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李颖ꎬ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ꎻ袁爱玲ꎬ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ꎬ
博士生导师ꎮ

〔∗〕本文系 ２０１２ 年广东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广东省农村学前教育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２ＺＧＸＭ＿０００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１７ 期ꎬ２０１６. ６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６ Ｊｕｎ. ２０１６

儿童幸福的多维度分析:权利与主体性〔∗〕

○ 李　 颖ꎬ 袁爱玲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摘　 要〕儿童幸福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话题ꎬ它存在于真实的过去ꎬ也存在于现

实所关注的问题ꎮ 儿童幸福的研究缘起于上个世纪的美国ꎬ在这之前ꎬ关于幸福的研

究ꎬ其对象多指成年人ꎮ 儿童幸福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ꎬ它既要研究客观的物质因素ꎬ
又要研究主观的心理因素ꎮ 它有多重维度ꎬ包括儿童所拥有的物质状况、儿童的身体健

康、儿童的行为及其带来的风险、儿童受教育状况以及儿童的主观幸福感ꎮ 判定儿童幸

福与否需要严密的指标体系来进行衡量ꎬ而不能简单的主观臆断ꎮ 儿童幸福是儿童作

为权利主体应有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ꎬ在个体生命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实现ꎬ
与儿童全面发展相辅相成ꎬ构成教育的最终指向ꎮ 对儿童幸福的持续关注具有重要价

值ꎬ既是解决社会民生问题ꎬ也是政府职能所在ꎬ更是研究者对一个处于弱势状态的生

命的关注和保护ꎮ
〔关键词〕研究缘起ꎻ儿童幸福的含义ꎻ儿童的生活质量ꎻ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ꎻ主

体诉求

费尔巴哈说:“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ꎮ” 〔１〕 恩格斯说: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 〔２〕并认为这是永远不变的原则ꎬ是无需加以证明的ꎮ 人类

关于幸福的追求不言而喻ꎬ学者们对幸福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ꎮ 然后ꎬ儿童的幸

福呢? 当人们成年以后ꎬ对于儿童的幸福却不得而知ꎮ 小时候关于生活的记忆

总是片段式的、不连续的ꎬ回首自己的童年生活谁也无法对当时是否幸福做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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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ꎻ成年后面临众多压力时总会感叹ꎬ还是小时候好ꎬ小时候无忧无虑ꎬ真幸福!
但根据弗洛伊德的有关记忆的观点ꎬ研究者又会发现ꎬ对儿时幸福的记忆可能只

是人们对已有生活的美化而已ꎮ 那么ꎬ儿童的幸福存在吗? 它以什么样的面貌

呈现? 幸福的儿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一、儿童幸福研究的缘起与含义

(一)儿童幸福研究的背景

儿童幸福进行系统研究缘起于上个世纪 ７０ 年代的美国ꎮ 在美国ꎬ每一代成

年人都很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的生存条件(Ｍｏｏｒｅꎬ１９９９)ꎬ尤其是从上世纪 ７０ 年代

经济不景气的状况开始ꎬ美国人对他们国家儿童所处的物质条件、健康和安全、
受教育状况和道德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忧虑ꎮ 自上个世纪 ６０ 年代

末开始ꎬ社会学研究者ꎬ尤其是专门研究生活质量的学者就开始讨论是否要对儿

童及其家庭的生活各方面的状况进行持续的考察和评估ꎮ 在此基础上ꎬ结合当

时对儿童权利和主体性的关注ꎬ美国的政府和学术研究同时对儿童幸福展开了

探索性研究ꎮ 政府对此课题的研究主要用于制定有关儿童政策的文件、法律等

方面ꎬ用于提出改善儿童生活状况的策略ꎬ主要是用于政策问题的制定方面ꎻ而
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更加注重儿童本身ꎬ在研究中他们逐步确立了关注“儿童的

现在和将来”是考察儿童幸福的主要目标ꎮ〔３〕

在英语国家ꎬ一项关于儿童幸福的系统研究往往是研究者引用 ５ 个数据库

(ＰｓｙｃｈＩＮＦＯꎬ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ꎬＥＲＩＣꎬＭＥＤ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Ｒ)的资料对

