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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一线老师越来越重视生命教育,对生命教育开展了系列研究和探索。本研究将焦距小

学阶段的生命教育,通过对我国小学生命教育的发展历史和实施现状进行梳理,并力求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图为研究者科学地在小学阶段

推进生命教育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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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小学阶段的学校教育也不

再仅仅是停留在教书的层面上,小学阶段的学校教育表现出越来越关注学

生健康、全面和长远的发展特点。我国现今的学校教育开始逐渐关注生命

教育。在现今越来越关注生命教育的背景下,我国生命教育的研究涌现出

一大批成果,本文通过查阅相关书籍,在中国知网以“小学生命教育”为标

题检索相关文献327篇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小学阶段的生命

教育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1 生命教育的提出 

生命的指向是人,生命是个体存在的形式。对于“生命教育”作为

一个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界末的美国学界。而生命教育在我国的

起步相对较晚,小学阶段的生命教育的提出更是直到21世纪才走进大家

的视野。 

1.1国外生命教育初探 

生命教育的提出可以追溯国外。国外关于生命教育的研究主要沿着两

条主线进行,一是生命教育,一是死亡教育。明确提出生命教育的学者是美

国的杰·唐纳·华特士。早在1968年,他就在美国加州创办了“阿南达村”,

并出版了《生命教育》一书,探讨必须关注人的生长发育与生命健康的教

育真谛。
[1]
生命教育一经提出之后,很快就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并逐步形

成了一种新的教育思潮。澳洲于1979年成立了“生命教育中心”,明确提

出“生命教育”的概念。日本于1989年明确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

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目标。
[2]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澳大

利亚和日本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中小学阶段开设生命教育理念的课程学

习,以期引导中小学生确立正确的态度去保持生命、珍惜和尊重生命、张

扬与发展个性、坦然面对挫折与逆境、 终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1.2我国生命教育初探 

我国生命教育走在 前沿的要数台湾了。其生命教育实践和研究主要

着眼点也是中小学阶段。其生命教育 早由民间团体于1976年从日本引

入。1997年台湾“教育部”成立“生命教育推广中心”。生命教育自1998

年开始针对全台中学生实施,并将2001年定为“生命教育年”。
[3]
进入21世

纪以来台湾的生命教育发展达到较完整成熟的阶段。20世纪末,我国香港

地区对生命教育也予以极大关注,其生命教育从宗教的角度开展,开办了

“宗教与人生—优质生命教育的追寻”等网站,出版了《香港的生命教育》

等专著。就港台地区的生命教育而言,我国大陆的生命教育起步比较晚。生

命教育在我国大陆内部 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7年华东师大的

叶澜教授在其发表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一一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深

化》中首次提出了“生命教育”的概念。
[4]
同年,江苏省实验小学提出生

命教育研究。 

2 我国小学生命教育实施的现状 

在专家学者的倡导下,教育行政部门的推动下。一线教师开始关注生

命教育,注重在教学中进行生命教育。在小学阶段开展的生命教育包括卫

生教育、饮食安全、交通安全和消防教育。其基本指向的是让学生树立生

命观,珍惜爱护自己的生命体。 

2.1渗透课为主,广泛开展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在我国的小学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教师开展

生命教育往往通过课程渗透的方式。小学语文老师往往通过教科书内容与

生命教育主题相关的内容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开展生命教育课。例如在语

文教学《鸟的天堂》课文中,对学生进行自然教育,教育学生尊重保护自然。

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写作手法,锤炼字词,提高文学修养,而尊重

保护自然的目的则是渗透其中的。而数学老师在教学测量的时候,往往会

让学生量一量自己的身高,量一量自己的腰围等,其主要教学的目的是认

识数学单位,学会测量。属于生命教育目的的认识自己的身体是渗透其中

的。而美术老师,让学生画与生命有关的主题,画动植物,画自己的自画像

等,主要目的是进行绘画技能训练,属于生命教育的认识生命也是以渗透

的方式展开。因此,在小学阶段,生命教育的具有广泛性,几乎所有课程都 

逆反心理。但其实开展养成教育活动,属于一个长期的活动。教师要帮助

学生制定明确的理想目标,还要进行适当的激励,让学生能够了解自身的

不足并克服,还要乐于接受教师的批评与引导,逐步形成良好的素质。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校开展养成教育活动的过程中,相关的教育人员要立

足于学生的基本特点与实际情况,紧跟时代的发展脚步,开展对大学生的

养成教育。在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条件下,将养成教育渗透到学生的学习、

生活当中,建立健全的控制制度。在对学生进行系统性培养的条件下,帮助

学生养成正确的道德规范,提升其综合能力。利用严格的管理,取得良好的

教育效果,引导学生利用积极的心态调整自身的行为,逐渐将学生培养成

为社会所需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邵翠兰.大众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养成教

育研究[J].林区教学,2017(8):61-63. 

