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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破小学生命教育实施的困境，推动小学生命

教育顺利开展并落实，本文以宜宾市为例，在已有的理

论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研究法，将

宜宾市 1-6 年级学生和教师做为调查对象，并结合实地

考察开展了小学生命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1 在此

期间，根据分析调查结果发现小学生对生命教育认识不

够；家长没有抓住对孩子实施生命教育的关键期；学校

没有将生命教育落到实处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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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生命教育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哲学中生死观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美国是最

早开展生命教育研究的国家，其生命教育的理念、内容

和方式皆走在世界的前端。在经济繁荣的 20 世纪 20 年

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严重问题，青少年自残、吸

毒、自杀、他杀、斗殴等漠视和伤害生命事件接连不断，

引发了各行各界的关注。其中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

（J.D. Waiters），为了改变这一危险局面，唤醒青少年们

珍惜生命和爱护生命的意识，在 1968 年首次提出了生命

教育思想，随着生命教育的发展，美国的生命教育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小学的生命教育基本普及并且每所中小

学都开设了一门关于生命教育的必修课《健康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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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此领域上取得了较大成效。

澳大利亚的生命教育起步时间落后于美国但领先于

他国，于 1979 年在悉尼成立“生命教育中心”。其生命

教育注重学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性，每一学段有不同的生

命教育课程，其中初级小学有四个课程情境模块：哈罗

德的惊奇（Harold’s Surprise）、知之甚多（Clued Up）、

哈罗德的秘密旅行（Harold’s Mystery Tour）、哈罗德的

英雄们（Harold’s Heroes）。学生可以从这四个模块中习

得身体知识、安全知识、健康行为知识、药物知识、烟

酒的危害知识、情绪应对和管理知识等等，且极具实操

性和趣味性，使学生在情境中学有所获。

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这四个国家对生命教育都

非常重视，且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为生命教育提供

法律支持和政治保障。他们把生命教育融入社会工作、

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与品格教育、健康幸福教育、

安全教育等密切融合在一起。

1.2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我国生命教育研究起步较晚，生命教

育这一理念首先是由香港、台湾引进的，随后影响了我

国的内陆地区。从 20 世纪末开始，生命教育最先被香

港、台湾地区所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2004 年—

2006 年，上海市、湖北省出台了有关中小学生命教育的

政策，这意味着生命教育这一理念开始走向中小学，但

此时生命教育还未能影响到我国其他地区的中小学。直

到 2008 年，“5·12”大地震的发生，这一自然灾害轰动

了全国，云南、四川等地区开始了对生命教育的思考与

研究。同年，云南省发布了众多有关生命教育的政策，

并且加大其在省内的实施力度，这一举措在全国范围内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9 年，四川省在中小学各年级开

设了“生活·生命与安全”的课程，进一步促进了生命教

育在中小学的发展。

2010 年，我国首次颁布有关“生命教育”国家纲领

性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使生命教育的研究与发展具备一定的制度保

障。随后我国不少学者开始投身于生命教育的研究，自

此之后，生命教育开始成为一大教育研究热点。肖川、

曹专学者指出，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

如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他们大多都提出了

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对基础教育界的影响甚广，不断支

撑、壮大着生命教育的发展。

2　小学生命教育实施的现实困境及分析

2.1 学生个人层面

学生是实施生命教育的主要对象。但是大多数学生

的生命意识淡薄，对生命认知不够，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缺乏安全意识。

首先，生命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小学生

对疾病和死亡的理解不深，不懂得怎样去尊重生命、珍

惜生命，所以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不知道怎样

去远离危险。

其次，课业压力的影响。虽然现在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但是升学、应试等课业压力依然存在，以及家长间