当前儿童的幸福进行考察并且回答以下 ４ 个问题:儿童幸福的界定是怎样的?
考察儿童幸福的维度有哪些? 有关儿童幸福的指标体系是什么? 儿童的幸福如

何被测量? 综合已有的研究文献的结果表明:幸福是一个在儿童发展研究领域

经常被使用但是没有达成一致认识的概念ꎮ 儿童的幸福有多个独特的维度:身
体、心理、认知、社会和经济等因素都在被考察范围内ꎮ 在考察儿童的幸福指标

体系时ꎬ积极的指标往往用于身体、认知、社会和经济维度ꎬ而消极的(处于不利

情形的)指标则多用于考察儿童的心理维度ꎮ 在已有研究中关于儿童幸福的测

量的最好方式则没有达成一致意见ꎮ〔４〕

(二)儿童幸福之释义

当许多研究者把儿童(１８ 岁以下人群) 〔５〕幸福从多个途径进行概念化时ꎬ大
部分的研究人员往往采取的都是把儿童幸福视作包罗万象、包含众多维度的一

个非常宽泛的概念ꎮ〔６〕

儿童幸福是包含着人关于生活质量的的一种感觉ꎮ 它常常指的是儿童的经

济条件、同伴关系、政治权利和关于发展的机会ꎮ
儿童幸福是一个有多元结构的模型ꎮ 它通常包含物质、身体、精神(心理)

和社会四个维度ꎮ
儿童幸福是一种在参加社会活动和处理日常事物中取得成功、适应力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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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创新性的能力ꎮ 它也是一种心理状态ꎬ在处理日常事物和参加社会活动中

产生的一种心理感觉ꎮ
儿童的健康和幸福直接和他们所处的家庭提供给他们的必须的有关身体、

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的需要有关ꎮ
儿童幸福是指:个体的健康和成功(包括身体、心理和行为)ꎬ积极的人际关

系(与家庭成员ꎬ与同伴ꎬ与成人照料者ꎬ与社区和社会机构的工作人员ꎬ例如学

校、宗教机构和社区组织)ꎬ安全的社会与自然环境(如ꎬ无暴力、无战争和无犯

罪)ꎬ人类和公民权利ꎬ社会公平ꎬ参与社会公众事务ꎮ
事实上ꎬ对儿童幸福概念形成得早和晚都是建立在对儿童幸福的研究的基

础之上的ꎬ如果已有的研究已经很全面、深入ꎬ也有了丰富的成果ꎬ那么儿童幸福

的含义则不证自明ꎮ 鉴于目前国内对儿童幸福的研究都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ꎬ
国外对儿童幸福的研究并不适合照抄照搬ꎬ笔者在此首先为界定儿童幸福的概

念提供线索ꎮ 第一ꎬ儿童幸福与满足儿童的需要有关ꎮ 同成人一样ꎬ儿童有多种

多样的需要ꎬ正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儿童是不会幸福的ꎮ 因此ꎬ我们要研究儿

童的幸福首先要研究儿童的需要ꎬ以及如何满足儿童的需要ꎮ 首先ꎬ生存的需要

必须得到满足ꎬ同时ꎬ对生存需要的满足又必须适度ꎻ其次ꎬ只有生存需要被满足

是远远不够的ꎬ儿童幸福必须追求发展需要的满足ꎮ 第二ꎬ儿童幸福概念与快乐

有关ꎬ快乐是儿童幸福的前提ꎬ当幼儿从事自己的感兴趣的活动时ꎬ快乐感会增

强ꎬ因此ꎬ要允许并多为他们提供有趣的活动ꎮ 第三ꎬ儿童幸福与丰富和多方面

的精神生活有关ꎬ因此ꎬ要多努力避免让儿童遭遇没有丰富的刺激、生活平淡乏

味、自由被过多限制等情况ꎮ 第四ꎬ儿童幸福与儿童的社会关系有关ꎬ被爱、被理

解、被尊重ꎬ是儿童幸福的组成部分ꎮ 因此ꎬ把儿童视作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平等

的人、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的人至关重要ꎮ 第五ꎬ儿童幸福必须是生活总体而言ꎬ
而不是就某一件具体的事情或者特定的某一方面ꎮ 第六ꎬ儿童幸福既包括主观

因素ꎬ也包括客观因素ꎮ 第七ꎬ儿童幸福始于家庭ꎬ并在公共生活领域得以完全

实现ꎮ 根据已有的研究ꎬ可以把儿童幸福看作儿童的生存需要得到适度满足ꎬ发
展需要得到一定程度满足ꎬ儿童在家庭和公共生活领域中感到的总体愉悦状态ꎮ
它通常包括身体健康、物质条件、人际关系、主观幸福感、教育、家庭环境等多个

