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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作为特殊的教育领域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

不容小觑，1 幼儿园应适当开展与生命教育相关的课程与

活动以激发幼儿对生命的主动认知，相反，忽视生命教

育不利于幼儿建立珍爱生命的情感与能力，甚至导致幼

儿形成不健全人格与畸形的个性心理品质，对于幼儿亲

子关系与同伴关系的建立将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家

庭和幼儿园应想方设法进行适宜的生命教育，发展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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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的理解与感悟，在积极的生命教育中发展幼儿

的亲社会行为与良好的性格特点。本文将针对生命教育

在园本课程中的融入进行相应的思考以及提出相关策略。

一、生命教育在幼儿园实施的意义

幼儿园应该重视生命教育，将其纳入园本课程，鼓

励幼儿教师设计与开发该领域课程与活动，帮助幼儿认

清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区别，引导幼儿去认识周围的

环境与规律，培养幼儿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享受生命

的思想观念，例如晨间活动时，教师便可针对生命教育

中的相关问题引导幼儿展开讨论，笔者认为，生命教育

不仅仅是理论说教，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认知与体验。

在幼儿教育中，教师在意识到生命教育重要性的同时，更

应将其纳入幼儿园本课程教育当中，并且使用恰当的方法

教育幼儿，从点滴中培养其身心、智力、品德等方面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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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命教育以探究出生直至死亡的内涵及价值为核心，尤其对幼儿来说，掌握生命的内涵与价值能更有效地

促进其建立健全人格，故生命教育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生命教育也在幼儿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

角色。幼儿园应该坚持把生命教育作为园本课程的内容，通过不同领域的课程活动引导幼儿探究自身生命的内涵与

价值，发挥生命教育在幼儿教育中应有的作用，为幼儿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本文浅析生命教育的重要含义，尝试提

出生命教育融入园本课程构建的五个策略，旨在引导幼儿了解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促进幼儿全方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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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 educ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birth until death as the core, especially for young 
children, to master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life can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stablish and perfect personality, so the 
life educ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life educ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education. 
Kindergartens should insist on taking life education as the content of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guide children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heir own life through curriculum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fields, give play to the due role of life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t meaning of life education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five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life education into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iming to guide children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value and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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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均衡发展。这样不仅有利于幼儿培养与建构自我探索知

识的精神，还有助于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良好的生命教育对幼儿的健康成长有重大影响，开

展适宜的生命教育、让幼儿探索其生命的价值和真谛是

生命教育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因此笔者认为，在幼儿园

教学活动中，给予幼儿探索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引导

幼儿在探索中感受生命的意义。这就要求幼儿教师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来指导其实践，幼儿教师应通过自身思维

方式与知识建构，制定有针对性的目标与计划，循序渐

进地引导幼儿正确认识生命的内涵与价值，感受自身生

命的能量与美好，更加珍惜自己的与他人的生命。教师

可以将各种有趣的小游戏引入到生命教育的课堂中来，

可以起到比传统呆板教学更好的效果，同时游戏也是更

好地吸引幼儿注意力和课堂参与性的活动方式，在游戏

的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幼儿慢慢摸索出生命的真正内涵，

从而引发幼儿对生命的独特感悟，形成理解生命、敬畏

生命、珍惜生命的价值观。

二、生命教育融入园本课程建构的策略

建构适宜的生命教育课程与活动教案需要教师有坚

实的理论基础，通过教师的不断学习掌握生命教育课程

设计技巧，根据五大领域活动的不同特点可以设计多个

领域相结合的生命教育活动教案。因此，针对生命教育

融入原本课程的相关问题，笔者将总结出五点策略，分

别为：开展相关课程教研；利用绘本进行生命教育；为

生命教育创设合理环境；在实践中体验生命教育的内涵；

家园携手同行，深刻理解生命教育。

（一）开展相关课程教研

教师首先应遵循“幼儿为本”的原则，站在幼儿的

角度看待问题，理解幼儿的想法和行为，再者，教师要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提升构建课程与活动的

