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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行动逻辑、
现实图景与实践进路

∗

杨茂庆　 刘振芳

摘要　 价值观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单元，承载着培养学生价值精神、凝聚国家价值共识和

引领社会价值走向的本体功能。 从历史发展、政策法规和多样文化三个方面探究新西兰学校

价值观教育的行动逻辑，有助于厘清其价值取向、价值内核和基本走向。 新西兰主要通过依

托学科课程丰富学生价值认知、专设辅导员岗位深化学生价值理解、开展户外教育增强学生

价值体认和引导教师自觉提升价值观教育效能等实践进路，培育卓越新西兰公民。 未来我国

学校价值观教育可以构建多主体联动的价值观教育共同体，挖掘学科课程的价值观教育潜

能，推进户外教育融入学校价值观教育以及培养卓越的价值观教育师资队伍等，培育适应社

会发展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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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构念，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

理想，而且彰显着整个社会的价值文明。 价值观教育是促进个体成人的“精神

生产力”和国家把握意识形态教育命脉的关键点位，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离不开价值观教育。［１］ 学校价值观教

育是促进个体成人成事、凝聚国家价值共识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所在。
在全球重视价值观教育的背景下，为了保护本国传统价值观并培养能够适应

未来社会发展的卓越公民，学校价值观教育成为各国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任

务，价值观教育与学校教育如何有机融合成为意识形态教育亟需破解的难题。
新西兰将学校作为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阵地，以三位一体价值观教育为基本内

涵，以多元主体共担育人责任为根本遵循，以多样化的价值观教育资源为重要

依托，培育卓越新西兰公民。 基于此，本研究将探究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

行动逻辑，揭示其发展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动因，探寻其现实图景与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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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其经验及教训，以期丰富我国价值哲学理论研究，为进一步优化我国学校

价值观教育提供有益参考。

　 　 一、 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行动逻辑

从历时性视角出发，以学校价值观教育为关键词，追踪新西兰建国以来学

校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足迹，可以发现历史发展影响学校价值观教育价值取向、
政策法规厘定学校价值观教育价值内核、多样文化规约学校价值观教育基本

走向的行动逻辑，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为学校价值观教育提供

了必要的行动支撑。
（一） 历史发展影响学校价值观教育价值取向

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价值取向既内聚着与其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

逻辑，反映着政府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也彰显着新西兰的历史发展。 随着

时代的变迁，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经历了从最初忠诚服务于英国，到培养服

务国家发展的公民，再到培育卓越新西兰公民的演进历程。
新西兰早期的价值观教育以“为英国服务”为主，强调“对英国的责任与义

务、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因为新西兰定居者多数来自苏格兰和爱尔

兰。［２］然而在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一战的发生促使新西兰开始强调“顺从、忠诚和

责任”和“国际理解教育和尊重他者文化”的价值观教育。［３］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４０ 年代，受二战影响，学校价值观教育以“培养保家卫国的新西兰人”为价值导

向，主张通过社会研究课程培养学生树立“热爱祖国和为国效力”的价值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末，受全球青年文化潮流、福利改革和技术革命的冲

击［４］，新西兰着重培育学生的社会正义感、全球素养和“宽容、善良、公正、慷
慨、独立”的价值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随着经济衰退、抗议越南战

争、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和福利制度变革等情况的出现［５］，新西兰开始关注“正
直、诚实和真实”的价值观教育。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政局渐趋稳定，经
济日渐复苏，学校教育迈入正轨，新西兰开始将价值观教育作为课程目标之

一，并把“公平、诚实、自尊、自律、尊重、负责、信任、爱与宽容”等价值观引入课

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新西兰社会愈加多样化，政府正式将“核心价值观”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 Ｖａｌｕｅｓ）作为新西兰社会的精神追求，并致力于在所有学校推行核

心价值观教育。
（二） 政策法规厘定学校价值观教育价值内核

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集中表达了政府对教育发展、社会挑战和国家需

求的积极应对，反映了政策法规对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把握与引领作用。
基于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新西兰政府通过颁布教育法规、发布政府工作

报告、制定课程框架等方式，规定了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和

具体内容，厘定了学校价值观教育的价值内核，从而为学校价值观教育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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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指导与支持。
首先，颁布教育法规指明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教育法规

