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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家庭生命教育的困境和对策
郎佳璐 1 沈明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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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国家政策文件的出台到社会媒介的宣扬，幼儿生命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逐渐得到认同与推广。在幼儿园生命教育如火
如荼开展的同时，幼儿家庭生命教育也被提上了日程。但是，幼儿家庭生命教育还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家长对家庭生命
教育的认同度与开展度较低、对生命素材挖掘不充分，活动开展不够深入、未来生命教育内容的缺失、家庭生命教育形式过于单一
且简单。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着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解决对策，以期促进幼儿生命教育得到更为完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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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更新，生命教育被推上各年龄阶段教

育的舞台，生命教育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展。然

而，家庭教育作为大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尚未真正步入幼儿

生命教育的话语体系。1

一、幼儿家庭生命教育的内涵与意义
（一）幼儿家庭生命教育的内涵

幼儿家庭生命教育是指，家长利用各类资源、使用各种手段，

以家庭为主要阵地，从与幼儿的日常活动中寻找契机，对幼儿实行

关于现在生命（包括生命认知、自我保护）和未来生命（包括对生

命的尊重、欣赏和感受生命的美好）的教育，从而帮助幼儿认识生

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悦纳自己、能与他人和大自然中的生命

和谐相处。

（二）幼儿家庭生命教育的意义

1.对幼儿的意义

幼儿家庭生命教育对幼儿意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对幼儿

现在生命与未来生命的意义。具体来说，对现在生命的意义是指促

进幼儿对生命的科学认知，其中又包括，了解人与动植物生命诞生

的秘密，从而促进幼儿珍惜生命感恩父母与大自然；认识生命的一

些特质—具有不可逆和脆弱性，从而促进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的发展。对未来生命的意义包括，通过了解生命的价值与

可贵从而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与欣赏；通过感受生命的美好与灿烂从

而促进幼儿对生命审美能力的提高，让幼儿能够积极面对生命。

2.对家庭的意义

对幼儿实行家庭生命教育不但有利于幼儿的健康和各方面能

力的发展，对幼儿家庭也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家长在对幼

儿实施生命教育的同时能够加深对幼儿的认识与了解，从而促进亲

子关系的进步、家庭的和谐。其次，家长在陪同幼儿一起探索动植

物生命的诞生与成长时，能加深对大自然与大社会的了解，能够捕

捉更多幼儿的兴趣点与具有教育意义的素材，从而可以积累资源促

进下一步对孩子的因材施教。最后，家长与幼儿一起探索生命的可

贵与美丽的同时，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了放松与释然，也是在工作压

力和生活压力堆积下一次难得可贵的解压之旅。

3.对社会的意义

开展幼儿家庭生命教育，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有不可忽视

的作用。虽然每个幼儿每个家庭的力量很小，但是社会是由一个一

个的小家庭组成的，如果每个幼儿家庭能够通过生命教育，珍惜和

尊重自己与他人的生命、爱护大自然中各物各灵的生命，就能促进

社会大家庭的和谐发展、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幼儿家庭生命教育的困境
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必须把

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以及 2010 年

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重视

生命教育，幼儿生命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幼儿园已经作为幼儿生命教育开展的主要场所，如火如荼地开始利

