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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幸福家庭是家庭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家庭成员一生的共同追求$本文立足于幸福学理论"探讨发展性)多元化的家庭

幸福观"并从转变幸福观念)引导家庭成员挖掘幸福资源)提升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寻找幸福家庭的支点)构建家庭共同

体等核心环节入手"提出幸福家庭建设的具体对策"以提高家庭成员的幸福感"改善家庭成员的内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为建

设幸福家庭这一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民生大计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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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创建幸福家庭

是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以至成为事关民

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所以分析幸福学视角下幸福家庭的价值取向"是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转型时

期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当今社会"工作

就业竞争的压力)家庭结构的变化)消费水平的提

高"只是导致幸福家庭构建失败的表层原因$从幸

福学视角出发"对幸福家庭观念及内涵的把握与幸

福家庭创建存在内在关联"挖掘影响幸福家庭构建

的深层原因)切实认识幸福家庭的内涵)探寻家庭成

员内心幸福的支点应是创建幸福家庭的根本之策$

所以"幸福家庭的创建应该以幸福论为指导"确定价

值取向"把握幸福家庭的本质"进而提高家庭发展能

力"促进幸福家庭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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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龚书静#幸福学视角下构建幸福家庭的实践研究

一$幸福家庭的内涵

对于幸福家庭内涵的阐述"至今没有统一的概

念$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界定$第一种角度

是从客观层面理解幸福家庭"认为幸福家庭应该用

社会的一些客观指标来衡量"如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将幸福家庭界定为'文明)健康)优生)致富)奉

献($第二种角度从主观层面进行界定"如童玉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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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幸福家庭界定为家庭成员的主观体验)内在感受

和满意度$第三种角度是将前两种角度结合起来理

解幸福家庭$如杨刘保.

!

/从家庭内外部关系)幸福

家庭内外评价标准)幸福家庭建设的主客观条件等

方面理解幸福家庭的内涵$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幸

福家庭界定为家庭客观层面的状况映射到个人意识

层面的主观感受"即家庭成员对家庭各个客观方面

的主观感受和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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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幸福学视角下幸福家庭的价值取向

幸福学视角下应该树立怎样的幸福家庭观"幸

福家庭建设又有哪些新要求* 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

幸福家庭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试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既有物质幸福)又有精神幸福

幸福家庭需要有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两大支

柱"物质幸福是一个家庭生存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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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

够为幸福提供物质基础!精神幸福是建立在物质基

础上的更高一层的追求$当今社会"仅仅物质上的

幸福已经不能满足家庭发展的需要$研究表明"人

是有情感的"无论处于怎样的家庭"都有对精神方面

的需求$所以"看一个家庭是不是幸福"不仅看物质

条件"更要看精神财富$由此可见"幸福家庭既要有

物质上的幸福"更要有精神上的幸福!只有坚持追求

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进而提升家庭发展力$

'二(既体验当下幸福)又追求长远幸福

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不是他人的描述"而是对

当下幸福的积极体验和感受$真正能让人幸福快乐

的就是用心觉察)体验当下的幸福$与此同时"仅仅

致力于关注当下眼前的幸福"忽略长远幸福"这样的

幸福是不会持久的$一方面"人是发展变化中的人$

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我们的期望在逐渐提高"当现

实生活无法满足未来的期望时"未来的幸福就充满

着不确定性$要想时刻保持幸福的状态"就需要我

们在体验眼下幸福的同时"还需要有追求长远幸福

的远见"将眼前的幸福延续下去$另一方面"现实生

活中"幸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变化过程"具有

一定的阶段性$当家庭突然出现变故时"就会给原

本幸福的家庭带来不幸$这时家庭需要有一定的抗

压力"需要有一定的调节与适应能力"更需要有谋求

长远幸福的胸怀和勇气$因此"只有正确处理眼前

幸福与长久幸福的关系"眼前幸福才能够持久"才能

够对未来幸福抱有美好的期待和追求$

'三(既关注幸福的结果)又关注幸福的过程

如何处理享受幸福与创造幸福的关系* 根据幸

福论的核心观点"幸福家庭的价值追求不仅需要关

注幸福的结果"更要关注实现幸福)追求幸福的过

程$结果幸福与过程幸福是幸福的两种表现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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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幸福是过程幸福的目的"它是用来享受

的!过程幸福是实现结果幸福的先决条件"它告诉我

们应该幸福地追求幸福$过分关注结果幸福而忽视

过程幸福"导致我们不择手段地刻意盲目追求幸福

的结果"从而变得压力重重"进而远离了幸福$从长

远上看"能让我们幸福的不是那些结果"而是追求幸

福的过程$因此"在创建幸福家庭中"需要把两者有

机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幸福家庭的共创性与共享性

和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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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既关注外在评价的幸福)又关注内在评价

