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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学校召开了毕业典礼，现在家长们也准备

给孩子们来一场青春告别的毕业仪式，感觉没必要这

样折腾！”“让仪式感深入校园其实很有必要，中国孩

子需要仪式教育。”...刚刚过去的毕业季，不仅仅大学

生用各种方式向大学告别；小学生也通过拍摄毕业微

电影，举行毕业典礼、拓展旅行来结束小学生活，向着

初中展望；就连幼儿园毕业宝宝们也忙着举行毕业汇

演、开笔礼等仪式......各路教育专家，众多家长对这些

五花八门的仪式褒贬不一。那么，仪式对于我们的生

活、学习、教育有着怎样的意义？铜陵市天津路小学

高级教师王润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了“仪式”教育的

意义。

仪式的各种解读
1.词典中对“仪式”的解读：

《现代汉语词典》中仪式被定义为：礼仪的程序和

形式。《古代汉语词典》中仪式具有法令准则、礼节规

范的意思。

2.童话故事《小王子》中对仪式的经典解读：

“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道。

“这也是一种早已被人忘却了的事，它就是使某

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3.社会学将“仪式”定义为有规律的、不断重复的

社会行为，其形式被赋予了象征含义。

4.在心理学上，仪式是一种有意义的特定行为方

式，是一个表演者或一个群体通过象征的方式表达

一定的感受和思想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或活动。它可

以是习惯性重复出现的行为，也可以是只发生一次

的行为。

不同的解读向我们传递着同一个思想：仪式就是

通过有意味的，有象征意义的程序和形式，使有意义

的事情或伟大的事物能够拥有一种伟大的时刻，获得

神圣、庄严与尊重。仪式，作用于我们的心灵，它唤起

我们内心的神圣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常与伟大事

物交汇在一起，从而形成长久的动力。

仪式教育中的心理学意义
当仪式进入学校这个教育场域中，仪式就成为教

育的一种手段。

1.仪式有利于情绪上的释放
仪式首要作用是释放情绪。一年级新生入学，这

些从幼儿园跨入小学的孩子们，陌生的环境，陌生的

老师同学令他们的内心不安、无措，甚至恐惧的，举办

新生开学典礼，通过仪式熟悉老师、同学，表现新学校

的接纳，高年级同学的善意，从而化解他们心中的不

确定，并寄托美好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他们

的焦虑，给他们以安全感。小学生毕业伴随着告别，

离开自己已习惯了的学习环境，告别与相处六年的老

师、同学，心中的不舍和落空感强烈，毕业典礼给小学

生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时间，营造出了一个集体的氛

围，共同承担离别的哀伤，彼此的感受心心相映，即产

生共情，心里上收获安慰。仪式会让孩子们将内在的

情绪感受对外呈现出来，并且和其他人进行分享，从

而起到情感的宣泄和疏导作用。

仪式就是这样提供了强效的手段，运用重申事实的

方法，原型的能量，更容易地进入了人格的潜意识里，使

孩子们（人们）顺利度过转型阶段而适应新的角色。

2.仪式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
一位心理专家曾说过：正常的身心需要一定的仪

式感，在这个小小的仪式中，其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

我暗示，让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更认真、更用心，仪

式感，暗示你必须要认真地去对待这件事。成人礼就

可以帮助青少年获得成人角色，从而使他们的父母及

周围的人以成人的方式与其交往，同时也暗示青少年

本人已是成人，应该以成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古

时，“开笔礼”是极为隆重的典礼，对每个读书人来讲

有着重大的意义，被称为人生四大礼之一。现在的

“开笔礼”，学童穿汉服，伴随古乐跟着主礼官端正衣

冠，参拜孔子，击鼓明志，朱砂点痣，开笔描红“人”字，

诵读《三字经》，茶敬师长，封存心愿……正是这样一

种重视感的存在，才会让开始学习的孩子们觉得它的

重要性，才会去敬畏他，学的时候才会更认真，写的时

候更用心，给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其实我们的内心

需要传统的价值和礼仪，仪式其实就是一种集体的无

意识投射，帮助我们坚守传承的价值，在情感和心理

上有所归属。

