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架桥，让生命之花绚丽多彩
朱萍海

摘要：笔者所在学校设计了“求真教

育”的教育模式，力求引导全校师

生在“内在和谐、精神高贵、充满

自信、发展自身”的生命氛围中共

创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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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学校在“十四五”

规划精神指引下，提出了

生命教育融入学科，生命教育融入

活动，生命教育融入师生、生生及

家校合作和谐人际氛围创建之中的

“三融入”模式，并以教师培训为抓

手，以完善学生教育为突破口，以

评估为依托，开展了全方位、全过程、

全员化的生命教育。

一、 开展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生命教育是关于生命的教育，

通过相应的教育内容及方法，让学生

正确认识并欣赏生命，尊重且珍惜

生命，提高学生的生存技能，改善

学生的生命质量。生命教育需要贯

穿人的一生，是一种终身教育活动。

在小学教育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

加强对生命教育的重视，不仅可以

让学生敬畏生命，帮助学生明白自

己的独特性，努力做自己，引导学

生从各方面找出真实的自我，让学

生的潜能得到充分挖掘，还可以帮

助学生建立自尊和自信。积极开展

生命教育，能让学生积极面对生活，

引导学生接受痛苦与苦难，了解人

生的真正意义。学生在不断的实践

和感悟中，能领会天灾、人祸是可

以避免和预防的。学生通过参与各

种生命教育活动，利用正确的方式

方法面对痛苦和失落，能具备良好

的应变及生存能力。

二、 开展生命教育存在的问题

小学实施生命教育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

命教育无论是对学校而言，还是对

教师而言，都属于全新的理念；从学

生角度考虑，生命教育更是一门未

曾接触过的课程。另一方面，生命

教育不能只注重理论，需要将重点

放在实践上。教师在实施生命教育

期间，需要合理分析现存问题，结

合具体成因制定应对办法，确保通

过生命教育让小学生形成良好的生

命观。

( 一 ) 小学生生命意识淡薄

小学生对生命的认识和理解存

在一定偏差，少部分小学生能正确

看待死亡，但大多数小学生认为人

死后会去往另一个世界，对死亡没

有正确认知。通过对某学校的观察，

由于该学校所处位置为十字路口，

每天上学和放学时段正是交通最拥

挤、最堵塞时段，虽然学校一再强

调不要横跨栏杆、横穿马路，马路

中央也架起了天桥，但部分走天桥

的学生有时仍然会在没有护栏的天

桥上打闹，有的学生仍然和家长横

穿马路，不愿意绕道而行。这些现

象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小学生缺乏

生命意识，对生命的含义理解不深

刻。学生对死亡的认识出现偏离与

家庭的宗教信仰、学生的年龄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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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量的多少等因素有关。在饮食上，

