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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殊儿童由于自身的缺陷更需要生命教育。我国学者关于特殊儿童生命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命教育

开展的必要性、生命教育实施者、生命教育课程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研究对象过于集中于听障、智障学生；研究

方法单一；研究内容凌乱。而未来的生命教育研究需要丰富研究内容；扩展研究方法；探讨构建特殊儿童的生命教育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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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人生中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生命教育课题，都需要生命教育。残疾人由于自

身的缺陷性，常常在自我概念、生命认知等方面常不知所措，从而导致其对生命认知的缺陷，以至于自

残、自杀现象屡禁不止。而实施生命教育，有助于改善特殊儿童生命认知的不足及态度上的偏差，热爱

生命，从而更好的融于社会，因此特殊儿童更需要生命教育。本文结合已有文献，从生命教育的内涵、特

殊学生开展生命教育的必要性、生命教育实施者、生命教育课程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展望。

１　特殊儿童生命教育的内涵
生命教育源于美国，是为应对社会中出现的吸毒、自杀等危害生命的现象而提出的，意在通过生命教

育消除生命的威胁，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热爱。我国研究者们在生命教育的内涵方面有不同的见解：台湾地

区于２００１年颁发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将生命教育定义为从观察与分享对生、老、病、死之
感受的过程中，培养尊重及珍惜自己与他人生命的情怀，进而能体会生命的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杨慕慈

认为生命教育的重点在于生命，要用教育的方法对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理想以及生命的真理

加以诠释。香港地区多从宗教的角度开展，内容涉及宗教教育、德育、伦理、公民教育等科目，并出版了《香

港的生命教育》等专著。冯建军在《生命教育的内涵与实践》一文中，对当前存在的诸多关于“生命教育”

的解释做了分析概括，认为当前对“生命教育”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种声音。一种是尊重生命主体，为其创设

环境和条件，以促进其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将生命教育视为“教人了解生命的价值、珍爱生命、欣赏生命”。

综合不同学者关于生命教育的观点以及特殊儿童的特殊性，特教领域里的生命教育，就是通过教育使特殊

儿童从小开始探索与认识生命的相关知识，体验自我生命的价值，并对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等过程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从而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融入社会中，成为真正的社会一员。

２　特殊儿童生命教育发展现状
由于特殊学生生命教育相关的研究比较零散，为了确保文献资料的完整性，本文分别以“特殊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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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特校生命教育”等为检索词，通过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进行检索，发现现有文章主要围绕以下
内容进行分析。

２．１　特殊儿童生命教育开展的必要性
研究者关于特殊学生生命教育开展的必要性有以下观点：蒋惠珍指出目前特殊教育现状的共同之

处，那就是注重康复教育与技能培养，从生命教育的角度看，康复教育为了改善残障学生的生命质量，技

能培养为了提高其生存能力。但是，生命教育的起点不仅仅是生活技能、生存能力的教导，更应该是生

命态度的教育［１］。黄婷婷调查发现，近５０％的听障生都曾因无法适应大学生活而想要休学，或者已经
休学。因为生命教育的缺乏，聋哑团伙偷盗现象犯罪案件居高不下，智障家长带着孩子自杀、自闭症儿

童自残现象屡见报端。只有唤醒特殊儿童的生命意识，让他们对生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才能激发自我

生命的主动性，可是我们的教育却忽视了生命教育，结果就是特殊儿童生命意识淡薄，对周围事物漠不

关心，不珍惜生命、自残、自杀现象屡禁不止，这些因素反映了特殊群体对生命的漠视，生命认知的缺乏，

折射出特殊学生对生命教育的迫切需要。

２．２　特殊儿童生命教育的实施主体
生命教育应该由谁来实施呢？或者由谁作为主要承担者？教师？家长？李瑞江认为，要培育特殊

学生关于生命意识和生存方式的“自觉”，需要家庭、社会及学校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２］。长宁区初级

职业学校在《上海市中小学生命教育指导纲要》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教育要重视学生、教师和家长，使

学生、家长、教师和学校处于共同发展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命教育共同体”的理念［３］。蒋慧

珍亦持此观点。由此可见，学者们一致认为生命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家长、学校、社会等多种力量的共同

参与。但是研究发现，学者多将生命教育研究集中于教师上，如蒋惠珍指出教师应该提升自己的专业发

展水平，用自己的生命关怀和生命智慧，对特殊学生进行生命的启迪。朱爱萍所在特校成立了生命教育

活动小组，普及健康教育等关于生命教育知识，并把生命教育的有关内容作为学科教师培训的重点，从

而使教师具备正确的生命观念及健康、自然的生活态度，确保生命教育的高质量开展［４］。综上所述，研

究者都意识到生命教育的开展需要学校、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但是对于家长和其他力量鲜有研究。

