 , 也 是 人 类 社 会 进 步 不 可 或 缺

的支持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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