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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传统生命教育思想 促进生命教育深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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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教育改革背景下生命教育旨在帮助学生突破浅层知识学习的框架，引导学生对生命存在的内在价值

进行深入了解。我国传统生命教育所包含的育人思想和践行尽性的做人准则是进行生命教育过程中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生命教育深度教学是学生生命教育的基础和前提，通过根植传统生命教育资源，

深挖其中安全与健康、养成与交往以及生涯与价值等思想，更加注重加强教师对教学中关注学生个体、教

学有效性以及教师反思等教学理念的理解、反思和体验，促进生命教育深度教学在教学理念、内容以及教

学方式方法的改进和完善，从而促进学生生命教育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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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命教育相关理论及实践研究早已存在，但频繁

出现的自伤、犯罪等现象仍旧值得教育一线工作者和理论

研究者深入了解和思考其中原因。青少年正确生命意识、

坚定精神信仰的形成离不开教育者正确引导，但目前不少

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缺乏生命教育意识、缺少生

命关怀，故教育教学迫切需要回归本位，注重对学生更深

层次的生命教育。[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渊源流长的

历史底蕴和民族风采是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精神标识、全

体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2]

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深入挖掘

其中经典的生命哲学理念，作为学生深度学习的基础和前

提，改进了传统知识观下只注重浅层次生命知识传输而忽

视树立正确生命价值观念培养的表层教学理念，将单纯的

理论知识或者是形式化的学习作为学生学习的工具，引导

学生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更深层次的生命思想和价值素

养。[3]根植传统生命教育资源，深挖其中安全与健康、养

成与交往以及生涯与价值等思想，更加注重加强教师对教

学中关注学生个体、教学有效性以及教师反思等教学理念

的理解、反思和体验。深度教学能够为生命教育在教学理

念、内容及教学方法的改进增速，从而深化学生生命教育

的深度学习。[4] 

1  传统生命教育思想内涵 

目前我国新生命教育基于“三重生命（即自然生命、

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三大目标（即热爱生命、积极生

活和成就人生）、三大领域（即安全与健康、养成与交往

和生涯与价值）”的基本架构，并且依据不同学龄段学生

群体发展特点以及其所需要和面临的问题，设置符合不同

时期的生命教育主题。[5]传统生命哲学中“生死观、交往

观以及生命价值观”三大命题，比较完整、深刻地对应了

我国新生命教育中三大领域结构，且传统文化在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有着其他文化无与伦比的亲切感。吸取传统生命

哲学中的优秀精粹可以加深青少年准确把握生命存在的

文化内涵，唤起其内心深处的对于生命价值的意识，从而

激发其生命的慧根，为今后积极健康的生活打下坚实的理

论基础。 
1.1  生死观回答了生命态度的内涵 
作为新生命教育理念三大领域之一的安全与健康领

域涵盖了青少年成长生活中基于不同地点、不同环境下的

个体身心健康等六个模块，是生命教育中最基础、最根本

的部分。传统文化中“贵生”思想在引导人们正视人生挫

折、深爱生命、树立正确生命观方面有积极作用。道家和

儒家都非常注重生命并且对于生命观的定义都有其独到

的见解，道家强调自然生命的本身存在的价值，提出“贵

德、重身和珍生”，老子云：“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

表明老子将“德”看作是决定生命存在关键。但儒家更强

调生命存在的社会伦理性价值，认为人的生命存在高于一

切，孔子和孟子对于生死问题的态度很明确即重生有为、

珍爱生命。 
参照儒、道两家“贵生”思想，总结出我国传统文化

中儒道两家有关生死观方面可分为珍生和重生两部分。 
（1）“珍生”的思想，即面对生死问题时强调珍惜、

善待生命，钱财乃身外之物，生命最为宝贵。例如，《论

语•乡党》一文中在马棚遭遇火灾之时，孔子关心的不是

马匹的死伤情况，也不是马厩损失的多少，而是有无伤及

人身性命。由此可见个人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去向在传统

生命思想理念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在面临死亡问题，儒道

两家都反对无谓的以死明志的行为，在面临危机情况的时

候，主张“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

隐”，在听闻弟子子路血洒沙场的噩耗时孔子伤心欲绝说

到：“自我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孔子的悲痛之情可见一

斑。[6] 
（2）“重生”思想，作为儒道两家代表的孔子和老子

都认为生命要重视养护即养生的理念与方法。研究孔子的

整个人生可以发现孔子在生活中非常注重饮食的精细化

以及卫生安全。他还提出了”君子三戒“和“养生三戒”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7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222-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的理念即告诫学生无论身处生命中的哪个阶段都要有所