２．３　特殊儿童生命教育课程内容
由于特殊学生生命教育的文献作者多是一线教师，教师最为关注的是教学。关于生命教育课程内

容，《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指出生命教育要形成各学段有机衔接、循序递进和全面系统

的教育内容体系。长宁区初级职业学校在此指导纲要的基础上，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生命教育的切入

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蒋惠珍以聋生的生命发展为根本，以开发聋生的生命潜能为目标，建构了一种

新的生命形态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即通过心理教育，调整聋生对生命周期性变化的认识，从而正确的

认识生存环境，消除对生存环境的担忧，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朱海萍认为掌握生存知识是

生命教育的必由之路，因此在课程教学中要渗透生存技能相关的知识。

２．４　特殊儿童生命教育课程实施途径
在课程开设方式中，主题式教学和融入式教学比较受欢迎。其中主题式教学模式将与学生日常生

活相关的内容融入到多学科中，尽可能满足不同残障类型学生的需求，从而提升他们对生命认知的能

力。李瑞江认为应根据特殊学生的认识规律和特点，在各学段开设生命教育主题课，从学生的兴趣、需

要出发，开展以生命教育为主题的实践体验和课外活动［５］。谢安梅提出可以开展以绘本为载体的生命

教育主题活动，以符合智障学生心智特点的生命教育绘本为教学媒介，比如《新东方生命教育绘本》涵

盖了“人与自己、他人、大自然、宇宙”的生命教育故事，且每一部分都是围绕着一个积极人物展开，有利

于学生将故事中的人物作为模范对象，从而领悟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６］。融入式教学则是将生

命教育的理念融入到各科的具体教学中或活动中。如任慧将生命教育与社会相融合，将生命教育的内

涵扩展到智障儿童生活相关的场所，让学生“走进社会、走进生活”［７］。孙青则开发了“模拟救护我能

行”“小小街路参观团”等课程［８］。惠敏学校开展“关爱特教促和谐，师生融合展风采”“挖掘潜能，尽情

展示自我风采”等一系列活动，且教师每月都要带学生走向社区等公共场所，让学生学以致用，逐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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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日常生活、劳动的知识和技能，形成“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

生生活的质量，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９］。许燕丽通过教学实践发现，一周一节的安全教育课、心理

教育课虽属于生命教育的范畴，但教育内容过于分散、形式化，不利于生命教育的开展，建议通过图像等

媒介，让障碍儿童感受生命的成长，或通过饲养动物，加强障碍儿童对生命的认知，从而正确地认知

生命［１０］。

由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主题式课程还是融入式课程，都主张将生活融入到教学中，根据特殊学生的

特点开发课程，从而吸引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对生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

３　特殊儿童生命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的描述与分析，我国特殊儿童生命教育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在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

于智障、听障学生，而对其他障碍类型的特殊儿童的生命教育研究尤其不足，在实施研究者上对家长和

社会关注度不够；在研究方法上，较为单一，多为一线教师在借鉴中小学生命教育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行

动研究探索特殊群体生命教育的实施，局限于浅层次的解释，导致研究深度不足，且方法不够多元；在研

究内容上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生命教育课程，往往是经验的总结，而且只注重生，忽视了生与死相关的

教育，生命教育目标、生命教育评价皆没有触及，研究范式模仿痕迹明显。

４　特殊儿童生命教育的展望
我国特殊儿童生命教育的开展今后应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在研究对象上，生命教育的开展不是学

校单独可以完成的，而应以学校为主体，协调社会、家庭共同开展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最直接的切入点是

教育体系，而学校是生命教育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不仅要对教师进行生命教育的相关培训，还要营造

有爱无碍的校园环境。家庭是教育的最基本单位，也是每个人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对残疾儿童来说，

父母更是主要照顾者、生活支持者，学校不仅要对教师进行培训，还应开设家长生命教育培训班。而社

会则要营造有爱无碍的社会氛围，通过媒体、社区宣传栏等宣传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在研究方法上，鼓

励高校科研人员采用多元化的科研方法，积极投入到特殊儿童的生命教育中去。在研究内容上，生命教

育应该是从幼儿园开始到成人阶段的终身教育，但我国的生命教育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纵向方面，应

该从幼儿园阶段一直到大学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的特殊人群制定不同的生命教育内容；横向方面，结合

残疾人的特殊性制定生命教育教材和课程，探索生命教育课程实施方式和生命教育评价方式的多元化，

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的生命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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