强调了学校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并明确规定学校需要注重价值观教育。 如

《１８７７ 年教育法》（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１８７７）要求开设地理、自然、音乐和绘画等

通识性课程，帮助小学生理解作为新西兰公民的真正意义。［６］ 另一方面，教育

法规厘定了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和目标。 为了培养保家卫国的新西兰公

民，新西兰通过高强度体能训练提高学生的户外生存能力，培养学生遵纪守则

和团队合作意识，如《１９０９ 年国防法》（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ｃｔ １９０９）强调所有 １２—１４
岁男孩每年必须完成 ５２ 小时“强制性军事训练”。［７］ 其次，发布政府工作报告

说明学校价值观教育的重点任务和实施方式。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价值观教育

对学生个人发展至关重要。 如 １９４４ 年《托马斯报告》 （Ｔｈ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提

出，价值观教育旨在帮助个人认识和探索世间万物，促进个人成为优秀公

民［８］；１９７７ 年《约翰逊报告》（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指出，学校和家庭应该协同培

育学生的“正直、诚实、真实”的价值观［９］，通过家校合作共同推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最后，制定课程框架明确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内容。 新西兰通过制

定和更新课程框架明确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内容，确保其与社会价值观、道
德观念和全球趋势保持一致。 如 １９８７ 年《课程检讨：学校课程检讨委员会报

告》建议将“公平、诚实、自尊、自律、尊重、负责、信任、爱、灵性、宽容和适应”等
价值观纳入学校课程［１０］；１９９３ 年《新西兰课程框架》正式将“诚实、可靠、宽容、
公平、关怀或同情、尊重他人、遵守法律、非性别歧视和非种族主义”作为价值

观教育的重要内容［１１］。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得到了

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如《新西兰课程：２００６ 年咨询草案》建议将“卓越、创新、
平等、团结、尊重、多样性、完整性和生态可持续性”价值观融入学校课程［１２］；
２００７ 年《新西兰课程》最终确定了“尊重、卓越、创新、公平、团结、正直、多样性

和生态可持续性”八个核心价值观；到了 ２０２２ 年，《课程更新》特别强调通过社

会科学课程培养学生树立“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价值观［１３］。
（三） 多样文化规约学校价值观教育基本走向

新西兰是一个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的国家，其学校价值观教育受到“双元

文化主义”和“超级多样化”的多重影响，形成了由国家主导的价值观教育

格局。
“双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承认和促进毛利人（Ｍāｏｒｉ）和非毛利人（除毛利人

外的其他族群）和谐共生的策略。 １８４０ 年《怀唐伊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Ｗａｉｔａｎｇｉ）
首次提出这一概念，《１９８８ 年国家部门法》 （ Ｓｔ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ｃｔ １９８８）将之制度

化［１４］。 双元文化主义蕴含的“平等、公平和正义”价值观对于增进毛利人和非

毛利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建立超越族群认同的价值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新西兰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培养双元文化公民缓解新西兰社

会不平等、少数民族边缘化和土地所有权纷争等问题。［１５］依循双元文化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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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指引，《新西兰课程：２００６ 年咨询草案》建议将双元文化主义纳入新西兰课

程，２００７ 年《新西兰课程》明确提出开设一门蕴含双元文化主义的课程，引导年

轻人创建一个双元文化的社会。
“超级多样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多样、移民大幅增加的现象。［１６］