用绘本阅读、角色扮演等方式开展生命教育活动，并逐渐形成规模

与体系，与之相比，家庭生命教育在开展过程中存在着较多问题与

困境，却鲜少得到系统的分析与解答。

1.家长对家庭生命教育的认同度与开展度较低

郎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生命教育基本是校方孤军奋战，家庭

与社会对生命教育的认同度较低。3 家长对生命教育的认同度与开展

度一直较低的原因，一是，部分家长对幼儿生命教育缺乏了解，生

命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属于“生词”，家长既不了解生命教育所包含

的内容也不明白生命教育对幼儿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缺乏幼儿家

庭生命教育活动的开展。二是，部分家长对生命教育内容认识片面，

把生命教育等同于死亡教育，容易对其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导致家

长对幼儿家庭生命教育活动认同度和开展度较低。三是，部分家长

认为生命教育是幼儿园的责任，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接受系统科学

的生命教育内容已经足够，不必回家重复学习，并且部分家长没有

自信能组织好家庭生命教育活动，怕适得其反误导了幼儿。

2.对生命素材挖掘不充分，活动开展得不够深入

从幼儿家庭生命教育实施的现状来看，存在对生命教育素材挖

掘不充分，活动开展不够深入的问题。举例来说，一是，有些家长

只是告诉幼儿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生命，并未向幼儿说

明生命的有限性与一次性；二是，有些家长只告诉了幼儿我们不能

食野味，并未告诉幼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

要性；三是，有些家长向幼儿讲述了钟南山爷爷救死扶伤的故事，

并未借此机会加以凝炼与升华，帮助幼儿理解生命的价值与宽度。

由此可见，幼儿家庭生命教育对生命教育素材挖掘得不充分，生命

教育开展得较为浅显，不够有深度。

3.对未来生命教育内容的缺失

幼儿家庭生命教育主要聚焦在“现在生命”教育的部分内容之

中：一是，自我保护内容，如戴口罩、勤洗手、不随意吐痰；二是，

认识生命的脆弱内容，如了解在特殊期间众多生命因为病毒的侵害

而逝去；三是，有家长意识到电子产品对幼儿的侵害，主动带领幼

儿去公园等地方踏青赏花，感受大自然中生机勃勃的生命。对“现

有生命”中 “了解动植物诞生”内容、“感恩父母”内容以及“了

解生命不可逆”内容有所缺失，并且许多家庭对“未来生命”教育

的内容几乎完全缺失，没有使幼儿了解生命的价值与可贵从而也没

有让幼儿对生命表达尊重与欣赏；没有带幼儿感受生命的美好和灿

烂从而也就谈不上提高幼儿对生命的审美，缺乏“未来生命”的教

育内容，因此也没有让幼儿意识到自己应该积极地面对生命、面对

生活。

4.家庭生命教育形式过于单一且简单

目前来说，大多数家庭生命教育开展的形式较为单一：一是，

利用新闻告诉孩子简单的自我保护方法。二是，利用带有生命教育

题材的绘本对幼儿进行简单的书面讲解，如生命诞生方面、认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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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方面、自我隐私保护方面、自然保护方面，但是通常家长仅是照

