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教育是影响青少年成
长的主导力量，学校是公益教育
开展的重要场所和主体。 学校教
育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教师，教
师对公益教育的认识、认同及开
展公益教育的素养是决定学校
公益教育开展情况的至关重要
的因素。 因此，在公益教育开展
中， 需要了解教师的有关情况，
以准确把握在中小学开展什么
样的公益教育，并有效地引导教
师参与到公益教育中。

北京市海淀区位于北京城
区西北部，其辖区内约一半区域
的学校为通常意义上的市区学
校，另一半区域的学校为郊区或
农村学校；既有在北京市办学层
次处于一类的学校，也有办学层
次较低的学校。 因此，在该区域
选择若干学校进行调查具有较
大的代表性。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
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公益
教育研究所对该区 21 所学校的
1000 名教师进行了公益教育方
面的调研。 调查发现，目前小学
教师对公益教育的了解和开展
的公益教育有限。

公益认知缺乏深度

大部分小学教师对公益有
一定认识， 但是不够全面和深
入。 对“公益”的认识主要局限在
常识意义的理解上，偏重于“指
向于他人的”，而缺乏指向于“集
体”或“社会”的理解。

在“您认为公益是 ”
的多项选择调查中，被选择最多
的选项是“为他人服务”，占教师
总数的 83.8%；次多的选项是“志
愿精神”，72.9%的人选择了这一
项，说明了大部分认为“公益”是
一种自愿的行为， 甚至有 36.2%
的人认为公益是“牺牲自我、不
求回报”的行为。 有 53.9%的教师

认为“公益”是“公共利益”。 比较
而言，认为“公益”是“指向于他
人的”人数比认为是“公共利益”
的人数多 29.9%，接近三分之一。

对“公益教育”这一概念，有
16.6%的人没有听说过， 有 69.8
的人“了解一点”， 两项合计为
“86.4%”；“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
的共占 13.6%， 说明大部分教师虽
然对“公益”一词不陌生，但是对
“公益教育”的了解较少。就目前的
理解来说，认为其与“品格、道德教
育”最相似的教师比例最高，达到
64.5%，有 62.8%的人认为其是“培
养志愿精神”，一半左右的教师认
为其与“人文教育”、“公民教
育”、“素质教育”相似。

公益教育的实施有哪些作
用？ 在公益对儿童的影响方面，
教师更为看重“指向于他人”的
方面，91.3%的教师认为是让学生
“学会关心他人与社会”、“增强
社会公德意识”， 而选择公益教
育的影响是促进孩子自身发展
的“提升沟通、交往能力”和“接
触社会、开阔视野”的比例分别
是 75.6%和 79.5%，认为公益教育
能够“培养（儿童）学习及行为习
惯”的教师仅有 44.1%。

公益教育偏重人文类课程

大多数小学教师认为公益
教育的实施途径主要为德育方
面的课程与活动，是否能融入到
其他学科教学之中，与这门课是
否有活动形式的教学有关系。

与上述关于公益及公益教
育的认识相关的是，“在哪些课
程或活动中体现公益教育”的调
查中，有超过 50%的教师认为不
能在品德课程、班会活动或德育
活动之外的课程中进行。

除了品德课程之外，认为在
语文学科中可以融入公益教育

的教师最多，可能与语文的人文
性是有关系的。 在小学教育中，
语文教育既担负着工具性的教
学读写等之外，还肩负着对学生
进行“人文”教育的任务。 英语、
数学、 体育和科学被选择得很
少，这与教师关于这些学科的学
科观有关系。

深入分析，教师认为一门课
能否融入公益教育，与这门课是
否有活动形式的教学有关系，结
合项目组的访谈内容可发现，大
多数老师都认同公益教育需要
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才能
将公益理念落实。

选择“艺术”和“健康教育”
的人数比语文之外的其他学科
多，可能是因为艺术、健康教育
中的活动居多；选择“科学”的明
显比选择英语、数学、体育的教
师多，也可能是因为这一学科中
的活动比其他学科多。