新西兰由毛利人、欧洲人和太平洋人等 １６０ 多个族群组成［１７］，且每年有数量庞

大的流动人口，仅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期间，分别有 ２４９５００ 人到达

和 １２２１００ 人离开新西兰［１８］。 这种“超级多样化”的社会现实，新西兰政府意识

到，异质文化的相遇、相融可能会导致社会出现“价值冲突、价值混乱或价值错

位”现象，阻碍新西兰巩固民族团结的步伐。 因此，新西兰政府将价值观教育

视为维护多元文化社会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撑，通过价值观教育增强个体的身

份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通过学校开展各种价值观教育活动，提升多元

群体的跨文化理解力，强化其共同记忆，塑造其国民意识。

　 　 二、 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现实图景

基于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文明，新西兰以三位一体价值观教育为指导

思想，以多元主体共担育人责任为根本遵循，以多样化的价值观教育规划与活

动为资源和手段，以培育新西兰卓越公民为出发点和归宿，为学校价值观教育

提供有力保障。
（一） 基本内涵：三位一体价值观教育

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通过核心价值观教育、公民教育和品格教育三者

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既关注学生个体成长又强调社会责任感的价值观教

育体系。 这三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一个以核心价值观教育

为主导、公民教育和品格教育为辅助的价值观教育体系。 其中，核心价值观教

育旨在助力学生成为适应未来工作与生活的“全人”；公民教育重在为学生提

供公民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支持其成为积极主动的未来建设者；品格教育则意

在创设关怀型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培养高尚的品格。 核心价值观教育、公民教

育和品格教育在学校价值观教育中既有各自的侧重点又相互补充，共同致力

于培育卓越新西兰公民。 核心价值观教育包括尊重，指对自己、他人和人权的

尊重；卓越，即追求卓越、设定远大目标并勇于面对挑战；创新，指培养批判性、
创造性和反思性思维；公平，指促进公平和维护社会正义；团结，即为了共同利

益而合作；正直，即提倡诚实、尽责、负责任的行为；多样性，指尊重和维护不同

的文化、语言和传统；生态可持续性，即重视环境保护。［１９］公民教育则着重于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成为具有良好道德品

质和责任感的公民。［２０］而品格教育重在培养学生“诚实、责任、正直、尊重和同

理心”的核心道德和“努力、勤奋和有毅力”的行为美德。［２１］ 整体来讲，新西兰

通过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教育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良好道德品质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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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能力的新西兰公民，不仅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学校进行思

想道德建设的源动力，也是增进国家认同、提高社会凝聚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健

康发展的引擎。
（二） 根本遵循：多元主体共担育人责任

新西兰倡导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教育理念，提倡通过多元主体的深度合

作，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价值观教育。 在培养卓越公民的共同愿景

下，新西兰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根据互补性和一致性

原则，打破单一主体“单兵作战”的困局，力图在多层支持系统中通过跨主体的

结构性规划和相互合作，实现价值观教育的资源共享，最终形成多元主体多维

联动、同向发力的价值观教育网络。 如圣希尔达大学附属学校通过制定有多

方参与商讨的价值观教育手册、组织有学生参与的安全学校委员会、邀请学生

作为价值观辅导员助教、构建由家长参与的“特殊品格委员会”等举措，呼吁多

元主体的密切合作和相互兼容，推动价值观教育形成叠加效应，对学生进行全

时空价值观教育。［２２］与此类似，费尔菲尔德学校也会邀请全体学校员工、学生

和家长等利益相关者集体商讨价值观教育方案，共同举办价值观教育展览，合
力开展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提升学校价值观教育实

效性。 如该校联合图书馆管理人员设置“小小图书管理员”体验性岗位［２３］，帮
助学生在真实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有意义的价值体验。

（三） 重要依托：多样化的价值观教育资源

基于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整体考量，新西兰主要以价值观教育计划和价值

观教育活动为重要依托，满足不同特质学生的价值观教育需求。 一些社会组

织发布了生活价值观教育计划、新西兰美德计划和优质公共教育联盟计划，为
学校价值观教育提供方向引领，增强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弹性和灵活性。 如通

过建设价值观学习社区，举办价值观教育主题演讲活动，提供价值观教育指

南、书籍和影视集等资源，帮助学生确立基本道德意识，提升自我管理与社会

交往能力，寻找精神生活的意义与价值。［２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西兰中心也会

联合学校开展社区价值观教育计划、环境教育计划和无欺凌计划［２５］，不断强化

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 新西兰通过举办学生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家长技能

提升活动和价值观教育评估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确保学校价

值观教育落地实施。 一是组织价值观教育晚会、价值观教育演唱会、班级夏令

营和道路巡视员、午餐负责人和课间管理员等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活动。 如

奥拉基学校开展价值观教育集会和价值观教育展览活动，培养学生“与个人、
社会和环境和谐共生”价值观。［２６］二是开展家长价值观课堂和美德计划家长工

作坊等以家长为中心的技能提升活动。 如贝尔法斯特学校每两周定期为家长

举办价值观教育讲习班、价值观教育介绍会、价值观教育“黄金法则”课程等，
鼓励家长理解与配合学校进行“关爱、分享、学习和成长”的价值观教育。［２７］三

是组织学校价值观教育评估活动。 如上赫特学校实施美德月计划———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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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制度［２８］，以及价值观教育学校报告和价值观教育评论会议等其他评估