维度ꎮ

二、儿童幸福多维度分析

幸福是多层次、多结构的ꎬ其考察维度也是多方面而非单一的ꎮ 在国外已有

的关于幸福维度的讨论中ꎬ有许多研究者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ꎬ其中有一些学者

已经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７〕ꎮ Ｂｅｎｎｅｔｔ(１９９９)等人认为幸福的维度是两方

面: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ꎮ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２００９)等人则认为幸福的维度至少应包括

以下 ７ 个方面:物质满足ꎬ健康ꎬ教育ꎬ犯罪ꎬ家庭ꎬ环境和需要的满足ꎮ Ｌａｎｄꎬ
Ｋｅｎ(２００１)等人则提出幸福的维度应包括物质基础ꎬ健康ꎬ安全ꎬ教育机会ꎬ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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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ꎬ社会关系ꎬ主观幸福感ꎮ Ｏ’Ｈａｒｅ(２００３)等人认为经济保障、健康、行为和

社会环境、教育是幸福的四维度ꎮ Ｌａｎｄ(２００７)等人提出幸福的维度是:家庭经

济状况ꎬ社会关系ꎬ健康ꎬ安全ꎬ受教育情况ꎬ社区联系ꎬ心理幸福感ꎮ Ｖａｎｄｉｖｅｒｅ
(２００７)认为幸福的维度应该包括:健康ꎬ社会性和情感状况ꎬ认知发展和教育状

况ꎬ家庭(及家庭背景)ꎬ家庭和邻里关系ꎬ社会(经济)地位ꎮ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０８)
等人认为幸福的维度应包括物质状况ꎬ家庭和居住环境ꎬ健康ꎬ教育ꎬ个人和社会

幸福感ꎬ家庭结构ꎬ风险和安全ꎮ 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８)等人认为幸福的维度有:家庭经

济状况ꎬ健康ꎬ安全 /行为ꎬ社会联系ꎬ教育情况ꎬ社会关系ꎬ主观幸福感ꎮ Ｖａｎｄｉ￣
ｖｅｒｅ(２００８)等人提出幸福的维度应包括:健康和安全ꎬ教育ꎬ社会性情感发展ꎬ家
庭ꎬ社会环境ꎮ Ｌｅｅ(２００９)等人认为幸福的维度应包括:家庭经济状况ꎬ健康ꎬ安
全ꎬ教育ꎬ主观幸福感ꎮ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２００９)等人认为幸福的维度应该包括:健康ꎬ主
观幸福感ꎬ人际关系ꎬ物质资源ꎬ教育ꎬ行为和风险ꎬ家庭和环境ꎮ ＯＥＣＤ(２００９)
提出幸福的维度应包括:物质条件ꎬ家庭和居住环境ꎬ教育状况ꎬ健康和安全ꎬ风
险行为和受教育质量ꎮ Ｊｏ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９)等人认为幸福应包含八个维度:健康和照

顾ꎬ教育和学校的条件ꎬ经济资源ꎬ家庭和社会关系ꎬ家庭条件和邻里关系ꎬ安全

和保障ꎬ娱乐、文化和休闲活动ꎬ政治资源ꎮ Ｓａｎｓｏｎ(２０１０)提出考察幸福的维度

至少包括:健康维度ꎬ社会和经济维度ꎬ学业和能力维度ꎮ ＵＮＩＣＥＦ 提出的关于

幸福的维度:物质条件ꎬ健康和安全ꎬ教育状况ꎬ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ꎬ行为和风

险ꎬ主观幸福感ꎮ Ｌａ Ｒｅｄ (２０１０)等人认为考察幸福的维度至少包括七个方面:
公民权ꎬ健康ꎬ教育ꎬ经济条件ꎬ安全ꎬ社会资源ꎬ以人为本的立法ꎮ ＬａｕꎬＭａｇｇｉｅ
(２０１０)等人提出幸福的维度有:物质条件ꎬ健康ꎬ教育ꎬ主观幸福感ꎬ居住条件ꎬ
风险和安全ꎮ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２０１１)则提出考察幸福应从下面四个维度进行:家庭经