节制，并且及时调节身心情绪避免周围人或事带来的身心

伤害，这些思想在维护个人生命健康方面有着积极意义，

也是目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之一。[7] 
1.2  交往观回答了生命存在过程的内涵 
作为新生命教育理念三大领域之一的养成与交往领

域主要包含学生生活交往中个人习惯的养成、社会生活交

往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三方面的内容。传统交往观中的

“和为贵”“中庸”之道都强调个人生活中人与自我、他

人以及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 
（1）个人方面。传统交往观注重教导人们如何正确

面对自己，正视自身。即在生命观珍视生命的基础上，了

解自身心理特点和脾性规律，达到自我身心的和谐相处。

而个人身心和谐相处的核心即为修心修德、谨言慎行。孔

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到，做人应当谨言慎行，为人

处事的过程中要诚信待人、忠厚老实，这样就能够立身并

且能够畅游于天下，否则便会寸步难行；《论语•里仁》中

强调做人应当有仁德之心，坚守一定的原则和纪律，且要

加强培养和践行自身君子人格；同时，《论语•子罕》中孔

子讲述了自身为了生存而习得很多谋生技巧的人生经历

的描述，强调做人要积极的适应社会，通过自身不断努力

去适应和改变现状，这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条件和基础，也

是实现个人与自身和谐相处的现实支撑和必要条件。[8] 
（2）与他人相处方面，传统交往观坚持与人交往过

程中适度、宽厚和包容的原则，在对自我进行完善的基础

上，要兼济天下，为全人类谋幸福。孔子讲求在与他人相

处的时候要真心待人，尊重差别，严以律己的同时待人宽

容，并且要充分考虑他人的感受，不能强迫或者苛责他人。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仁爱之心与人相处，即要处处关心他

人，为他人着想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团结集体，不能像小

人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勾心斗角。对待家长要做到“孝”，

孔子强调敬重、爱戴父母，不止是尽力在物质上照顾父母

而且要注重对父母的敬爱，关注父母内心的情感和需求，

才能够真正给予他们身上的双重愉悦。朱熹将这些思想归

结为“忠恕之道”，即做人要做到身处他人立场去思考问

题，不强迫他人做不情愿做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并且要身怀“仁爱之心”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立世目标。 
（3）人与自然的相处。要将博爱的生命意识贯穿始

终，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孔子和孟

子都强调强调“物我兼照”“天人合一”，认为世间万物都

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应当尊重生命规律，始终心怀敬

畏，《论语•述而》“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和《孟子•梁惠

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

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

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都

强调人类在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持自然生态

的平衡，尊重并且顺应客观规律、热爱自然万物，做到人

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共生共存。[9]传统生命交往观

注重“仁爱、和谐”的精神，遵循着人与自己、他人和社

会和谐相处的交往原则，这对于当代生命教育中学生树立

宽容待人、换位思考等理念有着积极的作用。 
1.3  生命价值观回答了生命存在的终极内涵 
作为新生命教育理念三大领域最重要且最具意义的

生涯与价值教育，其涵盖了个人生涯规划、生命价值信仰

以及生死智慧三个方面的内容。传统生命教育中有关生命

价值观中强调英雄主义、担当意识以及正确看待生死等方

面。 
（1）在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上，虽然儒家避讳谈论

死亡，但在面对生死问题时更加注重道德生命也就是生命

真正的价值，即不恐惧死亡，“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

青”。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儒家思想对于人固有一死的正

确认识，同时强调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尽可能的延长自己

得到的生命，是我国传统生命意识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之

一。正是由于儒家对于生死所持有的乐观、积极的态度，

树立了中华民族正气凌然的死亡观，孔子所言:“朝闻道

夕死可矣！”“道”即为生命存在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核心思

想，从古到今无数中华儿女为了“人间正道”而舍生忘死、

前赴后继。[10]在个人生涯规划的问题上，孔子《论语•为
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体现