的攀比。学生感受不到学习的真正意义，冷冰冰的分数

给学生带来了无尽的压力。有些学生对考试对学习“过

敏”，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是由于过于紧张、焦虑而产生

的问题。

2.2 家庭层面

家庭是实施生命教育的重要场所，很多家长却没有

抓住关键时期对孩子实施生命教育，忽视了本身也是对

孩子产生重要影响的角色。

首先，家长重视对孩子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却忽视

了对孩子精神层面的关注。一些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

习成绩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一味给孩子报各种培训

班兴趣班，填满了他们的空余时间；却忽视了亲子间生

命教育的沟通和交流，也错失了教给孩子自我保护的大

好机会。

其次，家长的过分溺爱，不利于孩子抗压能力和责

任感的培养。并且会使孩子抗挫折能力降低，产生性格

缺陷。

再次，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家长不会对孩子进行

“死亡教育”，在孩子面前对“生死”避而不谈。这所谓

的“难以启齿”就让家长们错失了对孩子进行正确认识

生命正确对待生命的机会。

最后，原生家庭的破碎为生命教育的实施产生了阻

碍。家庭的巨变、破碎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负面

影响，缺乏家庭关爱的他们心理会变得更加脆弱从而出

现一些极端行为。亲情的缺少对于小学生来说，很容易

产生厌世甚至放弃自己生命的情绪及行为。

2.3 学校层面

学校是实施生命教育的主要场所。学校的教育方式

是生命教育实施的重要媒介，学校应该为生命教育的实

施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以及实施。但是由于诸多因素

的影响实施效果有待加强。

首先，学校对生命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相比生命

教育类的课程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忽视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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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责任感培养、爱的教育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

相关教育。很多学校仅仅只是将生命教育与其他学科教

育相结合起来教育，并没有开设生命教育系列的专门课

程，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不能全面的领悟生命的价值和

意义，接收到的教育是支离破碎的是片面的。

其次，生命教育的师资匮乏，由于学校对生命教育

的实施不够重视，并没有开设相应的课程，导致没有专

门进行生命教育的教师，大多都是由班主任在每周一次

的生命安全教育课上进行生命教育。

最后，教师忽视生命教育的实施，对学生的引导不

足。大多数科任教师都认为生命教育是班主任和心理教

育老师的任务，在平时的学科教育中忽视对生命教育的

融入。在学生课间玩耍出现一些危险性行为时，大多数

教师也只是出声制止没有及时引导学生怎么样做才是正

确的。甚至有些教师为了达成自己的教学目标，占用本

就不多的可以实施生命教育的课程。

2.4 社会层面

社会是实施生命教育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信息化

时代的到来，各种智能设备的普及，无形中对判断力不

高的小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生命教育产生了较大

的阻碍，对生命教育的实施展现了迫切的需求。

首先，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信息大爆炸时代，各

种小游戏、短视频、网络直播很快“家喻户晓”，经常出

现一些影响小学生价值观形成的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甚

至出现了一些“杀人”小游戏、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动

画片。而小学生辨别信息的能力较差，甚至还会对好与

坏、对与错以及现实与虚拟等方面的认知产生一定的偏

差，从而对其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社会资源对生命教育实施的支持力度不够。

社会资源可以为学校实施生命教育提供鲜活的、贴近学

生的现实例子，提高生命教育实施的效率。但社会力量

很少参与到学校的生命教育中来，生命教育的实施缺少

了一个重要的支持。

3　小学生命教育开展对策

生命教育涉及到的三个主体分别是学校、家庭和社

会。只有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发力，才能最大程度发

挥生命教育的作用，让学生在任何环境都能认识到生命

的可贵，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3.1 学校生命教育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而学校是教师履行这一职

责的主要场所。相对于家庭和社会方面来说，学生在学

校接受的教育更加系统完善。但是学生在学校不仅仅只

是接受教育，也会涉及到和其他学生的一些接触交流，

他们接受到的一些信息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小学生

的好奇心强自制力较弱，当他们接收到一些负面的信息

之后，可能会有相应的不正确的举动，这就需要学校进

行适时的生命教育。

首先，提高学校对生命教育的重视程度。小学生个

体从幼稚到发展成熟的过程，是其自身认知结构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中不断重构的过程。在此期间，学校作为主