济条件ꎬ社区活动参与程度ꎬ健康ꎬ社会关系ꎮ
通过前面关于幸福维度的一系列不同意见的罗列中可以看到:幸福的维度

是多元而非单一的ꎬ而且是一直都存在的ꎮ 但是围绕幸福维度的系统讨论绝大

部分都是近 ２０ 年的产物ꎮ 研究者对此虽然各执一词ꎬ但这恰恰反应了现代社会

对幸福的关注和集中讨论ꎬ以及对幸福的热切地追求ꎮ 有关儿童幸福维度的讨

论同样如此ꎮ
儿童幸福的维度同样是多方面的ꎬ不同研究者、不同组织对此有不同认

识ꎮ〔８〕ＵＮＩＣＥ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ꎬ２０１３)就提出儿童的幸福是可以用一些客观

维度来进行评估的ꎬ这些客观维度主要包括物质、健康、教育、行为和家庭ꎬ同时ꎬ
它还可以通过询问儿童关于生活的想法和感受来进行评估ꎮ ＥＵ(欧盟ꎬ２００９)则
把考察儿童幸福的维度设定为七个方面:健康ꎬ主观幸福感ꎬ人际关系ꎬ物质资

源ꎬ教育ꎬ行为与风险ꎬ家庭和环境ꎬ而且欧盟国家对这七个维度的各项指标都达

成了一致认识ꎮ
Ｐｏｌｌａｒｄ ａｎｄ Ｌｅｅ’ｓ 总结了近十年关于儿童幸福的研究并得出结论:“对儿童

幸福如何进行考察和测量并没有取得共识ꎬ但大家都指出考察儿童幸福至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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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以下 ５ 个维度:身体ꎬ心理ꎬ认知ꎬ社会和经济ꎮ” 〔９〕 Ａｄａｍｓｏｎ (２００７)认为儿

童幸福的维度应包括:物质ꎬ健康和安全ꎬ教育ꎬ同伴关系ꎬ行为和风险ꎬ主观幸福

感ꎮ〔１０〕

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ꎬ笔者拟在联合国儿基会对儿童幸福的考量维度的分

析上展开进一步探索ꎮ
(一)提高儿童生活质量是儿童幸福的前提保障

儿童是现实生活中的人ꎬ良好的生活质量既提供儿童幸福的前提保障ꎬ又构

成儿童幸福的一个重要维度ꎮ 生活质量就是生活状况的好坏ꎬ〔１１〕它既包括了儿

童的物质生活条件ꎬ又囊括了儿童所受教育的情况、儿童的身心健康以及儿童行

为所带来的风险性ꎮ
儿童占据了一个国家人口的较大比例ꎬ他们的幸福往往被众多学术研究和

政策研究所关注ꎮ 世界儿基会 ２００７ 年发表«世界儿童状况»指出:全世界有 ２２
亿 １８ 岁以下儿童生活在贫困状态ꎮ〔１２〕 童年时期本来就是人生获得阻断两代人

贫困延续的一个关键时期(Ｙａｋｕｂꎬ２００２ꎻ Ｃｕｎｈａ ａｎｄ Ｈｅｃｋｍａｎꎬ２００７)ꎬ因此儿童

早期健康和教育一直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的问题ꎮ
许多证据表明物质生活条件维度对儿童幸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ꎬ不同国家

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儿童时期经历了贫困生活的孩子更有攻击性、更脆弱ꎬ他们的

身体状况也不太理想ꎬ并且在学习和行为方面都更容易产生问题ꎬ较难在学业生

活中取得良好成就ꎬ比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孩子更易发生早孕等问题ꎬ学习技能的

热情低下ꎬ成年后工作收入也较低ꎬ失业问题比较多ꎬ更加依赖国家福利生存下

去(ＵＮＩＣＥＦꎬ２００７) 〔１３〕ꎮ 许多从低收入家庭来的孩子现在和将来的生活状况都

令人堪忧ꎮ
儿童的身体健康维度尤其关注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健康状况和他们的生活

方式ꎮ 此维度往往通过关注儿童的死亡率、出生体重、慢性疾病(如哮喘)、饮食

和运动以及意外伤亡等方面的数据来进行总结ꎮ 身体健康维度经常是由日常报

告或收集一些常规数据进行统计而得ꎮ 对儿童早期身体健康进行关注会产生一

系列影响ꎮ 低体重新生儿在童年期往往会面对更多困难(Ｗｉｌｅｓꎬ２００５)ꎮ 从国际

儿童发展研究所得的数据来看ꎬ７ 岁时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尤其是有听力

问题和哮喘疾病的———会影响到 ４３ 岁时成年人的身体健康(Ｅｌｌｉｏｔｔ ａｎｄ Ｖａｉｔｉｌ￣
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０８)ꎮ 此外ꎬ从英国相关研究的数据来看ꎬ即使大部分 ５ 岁时被评定为