了其对于生命的目标与方向的深刻认识，主张人在生活中

要提前制定个人发展过程中的目标以及规划，只要确定目

标和方向才能够更好的生活，不会虚度光阴，在生活中才

会更加积极的面对和处理所遇到的问题及困难。[11] 
（2）在面对生命价值的问题上，传统生命教育强调

舍生取义思想，以及在遇到国家与社会等利益的情况下，

要舍小家保大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受到儒家文化影响，

形成了舍身就义、甘为人梯、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古有

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

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近代有林

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代更有

无数感动中国人物的出现，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整个

民族、整个世界免受饥荒迫害所奉献一生的精神。[12]这不

仅是一种英雄主义，也是担当精神的体现，强调了对于国

家、社会以及他人都有所担当，在日常生活中将个人利益

与崇高的担当精神以及英雄主义相结合，这对于提高个人

生命价值追求有着积极作用。 

2  深化生命教育教学理念 

传统生命教育教学模式更加注重追求教学内容的深

度和难度，深度教学则更加注重追求教育本身的价值，注

重对教育内容的深层次挖掘和逐步推敲。力求通过知识的

讲解启迪学生内心，从而激发学生思维方式以及知识理念

的提升。深度教学讲求对以往工具性、浅表性教学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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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教学过程，进一步强化以深度教学理念为核心的

教学。深度教学作为一种理解性教学，更加注重教育者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知识的深度加工和处理，通过教学活

动将知识全面、有深度地传授给学生，更加强调受教育者

在学习过程中对于知识的深度了解，增强学生的学习意义

感；深度教学作为一种体验性教学，注重教师在教学活动

里增强所教内容的文化性，更加强调对于文化的敏感度和

包容度，旨在通过教学能够使学生对于文化底蕴有更深层

次的理解和体验，提高学生学习的获得感。深度教学作为

一种反思性教学，注重教师要不断充盈自身经历，培养学

生反思能力以及批判思维，促进青少年在生活中积极自我

反思从而实现自我发展和意义建构，提升青少年学习的画

面感和自我感。 
2.1  关注学生，注重教学的理解性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受教育过程而且是一种受教育生

活，更是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生活。有人类生活就有人的

理解活动的产生，所以说理解与教学是相伴而生的关系。

深度教学基于学生个体对于自身、他人以及知识等方面关

系的理解，强调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建构起对于知识内

涵、丰富自我认知和他我认知，从而促进学生对于自我的

理解以及精神世界的成长。生命教育力求充实学生精神世

界、促进学生人文养成，使学生能够个性张扬、快乐的成

长，从而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即让学生逐渐由他律转为

自律；由外在目标导向的教育转变为主体内心价值观念和

个性特征的完善；由学生个体在受教育过程中被动的适应

未来社会发展转变成为其充分享受美好生活能力的提升；

由以往单一被动的校园生活转向富有朝气的校园生活，主

张将生命教育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模式，是

“教育即生活”教育观念的具体实施。[13] 
深度教学的理解性要做到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引导学

生认识事物并且了解其内在，对于只是符号的理解是深度

教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二是引导学生理解事物内在

逻辑及思想，理解知识存在、形成以及发展的内部逻辑关

系；三是强调学生对于关系及规律的感知，注重知识理解

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注重人与自我、他人以及社会

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发展规律；四是指导青少年理解自我和

同学、教师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自身不断成长发展的目

的；五是教师要注重教育活动必须深入受教育者的内心世

界，使青少年个人存在具有意义性；最后是注重引导学生

对于不同价值理念和现象的理解，避免知识信息的急速增

长所带来的伦理和信仰冲突。[14] 
2.2  有效教学，注重体验性教学 
深度教学强调教学的体验性，关注学生自身感受和体

验，这不仅是深度教学的内在要求，也回应了学生学习过

程性。重视教学体验性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过

程性，避免传统教学的“形式化”和“片面性”，提倡用

复杂性、过程性以及关系思维进行教学，丰富学生学习的

过程体验从而实现教学的过程价值。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

统生命教育思想对于青少年有着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学生

生活成长的方方面面，学生的理念和实践的每处细节都留

有印记，所以深挖传统生命教育文化的内涵以及其在当代

的价值意义，通过传统文化的引导和教育来彰显民族精

神、重塑民族精神，能够增强教学教学过程中的的文化敏

感性和包容性，提升青少年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自我效能

感。[15] 
深度教学通过引导亲少年学习过程中的关系体验、情

感体验和思维体验，力求达到教学有效性的最大化。关系

体验即青少年学习过程中的个人与教师、同伴以及自我之

间关系的体验，以及学生对于学习内容、学习情境的关系

的感受；情感体验即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对于各种情感的

感知程度，青少年对于学习的情感体验对于其学习状态有

着直接的影响；思维体验即青少年在其受教育过程中对于

不同思维形式的感受及体会，这能够直观的映射出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事事都保持积极思维，也能够直观体现学生主