专业技巧，在每一次课堂与活动中及时总结经验。只有

正确认识与感受幼儿内心的想法，教师才可以采取有针

对性的方式去引导和提高幼儿看待事物的能力。对于教

师来说，积极正面的教育观尤为重要，教育观会影响教

师对幼儿进行教学时的理解以及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实

际教学中的流程设置，因此，错误的教学观会曲解教师

对幼儿言语与行为的理解，还会影响教师对幼儿人格的

整体评判。教师作为课堂的实施者，作为课堂教学的主

要引导者，要及时关注幼儿的发展趋势，根据已有的经

验正确引导幼儿，尽全力做好幼儿教育工作。教师应该

鼓励幼儿尽可能与大自然和社会主动接触，在接触的过

程中不断认识、探索大自然及社会的变化规律，尝试建

立自己认识事物的独特方式。当他们在自主探索与寻找

答案的过程中，便会加深理解，获得最直观的感受，获

取的知识也会记得更深刻。教师可以利用突发的公共事

件，引导幼儿认识生命，可以设置相应的主题课程，让

幼儿去思考“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疫情防控期间我们

能做的”“别样的假期”等课程活动，增强幼儿对生命的

认识，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宝贵。

（二）利用绘本进行生命教育

幼儿园在开展有关生命教育的课程和活动的同时，

也可将生命教育与绘本阅读相结合开展适宜的语言活动，

绘本能够更加直观且形象地了解生命教育的定义，有利

于幼儿体悟生命的内涵和价值。教师在活动中应充当幼

儿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与幼儿针对绘本中所传

递的信息展开讨论，认真聆听幼儿的想法，引导幼儿更

深层次思考，在与教师和同伴的讨论中读懂绘本的真正

内涵。在活动中，教师可以询问幼儿“你知道自己是从

哪里来的吗？”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引导幼儿积极主动

地思考，并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针对幼儿猎

奇的答案，教师不应直接否定，而应逐步引导并促使幼

儿向正确答案靠拢，通过教师的引导与指引，幼儿能更

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世，也能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产

生更深刻的敬畏之情。例如，绘本《小威向前冲》以精

子小威为线索，形象地讲述精子的成长历程，能够帮助

幼儿了解自己的出生以及有利于教师和家长对幼儿进行

适宜的性启蒙教育。

（三）为生命教育创设合理环境

幼儿园要合理利用资源，根据已有的知识资源或者

物质资源去创设课程环境，良好的课堂环境有利于充分

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使幼儿在课堂中积极思

考与大胆表现。由于幼儿年龄偏小，难免会受到外界环

境的影响，因此想要幼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教师需

要尽可能让幼儿接触正面且积极的图书与动画，在阅读

书本与观看动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染他们，

构建出有利于幼儿理解和接受的生命教育环境，帮助幼

儿建立对生命的正确认知与思考。例如，教师可以将防

疫知识制作成小卡片，贴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教会幼

儿正确洗手的步骤以及佩戴口罩的正确方法。如果幼儿

在理解上有困难，可以采用文字和图画相结合的方式，

帮助幼儿轻松地理解掌握。此外，墙壁上还可以张贴一

些“行业榜样”与“防疫英雄”，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

感，让幼儿以他们为榜样，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向他们看

齐。幼儿园要推选出在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幼儿，并给予

适当奖励，为其他幼儿树立科学且正确的榜样，鼓励幼

儿向身边的榜样学习，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主动约束自

己的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幼儿园可以利用现有资源，在园内设置种植区和养

殖区，设置该区域能够让幼儿在实践操作中体会到生命

的魅力，幼儿可以在养殖区域领养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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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植区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植物或瓜果蔬菜，教师可以