健康或者非常健康的儿童ꎬ他们依然还是得面临不同的有关社会、种族甚至家庭

收入的问题(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ｉꎬ２００８)ꎬ这些问题依然会在后期影响其健康发展ꎮ〔１４〕

儿童的教育必须纳入分析儿童幸福的维度是因为大部分儿童都处在受教育

阶段ꎬ而且他们将来的幸福大都依赖于他们在学校教育中所取得的成绩ꎮ 对儿

童教育及取得的成绩维度的考察往往是针对进入学校教育的儿童进行ꎮ
对儿童的幸福进行考察一定要考察其行为是因为这与他们自己和他们生活

中所处的社区息息相关ꎮ 如果儿童和青少年嗑药、处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ꎬ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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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早怀孕ꎬ这些都会间接地反应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以及对他们的生活

状况的自我认识ꎮ 考察儿童的行为及由此带来的风险极其关注青少年怀孕、抽
烟、喝酒、嗑药等问题ꎮ

(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儿童幸福的基础支撑

家庭和同伴关系是考察儿童幸福的维度之一ꎬ但也是最难考察的维度之一ꎮ
研究者普遍承认良好的人际关系对维持儿童的积极情绪具有重要作用ꎬ人际关

系可视为儿童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信任、社会支持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ꎮ 一个

儿童所处的环境及其人际关系对儿童发展、幸福和自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ꎮ
儿童的人际圈子更小ꎬ除亲人外也更少非常紧密、热烈的人际交往ꎮ 家人和同伴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ꎬ也对他们长期的情感和心理发展有较大作用ꎮ
对儿童人际关系的考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ꎬ但是儿童现在和将来的幸福都要求

把他们的人际关系纳入一个重要的考察范围ꎮ 家庭和同伴关系的质量对考察儿

童幸福的主客观因素和指标都非常重要ꎬ其重要性也会因为儿童性别和年龄发

生变化ꎮ
(三)整合主观幸福感是儿童幸福的关键体验

主观幸福感是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ꎮ 它由认

知成份和情感成份构成ꎬ认知成份主要指生活满意度ꎬ情感成份包括积极情感和

消极情感ꎮ〔１５〕这一概念已得到普遍认可ꎬ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ꎮ
从前述关于幸福维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近年来主观幸福感这一维度受到越来越

广泛的重视ꎬ究其原因是多样的ꎬ但这和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密不可分

的ꎬ而且人们在面临更多压力、焦虑的同时ꎬ也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积极的心理状

态和情绪体验ꎮ
主观幸福感也是考察儿童幸福的重要维度之一ꎮ 主观幸福感涉及到儿童关

于他自身生活的认知和评价ꎬ是了解儿童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ꎬ也可以从另

一方面反应出儿童对社会的满意程度ꎬ同样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ꎬ
许多有关儿童的福利、教育、医疗等政策的制定也应该考虑儿童的主观幸福感ꎮ

三、儿童幸福是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有诉求

现今社会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已经是不证自明的论题ꎬ可是儿童权利概念并

不是与生俱来ꎬ虽然众多教育家和思想家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开始关注儿童区别

于成人的本质之处ꎬ并论及保护儿童天性和促进其发展的各种措施ꎬ但是儿童权

利的提出直到 １９ 世纪末期才出现ꎮ 早期的儿童权利理论关注儿童的生存ꎬ试图

保护儿童的生命与健康ꎬ力求儿童生活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ꎮ １９２４ 年日内瓦

«儿童权利宣言»之后ꎬ儿童权利的研究有了新突破ꎮ 在这之前的儿童权利研究

可视为保护儿童ꎬ而之后的研究则开始凸显儿童需要与儿童福利ꎮ 自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开始ꎬ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ꎬ儿童权利研究又有了新的突

破ꎬ儿童成为权利主体ꎬ儿童自由与幸福成为最终目标ꎮ «儿童权利宣言»(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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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明确表示:“发布这一儿童权利宣言ꎬ以期儿童能拥有幸福的童年”ꎮ〔１６〕

