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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某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例，大样调查了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状与问题。研究发现，当前高校生命教

育总体效果良好，实现了预期教育目标。但也存在教师主动性不足、生命教育方式方法单调、教育内容脱离学生实际、特

定群体生命教育针对性不足等问题。构建社会、家庭和学校“三位一体”的生命教育体系，加强针对性教育与心理干预，

全面塑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是进一步提升高校生命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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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中开展生命教育工作，有助于学生群体形成健康科学的生命价值观，为他们提供解决生命价

值问题和舒缓心理压力的理论、方法和渠道，必要时为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甚至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和

行为干预。因此，生命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然而，近年来，许多高校频繁发生自杀或他杀事件，既有各年级的大学生，也有研究生、博士生甚至

博士后。这不但反映了高校学生群体中依然广泛存在着对生命价值观的认识偏差现象［１］，也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当前高校生命教育工作的薄弱和面临的严峻形势［２］。因此，在掌握高校学生群体生命价值

观现状的基础上，深入调查高校生命教育的现状，总结高校生命教育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找提高高

校生命教育效果的对策，有助于探索高校生命教育的新模式、新思路，构建有效的“三位一体”的生命教

育体系，从而保障高校学生群体健康科学的生命价值观的形成。

１　调查方法与样本
研究方法为调查研究，以问卷调查方式为主，辅以访谈，问卷调查通过第三方问卷调查平台“问卷

星”在线进行。课题组在刘婷的生命教育有效性问卷的基础上，设计了“大学生生命价值观及高校生命

教育实效性调查问卷”［２］。问卷共计３９个题项，包括大学生基本信息、生命价值观的现状、成因、影响
结果和高校生命教育有效性等３部分内容。访谈对象包括学生、教师、辅导员各５人，并依提纲分别
进行。

问卷调查的对象为某以理工科为主的应用型本科院校１～４年级在校大学生，在２周内共回收有效
问卷１００３份。其中，男生５０５人，女生４９８人；大一学生４３２人，大二２５１人，大三２７９人，大四４１人；
文科生占３４．５％，理科生占６５．５％。本调查的样本数量较大，样本分布基本均匀，符合该校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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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反映该校大学生生命价值观和生命教育的现状与特征。因当前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现状、成因、影

响的调查结果和分析已另外成文，本文不予详述。

２　高校生命教育现状及其有效性分析
高校生命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有效的生命教育将有助于大学生树立健康、科学

的生命价值观，并在他们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选择正确而恰当的行为决策。近年来，已经有部分

学者开展了高校生命教育有效性相关研究［３－５］，这些研究都指出，目前众多高校对大学生生命教育的重

视程度不够，相关的生命教育缺失现象严重。另外，虽然相关的研究正日趋增加，但学校生命教育有效

性的研究主要针对中小学生群体，而关于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研究还较少。本研究将在前期大学生生命

价值观现状的调查分析基础上，通过一个普通高校的大样本调查，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前高校生命教育的

现状及其有效性。

２．１　高校生命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是高校生命教育的缺失性。为调查生命教育是否缺失，本调查专门设置了“在你的大学教育中

接触过具体关于生命教育方面的内容吗”题项。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同，回答“有，较多课程涉及到”占

比１１．１７％，回答“有，部分课程有涉及到”占比６８．１％，而只有１１．４７％的同学回答“完全没有涉及”。
这表明，该校在人才培养中比较重视生命教育，在许多课程中设置或涉及了生命教育的相关内容，获得

了绝大多数同学的认可。

二是课堂生命教育的主动性。课堂教学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环节，如果在课堂教学中能够主

动将生命教育融合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中，则会大力提高高校生命教育的有效性。本调查设置了

一般课堂教育和专业课堂教育是否能够主动、有意识地将生命教育融入课堂教学的题项，结果发现，在

课堂教学中开展生命教育的现象比较普遍（均超过７５％），但主动性不高（均不超过４０％），而且专业课
程的主动性（１５％）较大幅度地低于通识课程（３４．７％）。经过与两类教师的深入访谈交流，发现主要原
因是在有限的课堂时间中，过多的生命教育内容将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目标和进程的实现，特别是专业知

识的内容教学难于向生命教育方向拓展。

三是教师群体生命教育的积极性。高校生命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与大学生接触时间最多最频繁的

教师，如果他们能积极主动地与大学生进行近距离交流互动，就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学生树立科学健

