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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验式生命教育初探
梁日宁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摘要：本文从高校生命教育的紧迫性出发，提出体验式生命

教育生命质量转向、学生主体转向、人本化转向的基本理念与问

题、体验、感悟、分享、升华的基本结构，从理论与实践双重角

度阐述了体验形式的生命教育在高校中实施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并对体验式生命教育进行了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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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生命教育的紧迫性

2003 年 9 月 10 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首个“世界预防自杀日”，

为了让公众对自杀引起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呼

吁各国政府、预防自杀协会和机构、当地社区、医务工作者以及志

愿者们，加入到当天的各项地方性行动中，共同提高公众对自杀问

题重要性以及降低自杀率的意识。2015 年末，一款名为“蓝鲸”死

亡游戏在俄罗斯兴起，后经由网络传播至墨西哥、阿根廷、英国等地，

据 2017 年 5 月新闻报道，“蓝鲸”游戏已经传入中国。仅在俄罗斯，

就有近 130 例青少年自杀案例与“蓝鲸”有关，青少年自杀问题又

一次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校园的自杀、凶杀事件也有逐

年增加的趋势，对于大学生而言，每个人仅有一次的生命价值何在？

意义何在？以什么样的态度解读生命？即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问题

成为了高校生命教育的重点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二、体验式生命教育的基本理念

体验式生命教育将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课堂的主体、将学

生定位为生命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

引导学生探索生命价值，树立积极向上的生命观。

（一）新时代视野下生活质量向生命质量的转向

2017 年 10 月 18 日，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0 后的大学生出生在

现代化的年代，不曾经历物质缺乏的年代，相比父辈们“吃饱穿暖”

的基本生存的生理需要，90 后的需求更多的指向了精神和情感的

心理层面。

（二）学生对象化向主体化转向

在近年对教育的反思与改革中，均对在教育中把学生当做“容

器”的灌输式、喂养式的对象化（客体化）的“知识工厂”式教

育提出了批判，提出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提倡问题探索取向的

发现学习，自觉学习、自发学习，知行合一的内化学习。

（三）价值追求的功利化向人本化转向

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当代

教育亦逐步由功利化向人本化转向，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主体

地位、尊重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创造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建

立“立体”“多维”的人才培养教育模式。

三、体验式生命教育的基本结构

（一）问题提出

向学生提出“何为生命”“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如

何看待死亡”“以什么态度解读生命”等问题，并搜集、整理学

生关于生命的相关问题。

（二）体验式学习

学生通过团体活动体验、阅读与朗读体验、观影与演绎体验、

对话体验、换位思考体验等互动体验形式对生命价值、生命意义

等内容进行认知层面、情感层面的学习与体验。

（三）感悟

学生个体在进行体验式学习后，独立思考，对问题提出的环

节的相关问题进行思维层面、理性层面的解读。此阶段学生之间

不做讨论，教师亦不就任何疑问做解答。

（四）分享与讨论

在个人思考和解读基础上进行团体（10~15 人）互动，以不

批判、氛围自由、追求数量、探索完善的原则进行分享与讨论，

促进学生在自我原有解答的基础上倾听他人想法，以进一步综合

和提升对生命的诠释。此阶段教师负责组织讨论的有序性并对违

反原则的情况给予提醒。

（五）总结与升华

教师总结学生的讨论成果，在肯定讨论成果的基础上给予评

价并将相关经典理论、前沿理论给予讲解。

四、体验式生命教育示例

阅读与朗读体验（体验学习阶段）：

《热爱生命》（节选）

汪国真

我不去想，

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

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五、体验式生命教育展望

体验式生命教育是对生命教育的本质回归，即应然的存在，

而非应对的措施。同时，生命教育应是在尊重个体独特性与创造

性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与归属感的教育。体验式生命教育应着眼于

自立与“共在”并行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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