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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生命教育认知状况研究 
——以三所中职院校学生为例 

◆杨冬玲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团校  河南郑州  450002） 

 
摘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青少年生命教育宏观认知、具体实践

认知、认知内容、认知途径等现状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发现，青少年生

命教育认知存在整体认知欠缺、模糊不清；认知内容狭隘、存在偏差、

缺乏系统性；自我认知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匮乏；认知途径单一，不能

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新手段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为我们深入推进生命教

育活动明确了实践内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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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全国各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开展各种不同形式

和主题的生命教育。然而，结合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背景以及未
得到充分重视，导致生命教育实施凸显多种问题。生命教育活动
推广收效甚微，往往呈现事倍功半的状况；相关知识普及程度较
低；具有明显的事后性和功利性特征；实施层次浅显，脱离青少
年实际生活；存在“偶尔性、随机性、零碎性”特征等问题。对
生命教育认知状况进行调查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既是对当前生
命教育活动开展效果的反思，更为未来持续深入开展生命教育活
动明确方向，从而更好的规划生命教育活动并提升教育效果。 

二、青少年生命教育认知现状 
（一）对生命教育宏观认知 
调查数据显示，有 47.9%青少年对生命就教育了解一些，听

说过有 24.4%，15.1%完全不了解；关于生命教育的内容，68.9%
认为对其内容知道一些，近 20%完全不知道。可见，整体上青少
年对生命教育或多或少有接触和了解，很多青少年对生命教育仅
有一个初步的模糊和大概上的心理认知，也并不清楚其具体内
容，这说明在青少年中普及生命教育的知识具有必要性和急迫
性。 

调查中，尽管青少年对“生命教育”整体认知和其具体内容
了解较少，但 91.1%的青少年认为开展生命教育活动非常重要，
能够意识到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并有相应的需求。在您认为“什么
是生命教育？”的命题中，59.2%青少年认为关于生命价值和意
义的教育是生命教育；有 30.7%认为思想、道德、心理教育就是
生命教育；另外有 4.2%认为是生存的教育，有 5.9%认为是面对
生活的教育。可见，青少年对什么是生命教育具有浅显和单一的
认识，但是对其具体内容并无不理解。 

（二）生命教育微观认知 
数据调查显示，当遇到火灾、地震、溺水时，有 20%以上青

少年不知道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有 15.5%青少年没学过相关的应
对措施，63.4%青少年知道相关操作；66.4%以上青少年能够认识
到生命教育能够教育他们处理人与生命、与他人、与自己、与自
然的各种关系和能力；在针对实施青少年生命教育主体调查时，
88.2%青少年认为应该有学校部门和老师；79.0%认为由家庭开展
生命教育；政府、社会、网络媒体一般是在 60%左右。可见，整
体上青少年对生命对自身的作用以及相应的活动开展主体都有
明确的认知；但面临现实具体实际问题和危机时实践和操作能力
欠缺。 

（三）个人生命教育认知途径 
调查发现，三所中职院校青少年日常生活和成长过程中，对

生命教育的接触途径非常广泛，针对“您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到生
命教育？”问题的调查发现，青少年接触生命教育主要有学校课
堂、课外活动、社会媒体、报刊杂志、家庭教育、网络等多种渠
道。其中，通过学校课堂教育占 64.7%；家庭父母教育占 13%；
同样的结果在“关于生命教育主要内容的来源”问题调查中也得

到了同样的印证。显而易见，主要认知途径第一位是学校教育占
主导地位，第二位是家庭教育，社会媒体、网络自媒体等为第三
位，以上三种途径是青少年成长中接触和感受生命教育的主要途
径。 

（四）生命教育主要内容认知途径 
针对生命教育主要内容的认知来源调查发现，在青少年获得

生命价值与意义、生命死亡知识、生命责任感、生命安全防护、
抵抗挫折感主要内容的途径方面，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分别是
56.7%、49.2%，48.3%、65.5%、47.5%，家庭教育依次占 27.7%、
22.3%、34.5%、22.7%、27.7%，可见在生命教育主要内容认知
方面，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主要渠道，且几个主要内容在认知
渠道方面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青少年生命教育过程中起着主
导作用。同时，网络媒体教育在生命死亡知识方面发挥了比其他
内容更明显的作用，占 22.3%；自我教育在青少年抵抗挫折感方
面发挥了更大作用，占 19.3%。因此，在以学校、家庭教育为主
情况下，针对不同教育内容要不断扩展其认知途径。 