的幸福

如何在内外评价标准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是非常

关键的$真正的幸福源于自己的内心"而非是外在

的评价$内在评价是相对稳定的"可以掌控的$外

在评价更容易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难以掌控和应

对$幸福具有一定的比较性"家庭成员往往在比较

中感知体验幸福"这种比较主要依赖于外界对于幸

福家庭的评价标准$一旦外在评价标准缺失"家庭

幸福感也就缺失$研究表明"一个家庭持久的幸福

感还受内在评价标准的影响"内在评价是幸福家庭

发展的内驱力$因此"合理制定家庭成员的期望"实

现家庭成员个体的价值"关注幸福家庭内在评价标

准的建立!将内在评价与外在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家庭成员对幸福家庭做出合

理)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幸福学视角下幸福家庭的构建策略

从幸福学视角提出幸福家庭建设的总体思路和

整体框架"并从转变幸福观念)引导家庭成员挖掘幸

福资源)提升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寻找幸福家庭

的支点)构建家庭共同体等核心环节入手"提出幸福

家庭建设的具体对策$

'一(转变幸福观念)提高对幸福家庭的认知

幸福学的创建"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从理性上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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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幸福的实质"从而树立正确的幸福家庭观"进而

从发展)多元的视角看待幸福$现代社会"对于幸福

家庭的认识比较片面"如把物质)财富等同于幸福是

最常见的对幸福认识的误区$此外"很多人都无意

识地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与他人进行横向比较!过多

的横向比较"就会给原本幸福的生活带来不平衡感"

幸福感也会逐渐降低$因此"从思想上提高每个家

庭成员对幸福家庭的正确认识"鼓励家庭成员从发

展)多元的视角看待家庭的幸福"建立客观的幸福评

价标准"同时将正确的家庭幸福观转化为提升家庭

幸福的能力$

'二(挖掘幸福资源)提升家庭成员主观幸福感

要引导家庭成员去挖掘幸福资源和分享幸福$

一个个体每天处在幸福的环境中"如果缺乏对幸福

的感知能力"就体验不到幸福"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

的'身在福中不知福($事实上"我们身边不缺少幸

福的资源"而是缺少发现幸福资源的眼睛)缺少对幸

福环境感知的体验)缺少对幸福时刻分享的沟通和

交流$需要注意的是"引导家庭成员去挖掘身边的

幸福资源"让他们拥有一双发现幸福的眼睛"有一颗

感受幸福的心灵"有一种愿意和别人分享幸福的心

态$不仅可以提升家庭成员主观幸福感"还可以传

递幸福)分享幸福$此外"要注意提醒家庭成员感知

体验身边的幸福$引导家庭成员从个体的成长经历

去做过去与现在的涉及到个人生活)经济状况)社会

保障等方面一一对比$在对比中"让个体体会到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并通过牢记历史发展的脉

络"深刻体会到目前的幸福环境要学会珍惜$

'三(合理进行社会比较)寻找幸福家庭的内在

支点

社会比较主要包括与自我的纵向比较和与他人

的横向比较两种类型"合理的社会比较有助于寻找

幸福家庭的内在支点"对家庭的幸福感起着重要的

影响$假如在一个闭关锁国的社会中"由于其成员

不与外界进行比较"尽管这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和物

质发展都不高"受心理平衡)习惯定势及思维方式的

影响"其成员也可能表现出极高的幸福感!而当个体

身处一个比较开放)多元化的社会时"面对社会上的

各种冲击和诱惑"开始进行向外的社会比较"由于其

心理落差大"认为自己的自尊受到伤害而导致幸福感

下降$同样"家庭与家庭的比较也是如此$多数家庭

在横向的社会比较中"迷失了自我"给原本幸福的家

庭带来挫败感$为此"要引导家庭成员既要从个体家

庭发展的历程中去做现在和过去生活的纵向比较"也

要与其他家庭进行适当的横向对比"进而确立相对持

久)稳定)客观的幸福家庭评价标准$需要提醒的是"

在满足他人期待的同时"应对内在评价标准进行自我

调整"注重内外评价标准的有机结合"从而建立幸福

家庭的内在支点"进而增强家庭成员幸福感$

'四(构建家庭共同体)强化个人责任意识

家庭具有整体性和共同性"幸福家庭的创建仅

仅依靠家庭成员中个体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建立

家庭共同体带动家庭成员共同努力"从而能形成家

庭凝聚力"充分发挥家庭成员在共建幸福家庭中的

优势和潜力.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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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家庭共同体呢* 需要从以

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加强

家庭成员的沟通和交流"促进家庭成员的相互了解

和需求$通过互相的交流和沟通中产生的情感交

流"让家人产生归属感和对团体的依恋"这种归属感

和依恋感会让家庭成员内心觉得踏实)安全"进而产

生幸福感$此外"家庭成员应该是一个团结互助的

集体"应当有共同的愿景)共同努力的目标"同心协

力为建设幸福家庭而努力$当家庭成员为家庭做出

贡献时要予以鼓励和赞美!当家庭出现变故时"应积

极发挥个体的最大潜力挽回原本幸福的家庭$二是

强化个体的责任意识$作为家庭中的一员"有责任

为家庭的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实现自我价值的

过程中"尽力为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提供坚实的基础

和持久的动力$不仅要关注个人成长的需求"更要

关注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帮助家庭成员获取幸福$

总之"家庭共同体是家庭发展能力产生的内环境"也

是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的归宿和落脚点.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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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和改

善家庭共同体这个内环境"增强家庭成员的身份认

同和归属感"从而助推幸福家庭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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