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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不是足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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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回避的新问题

 留守儿童问题

 青少年暴力

 校园欺凌问题

 学生生命困惑

 青少年自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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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回到教育原点，补充教育短板，丰富教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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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的主要内容

 生命教育基本理论及学校生命教育
现状

 学校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

 案例分析与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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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生命教育基本理论
及学校生命教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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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生命教育的发展阶段

随着生命教育理论的建立，20世纪末生
命教育的相关课程在部分省市也开始实验。
但是由于生命教育涉及儿童的身心健康成
长的内容，所以在中小学开展生命教育实
际上已经由来已久，只是没有成系统地、
成规模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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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国家、省市一级的规划与指导，
各地中小学开展生命教育一直以来都属于
比较孤立、势单力薄的状态。

生命教育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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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07-29

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

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章 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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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的要求

6.关爱小学生，重视小学生身心健康，将保
护小学生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24.了解对小学生进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
知识和方法。

25.了解小学生安全防护的知识，掌握针对小
学生可能出现的各种侵犯与伤害行为的预
防与应对方法。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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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6年9月13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关键能力）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师
范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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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框架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科学性、时
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
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
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

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
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
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十八个基
本要点。根据这一总体框架，可针对学生
年龄特点进一步提出各学段学生的具体表
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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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生命教育的理解

1. 定义：

我们所谓的生命教育，其实质是基于生命

存在前提的、在生命活动过程中进行的、为

着提升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教育。它是贯穿生

命全程的终身教育，是涵盖生命整体的全人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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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涵的变化

——实践领域：主要是预防自杀，保护生命不受伤

害等（2003）；将德育“统整”于生命教育旗下，

以生命与自己、社会、自然的关系为主线，重新

梳理既有的德育内容（2004）；生命价值高于一

切（2008）；构建生命课堂

15



——理论界：生命与教育的关系、

关于生命的教育、遵循生命的教育。

16



3. 生命教育的内容

大陆地区

 安全教育：

远离意外伤害的教育，如熟悉安全防护标志；

火灾和地震演习。意外伤害的救护和自我救护，

如伤口消毒包扎、人工呼吸等；艾滋病和毒品预

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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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人员数据

国家禁毒办发布了《2015中国毒品形势
报告》，报告显示，当前我国登记在册吸
毒人员中，35岁以下青少年有146.5万人，
比2014年占比提高了5.4%，吸毒人员出现
低龄化趋势，2015年新发现的未成年吸毒
人数就有1.4万人。而在2016年全国抓获的
19.4万名毒品犯罪嫌疑人中，未成年人有
3588人，18～35岁人员有1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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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教育：

了解个体青春期的生理变化规

律与生命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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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教育：

培养学生养成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

人格，掌握自我心理调适与缓解心理

压力的方法等；培养自尊、自信、坦

荡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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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教育：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

性，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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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教育：

法律知识教育，懂法守法，遵守公

共道德；开展人权教育，保护自身

权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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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
生命教育取向的多元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使

得生命教育课程的内容呈现多样化特点。

取向一：

“从生论生的生命关怀伦理取向”生命教育课程

包含社会教育、伦理教育、家庭教育、生涯教

育和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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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二:

“从死论生的死亡体悟生死取向”生命教育课程

包括生死教育、哲学教育和宗教教育等内容，

具体包括认识死亡、失落与哀伤的心理调试辅

导、特殊死亡议题的探讨 （如安乐死、艾滋

病）、丧葬仪式与死亡禁忌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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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台湾中学生命教育课程

的内容包含人际关系、伦理、生死学、

宗教、殡葬礼仪五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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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教育的维度、逻辑与层面

两个维度（个体角度）

—纵向：为终身教育，终身教育的核心。

—横向：生命教育为全人教育，是全人

教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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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结构
（1）认识生命：生命之真

（2）关系生命：生命之善

（3）实现生命：生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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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面

（1）身体

（2）心理/情感

（3）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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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学校生命教育实践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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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

1.专门的课程

2.某些科目中的专门内容

（如《思想品德》等”课程）

3.体现在各个学科的教学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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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构建生命教育课堂