部分学生虽然能意识到产品质量问

题，但更关注食品是否好吃。这些

问题也会导致小学生的生命意识贫

乏。有的小学生在上课时表现消极，

不知道学习是为了谁而学，无法真

正体会生命的价值和内涵。

( 二 ) 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偏低

在面对突发危险时，学会自护

自救是确保生命安全最基本的技巧。

比如，在大众熟知的“小女孩在海

啸中救助了父母和 100 名游客”的

事件中，如果小女孩事先不知道有

关海啸方面的常识，就不会知道应

该采取何种方法救助自己和其他游

客。突如其来的灾难除了会给人们

的身体造成伤痛，也会使人们的心

灵遭受重创。因此，强化学生的自

护自救能力很有必要。目前，小学

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整体呈现薄弱状

态，虽然部分小学生具备自救及生

存的技能，但多数学生未能意识到

该如何进行自救及救助他人。学会

自我保护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不仅可以学会一项技能，还能减少

不必要的麻烦。小学生的自救自护

能力不足间接反映出这方面的教育

还未引起学校以及家长的重视。现

有的教育习惯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

电视上也经常报道救人的英雄事迹，

虽然这些事迹值得敬佩，也十分感

人，但若不能加强对小学生自护自

救能力的锻炼，学生很容易出现盲

目效仿英雄事迹的情况，有时不仅

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反而会让自

身陷入危险。

三、 生命教育的实践策略

( 一 ) 将生命教育融入课程教学，

渗入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

持之以恒的生命教育，应当成

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生命教

育不仅应潜移默化地渗入学科教学，

更应该被纳入学校的拓展型课程、

探究型课程和学校的专题教育中。

将生命教育作为课程目标中

的一个重要元素

笔者所在学校在规划学校整体

课程方案的过程中，关注学校生命

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爱文明、爱

求知、爱生活、爱健美”的课程目标，

切实将生命教育作为课程目标中的

一个重要元素。“爱生活”这一课程

目标中二级指标“保护生命”的低、

中、高各学段目标如表 1 所示。

将生命教育作为学校校本课

程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

学校将生命教育渗透到学校校

本课程中，将其与拓展型、探究型

课程和专题教育有机结合，有针对

性、有层次性地开展系列教育活动。

比如，笔者所在学校在拓展型课程

中安排了“消防安全”这一教学主题，

从消防知识认知、消防安全标志绘

画、火场逃生与疏散演习、火灾事

故原因、消防安全小发明、安全隐

患事故小调研等部分比较全面地引

导学生主动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并

掌握自护自救的方法，保护好自己

的生命。

再如，在探究型课程中，笔者

所在学校以感恩教育为主题切入口，

围绕节日文化教育内涵，充分发挥

少先队的教育优势开展感恩教育实

践活动，引导学生自主感悟生命的

价值、生命的宝贵。在重阳节来临

之际，组织少先队员开展“我和爷

爷奶奶比童年”的活动，让少先队

员以个人为单位探索自已与祖辈在

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区别，感

受现在生活的美好，感悟要用感恩

的言行回报长辈；在教师节这一天，

笔者所在学校组织少先队员开展“采

访教师的一天”小课题研究，让少

先队员感受教师的辛劳与奉献敬业

精神；中秋节邀请家长参加“共叙感

恩情”活动，让少先队员向家长赠

送一块月饼、沏上一杯感恩茶、和

家长说一句心里话等。通过这些看

似简单的体验活动环节，能让少先

队员更直接、更真切地体会生命的

来之不易，从而让学生珍爱自己的

生命，感谢师长的培育。

( 二 ) 利用生活感悟，唤醒学生

的生命性情

学生的思想来自真实的生活，

来自亲历的感悟。因此，生命教育

要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连，让学生

通过日常的生活，探究、体验、把

握生命的点滴，在学生认识生命之

美、体验生命之美的过程中，让学

生能尊重、珍惜生命。

融于生活，关注生命教育内涵

为了让一年级学生体会生命的

来之不易，笔者所在学校从学生生活

实际出发，设计了“回顾我的成长

历程”活动。在教师引导下，学生

带来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如

照片、碟片、小时候的衣物等。教

师在课堂上鼓励学生介绍分享，引

导学生感悟自己的成长足迹。其中，

一位学生带来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

每一个“第一次”：第一次笑、第一

表 1 “保护生命”的低、中、高各学段目标

学段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课程
目标

感受生命是美好的、美丽
的，要珍惜生命；

不和陌生人讲话，不拿陌
生人的东西；

知道简单的消防知识，学
会火场逃生方法

感受生命是美好的、美丽
的、珍贵的，要呵护生命；
不和陌生人讲话，不接受
陌生人的各种物质诱惑；
运用所学消防知识，学会火
场逃生方法，并进行自救

感受生命是美好的、珍贵
的、有价值的，要让自己

的生命散发光彩；
不和陌生人讲话，不受陌
生人的各种言行蛊惑；
运用所学消防知识，学会
火场逃生方法，进行自救

及救护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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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走路、第一