要的教育场所，更要关注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

设置多元化的课程等其他方式提高对生命教育的重视。

同时，学校也要明确生命教育的实践并不是一种短期应

付，而是培养小学生健康人格与心理的长期征途。所以，

在对小学生教育综合评价时，学校要对生命教育的评价

部分多加考虑。

其次，要将生命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设。开设

专门生命教育课程，聘请相关生命教育专业的老师来进

行授课，让学生接受系统专业的生命教育知识，使学生

从根本上认识生命，尊重生命。

最后，通过课外实践活动对小学生进行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身教重于言传，通过让学生进行有关生命的课

外实践活动，比如进行安全知识讲座、组织开展兴趣活

动、举行有关生命教育的戏剧表演、歌曲创作等。让学

生通过实践活动深刻理解生命的意义，进一步对尊重生

命爱护生命有深刻的认识。

3.2 家庭生命教育

除了学校以外，家是小学生一天之中待的时间最长

的地方。父母与孩子朝夕相处，接触的时间和机会最多，

父母的言行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孩子，潜移默化地感染着

孩子。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因此，家长应当重视生

命教育，呵护孩子健康、快乐、积极地成长。

首先，家长要想方设法的丰富孩子的精神层面，多

与孩子沟通和交流，学会换位思考，了解孩子的内心世

界，兴趣需要等。如今，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提升了

兴趣班的热度，许多家长都比较盲目、从众地给孩子报

兴趣班，没有结合孩子的需要和自身特长，抱有一种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因此，家长要针对自己

孩子的特点，有选择性的参加培训班。

其次，家长应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去探索、去挑

战。对孩子过度溺爱对孩子十分不利。作为家长，既要

严中有慈更要爱而有度，在孩子的成长中，难免会遇到

挫折困难，有些事情就让孩子自己承担，抗挫折能力强

的孩子才真正有能力去重视和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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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教会孩子学会处理情绪，合理发泄情绪能减轻心理

负担。

再次，家长要重视“死亡教育”。“死亡”是一个敏

感的话题，但如果家长也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孩子可

能会产生好奇心，尤其是现在一些玄幻作品和网络游戏，

会给孩子造成“生命不止一次”的错觉。因此，家长对

孩子进行“死亡教育”是十分有必要的，必须让孩子明

白生命只有一次，强化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认识，树立正

确的生命观。

最后，家长要学会包容、要有责任心。父母是孩子

的榜样，父母要让孩子感受到爱。多关心孩子，让孩子

不缺少亲情的关爱，父爱和母爱对孩子的影响都十分重

要，要让孩子感受生活是有爱的，生命是值得被敬重的。

家长可以通过和孩子进行一系列亲子活动来开展家庭生

命教育，比如和孩子一起观看有关生命教育的影片或者

做亲子阅读。

3.3 社会生命教育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速，各种网络媒体层出不穷，

言论自由也达到了最大化，各种不同的言论充斥着网络

媒体，而随着通讯工具的普及，基本上都是人手一部手

机或电脑，小学生接触网络媒体的机会增多，自然而然

也会受到网络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的影响，接受一些消极

思想，因此要加强网络媒体监管，净化网络媒体，严格

电视节目审查，完善电视网络传媒法律法规，对于一些

有关漠视生命的内容，要及时进行清理，避免对小学生

造成不良影响。

政府要充分发挥职能，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生命教育

宣传，在社区进行各种关于生命安全教育的宣传活动，

比如进行生命教育知识演讲活动，教育小学生珍爱生命。

同时加强道德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法规。

4　结语

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建设的基石。生命教

育是帮助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

重要举措，也是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学校、家

庭、社会三股力量一起合作，可以帮助小学生形成正确

的生命观，会使生命教育的实施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让我们为生命教育的贯彻实施一起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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