5.教师

6.主题教育活动

7.校本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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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生命教育课程化面临的困难
与挑战

我国大陆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
初级阶段，对生命教育课程的研究和实践
探索都处于「摸石过河」阶段，这就需要
更深层次地开展生命教育理论的研究，对
生命教育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最后投入到
更多更完善的课程体系中，形成真正的课
程标准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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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要成为国家一级的课程，还需
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在以地方或者校级
课程为载体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统一的课
程和活动标准，难免出现走弯路，甚至走
岔路的情况。在理论探究上，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介入丰富着生命
教育的内涵和思想，更大批的一线教育工
作者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生
命教育的实践开辟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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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生命教育课程建设

课程是对育人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方式的规划和设计，是教
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全部内容
及其实施过程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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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要点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课程设计

 课程资源

 课程实施

 课程评价

 教师

 学生
35



（一）课程目标与内容

冯建军老师将生命教育的总目标定为：
生命教育课程面向全体，引导学生认识生
命发展的特点，使之学习和掌握必要的生
存技能；引导他们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使之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激扬生命，完
善生命；在生活中，建立生命与自我、生
命与社会、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过健
康安全、积极向上、快乐有尊严、负责任
有爱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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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初中阶段的目标是：帮助和引导学
生了解青春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掌握
自我保护、应对灾难的基本技能；学会尊
重生命，关怀生命，悦纳自我，接纳他人；
养成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保持健康、
丰富精神生活的能力，培养积极的生活态
度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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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在 2004 年制定了《上海

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指
出“中小学实施生命教育的目标是：
整体规划小学、初中和高中生命教
育的内容序列，形成学校、家庭与
社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生命教
育实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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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根据个学段学生的年龄目标
确立了循序渐进的教育目标体系，
指出小学阶段着重帮助和引导学生
初步了解自身的成长发育特点，初
步树立正确的生命意识，养成健康
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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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着重帮助和引导学生了
解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掌
握自我保护、应对灾难的基本技能；
学会尊重生命、关怀生命、悦纳自
我、接纳自我；养成健康良好的生
活方式；学会欣赏人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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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着重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
性生理和性心理知识，引导学生形成
文明的性道德观念；培养对婚姻、家
庭的责任意识；学会用法律和其他合
适的方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会
尊重他人、理解生命、热爱生命；提
高保持健康、丰富精神生活的能力，
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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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设计

在国外，生命教育并不是一门固定的学
科或课程，而是随机的、整合的。因此，
在课程设计上，他们坚持生命的完整性与
统整性，重视各学科的统整以及生活事件
的关联性。美国死亡教育的先驱列温顿
(Leviton)曾提出了课程设计要考虑六个因素：
受教对象、教学取向、学生人数、开设科
系、教学方法、教学目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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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生命教育课程的设计要结合国
情，特别是中学生的生活实际，设置一些
具体化的、贴近真实生活的情境，并根据
不同年龄的学生对生命感情、对人生价值
和意义的不同程度的理解设计不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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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资源（教材等）

已有的成果

 《生命教育》（共 9 册）于 2005 年中国青
年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是国内首套生命教
育教材，授课对象主要为小学生和中学初
中学生，并且从以下四大核心内容：“人
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环境”、
“人与宇宙”出发，来体现了解生命、认
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
敬畏生命的生命教育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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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美云提出生命教育教材的内容大纲应该
包含四个维度：生与死的维度、身与心的
维度、健康与疾病的维度、生存与发展的
维度。

 而各个维度下内容的选择原则是：适应儿
童兴趣学习需要、内容的驶础性和时效性、
学习的可能性和适应性、与社会现实的一
致性、适用于广泛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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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计明对编写广东省地方课程教材《生命
教育》，旨在帮助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
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提高生存技能，
提升生命质量；对小学生进行生命与健康、
生命与安全、生命与成长、生命与价值的
启蒙引导；引导学生学会关心自我、关心
他人、关心自然、关心社会，感悟和理解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善待生命。突出科学性、
实用性、趣味性、参与性为其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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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实施

