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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课程的设置与实施
常心愉

（天津体育学院，天津  301617）

摘要：当代青年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任务的主体，承担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使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青少年是各级

学校的重要责任，学校应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并灵活开展生命课程实践，本文将从生命教育课程的开设意义、设置理念、课程内容、实

施途径几方面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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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年龄阶段人们都有着关于学业、人际、家庭、生活等

不同方面的困扰，从幼童到青年，由于心理脆弱、教育引导缺失

等原因，导致青少年因无法正确看待生命价值、无法正确排解负

面情绪、而逃避现实、忽视生命的现象只增不减，由此来看，生

命教育的开展十分必要。

一、生命教育课程的内容设置

学界认为人的生命具有自然、社会和精神三重属性，分别构

成了反映个体物质存在等自然事实的自然生命、反映个体与周围

环境交互等社会事实的社会生命和反映个体情感态度等价值追求

的精神生命。根据新生命教育的三大维度，我们可从认识生命健康、

生命交往、生命价值三个领域设置课程内容。

（一）生命健康领域课程

 生命健康领域课程应包括学生对自然界中生命存在的认识、

对自身生命结构的认识、以及对自然界以及自身生命安全的保护。

在课程内容上，首先要涵盖自然界中常见动植物的生命构造，

课程内容应涵盖对人体各个器官的保护方法，激发学生对自身生

命安全的保护与珍惜，便于学会在课余运动、体育锻炼等活动时

采用正确的方法，此外应从幼儿园开始开展性教育活动，性教育

难于教难于学，但在一个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这个相对隐晦的话题，生命教育课程内容要纳入规划，要便

于学生从小正确认识。

从心理安全角度保护自身生命，课程内容应涵盖各类常见心

理问题的疏导办法，心理问题的自我调节措施，常见心理疾病的

简要分析，心理疾病的治疗措施，帮助学生自我调节自身心理问题，

掌握自我治疗效果不明显时寻求帮助的有效办法。

从校园安全的角度保护自身生命，课程内容应涵盖常见的校

园安全问题。

从社会安全的角度保护自身生命，课程内容应涵盖财产保护、

防诈骗、交通安全、旅行安全等方面，引导学生提高自我保护的

意识，学会判别周边的安全隐患。

从居家安全的角度保护自身生命，课程内容应涵盖用水用火

用气用电安全、饮食安全、发生地震火灾等危险时的逃生知识，

提高生存技能与自我保护能力。

（二）生命交往领域课程

生命交往领域课程应包括学生在与周围环境互动过程中所必

须的情感态度、行为习惯以及人际交往能力。从情感态度角度看，

课程内容应唤起学生对自然的热爱，对个体的接纳、欣赏与尊重。

在对待自然方面，要引导学生在正确认识自然基础上，保持

积极探索认识自然生命的冲动与好奇并主动观察发现自然生命的

奇幻与美妙，从而敬畏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欣赏自然。

在对待个体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

赏自己、产生积极的自我认同、养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养成良好

积极的待事态度并愿意正确看待欣赏周围人的价值，悦纳身边人，

愿意和周围人合作、分享、共同进步。

从行为习惯角度看，课程内容应在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等方

面对学生行为做出指引。在学习习惯方面帮助学生养成热爱学习、

主动学习的学习热情，养成主动求知、积极探索的学习精神，养

成珍惜时间、日益求进的学习态度。

在生活习惯方面帮助学生养成珍惜粮食的饮食习惯、洁身自

好的卫生习惯、早睡早起的作息习惯、吃苦耐劳的劳动习惯等。

从人际交往能力角度看，课程内容应包含个体与家人交流、

与朋友交往以及公共社交互动三个方面。

在与家人交流上，要对长辈尊重、对家庭其他成员呵护照顾

并自觉承担家庭义务与家庭责任，营造相亲相爱的氛围。

在与朋友交往上，要对伙伴平等相待、相互欣赏、互帮互助，

营造和谐共处的氛围。

在与公共社交互动上，要与人为善，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热

心社会公益事业，营造团结友爱的氛围。

（三）生命价值领域课程

生命价值领域课程应包括学生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以及对自身

生命价值的提升。

在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上，首先要正确理解生死、正确看待生

死，培养积极勇敢、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生命态度，珍视生命，

在挫折与压力面前，学会以正确方式排解情绪，不轻言放弃生命。

在对生命价值的提升上，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认识自

己的长处与短板，根据个人特点做好职业规划，发挥积极因素，

找寻个人价值，并产生为社会服务的情怀，愿意利用自己所学及

个人特长，为集体为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回馈社会，提升

个人价值。

生命健康、生命交往、生命价值三个领域的课程内容并非独

立分割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在设置课程内容时应秉

持全面发展的原则，同时也要对三个领域的课程做好避让、避免

课程重复无效，以求课程内容的最佳效果，更大程度发挥生命教

育课程的意义。

二、生命教育课程的实施途径

（一）专设课程

专设课程要充分发挥学校特色，利用学校资源，多角度、多

方式，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不同特点开展，同时应充分调动校内

外各因素，设置相应的校本课程。如：

在学前阶段，生命教育课程应帮助幼儿对世界初步感知，初



138 Vol. 2 No. 09 2020课程研究

探丰富自然界、初步认识自身生命器官。

在小学阶段，生命教育课程应引导学生感悟生命可贵，了解

生活意义，掌握基本生存技能，学会自我保护。

在初中阶段，生命教育课程要结合学生青春期生长发育特点，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生命价值，探讨生命健康，培养积极生命态度，