生活中的很多重要时刻，我们需要有明确目的

性、程序性的仪式，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已经开始，它会

促使我们完成内心的转变。

3.仪式滋养心灵
我们的心灵，需要仪式滋养。仪式象征着旧的已

经结束，新的即将开始，是转换仪式前后两个稳定状

态的过程，它是一个缓冲带，让心灵回首、宣泄、新

生。课堂仪式上的师生起立、问候，不仅仅因为它是

一堂课的组成，更因为它也是一个仪式，它告诉学生

新的一节课开始了，要调整状态进入学习；父母每天

在睡觉前给孩子讲上一个小故事，往往令孩子心满意

足地进入梦乡。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了一种仪式。这

样一个仪式感，能让孩子收拾好白天精力旺盛的状

态，身体安静下来，爸爸妈妈熟悉的声音让孩子安心，

心变得宁静而幸福，慢慢进入睡眠状态。迎接美好、

令人期待的第二天。

4.仪式是构建意义的一种手段
仪式是一个充满象征的意义世界，仪式中的各种

要素(语言、物件、行为等)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

义。学校仪式对学生的适应、个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

义。借助仪式，学生们能够克服社会存在的差异，建

构社会秩序和共同的归属感。颁奖仪式上，由校长或

老师亲手颁奖、合影，这是对获奖者的肯定和褒奖，这

样的仪式能够加强孩子的自我肯定，增强自我认同；

少先队入队仪式、十岁成长礼等都具有构建意义。这

些仪式能帮助孩子们建立校园秩序感和共同归属感，

传递安全感和凝聚力。

仪式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不断重复、相对固化下

来的行为程式，但是，对于每个人的生活来说，不同的

行为意义可以通过构建形成。仪式可以让个人生命

划分出一个个有特殊意义的节点，在漫长的生命时光

中赋予事件特殊的意义。

5.仪式具有隐性教育意义
“仪式作为一种交通媒介，聚集了社会价值信念、

道德语码等，并将生命的理解与传说和‘生命圈’的循

环通过复述、音乐、舞蹈等行为加以表述。”通常，隐形

知识是通过人们的身体的感官或者直觉、领悟来获

得，仪式中各种语言、服饰、行为、流程等的展演，让人

身临其境地通过感官来接受其意义。在学校生活情

境中，校园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内化学生内在的隐性知

识。升旗仪式上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当升国旗，奏国

歌时，要立正，脱帽；行注目礼，直至升旗完毕。强化

了师生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会觉得自己不

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和民族、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整

体。这样的仪式流程会促使个体融于集体当中，再把

集体的力量传递给个体。

对学校教育仪式的反思
仪式是有深刻内容和意义的，只有仪式的形式，

却未必具备仪式的内涵。仪式教育是有规律的，有

针对性的。中小学开展仪式教育需要注意把握以下

几点：

一是要避免过于形式化、模式化；仪式本身具有

丰富的表达意义，太依赖仪式的形式感，反而淡化了

仪式应有的实质意义。如果只是机械复演，它的价值

就会逐渐被淡化，对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制作用；

二是要抓住学生成长中的关键阶段、关键事件，

让他们的生命与伟大事物交汇在一起，从而形成长久

的动力；

三是要关注学生在仪式中的教育主体地位，关注

学生的生命体验。学校仪式本应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从各种感觉上给学生以丰富的内在体验，它具有鲜活

的生命取向，当我们从生命的角度解读教育中的要

素，它们就暗含着生命价值，同样，生命也是靠全部的

学校教育生活滋养而成的。从学生生命体验出发来

创造仪式，让学生在仪式中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丰富体

验，让学生在仪式中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丰富体验，同

时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仪式活动中来，确保学生在在

仪式中的教育主体地位。 □ 王 润

仪式教育 从小抓起
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仪式教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