三、青少年生命教育认知存在问题 
（一）对生命教育整体认知欠缺、模糊不清 
调查发现，在中职院校中青少年对生命教育的基本含义、基

本内容等常识性的认识度较低，无论从整体宏观上和微观具体实
践内容上都知之甚少，对生命教育这一概念认知模糊不清，思想
意识中并未有明确清晰的认识，主要是从自我生活经验和体验感
性的感觉中对生命教育的自我理解。 

针对“你知道生命教育的具体内容吗？”的调查发现，认为
知道的仅有 13%，完全不知道的占到 18.1%，于生命教育完全不
知道的完全不了解的占到了 33.2%，大部分青少年对生命教育内
容并不清楚，没有基本的认识。这些深刻反映出我省青少年生命
教育普及度较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生命教育的推进需要
加大力度。同时为具体的推行也指明了具体方向，即首要是基本
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二）生命教育内容认知狭隘，存在偏差 
青少年对生命教育的内容认识狭窄，认知存在偏差，更多只

是一种自我感性认识和感觉，对其认识较为单一、狭窄、模糊，
存在认知偏差，不成系统。 

调查反映，青少年一方面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生命教育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却对其基本内涵和相关教育内容存在认知偏差，
很大程度上仅凭个人感觉来做判断，并没有科学、系统、理性、
专业的学习和认识。在关于“您认为什么是生命教育？”的命题
中，59.2%认为生命教育是设计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教育，30.7%
认为是思想、政治、心理品德教育，还有部分认为是职业生涯教
育、10.1%认为是涉及生存和生活的教育，认为这些不同程度上
都与生命教育具有关联，但绝大部分片面认为主要是“生命价值
和意义的教育”。 

（三）自我生命教育认知主动性严重匮乏 
自我教育是教育的 高境界，促进自我教育才是真正的教

育。通过调查发现青少年生命教育知识的获得途径中，通过自我
教育来获取“生命价值与意义”知识的仅占 8.4%；获取“生命
死亡知识”的仅占 5.9%；获取“生命责任感”知识的仅占 9.7%；
学习到“生命安全保护知识技能”的仅占 5.5%；生命教育知识
和技能占到 8.4%；获取“抵抗挫折”能力占到 19.3%。调查数据
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渠道是“学校教育”在各项调查中高达 50%
及以上，第二位的获得渠道是“家庭教育”在 30%左右，以上两
种渠道是青少年生命教育知识和技能获得的主要途径，明显反映
出青少年自我生命教育学习意识和学习主动性较为匮乏，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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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校和家庭被动地接受生命教育知识，而且是一种普遍存在
现象。因此，青少年自我学习能力提升也是生命教育体系的一个
重要单元。 

（四）生命教育认知途径单一，有待挖掘 
调查发现，青少年生命教育认知以学校课堂教育为第一重要

途径，家庭教育是第二重要途径。虽然认知途径有很多，但每种
途径的利用率却具有显著差异。关于“您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到生
命教育？”调查中，学校课堂教育是 主要途径，排在第一位占
64.7%，第二位是父母教育则为 13.0%；“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生
命教育主要来自于？”命题中，学校教育占 47.9%，家庭教育
26.9%，仍然是青少年获取生命教育的主要渠道。在关于生命教
育具体内容的认知途径方面，各教育内容的主要认知途径并没有
显著性差异。在关于“生命价值与意义”、“生命责任感”、“抵抗
挫折感”等方面学校教育分别占 56.7%、49.2%、48.3%、65.5%、
47.5%，家庭教育分别占 27.7%、22.3%、34.5%、22.7%、27.7%，
而网络媒体教育、自我教育、同辈群体教育作用明显较低，大多
仅占 5%左右，显然这些途径在生命教育传播过程中并没有被充
分利用，发挥其独特作用。 

四、思考 
针对青少年生命教育认知现状及未来发展，有以下两点思

考： 
第一、随着新时代科技革命的推动，真正要做到结合青少年

需求和特点，增强学习实效性和灵活性，创新学习方法和手段，
则需要不断挖掘生命教育传播途径，避免单一刻板，充分利用多
种社会途径和新兴资源为生命教育推动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
样、有效、实用、便利的传播途径。今后，我们要综合运用多种

途径开展生命教育，例如微信平台、网络直播、视频、户外广告、
社会公益活动、手机 APP 等多元化途径。 

第二、鉴于青少年生命知识和技能主要来自于家庭、学校，
而来自自我的主动学习和提高特别少，对生命知识和技能的匮乏
达到了一定程度，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能力都需要提升。青
少年的生命教育要充分发挥其自身主动性，让青少年自觉参与生
命教育的全过程，由“你要学”转变成“我要学”，并在这一过
程中提升自我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生命观和价值观。 

因此，我们应更加注重生命教育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研究，将
生命教育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生命教育活动
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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