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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马卡连科说过：“教育的基础主要是在五岁以前奠定
的。”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生命观形成的启蒙阶段，也同样是最
为关键的阶段。儿童的生命观不仅关乎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
成，更与其未来生命品质的高低、人际关系的好坏密切相关。
所以，重视儿童生命观的形成并积极探索儿童生命观的培养路径
极为重要。

1  我国儿童生命观教育的现状
首先，我国近年来的教育功利化思想逐渐泛滥，由此带来

的应试思维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家长对儿童的教育方向，在对儿
童进行生命观教育的态度上，家长们存在着普遍性的忽视。其
次，受到中国传统“重生忌死”思想的影响，家长们向儿童
解释“生命”时常常很难传达出一个完整的“生死观”，即
只对孩子讲述活着的生命而对死亡闭口不谈，这不利于孩子良好
生命观与坚强品格的形成。再次，大人们并不能充分理解生命
观教育的意义、内容和目标，在许多时候，家长和教师们仅仅
是把生命观教育等同于人身安全教育，殊不知这还相差甚远。
最后，在已经开展生命观教育活动的幼儿园和小学中，同样存
在着开展方式单一、开展次数过少、内容深度不够与形式主义
等问题。

2  对儿童进行生命观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部发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

儿园的首要工作是保护幼儿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3-6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强调了，儿童应知道、尊重和珍惜生命，
保护环境，感知生命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这两份文件所提倡的，正
是需要我们使儿童能够在身心健康的前提下拥有正确的生命观。

首先，让儿童理解生与死的概念，能够使他们明白“人的生
命只有一次，但我们不应惧怕死亡，而是要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
义”的道理从而更加珍惜生命，这对增强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和
防止自杀意念的产生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其次，当拥有了正确健
康的生命观后，儿童会主动遵守生命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保护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力。最后，正确的生命观可以让儿童认
识到生命的平等，有助于移情和共情能力的发展。

3  宠物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好伙伴
儿童年纪尚小，对各种新鲜事物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而

许多宠物拥有可爱的性格和讨喜的外形，很容易得到儿童们的喜
爱。而且，当前许多父母在工作的压力下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陪伴
孩子，也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适龄的兄弟姐妹共同玩耍，而宠物
既能轻松地获得儿童的好感，又能提供稳定的陪伴，所以，一只
家庭宠物很容易也很有价值成为儿童成长路上的好伙伴。北京师
范大学周霞老师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养宠物的儿童与不养宠物
的儿童相比，会更少地体验到孤独感与恐惧感，且更愿意与别人
分享快乐、更愿意关心和照顾他人[1]。可以推测，通过与宠物
的互动，可以使儿童学会更多关于分享、忍耐、关心照顾他人以
及建立亲密关系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使得他们会比没养宠物的儿
童更有爱心，具有更强的亲社会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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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的生命观直接影响甚至是决定着其今后的生命品质，然而我国的父母和教师对生命观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
存在着诸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宠物作为儿童喜爱和较易亲近的对象，不仅能够弥补家人陪伴不足的缺憾，同时也能让孩子在生
命与生命的互动之中形成正确、良好的生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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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需要更多的陪伴和理解，他们有
时却又会羞于向周围的人释放情感[2]。因此，让宠物承担起孩
子童年中一位好伙伴的角色能够在保证孩子不缺乏陪伴的前提
下，更加愉快地学习，从而感悟到生命的意义与乐趣。

4  宠物能促进儿童正确生命观的形成
第一，常见的宠物主要有犬类、猫类、啮齿类、鱼类与

鸟类等，它们的生命大都远远短于人类，在养宠物时，儿童可
以亲眼见证自己心爱的宠物从幼年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当宠物离
开世界时，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是什么”的儿童会第一次接
触到现实中的死亡，他们就会明白生命一旦消逝就再也不会回来
了，从此便学会善待自己与周围的一切生命。例如，当儿童在
市场看到仓鼠并执意要求要养它做宠物时，父母应当要求儿童对
仓鼠的生命负责，学会如何饲养。当因儿童照顾不周而导致仓
鼠死亡或仓鼠自然死亡的时候，父母不仅要安慰孩子，也要反
问孩子“生命是很宝贵的，小仓鼠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
是不是应该更加用心地去对待它们的生命以及你自己的生命？”
通过这样顺水推舟的体验式教育，孩子会变得更加珍惜生命。

第二，宠物在饲养过程中难免会有受伤和生病的情况出现，
此时只要大人引导儿童留意观察，对比宠物生病时无精打采的样
子和平常活蹦乱跳的模样，再联想到自己和周围的人生病时的场
景，孩子就会注意到病痛对一个生命的伤害，由此便能意识到
健康对生命质量的重要。

第三，在长期的交往中，儿童很容易将宠物视作家庭的一
员，这个时候的孩子其实已经将自己和宠物的生命放在了一个平
等的地位上，没有物种的区别，没有等级的差异。大人们应该抓
住机会引导儿童在照顾小动物的时候产生移情、共情心理，随后
就可向孩子传递众生平等的生命观，将实际体验升华为生命观念。

5  结语
宠物不应该仅仅被当作用来饲养的小动物，更不应该被当作

满足儿童玩心的物品，因为，它们更可以被当成是儿童的特殊“教
师”，它们能用自己与人类的生命互动来教给儿童正确的生命观，
用自己的陪伴来帮助儿童塑造的健全人格。宠物在儿童生命观教
育中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值得教育工作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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