动或被动的对待学习的态度，是能够真实投射出学生学习

质量的重要指标。[16] 
教师在进行深度教学的过程中也应当深入了解青少

年深度学习的“U 型”过程，即知识的学习过程就像是“U
型”会经历对知识的还原和下沉、经验和探究以及反思与

上浮三个阶段，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可以对学习内容进行

深层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深层的理解。生命教育教学中

可以借 SPOC 平台进行虚拟化、智能化、可视化的教学，

引导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身临其境的认识，从而提高学生

对于学习的内在兴趣，提升教师教学效能感。[17] 
2.3  自我反思，注重反思性教学 
深度教学是一种反思性教学，教师及学生要具有对自

我的反思性意识，对自我的有效、及时反思是个人成长过

程中必要存在的。教师通过丰富自身学习和教学经历，引

导学生对于外部世界的理性反思，激发起批判性思维的产

生，使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由表层符号认知走向深刻的价

值追求。深度教学强调反思，反对被迫接受，注重引导学

生反省自身，从而能够充分认识自身存在的意义。[18]生命

教育深度教学的反思性体现在引导学生对于传统文化以

及其他不同价值观及核心理念的辩证思考，增强自身辨

别、甄别不同生命价值观的分别能力，并且能够汲取传统

生命哲学中的精华从而为新时代生命教育不断注入灵魂，

深化生命教育中教育者的深度教学与受教育者的深度学

习。 
反思性作为深度教学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强调教师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引领学生积极进行自我反思，从而进一步

强化对自身的理解和认识，进而加速青少年自我认识的形

成，不断深化自我完善过程。另一方面教育者要注意指导

受教育者正视自身学习状态，即青少年在受教过程中的自

我效能感和意义感，以及学习是否真正做到在学习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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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积极进行情感、思维体验；最后教师教育教学过程中

要引导学生反思自我与知识的关系，即主动学习还是被动

学习或者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对于知识学习是处在符号学

习的浅表性学习状态还是意义学习的深度学习状态之下，

学生只有通过踊跃反思以上问题，才能够使得教学真正深

入学生的精神世界，这也正是深度教学的本质所在。[19] 

3  传统文化理念下生命教育深度教学的实施路径 

深度教学追求教学内容、理念及形式的持续发展，强

调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加强青少年对于知识的深度体会，传

统文化理念下生命教育深度教学主要通过提升文化自信

度，深挖传统文化资源，充实生命教育课程资源；设置逻

辑缜密的系列问题，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

精心创设教学情境，增强教学趣味性来实现深度教学，从

而达到学生的深度学习。 
3.1  提升文化自信度，深挖传统文化资源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生命教育的经典理念，对于新

时代生命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应当作为生命教育的

核心内容之一进行教育教学。例如儒家主张以人的精神世

界建设为基础，不断丰富作为“社会人”在生活生产过程

中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当前青少年信仰缺失、价值观偏颇

等问题，究其根源是生命教育的缺位，学习传统生命教育

哲学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青少年探求生命的本源，

认识个人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教师基于自身教育

教学过程，通过挖掘经典生命道德思想文化中的生命教育

理念资源并且充分运用于教学，让学生深入了解传统生命

观的理论知识以及其在发展演变的过程，建立起学生对于

知识的独特认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和积极借鉴其中的精

粹，从中获得一定启迪和思考。 
教师在教学准备环节要注重深挖传统生命教育文化

资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待自身方面，首先，教师要注重提升自身知

识和技能，合格的教师的根本就是广博的知识储备以及多

方面的专业技能，教学方式的改进和提升也是教师进行教

育的关键，教师只有具备知识传递的技能才能够真正做到

让教育发生，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其次，教师要丰富在

教学中关注点的多样性，即在注重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

传输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其生命价值的关注，传统教学中很

多教师过于注重对于知识的传递而忽略作为生命个体存

在的能动性，造成生命教学毫无生气，这就违背了生命教

育的初衷。 
（2）对待生命教育教学理念方面，教师要深刻理解

教育核心的生命教育教学特点，理解教学标准和内容，从

而开发出具有创造性和启迪性的教学设计。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根据教学要求并且结合自身生活实践和教育