次唱儿歌、第一次认字……在交流

活动中，学生感受到自己在成长过

程中离不开爸爸妈妈的悉心呵护，

从而更懂得父母的关爱，更加珍惜

幸福生活，更加珍爱生命。

突出体验，强化关爱生命行动

生命教育应突出体验教育，在

体验中学生用心感悟、用情关注，

触及学生的心灵，使生命教育转化

为他们的精神内在自觉行动，以获

得实效。

如何让学生学会火场逃生的方

法？仅凭借一堂堂知识传授课、一

次次的录像观看是无济于事的，要

让学生在真真切切的模拟情境中行

动，掌握火场逃生的具体方法。笔

者所在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消防安全

教育时，在关注消防基础知识的同

时，通过火场逃生的演练，让学生

直接参与实践性的活动，加强对学

生的自救自护教育。一次火场逃生

的演练，不仅让学生在体验活动中

感知与掌握了自救自护的方法，了

解了学校安全疏散的通道，同时唤

起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激发了学

生关注生命的积极行动。

为保证学生能深刻体会生命教

育的含义，笔者所在学校在特殊节

日或者纪念日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

如“ 珍 爱 生 命， 远 离 毒 品 ” 教 育

活动，同时也开展了相应的“亲子

互 动 ”“我运动，我健康”等系列

活动，帮助家长与学生建立良好的

沟通和互动关系，让学生体会自己

的生命与父母之间的联系，真正学

会感恩和关心父母。在校外活动方

面，笔者所在学校开展了“关爱老人”

公益活动，让学生在重阳节去敬老

院为老人服务一天，拉近与老人的

距离，让学生明白尊敬老人、及时

尽孝的道理。在灾难来临时，学校

积极开展为灾区“募捐祈福”活动，

充分激发学生的爱心，帮助学生学

会在突发事件中利用正确的方式保

护自己。这些生命教育的相关体验

式活动设计，除了能让学生通过体

验的方式感悟生命的美好，也能让

学生学会珍惜生命。

自主探究，自觉保护生命健康

安全教育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

重要部分，它关系着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和正常的学习、生活。但在校园

中，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安全事故，

如摔跤骨折、擦破皮、撞伤流血……

为了让学生自觉保护生命健康，学

校以学生探究学习为方式，开展了

“校园安全警示标志的设计”系列活

动，组织部分学生调查学校存在的

安全隐患，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安

全警示标志，并在相关位置进行张

贴，提醒自己和他人注意安全，关

爱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探究性学习

活动对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有

助于让学生更自觉地保护生命健康

与安全。

真切感悟，用心营造育人环境

若想让生命教育理念实现全方

位的推广，就必须有良好的校园文

化作支撑。为实现这一目标，笔者

所在学校开展了“四季四节”主题

活动，将体育节、读书节、艺术节

以及科技节作为主题分布在一年四

季，每一个季节围绕一个主题展开，

保证学生能深层次感悟生命成长的

多姿多彩，体验参与实践的成功和快

乐。学校年级办公室由各年级教师

布置，始终突出生命的宝贵以及校

园文化的温馨和睦；各个班级的教室

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班级中设有“生

命之花”内容，主要记录各班举办

的生命教育活动以及取得的成绩；班

级内设置“生活小百科”栏目，让

整个班级的生命教育更为灿烂。笔

者所在学校还从实际出发，举办以

“绽放生命的光彩”为主题的朗诵比

赛，学生自由选择与生命相关的朗

诵内容，激发学生对生命的热爱；在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主题辩论会

中，从辩论中了解学生对生命的理

解和认知，引导学生自主参与活动，

帮助学生在参与比赛的过程中获得

成就感，体会进步带来的快乐。

合理评价，完善生命教育体系

在生命教育期间，教师要摒弃

以往凭借成绩高低评价学生的单一

方式，凸显学生主体的发展性。在

学生评价方式方面，除了要侧重过

程评价，也要关注结果，建立学生

成长档案，从德、智、体、美、劳

等方面记录学生的成长变化，以鼓

励的方式对学生展开评价，不能抨

击学生的幼小心灵。比如，一年级

第二学期后，学生经过较长时间的

假期犹如脱缰的野马，之前的用小

红花激励学生的方式已经不管用了，

于是笔者所在学校的教师便利用“小

星星”代替“小红花”，给学生带来

新鲜感，并建立了“星光灿烂”评

选栏。教师要将目光放在全班学生

身上，使每一个学生获得不同的鼓

励或奖励，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

生命教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

一项重要内容，一定要常抓不懈，

使之根植于学生心田，激起学生内

在的行动体验，才能达到真正的教

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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