寻找生活目标。

在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养成的关键阶段，

生命教育课程应关注学生这一特点，结合社会实践与学生探讨社

会生存、生命伦理，人生信仰，价值追求。

（二）学科渗透

学科渗透要结合不同学段的主要课程设置，结合学生特点，

潜移默化开展生命教学。

1. 在学前阶段

可利用科学领域课程帮助幼儿了解不同生命构成、人体生长

发育过程、了解不同的生命形态与生命现象。

可利用艺术领域课程，引导学生欣赏生命的奇妙，观察不同

动植物的形态。

可利用语言领域课程，借助绘本教学培养幼儿良好的卫生习

惯、学习礼貌用语、学习简单的穿衣吃饭等生存技能，知道保护

自己。

可利用健康领域课程引导幼儿学会在运动中保护自己的身体，

认识锻炼身体的益处，养成爱锻炼的好习惯。

2. 在小学阶段

可利用《自然》《科学》课程，引导学生在认识个体基础上，

了解生命活动发展周期、发育特点，了解自然界生命存在的意义

价值，学会保护自己身体、排解负面情绪的办法，养成爱护自己

积极向上的好习惯，并初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产生

自觉主动保护大自然的意识。

可利用《思想品德》课程，引导学生与人为善，自觉理解父母、

孝敬长辈、尊重老人、保护弱小，学习人际交往的办法，与朋友

交往和谐友爱、团结互助，了解公共交往的规则，理解在与社会

交往互动中承担的不同角色以及不同的责任义务。

可利用《体育健康》课程，带领学生从室内外活动中了解身

体卫生保健与运动安全知识，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喜欢体育运动，

在运动中培养合作意识、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可利用《劳动技术教育》课程，引导学生勤动手多实践，提

高动手能力，在实践中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热心志愿公益，愿意

为所在集体服务。

3. 在初中阶段

可利用《科学》《生物》课程了解生命的诞生及各年龄段生

长发育变化，了解青春期的心理及生理的不同特征，学会利用青

春期的发展特点调节情绪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了解常见疾病的

特征及预防措施，了解自然规律，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

可利用《思想品德》课程认识自己在社会中所处角色的价值，

自觉主动承担起不同角色的义务与责任，人是生命的可贵，珍惜

自己生命、爱护他人生命，掌握融入社会的生存本领与生活技能，

以积极乐观的情感态度解决生活与学习中的问题，正确处理个人

与集体的关系。

可利用《体育与健身》课程学习青春期体育保健知识，能根

据身体变化调整健身方法，提高运动能力，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

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运动习惯。

可利用《历史》课程了解人类变迁，了解人类文明历史进程，

认识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的关系，学习伟大人物的品格，在生活

中得以实践。

4. 在高中阶段

可利用《生物》课程了解生物的多样性和持续性，了解生物

遗传和进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利用《思想品德》课程了解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学会辩证思考看待问题，正确解决成长过程中的矛盾，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可利用《社会》课程引导学生讲所学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提高社会生存的能力，适应社会并与社会和谐相处，关注社会发展，

自觉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可利用《体育与健身》课程了解体育健身与体育防护，坚持

自己的运动兴趣，学习紧急运动救护办法，提高运动能力与身体

素质。

生命教育课程与学科渗透相结合在各个学段还体现在语文、

地理、艺术等教学中，要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引导学生

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精神自主传承，要

学习优秀文学作品中主要任务的优良品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要在地理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引导学生全面的认识所生活

的环境，产生对资源的珍惜，并自觉保护环境。要在音乐、美术、

舞蹈等艺术类课程中渗透生命教育，陶冶学生情操，学会欣赏美

感受美，激发对生活的好奇，提高审美情绪，保持对美好事物的

热爱。

（三）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形式多样，丰富灵活，可根据学生兴趣、教师资源、

学校设备，结合学生的课内外实践设置。如：少先队共青团活动、

艾滋病教育、党日活动、社团活动、理财分析、成年礼生日等纪

念日活动、志愿服务、校园欺凌的辨别与预防等诸多方面，加深

学生对生死意义的理解，珍惜生命，培养乐观积极的品格，提高

生命价值，愿意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发展服务，认识自

然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敬畏尊重自然并学习利用自然规律为人

类进步服务。

三、结语

以上三个方面为生命教育课程开展的主要实施途径，生命教

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实践性、趣味性与灵活性，有效利用

多方资源，多角度多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保证生命教育课程

的有效性。

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这样理

解教育：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

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生命教育也应如此，挖掘生

命意义，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指向人的幸福生活；生命教育课程

应像一个“加湿器”，作为课程完善的“配套设施”，无声无息

滋润生命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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