本宣科，较少把绘本中的内容与幼儿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三是利用

外出游玩的机会，有些家长会引导幼儿关注大自然中的生命，但只

是观察，并未记录、分析、比较，幼儿没有更多的思考，也没有真

正体会到生命的变化与生长。综上所述，家长虽然逐渐开始利用一

些途径随机对幼儿开展生命教育，但是途径还是较为单一与简单，

没有利用生活中更多教育契机对幼儿进行生命教育，也没有对一种

教育方式进行拓展与延伸。

三、幼儿家庭生命教育的对策
生命教育就在生活之中，教育的契机无处不在，关于生命的事

都是最好的教材。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利用幼儿生活素材对幼儿进

行着生命教育，但还存在幼儿家庭生命教育开展度不高、开展不够

深入、教育内容不全、方式单一等问题。面对这些困境，家长急需

得到帮助与解答，为此，针对幼儿家庭教育现有困境，提出如下对

策：

（1）国家层面：为家庭加强宣传与科普-让更多家长了解生命

教育的含义与价值

国家层面，应该加强关于生命教育的宣传与普及工作，让家长

从多种途径了解生命教育的具体含义以及对幼儿实行生命教育的

价值，从而明白家庭生命教育之于幼儿的重大意义。提高家长对生

命教育的认同度以及对幼儿开展家庭生命教育的支持度有助于幼

儿家庭生命教育的顺利开展与实施。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生命教育的

发源地-日本的生命教育经验，如通过制作并免费分发家庭教育手

册进行专业指导、经常举办规模不同的各类生命教育家庭研讨会来

帮助家长了解生命教育的含义与价值 4；亦可以学习香港地区成立

统筹生命教育的专责小组，负责生命教育活动的发展和推行、召集

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来召集幼儿家庭宣传生命教育；还

可以利用央视新闻等有权威与影响力的新闻媒体，进行幼儿生命教

育的科普与宣传，加强家长对家庭生命教育的认同。

（2）社会层面：组织培训与指导-帮助家长挖掘生命教育素

材、深入开展生命教育

当前幼儿家庭生命教育普遍存在生命素材挖掘不充分，内容进

行得较为表面与肤浅，这样可能既会导致幼儿生命教育的效果大打

折扣，又会使家庭生命教育的目标难以达到，因此帮助家长挖掘生

命教育素材，开展深入且有实际意义的生命教育活动变得尤为重

要。首先，我国不乏优秀的教育专家和生命教育的研究学者，可以

通过线上家庭生命教育专题讲座的形式帮助更多家长拓宽生命教

育的思路与眼界、也可以采取定期轮回讲座的形式，并在讲座中设

置问答环节来帮助家长解决具体的疑惑以及为家长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方法。其次，可以利用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区域，定期投放

幼儿生命教育的相关书籍以及宣传手册，帮助家长了解生命教育是

无处不在的，在生活中的很对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作为生命教育的契

机，并且可以随着幼儿的兴趣点进行不断的拓展与延伸。最后，社

区可以设立家庭生命教育之家，邀请教育工作者定期来开展家庭生

命教育的讲解工作，并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家庭开展具有针对性

的家庭生命教育辅导工作，使得理论知识落到实处，让家长能够真

正明白应该如何深入挖掘生活中的素材来对幼儿开展丰富多样的

生命教育活动。

（3）幼儿园层面：定期培训与指导—指导家长补全缺失的生

命教育内容

幼儿园是幼儿生命教育开展的前沿阵地，在幼儿园中生命教育

活动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展。幼儿教师通过较为系统的学习和

亲身参与的实践，从认知上，已经对幼儿生命教育有了较为系统的

了解与较为深入的思考；从实践上，已经开展与组织了丰富多彩的

生命教育活动并且累积了相对丰富的幼儿“现在生命”与“未来生

命”的活动经验。因此，幼儿教师以及幼儿园对幼儿生命教育有一

定的话语权和经验分享的资格，并且幼儿老师对自己班上孩子的认

知水平以及能力发展程度也较为了解，完全可以对自己班级幼儿的

家庭生命教育工作进行指导，为家长提供有效的教育建议和个别化

的辅导。幼儿园还可以把学校生命教育的内容与进度定期和家长分

享交流，把部分家庭生命教育的内容作为学校生命教育课程的经验

铺垫或活动延伸，在幼儿生命教育上，发挥幼儿园和家庭的合力作

用。

（4）家庭自身：结合自己家庭特色，拓宽生命教育的途径

当代的幼儿家长已经是 80、90 后一代，拥有现代化的教育理

念，能够主动探索更好的育儿方式和教育模式，因此家长可以在主

动学习幼儿生命教育的内涵和意义、接受各方面的教育帮助后，结

合自身家庭特色，探索更多生命教育的途径。具体来说：

一是，家长可以带孩子走进大自然，感受生命个体的变化与大

自然生命的轮回。家长可以引导幼儿利用感觉器官去发现大自然的

神奇与美妙，从而让幼儿感受生命的美好，提高其对生命的审美能

力；告诉幼儿不食野生动物，敬畏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二是，通

过一些生命教育的优质视频，如科普中国联合出品的《这就是病

毒》、优秀绘本如《细菌不是用来分享的》、《根本就不脏嘛》、<病

菌的旅行>等，帮助孩子树立自我保护意识；还可以和孩子玩一些

安全教育类游戏如指偶剧<鼠包系列—病毒不怕怕>来帮助培养自

我保护能力。三是，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了解关于生命力量的故事，

如在特殊时期许多舍己为人的医护人员、政府职员、警察等公职人

员在默默坚守岗位，冲在阻挡危险的第一线。在赞美他们的同时，

家长可以启发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养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学会垃圾分类，爱护环境爱护大自然，做个对社会有担当和责

任感的公民。

四．小结
家庭是幼儿第一所学校，家长与幼儿之间有与生俱来的亲子连

接关系，并且作为幼儿第一任教师的家长，是幼儿日常生活中接触

最多的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有着较多的教育时机，便于与幼儿沟通，

因此家长也应该在幼儿的生命教育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生

命教育也是幼儿生命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家庭生命

教育的困境，有助于幼儿生命教育系统的完善，使得幼儿得到更全

面更充分的生命教育，从而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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