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益行动中提升学生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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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市育红小学（以下简称“育红

小学”）秉承“智爱化新，为公益民”校训，以“小

红帽”之公益服务精神锤炼学生公益品格。学

校的“‘为公益民’价值引领下的‘小红帽’行

动”成功申报江苏省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项

目。项目实践中，学校涵育学生“为公益民，爱

行天下”的公益精神，渗透“我服务，我快乐，我

成长”的公益理解，打造“小红帽，传大爱”的公

益品牌。

一、公益行动的内涵

育红小学是国内较早开展学生公益行动

研究的学校，对于公益行动的内涵有较深刻的

理解。学校突出公益行动的“为公”性，让“为

公”始于身边的“公”——班级、学校，走向更大

的“公”——社区、家乡，理解抽象的“大公”——

国家、民族和世界。学校实践公益行动的益民

性，有益伙伴之“民”、社群之“民”、民族之“民”，

进而帮助学生认识公益行动的利众性和利己性

的高度统一。

1.公益的概念界定

何谓公益？中西方学者主要从范围和功用

上来界定，即从公益范围上讲，所覆盖的人群应

代表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从功能上看能达到

提升整个共同体的福利水平、扶助社会弱势群

体的结果。整体表现为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和

体现人人追求向善的救助行为。有学者指出，

公益是某一个地区、行政组织或国家的大多数

人的利益，是不确定的，而这些不确定的利益形

成了公益。因此，公益具有共同性和不确定性。

2.在公益行动中培养公益精神

公益行动从属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与一般

实践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向他性和利群

性，对实施公益行动的个体来说，没有物质收

益，甚至有损个体物质财富、需要奉献个人智

慧。公益行动具有一切实践活动具有的特征，

群体中的交往、合作与创造能够激发人的“善

性”“精神愉悦感”，进而会巩固或加强这种行

为，如果能够及时引导，则会逐渐强化为公益精

·点评·

【关键词】公益行动；公益精神；品格提升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005-6009（2024）08-0032-03
【作者简介】赵华，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南京，210013）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正高级教师，江苏省

特级教师。

品
格
提
升
工
程
项
目
巡
礼

二
〇
二
四
年
第
八
期

32



神。马克思指出：利益追求是人类进行一切社

会活动的根本动因。自利性是人类不可回避的

客观事实，而人的价值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统一体，公益精神则体现了人在社会化过程

中，超越个人价值的主体意识觉醒。因而，公益

行动中培育公益精神的关键是将个体置于集体

利益、历史发展、民族复兴的语境中进行思辨。

由此看来，公益精神是主体从关怀和利他意识

出发，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同问题所展

现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品质，是超越私

利的理性，是展现个人的担当，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精神内核。

3.中西方公益教育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公益思想，儒家以

“仁爱”为核心，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代

表，佛家提出“慈悲观”“因缘业报”等。因此，公

益行为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倾向于有能力者以及

物质富足者，公益行为展现出“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情怀、“穷则独善

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使命，对大众的要

求则限于“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付出型”教

化。西方的公益精神源于博爱思想，“public
welfare”作为公益的解释，来源于希腊词语中

“pubes”和“koinon”。“pubes”为成熟、完备的意

思，不仅指身体上体质的成熟，更侧重于心理、

个人情感、智力能力上的成熟；“koinon”意指关

怀，有主观上的一种共同的、集体的人性关怀。

因此，中国的公益教育指向“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西方的公益教育则指向社会化实践活

动中的人不断成熟而达到的境界。

二、“为公益民”的实践理路

育红小学“为公益民”的“小红帽”行动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性实践相交融的公益项

目，以“仁爱”为核心，以微公益行动为载体，涵

养学生五大关键能力——自我管理、主动协作、

勇于承担、乐于创新、善于反思。

1.“小红帽”是智慧的实践者、奉献的服务

者、公益的传播者和阳光的润心者

育红小学倡导学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服

务与管理，增强其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提高其服务社会的实践能

力。“小红帽”之“小”，是指从小做起，根植公益

精神、形成公益素养；是指从小事做起，助力品

格提升；是指从小人物做起，不计名利、不求显

耀。“小红帽”之“红”，是指拥有一颗“仁爱的红

心”，学校引导学生在公益行动中培养“关爱自

己，管理自我”的“自爱”之心、“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他爱”之心、“超越自我、超越物我、超

