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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关心教育的普遍质量以及将教育作为一种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财富，走向对个体
学习方式、知识经验和教育质量的关心，并最终超越个人的知识和竞争层面，指向共同利益的
维护和促进是全球教育的呼吁和发展趋势。 情感教育在关心人的精神状态并通达全副生命发
展，建构人类伦理以及面对狭隘、封闭的教育积弊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是反思教育并进行人文
主义教育和教学实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以情感教育思想为指导的“情感-交往”型课堂
是融合情感教育、课程育人、情感德育为一体的，关心有生命质量的课堂教学。 它注重课堂教
学中教师、学生等个体间情感关系的顺畅、生命联系的牢固以及整个课堂教学环境的积极健
康，最终指向包括个体情感在内的整体人格的健全发展。 在教师的情感素养和能力、教师与学
生的课堂行为表现以及课堂教与学的整体状态等方面，提供指导性、支架性、开放的“指南”可
以帮助进行课堂教学的自我评价、自我诊断、课堂观察和同行互评，是指向具有“情感-交往”
型课堂意蕴、体现情感教育旨趣和方向目标的可能路径和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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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世界变得越来越年轻，对于人权和尊严的渴望正在上升”，［1 ］

而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暴力、 不宽容， 狭义的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等问题和矛
盾。现实迫使我们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解决、消除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和矛盾，
以此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前景。教育何以构成以促进社会平等和文化多样性、引
导并丰富人的生命成长、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平等、创造可持续发展与团结为目
标的人类共同利益的全局框架的坚实基础， 并据此回应当今时代中个体生存危
机？ 我们迫切需要对那些恒久以来的教育命题做出新的思考———什么是好的教
育质量？教育的目的到底何在？个人的教育质量意味着什么？个人是在怎样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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