时间、精力、安全问题突出

调查中发现， 目前中小学教
师开展公益教育的情况较少，并
且不同学校存在着较大差异。 那
么， 教师开展公益教育与哪些因
素相关呢？ 时间、精力、安全问题
是影响小学教师选择开展公益教
育的重要因素。 这可能与他们关
于公益教育主要以“活动”形式开
展的认识是有关的， 因为认为是

“活动”， 因而就认为需要在正常
课堂教学活动之外安排单独时间
开展，这势必“挤压”当前师生的
教育教学和学习情况； 因为认为
是“活动”，尤其是“服务于他人”
的活动，就认为需要走出校门，因
此就会存在着安全问题。

家长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
影响因素，尤其是作为儿童的监
护人，可以决定孩子是否参加日
常教育教学之外的活动， 因此，

了解教师与家长沟通和争取家
长支持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关于
公益教育，有 46.0%和 42.1%的教
师认为“家长的重视程度”是学
校开展公益教育和教师开展公
益教育的影响因素，这一比例接
近调查教师的一半。

由于目前中小学教师所认
为的“公益教育”开展的并不多，
因此，调查中了解了在教师所在
班级的家长对学校要求的配合
程度情况，发现教师认为家长在
学生的安全方面的配合程度最
高，95.1%的教师选择家长“大多
数配合”或“全都配合”；教师认
为家长配合程度次于“安全”的
是“收费”，87.3%的教师认为“大
多数配合”或“全都配合”；再次
是学习方面，87.1%教师认为家长
“大多数配合”或“全都配合”；而
在行为习惯、卫生健康、社会参
与/活动方面， 家长的支持程度
明显比前两个方面低， 分别有
77.5%、82.7%和 80.7%的教师认
为家长在这些方面是“大多数配
合”或“全都配合”。

大部分教师在开展公益教育
中需要其他教师协助和支撑，而
目前涉及到公益教育课程或者活
动开展的教师主要包括： 综合实
践课老师、 班主任、 品德与生活
（社会）老师、德育老师及少先队
辅导员等， 多为学校的非重点学
科教师，难以取得支持。在对近期
（一年以内）参加的公益活动进行
调查时， 作出回答的教师中，
85.6%的教师说明他们的活动得
到了其他老师的较大支持或有其
他老师较大程度的参与，88.9%的
教师说明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参加
教师的积极评价。实际上，如果不
能获取其他教师的支持， 单个教
师开展正常教育教学之外的活
动，是存在着一定困难的；如果没
有得到其他教师的积极鼓励和评

价，将难以进一步开展下去。
就影响“教师”开展公益教

育的因素方面，教师的教学任务
重被参加调查的教师列在第一
位，72.3%的教师认为“教学任务
重”是影响他们开展公益教育的
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学生的学习
任务，50.6%的教师选择了这一
项； 再次是家长的支持程度，为
42.1%。 认为这三个方面是影响
教师开展公益教育因素的教师
人数远远超过选择其他项的因
素，选择其他项的教师比例均在
30%以下。

教师、学校、政策联动

调查显示，推进小学教师开
展公益教育需要教师、 学校、政
策联动。

在实践中，学校或教师个人
是否真正地认同并实践公益教
育，他们关于公益教育的认识具
有决定性作用，否则尽管他们认
为公益教育很重要，但是因其是

“活动” 等的认识而认为自己没
有时间和精力开展就放弃或拒
绝了。 教师培训中，厘清公益教
育的概念和帮助教师在认知层
面把握公益教育的意义和途径
是重中之重。

要充分利用学校的既有相
关基础。 将公益教育与各类既有
活动整合起来，一是使公益教育
更好地在学校立足，并被师生认
同；二是通过这种“整合”切实减
轻师生思想上的压力，也减少他
们准确认识和实践公益教育的
时间与精力。

评价是影响公益教育能否
切实实施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
实践中，需要在政策层面实施有
关公益教育的评价。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副研
究员涂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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