[2]梁明,周文生,万桃涛.自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J].新余学院学报,2017(6):134-136. 

[3]宋佳彧.90后大学生道德养成的有效途径研究——以沈北地区各

高校为例[J].青春岁月,2017(25):89. 

[4]钱靖.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大学生品德养成教育中的实践与

分析[J].现代职业教育,2018(23):22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4 

Education research 

可以进行生命教育主题的渗透,渗透课是我国目前小学阶段进行生命教育

的主要手段。 

2.2体验课为辅,指向自然生命教育 

渗透课是生命教育力求从小学阶段语文、数学等显性课程中寻找抓手,

从而将隐性的生命教育显性化的手段。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小学都会开展

消防演练,安全避险等体验课。学校往往会请警察来给学生讲讲安全知识,

请消防队给学生进行消防演练,组织一次地震避险演练。其主要目的就是

使学生学会自我保护,让学生掌握生存的技能。另外,一些有意识推进生命

教育的小学还会开设营养与健康,“小厨”当家等体验课程,让小学生明白

膳食均衡的重要性,学会一些简单的烹饪技能,从而掌握上生活的技能。小

学开设体验课的目的是通过学生体验,掌握生存技能、生活技能,其具体的

指向是生命教育中的自然生命教育。 

3 评价与反思 

冯建军将生命划分为三个维度,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我认

为自然生命的指向是人的身体,应该关注的是营养、健康和安全教育。社

会生命指向的是人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应该关注的人与人的交往艺术,人

对大自然的认识。精神生命的指向应当为人的精神世界,应当关注的是丰

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道德水平。通过对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生命

教育现状存在概念泛化,主题矮化和缺乏评价体系的问题。 

3.1生命教育概念泛化,旨趣模糊 

小学阶段的教师对生命教育的概念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而现行小

学阶段的生命教育以渗透课为主。教师在教学中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

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当提出生命教育这个主题时,教师往往认为他们在

教学中皆有渗透生命教育,例如体育课,教学生打羽毛球,跳绳等皆有助

于学生身体锻炼,所以体育教师认为,进行体育教学皆属于生命教育的

内容。不仅仅体育老师这么认为,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甚至英语老师都可

以从自己的教学内容中选取相关内容与生命教育进行勾连,如此这般发

展已然造成生命教育内容被泛化。再者,提倡渗透课的方式进行生命教

育,使得生命教育概念不仅仅被泛化,而且我国生命教育的旨趣已然被

模糊。教学皆可以通过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进行生命教育,造成生命教

育的旨趣模糊,内容被泛化,也就没有实施生命教育的必要性,生命教育

就存在性就受到了挑战。 

3.2着眼于自然生命教育,矮化主题 

我国小学阶段的生命教育主要通过渗透课的方式开展,生命教育的主

要内容大都局限于对自然生命体的教育,例如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背景下

云南省开展的“三生教育”即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和生存教育。三生教育

中的生命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促

进学生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生命。
[5]
通过对开展生命教育的学校的培养

目标分析,很容易关注到,小学阶段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使

学生掌握生存技能,习得消防安全知识,锻炼健康体魄,增强文明素养,塑

造学生阳光形象。因此,我国小学阶段的生命教育基本呈现出关注自然生

命教育,忽视对学生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现象,但是生命体不仅仅是具

有生命长度,还包括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小学阶段着眼于自然生命教育,

明显矮化了生命教育的主题。 

3.3缺乏评价体系,效果不明 

通过各方力量对生命教育的不断推进,使得我国小学阶段已经关注

生命教育这个主题了。许多小学会自觉地进行生命教育,但是在以校本

课程的框架下实施,以渗透课为主要的方式下进行的生命教育还存在缺

乏评价体系的不足。就掌握的文献而言,对小学阶段生命教育的研究基

本不涉及课程评价方面的内容,课程评价作为校本课程的薄弱环节,小

学生命教育对课程评价又几乎不涉及,因此,生命教育的实施效果就难

以得到保障。因为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相辅相成,缺乏课程评价的课程

就没有了尺度,教师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学生学习成效无法检测。生命教

育缺乏评价体系,使生命教育得很难在我国小学阶段切实推进,生命教

育的实施效果也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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