活动。
（四） 终极目标：培育卓越新西兰公民

价值观教育是培育卓越公民的“必修课”，培育卓越公民是消解个体和社

会潜在危机的“润滑剂”。 新西兰将价值观教育作为培育卓越公民的基础工

程，意在唤醒学生的公共理性精神，激发学生的公共价值共识，培育学生的公

共价值观，使其成为能够承担公共责任的卓越公民。［２９］新西兰价值观是依据个

人或群体的自身文化、宗教、哲学和精神传统，以及批判性反思、对话和辩论而

形成的内化信念或行为准则［３０］，充分体现了新西兰社会的精神追寻。 新西兰

将价值观作为其建构精神生活的价值理念，将培育卓越公民作为价值观教育

的终极指向：一是通过学校帮助学生习得积极社会行为，促进学生道德、智力、
身体和精神的全面发展，缓解学校管理人员对学生全面发展和教育管理的担

忧［３１］，解决青年失业、移民和难民学生难以适应新社会等问题，化解犯罪、欺凌

和地方种族主义等难题。 二是通过学校向学生教授价值观基本理论，强化学

生对平等、行事公正、尊重法治和为共同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决心，帮助学生做

好迎接未来生活和学业挑战准备，并鼓励学生成为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

批判性思想者和能动性决策者，促其成为 ２１ 世纪卓越公民。

　 　 三、 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实践进路

探究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实践进路，既是了解学校价值观教育具体

做法的本体需要，也是总结学校价值观教育经验与教训的必由之路。 在学校

价值观教育行动逻辑和现实图景的多重影响下，新西兰通过依托学科课程、增
设辅导员岗位、开展户外教育和提升教师胜任力四个向度，丰富学生价值认

知，深化学生价值理解，增强学生价值体认，提升学校价值观教育效能。
（一） 依托学科课程丰富学生价值认知

纵观课程发展史，新西兰从未设置专门的价值观教育课程，而是把学科课

程作为价值观教育的关键载体，将价值观融入到社会科学、英语、艺术、健康与

体育、语言、数学、科学与技术等学科课程［３２］，实现知识性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

有机融合。 新西兰学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显性表达于学科课程目标，隐性呈现

在学科课程内容中。 课程目标中的价值观教育依循渐进式发展逻辑，将价值

观与学科课程的深度契合视为逻辑起点，将提升学生的价值认知作为逻辑内

核，将培养学生表达、探索和践行价值观当作逻辑旨归。 如新西兰将“社会正

义、自由、平等、友爱、诚实、尊重和求真”价值观融入数学课程，期望学生通过

学习数学课程提高其创新能力、决策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能够勇于追求科学

真理和生活真谛。［３３］不同的学科分属不同的学科论域，不同学科拥有的“观世

界”视角为嵌入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可能空间。 为了实现学科课程育人的功能



—１５５　　 —

叠加，新西兰不断思考学科课程在价值观教育中的角色定位，不断找寻学科课

程承载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支撑点和两者深度融合的试验场，确切地在学科课

程的知识结构中融入价值观教育。 如通过科学课程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识，
透过艺术学课程提升学生生活美学素养，在技术学科学习中培育学生客观看

待技术使用及其与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关系等理性思维能力。［３４］

（二） 增设辅导员岗位深化学生价值理解

辅导员是学生价值困惑的指导者和价值思想的引领者。 新西兰在学校增

设辅导员岗位，将心理咨询与辅导服务纳入学校价值观教育，充分发挥辅导员

作为价值观教育辅助者的角色。 如 １９８９ 年《教育法》（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指出，所
有学校均须按照 １ ∶ ２００ 的比例为学生配备辅导员［３５］，自此中小学开始有组织