组织幼儿进行花草种植活动，引导幼儿自己培育与浇水，

可以用画画的方式记录植物每天的变化，在植物的成长

过程中，幼儿作为其生命成长的见证者，对其一定有着

不同寻常的感情，植物的成长能唤起幼儿对于生命价值

的肯定，当植物面临枯萎与凋谢时，教师应教会幼儿坦

然面对，并告知幼儿任何生命都有其自身的价值，生命

不在于长短，在有限的生命里做到不虚度光阴，才是对

生命最大的尊重。例如，幼儿可以种植番茄，当他们在

种植的过程中，逐步体验播种、除草、浇水、施肥、搭

架等步骤，当番茄开花并结出果实时，幼儿也会获得相

应的成就感，体验到生命的顽强与坚韧。无论种植还是

养殖，幼儿都会获得对生命不一样的解读，教师要合理

布置任务，并让幼儿做好记录，体验不同物种生命的周

期，在观察和实践中充实自己对生命的看法，建立自己

对生命独特的感悟。

（四）在实践中体验生命教育的内涵

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发展特点设计教学方案，教学方

案应该与时俱进，及时调整，而不应一成不变，生命教

育的目的是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让他们正确认识

生命，从而形成积极乐观的心态。培养幼儿的实践操作

能力，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让他们自己清洁碗

筷、整理衣物、收拾学习用品。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教

师要教育幼儿正确佩戴口罩，饭前饭后勤洗手。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召开专题讲座，教育幼儿正确认识病毒，

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工作。

生命教育的关键在于体验生命，在现实中领略生命

的意义。对于幼儿来说，纯理论的理解可能比较困难，

如果用生活中发生的案例，便能轻松理解其中的真理。

幼儿教师之间可以互相合作，结合不同水平幼儿的发展

情况，设计出适合幼儿的生命教育读物，该读物可以参

考弟子规、论语、三字经等中国传统文化著作，对其精

华部分进行提取、改编，形成新的读物；同时也可结合

优质生命教育绘本，将绘本中的创作精髓引入新创作的

读物中，使得该读物既包含传统文化，同时也带有能使

幼儿浅显易懂的图画形象。再者，如果幼儿园条件允许，

教师可以单独设立一门课程，带领幼儿走进大自然，让

幼儿在与大自然及社会的相处过程中，亲身去经历，用

心去感受，探索与大自然和社会接触的正确途径与答案，

获得知识和精神的双层满足感。

（五）家园携手同行

幼儿教育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仅靠幼儿园的努

力远远不够，家庭的支持能为幼儿教育提供更有安全感的

帮助，家庭教育在幼儿教育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只

有实现家园合作，才能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园本教育需要幼儿园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幼儿园应

该合理设计教学方案，家长应该积极配合幼儿园的活动，

共同为幼儿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机会。幼儿园应创建相应

的班级 QQ群，本着双向交流的目的，给家长和教师的沟

通搭建桥梁，当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应及时在群内互

相交流，总结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幼儿普遍存在的困

难，应该为家长开设专题讲座，讲解如何处理幼儿成长中

遇到的困难，发挥家长的教育作用，使家长和教师共同为

幼儿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幼儿全面健康成长。

幼儿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家庭与幼儿园，故培养幼儿

正确的意识和观念，离不开家庭与幼儿园的共同合作。

幼儿园应该合理设计生命教育教学方案，家长应该积极

配合幼儿园的活动，共同为幼儿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机会。

例如，教师可以安排任务给幼儿，让他们与父母种植花

草，记录花草成长的过程，领略生命的意义，不仅达到

了生命教育的教学目的，也使亲子关系更加融洽。同时，

亲子阅读也有利于家长和幼儿共同理解生命的本质与内

涵，教师可以向家长推荐有关生命教育的绘本，引导家

长与幼儿进行亲子阅读，并总结出通过阅读该绘本可能

提出的相关问题，鼓励亲子之间互相讨论并整理出问题

的答案。鼓励亲子之间进行适宜的生命教育有利于培养

幼儿爱父母和爱家庭的情感，更有利于亲子关系的提升。

三、生命教育融入园本课程建构的反思

引导幼儿正确看待生命需要家长和教师进行长期稳

定的沟通与协作，教师应该鼓励幼儿在生活和学习中不

断实践，鼓励幼儿主动与同伴交流，在遇到困难时能尽

自己最大努力解决问题，并在必要时给予适当的指导，

在平时生活和学习中帮助幼儿形成积极正面的心理品质，

逐步引导其树立理解生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的价值

观。同时，教师作为幼儿学习中的引路人，应该以身作

则，为幼儿树立正确的榜样，在教学与活动中渗透生命

教育的知识与内涵，研究出符合幼儿发展特征的教学方

法。家长应该积极配合教师的要求，尽可能多为孩子提

供实践的机会，帮助幼儿领略生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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