越种族”的“大爱”之心，并形成“自爱—他爱—

大爱”的品格生长逻辑。

2.“小红帽”行动的“双主线”体系确保了公

益行动有序实施

“双主线”主要包括“自我成长线”和“公益

项目主题线”。“自我生长线”设计了“启程中感

知、知行中体悟、致远中笃志”三个维度，在认识

自我、表达小我和实现新我的进阶中锤炼学生

品格。“公益项目主题线”设计了“人际沟通、环

境体认、慈善服务和科学创享”四个维度，在交

往、入境、施善和创造的技能提升中增长学生的

公益行动能力。

3.“小红帽”行动的六条标准使公益行动永

葆高质量

育红小学经过多年探索得出一条经验，只

有将公益行动当作“益己性学习”，公益行动才

有生命力，才能收获更多支持并形成合力。“益

己性学习”有六条标准：一是坚持真实学习，让

学生处理真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二是积极探

索未知，在服务学习过程中要积极发问，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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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所学知识作出合理解释或行动规划；三是

保持与成人联系，在服务活动过程中将学生与

社区指导者、专家联系起来；四是活用当前知

识，要求学生将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巧妙

转化到公益服务中；五是倡导学术性服务，在公

益服务活动中采用更高和更深层次的思维模

式；六是提倡批判性表达，在公益服务中尊重创

意表达和创新设计，改变现有公益服务的不足。

育红小学的每一次“小红帽”行动，不是简单的

活动参与，而是以家国立场、科学眼光、人文精

神和世界维度的视角，开展基于真实问题的项

目化学习，在过程中培育公益心，产生公益行，

砥砺公益精神，提升公益能力。

4.“小红帽”行动的推进方式和服务阵地确

保了公益行动的持续开展

育红小学的公益行动主要采用“分散式”和

“集中式”两种方式推进。“分散式”推进主要是

依托学科、社群实施公益性学习服务活动。项

目主要整合道德与法治、语文、科学、艺术、劳动

技术、信息科技等学科，整合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班队课，整合家庭、社区等力量，以个人、小

队、家庭为单位“分散式”地进行常态化、全员

性、基础性的公益教育。“集中式”推进主要是结

合“六季课程”，设计“小红帽”行动的关键事件，

赢取成长积分与选修积分，利用重大仪式进行

“集中式”公益成果展评、公益故事宣讲、公益行

动总结等活动。两种方式互为补充、有机结合，

呈现学生的公益成长足迹，激发学生的公益服

务热情，指导学生提升公益服务能力。育红小

学建立了移动化公益服务阵地，营造“时时处处

能公益”的场景，让学生按技能自主寻找公益岗

位、按兴趣特长创造公益岗位，如在班级设置

“人人是小先生”的学习互助岗、“一人一岗”的

生活服务岗，在校园设置“卫生包干岗”“文化服

务岗”“社团服务岗”，在社会设置“义工小分队”

“小红帽行动校外服务站”“微公益活动组

织”等。

三、提升思考力和设计力

育红小学在实践公益行动过程中不断提升

学生的公益精神，并促进其转化为学生的核心

品格。学生只有将公益行动内化为一种终身习

惯与内在需要，才能变得精神丰满、视野开阔和

境界高远。

1.引导学生阅读和思辨，形成理性的公益

精神

育红小学的校训“智爱化新”表达了基本立

场——智慧地施爱，化育中更新。只有智慧的

公益行为，才能化育他人，才能化育和更新自己

的思维。公益精神的本质是道德理性和价值理

解，人要从利己性走向利他性，深刻理解利他和

利群是最大程度的利己，此时的“私己”已经转

化为“群类”认知。因此，学校在公益行动中要

重视活动结束后的总结与表达，还要重视公益

视角下的跨学科阅读。

2.注重学生身边的公益行动设计，体现“学

校即社会”

公益行动要从学生身边的学习生活取材，

立足微公益和校园公共生活空间。公益精神实

际上是人在感性认识之上的理性认识，展现的

是一种理性的价值观，公益精神中所蕴含的价

值观引导学生在公共实践中关注他人的存在，

进而关注人类的长远发展和共同利益，而这种

认知转变需要更多校园公益行动的支持。

公益精神是中华“仁”文化的一种表现，流

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传承公益精神需要理性，

更需要学习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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