生命教育课程的设计要结合国情，特别
是中、小学生的生活实际，设置一些具体
化的、贴近真实生活的情境，并根据不同
年龄的学生对生命感情、对人生价值和意
义的不同程度的理解设计不同课程。其中
“体验—表达—理解”的生命课堂教学模式
是很好的一种课程实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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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验

 第一, 课堂教学关注学生直觉体验。人的生
命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对于他的把握, 知性
无法达到, 而只能靠直觉体验。

 第二, 体验式的课堂教学让学生主动追寻生
命意义过程。在课堂中, 要将师生对生存意
义的的探询和知识意义的追问作为核心, 要
关注每一个生命个体过去的、当下的和未
来的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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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达

 课堂上的表达，其实就是交流、合作、讨
论的过程。只有通过表达，才能把内心体
验展现在他人面前。

49



3. 理解

理解活动是以生命为引导，进入学生内
在心理生命的过程。课堂上通过学生之间
不同思路的交流，获得不同的生命感受，
站在不同的角度理解不同的生命, 理解不同
人对生活意义的把握,在各种生命矛盾冲突
中，不断产生新理解、新真理的意义源泉,

达成“视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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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案例分析与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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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富屯宝血小学52



宗德科(生命教育)

 宗德科（生命教育）是培养学生正面积极、
乐观进取的生命价值观，并且能够与他人、
社会和自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使他们
能积极面对人生、勇敢面对不幸、珍惜和
尊重生命。

 课程包含价值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成
长课、宗教教育及非正规课程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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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规课程外，宗德科（生命教育）亦

推行不同类型的活动，藉以培育学生的个人及
群性发展，活动包括有、“敬师日”、“贫富
宴”、“国情教育日”、“一人一花”活动、
“青少年心理讲座”、“护苗教育车”、“参
观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同心同根”
内地交流计划、“北京考察交流计划”、“国
民教育日营”、“华服日”、“升国旗”、
“网上公民教育讨论区”、“专题展板”、
“专题讲座”、“专题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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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香港生命教育活动之
北京场

主题：让梦想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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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台湾生命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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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湾小学还未开设独立的“生命
教育课”，有的学校在“道德与健康”课
中讲授，有的学校设置综合课进行生命教
育。不论哪种形式，小学生命教育的内容
包括两方面：一是生命的旋律；二是温馨
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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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学（初中、高中）从1998年开始
普遍开设“生命教育”课，并且编制了生
命教育教材及“生命教育教师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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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活动主题1

次序 单元名称 教学时间

国小低年级单元一 画画自己 80分钟

国小低年级单元二 我从哪里来 40分钟

国小低年级单元三 听听妈妈的话 40分钟

国小低年级单元四 家庭树 40分钟

国小低年级单元五 亲亲宝贝 40分钟

国小低年级单元六 外婆到哪里去了 40分钟

国小低年级单元七 我们不同 80分钟

国小低年级单元八 我们喜欢彼此 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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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活动主题2

次序 单元名称 教学时间

国小中年级单元九 健康大富翁 80分钟

国小中年级单元十 生命工程师 80分钟

国小中年级单元十一 我和我的家人 80分钟

国小中年级单元十二 男孩女孩一样好 80分钟

国小中年级单元十三 圆梦大师 40分钟

国小中年级单元十四 为宠物命名 40分钟

国小中年级单元十五 明星大会串 40分钟

国小中年级单元十六 再见，奶奶 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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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活动主题3

次序 单元名称 教学时间

国小高年级单元十七 我是谁 80分钟

国小高年级单元十八 青春正萌芽 40分钟

国小高年级单元十九 我的万花筒 40分钟

国小高年级单元二十 操之在我 80分钟

国小高年级单元二十一 让爱传出去 80分钟

国小高年级单元二十二 我也要活下去 80分钟

国小高年级单元二十三 座右铭 40分钟

国小高年级单元二十四 优点对对碰 40分钟

国小高年级单元二十五 死亡习俗小百科 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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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视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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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的生命教育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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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国家的生命教育掠影

1.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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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康斯坦茨大学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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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瑞士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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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教育从“小”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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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生命教育是通过生命，为了生命的教育

 生命教育在学校的实现：课程、活动、文
化

 新时代的生命教育：身体性、文化性、国
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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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开启教育新篇章

从此开始，从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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