教学经验，制定符合每个学生发展的个性化目标，形成完

备的教学体系。同时教育者要立足于生命教育自身的发展

及目标需求，从整体上把握生命教育教学重难点，深入挖

掘传统生命教育思想内涵中的经典理念，并且赋予新时代

生命教育更多更有内涵的理念，从而明确教育教学定位和

目标。 
（3）对待青少年方面。强调教师对于青少年受教育

过程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和了解。在各种价值观念

不断充斥的信息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学生对

于文化和价值观的辨别能力受到影响。生命教育主张价值

引领和情感教化，教师能否通过自身了解对学生学习引发

共鸣，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因此，教师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要懂得因地制宜，敏锐的洞察各种教学因素，并

且根据不同情景下不同学生状态进行准确把握。通过观察

学生，把握学生生命理念以及存在的理念偏颇，然后找到

教学内容与学生个体的连接点，针对学生的独特性采取有

效方式进行疏导，从而促进学生对于问题的解决和理念的

形成。 
3.2  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生命教育注重指引受教育者准确理解生命存在及死

亡的深度含义，使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三观，从而能够更

加积极向上地生活和成长。然而我国目前生命教育教学过

程仍然不够完善，教学呈现片面性、模式化等问题。在生

命教育过程中教师向青少年提出的问题都过于浅显，课程

问题也呈现出浅表性的现象。同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

育者缺乏对受教育者回答问题进行评价与分析，即教师容

易在教育活动中忽视青少年回答问题的现象，会使得学生

对于回答问题产生抗拒的情绪，从而不利于师生之间的有

效沟通和互动。课堂教学的浅表性有以下几点表现：首先

是师生交流与沟通的内容固化，造成答案只能是固定的答

案，学生在回答问题的简便化造成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缺少

深度思索，这对于受教育者创造性思维的发生极为不利；

其次是教师提问环节断链，问题的连贯性能够由浅入深的

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思考，但目前课堂教师提问环节大多是

孤立的，故学生深度思考也就无从谈起。 
教师教育教学环节要强化创设问题情境信念，进行教

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义问题为根本，引导学生进行合作

学习、体验学习和建构学习，力求教育结构的系统性和逻

辑性，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形式和研究能力的提

升。 
提升教学课堂趣味性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问题要有真实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教学

要基于青少年既有认识并且将其作为教学知识的创新点，

从其中生产出新的知识。所以教师在教学问题的设计中要

注意联系受教育者自身的学习情况，结合所教知识重难点

以及青少年知识学习的最近发展区，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动

机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的深入思索。 
（2）问题要有逻辑性。深度教学将学生的认识程度

划分为回忆与重现、技能与概念、策略性思考和推理、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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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性思考几个等级，强调教育者在进行教学计划过程中要

针对不同层级的学生进行分类提问，从而改进青少年学习

的高阶思维方式。具体的逻辑可分为问题出自教材或者课

件里、问题来源于学生已有知识和现阶段知识相结合以及

问题无法查证需要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查阅资料或是同

伴合作进行探究的问题。基于逻辑性问题链进行生命教育

的深度教学，能够促进学生深入思考、逻辑分析以及创新

能力的提升。 
（3）问题要有互动性。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问题

提出要注重学生的参与性，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关注点以及

学情，亦可使得受教育者深入课堂，提升青少年课堂参与

度以及互动性。不仅如此，师生在课堂上要注重思想的深

度交流、理念的互相连接以及情感的沟通，真正做到在教

学中教育。生命教育深度教学在课堂问题提出中的互动

性，能够提升教学的具体化、思想性和感召力，从而促进

生命教育教学质量。 
3.3  精心创设教学情境，增强教学趣味性 
生命教育因其独特性，更加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

真正做到热爱、关心每一个学生，打造和谐、温馨且积极

向上的教育环境，青少年只有在爱的氛围中才能够真正地

做到推己及人、向往生活、珍爱生命。 
深度教学理念下生命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情境要

做到： 

（1）创设真实性情景。教育要充分联系生活实际，

在实践中学习知识、检验知识以及应用知识，教育情境的

真实性能够促进学生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感知。在情境创设

的过程中教师要建立不同行为主体，并且要有强烈的相互

作用，才能真正符合现实生活情景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避免学生学习知识以后只是简单的将知识应用于实践而

不进行深入思考和取舍加工的刻板化。 
（2）创设具有复杂性的教育情境。青少年认知结构

在建立及完善过程中反复进行自我认知的重建环节，基于

这种现实，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通过对于争议较大的热点话

题及问题，与学生已有认知形成冲突，可以使得学生与学

生、学生与自我进行价值观的冲突与碰撞，打破固有观念

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使学生在复杂的价值观中学

会辨别正确的知识和观念，从而发展自己对于知识的观念

和理解，形成自身独特的人生追求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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