地聘请新西兰教师职后教育协会或新西兰辅导员协会的专业成员作为学校价

值观教育辅助者。 辅导员工作虽然不涉及课堂教学，但辅导员长期处于一线

的职业优势更有助于其在学校价值观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 如新西兰辅导员

协会要求辅导员在咨询与支持服务中必须持守倾听、共情或移情、悦纳的心理

伦理，运用折衷式沟通法（倾听、回应、个性化转介）、交互式绘画疗法、积极心

理咨询、叙事咨询等方式接纳来访学生［３６］；借助开放性心理咨询与辅导，从同

情性理解和认识性理解两个方面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预防学生因心理困惑

或错位的价值观而产生抑郁和反社会行为［３７］；依靠形成性评价逐渐消除学生

内心的矛盾冲突，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供补救性措施或发展性机会等，助力辅

导员利用自身职业优势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

价值观和个人信念。
（三） 开展户外教育增强学生价值体认

新西兰特别注重在社会实践中探索多维价值观教育模式，主张在不打破

户外教育原生场域的背景下将价值观融入户外教育，为学生构筑成长和发展

的动力场，启迪学生对价值观的思考。 新西兰的户外教育立足于社会生态学，
是一项旨在促进学生精神和道德发展的超越学校围墙的特殊课程计划［３８］，包
括博物馆之旅、动物园之旅、体育竞赛、户外探险、室外活动等项目。 自 １９９９
年起，新西兰的一些学校开始依托健康和体育课程，设立户外研学活动、户外

探险活动和户外学习项目，使学生在融知识性、价值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实

践性活动中树立“卓越、自信、负责、坚持、团体与遵纪”的价值观。［３９］ 如北帕

默斯顿男子中学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学校和癌症协会、新西兰血液服务机构和

彼得·布莱克爵士信托基金会等联合举办的社区服务活动［４０］，鼓励学生在

社会实践活动中感悟、体验和生成“勇气、谦逊、勤奋、正直、骄傲和尊重”的
价值观。

（四） 引导教师自觉提升价值观教育效能

教师是落实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力量，价值观教育胜任力是教师进行价值

观教育实践的价值支点和原初动力。 新西兰通过搭建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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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班，唤醒教师价值观教育的价值自觉，丰富教师价值观教

育的价值智慧，引导教师自觉提升价值观教育效能。 一方面，新西兰品格教育

基金会通过建立品格教育网站、编写品格教育书籍、制定价值观教育工具包、
开设教师培训研讨班和设置教师品格教育课程等形式［４１］，为教师提供辅助

性价值观教育资源和实践指南，助推教师从价值观教育“旁观者”进阶到“参
与者”，进而成为“主力军”。 另一方面，新西兰通过定期举办教师专业素养

提升班提高教师的价值观教育胜任力。 如奥塔利学校通过开展环保教育培

训班、《怀唐伊条约》讲习班、格拉瑟素质教育能力提升班以及儿童哲学教育

培训班等培训计划［４２］，引导教师自觉更新价值观教育知识和专业知识结构，
提高其价值观教育理论认知能力、教学设计能力、活动策划能力和教学实践

能力。

　 　 四、 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可能启示

价值观教育是一项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工作，学校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变

化，找准价值观教育的关键点和突破点，注重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有效提高价值观教育效能。 探究新西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行动逻辑、现实图

景和实践进路，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于优化我国学校价值观教育体系具有现

实意义。
（一） 构建多主体联动的价值观教育共同体

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是解决价值观教育难题的关键指向，也是提升学校价

值观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方略。 新西兰政府虽然高度重视开展多主体协同育人

工作，但只有 ５３％的教师认为学校应该统筹考虑各利益相关主体在学校价值

观教育中应承担的主要责任，３８％的教师认为所有学科教师都应承担价值观教

育职责。［４３］

目前，我国价值观教育同样需要对“创新”协同的价值观教育体系予以有

力支持。［４４］未来学校应该以构建多主体协同联动的价值观教育共同体为工作

重点，制定协同育人计划，共享价值观教育资源，建立评价与反馈机制，进而实

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首先，组建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在场的价值观教育

共同体，提醒家庭、学校和社区明晰各自的教育资源和责任边界，掌握沟通交

流和互助合作的原则与方法，结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创造价值观教育的条件

和机遇。 其次，成立一个由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行政人员组成的价值

观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和监督学校实施价值观教育计划。 最后，构建跨学科

教师价值观教育共同体，开展跨学科教学设计研讨或典型教学案例分析会，尤
其要加强思政课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的经验交流与学习，以此培养教师跨学