(一)儿童幸福在个体生命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实现

马克思曾经说过ꎬ一切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ꎬ不是现存的外部自然界ꎬ而是

“有生命的个人存在” 〔１７〕ꎮ 人的一生就是生命个体实践的一生ꎬ幸福就起源于人

对生命的追寻ꎮ 生命存在的美好体验就是生命个体在所处的关系互动中获得的

关于生命本身存在状态的肯定性体验ꎬ而这种肯定性体验就是追求幸福的出发

点ꎮ 作为儿童的生命个体与成人一样ꎬ都是在不断建构又不断打破并重建生命

世界这一结构模式ꎮ 儿童幸福就是在各种生命关系即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

活中得到充分实现ꎮ 家庭是儿童最初也是一生的幸福来源ꎬ儿童拥有在家庭中

成长的权利ꎬ父母应该力所能及的做好亲职角色ꎬ尽量确保儿童不与双亲分离ꎮ
家庭是儿童生存与发展最主要的场所ꎬ既是儿童权利保护的主要责任者ꎬ又是儿

童幸福的缔造者ꎬ父母应尽量让儿童在幸福、关爱和谅解的家庭气氛中成长ꎮ
如果在家庭中是父母主动创造环境使得儿童感受到幸福ꎬ那么儿童在参与

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进行的生命关系互动却是儿童自身主动获得幸福ꎮ 这种幸福

大部分时候来源于儿童良好的同伴互动ꎬ在同伴交往中感受幸福和愉悦ꎮ 同伴

关系是儿童与他人形成的水平关系ꎬ是儿童与那些和他具有相同社会权利的同

伴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ꎬ其性质是平等的、互惠的ꎮ 儿童通过同伴交往中习得一

些社会技能和进行经验交流ꎬ得到集体归属感、被尊重、安全感等心理需求的满

足ꎬ从而多维度的实现儿童幸福ꎮ
(二)儿童幸福是儿童身心全面发展如影随形的过程

儿童有权享有促进其身体、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条件ꎮ〔１８〕 儿

童幸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与儿童全面发展(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Ｗｅｌｌ －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共同构成教育的“新”目的ꎮ〔１９〕儿童幸福倾向于描述整个过程ꎬ儿童全面发展则

侧重于规定结果ꎬ但是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ꎬ过程与结果互相交织、互相补充ꎬ既
独立存在又密不可分ꎮ 儿童身心全面发展一直是理想状态的追求ꎬ但儿童幸福

却是实实在在每一天的生活ꎮ 受制于儿童的生理特点ꎬ儿童的身心成长是一个

自然发展的过程ꎬ在这个过程中ꎬ儿童依赖成人得到保护和发展ꎬ这种依赖性也

是一种巨大的发展可能ꎬ他人和社会必须提供给儿童相应的环境和资源ꎬ帮助儿

童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与外界发生频繁互动ꎬ增加和积累经验与知识ꎬ以最终达到

全面发展的目的ꎮ 但是ꎬ这个基于全面发展目的的过程不应该牺牲儿童幸福作

为代价ꎬ不应该造成儿童痛苦和不幸ꎮ 儿童幸福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ꎬ它注重儿

童个体的多元性ꎬ它的多维度结构决定了它是儿童身心发展保驾护航的过程ꎮ
(三)儿童幸福是幼儿教育的终极指向

教育作为影响人身心的活动ꎬ与人类的幸福具有天然的血亲关系ꎮ 儿童有

权接受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ꎬ教育也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有效途径和有力工具ꎬ无
论其起源、过程还是结果都是为了提高人类追求幸福、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能

力ꎮ 幼儿教育同样如此ꎮ 但是ꎬ由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的理性的张扬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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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ꎬ中国传统的成人本位的文化对儿童的桎梏ꎬ以及教育自身的迷失等因素

使幼儿教育中存在着大量的儿童幸福失落现象ꎮ 这种异化的教育不仅没有帮助

儿童实现自身重大需要和欲望的满足ꎬ给他们带来幸福的心理体验ꎬ反而由儿童

幸福的守护神变成了无情的破坏者ꎮ
幼儿教育起源就是帮助儿童获得幸福ꎬ其教育过程也是儿童体验幸福的过

程ꎮ 幼儿教育的最终目标也是培养儿童追求幸福、享受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

力ꎮ〔２０〕针对幼儿教育中儿童幸福的失落现象ꎬ笔者认为幼儿教育应该关怀儿童

丰富多彩的生命ꎬ保护并培育儿童独特的个性ꎻ其次ꎬ幼儿教育应走进儿童的生

活ꎬ认识到儿童的生活就是儿童的发展和成长ꎬ儿童当下的生活与未来的生活是

辩证统一的ꎻ第三ꎬ幼儿家庭教育要对儿童合理施爱ꎬ同时幼儿教育要珍视并保

护儿童的好奇心ꎬ这是他们成长的动力ꎬ是他们创造幸福的源泉ꎻ此外ꎬ幼儿教育

还应重建幼儿与大自然的亲子关系ꎬ保护儿童知识的源泉ꎮ 最后ꎬ幼儿教育必须

解放儿童ꎬ给予儿童自由ꎬ这是儿童获得幸福最重要的条件ꎮ

四、未来研究的方向:儿童幸福研究的维度需要量化为指标体系

儿童幸福研究的维度确定后ꎬ需要据此对儿童幸福的考察指标进行梳理ꎮ
在整理儿童幸福研究的指标体系时需遵守基本的原则:指标必须少而精确ꎬ易让

人理解ꎻ指标体系必须覆盖所有的关于儿童幸福的维度ꎻ指标体系必须有可比较

性ꎬ通过指标体系必须能得出关于儿童幸福指数的结论或者发现其相关因素ꎻ指
标体系必须有操作性ꎻ指标体系必须是聚焦儿童ꎬ以儿童为中心ꎮ〔２１〕在遵循上述

原则的基础上再对考察儿童幸福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则更容易得出合理的结论ꎮ
不同的研究者对儿童幸福维度的看法不同ꎬ必然导致测量儿童幸福的指标

也不一样ꎮ 欧盟对儿童幸福的指标体系进行规范时在已有的关于儿童幸福的维

度的基础上进行了仔细解说:尽可能挑选能直接而非间接、注重结果而非输入过

程进行幸福测量的指标ꎻ直接面对儿童进行的测量和分析ꎬ比对他的父母、家庭、
家人进行间接测量更好ꎻ优先考虑儿童现在的幸福状态ꎬ而非指向他将来的幸福

生活———即儿童的成年生活状态———因为童年也是生命中有自身重要意义的一

个阶段ꎻ使用的指标最好能代表儿童自己所说的他们关于自身生活的看法和感

受ꎮ 这也正好回应联合国关于儿童权利的会议的相关内容:“有关儿童的行动

都应首先考虑儿童的兴趣和他们的意见ꎮ” 〔２２〕

儿童幸福ꎬ它不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抽象词ꎬ它将是一个可看得见、
可摸得着、可说得明的儿童高质量生存的最佳状态ꎻ幸福不仅是成人在生活中的

体会ꎬ它更是衡量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标尺ꎬ良好的生活质量自然会引领儿童

走向幸福道路ꎮ

注释:
〔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ꎬ上海:三联书店ꎬ１９５９ 年ꎬ第 ５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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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３７４ 页ꎮ
〔３〕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 Ｍｏｏｒ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Ｔｈｅｏｋａｓ  Ｌａｕｒａ Ｌｉｐｐｍａｎ Ｍａｒｇｏｔ ＢｌｏｃｈＳｈａｒｏｎ Ｖａｎｄｉｖｅｒ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Ｈａｒｅ. Ａ Ｍｉｃｒｏｄａｔａ 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ꎬ Ｃｈｉｌ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８(１)ꎬｐｐ. １７ － ５０.

〔４〕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ｌ. Ｐｏｌｌａｒｄ Ｐａｔｒｉｃｅｄ. Ｌｅｅ. 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ꎬ２００３(６１)ꎬｐｐ. ５９ － ７８.

〔５〕〔２０〕«儿童权利公约»ꎬ１９８９ 年ꎮ
〔６〕Ｊ.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 Ｍ. Ｎｏｂｌｅ ﹒ Ｋ. Ｂｌｏｏｒ Ｍ. Ｈｕｂｙ Ｄ.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Ｄ. Ｒｈｏｄｅｓ  Ｉ.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Ｋ.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Ａ 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Ｓｍａｌｌ Ａｒ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ꎬ Ｃｈｉｌ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９(２)ꎬ
ｐｐ. ２０１ － ２０９.

〔７〕Ｌａｕｒａ Ｈ. Ｌｉｐｐｍ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ｅ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７(８３)ꎬｐｐ. ３９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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