科知识理解能力、跨学科知识关联能力、跨学科教学设计能力、跨学科学习指

导能力以及跨学科评价和反思能力［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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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挖掘学科课程的价值观教育潜能

学科课程不仅是学校课程教学的关键要素，也是价值观教育实践转化的

有力媒介。 为了规避价值观教育处于学校课程教学的边缘性地位，新西兰秉

持知识性和价值性有机融合的课程发展观，从价值观教育与各门学科的内在

联系入手，挖掘发挥学科课程的价值观教育潜能，形成了价值观与各门学科相

遇相融的学科课程。
未来我国应继续推进价值观教育有机融入学科课程，结合学科课程的学

科特性，通过课程结构性变革实现价值观与学科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实

践的有机融合，使学生能够在学习学科课程的同时，觉悟价值观的精髓，默化

而生成自己的价值观。 一方面，探索价值观教育有机融入学科课程的理论基

础，秉持学科课程的基本立场［４６］，编制兼具“学科味”和“价值观味”的学科课

程教材。 不同学科课程具有相对固定的学科边界，有着承接价值观教育相关

内容的特定场域。 学科课程教材编制者要深入理解价值观教育的科学内涵和

内在逻辑，充分利用学科课程的独特优势，深度挖掘不同知识体系与价值观教

育的契合点，全方位、系统化、多层次地使价值观教育贯穿于各门学科课程的

教材体系之中。 另一方面，挖掘学科课程蕴含的价值观教育资源，关注不同学

段学生的学习差异，设计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课堂教学。 不同学科教

师应依据各个学科课程的学科优势和教育资源，结合系列现实性的社会议

题［４７］，统筹设计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强化学科课程铸魂育人的功能。
（三） 推进户外教育融入学校价值观教育

户外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也是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补充。 新

西兰的户外教育主要通过体育比赛和学术竞赛等户外学习活动使学生积累合

作、沟通、领导、决策、负责和反思等经验，重点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按

规则行事的正义感；通过徒步旅行和野外露营等户外冒险活动让学生具备评

估个人或团队户外活动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环境适应力和社会责

任感；通过社会服务工作使学生了解不同群体的文化和价值观，促使其确立

“爱、同情和感恩”的价值观。［４８］

我国户外教育虽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户外教育实践仍然存

在重视度不够、支持力度不强、实践效果不佳等问题。 持续推进户外教育融入

学校价值观教育，一方面是加强户外教育顶层设计。 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制定

有效落实户外教育的政策、法规和条例，对户外教育的准入门槛、运行机制、风
险防控、责任分配和退出机制等方面加以规范［４９］，引导户外教育利益相关者切

实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是健全户外教育支持体系。 一

是采取政府拨款、社会众筹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方式，加大户外教育资金支

持；二是寻求与企业、社会组织、公益团队的合作，获得更多资源支持；三是通

过培训专业教师、招募优秀志愿者团队、加强不同机构间的合作和鼓励父母积

极参与等形式，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联动的户外教育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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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养卓越的价值观教育师资队伍

教师不单是学校教育的知识教授者，也是学生发展的道德模范、道德导师

和价值观教育者。 新西兰通过设立专职辅导员岗位和提升学科教师价值观教

育胜任力两种渠道，引导教师承担价值观教育的重任，保障学校价值观教育工

作有效开展。
未来我国应加大卓越的价值观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一是持续扩充专职思

政类教师队伍。 专职思政类教师并非单指中小学的思政教师，还包括具有心

理学和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的辅导员。 每个学校争取为每个年级配备至少一

名专职辅导员，深入推进预防性、补救性和发展性价值观教育咨询与支持服

务，增强学生的人文关怀意识和心理健康水平，帮助他们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价

值难题和困惑。 二是继续提升学科教师的价值观教育胜任力。 通过将价值观

教育融入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和职后教师培养体系，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教育理念与意识，掌握必要的价值观教育知识与技能，引导教师探索校园文

化、学科课程、实践活动及学校建筑设计等方面与价值观教育之间的的联结

点，从而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价值观教育元素，促使学生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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