康的生命价值观。因此，本研究设计了高校教师群体是否能够传递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开展生命教育的

积极性等两个问卷题项。７１．７％的学生认为大多数教师都能传递科学正确的生命价值观，而４９．８６％
的学生认为大部分教师愿意积极主动与学生交流生命价值问题。这一结果反映出教师群体生命教育的

积极性还不是非常高，进一步的教师访谈表明，教师群体生命教育的积极性受到与学生交流时间、见面

机会、个人事务、责任心、学校政策和校园文化氛围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

四是大学生对生命教育的需求。６３．７１％的被调查者认为高校生命教育非常重要，２９．１１％的人认
为比较重要，只有 ２．６９％的人认为不重要。他们认为生命教育的目的是正确地认识和了解生命
（９００３％）、学会尊重和珍惜生命（９２．５２％）、探寻生命的意义与创造生命价值（７７．６７％）。他们最想接
受的生命教育是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教育（５０．０５％），其余依次分别为生存与发展的教育（２１．７３％）、
生命与死亡教育（１２０６％）和健康与疾病教育（１１．７６％）。大学生最喜欢的生命教育方法主要有情感
体验法（８３．９５％）、心理疏导法（７５．２７％）和生命叙事法（６９．３９％），最不喜欢的方法是理论灌输法
（２６．３２％）。

五是高校生命教育的方式。高校生命教育的方式直接影响大学生接受生命及价值观教育的效果，

目前高校开展生命教育的主要方式包括生命教育活动、课堂的渗透教学、校园网络宣传教育，而生命教

育的课程和专题讲座偏少。同时，在生命教育过程中，教师最喜欢采用的教育方式主要有案例讲述、互

动交流、理论灌输，而与生命教育有关的实践活动和专题讲座的比重不足。

２．２　高校生命教育的有效性分析
生命教育的作用效果反映在大学生接受生命教育之后效果的主观认知和行为表现两个维度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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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分别设计了不同的题项加以调查，下面简述调查的结果。

首先，生命教育效果的主观认知。生命教育效果的主观认知可以从学生满意度、生命教育的影响和

生命问题的解决等不同角度进行调查。本调查发现，对学校开展的生命教育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比例达

到了７２．３８％，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为２７．６２％。然而，交叉对比分析发现，学生满意度随着在校
时间的增加呈现略为下降的趋势，表明高校生命教育的过程有待改进，实际的教育效果导致了学生的期

望落差有一定的上升。

绝大多数同学认为学校的生命教育对其生命价值观有影响，其中３１．０１％的人认为有正面而积极
的影响，认为没有任何影响的只占１２．６６％。但是在回答生命教育是否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生命价值观
上存在的问题时，只有１１．２７％的人认为能够解决，却有８５．８４％的受访者认为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或
者完全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当前高校生命教育的整体效果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与

大学生群体的主观需求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和改进的空间。

其次，大学生行为表现。大学生面对生命价值问题时选择的行为表现是他们所受到生命价值观教

育结果的直接体现，因此，大学生群体的整体行为表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校生命教育的有效性。

本研究对大学生面对生命价值问题时可能产生的行为表现进行了调查，影响结果的调查包括４个题项，
分别是“如何面对压力”“如何面对精神状态不好的同学和朋友”“如何面对躺在地上的老人”“面对挫

折和孤独，向谁倾述”，调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　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影响结果

面对压力
转移注意力 发泄 压抑 顺其自然

５６．９３％ ４．５９％ ３．２９％ ３５．１９％

面对老人
送医院或报警 犹豫 事不关己 不知道

５５．０３％ ３０．９１％ ４．２９％ ９．７７％

面对同学
主动关心帮助 同情 有机会就帮助 无视

３７．７９％ １４．１６％ ４５．８６％ ２．１９％

倾述对象
父母及亲属 朋友和同学 学校老师 憋在心里 Ｅ．其他

２４．７３％ ４６．４６％ ０．９０％ ２１．４４％ ６．４８％

由表１可以看出，在面对各种困难挫折时，绝大多数同学都会选择积极或自然的压力解决方法，但
也有极少数同学会选择压抑在心里，不能够正确的面对问题。面对老人倒地，犹豫的比例较高，这与社

会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救人反被冤枉或勒索的现象密切相关，他们在救助与不利后果之间处于两难困境、

难以决策；但值得高兴的是，仍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采取了积极热情的行为。面对同学的困境，则有更高

比例的同学愿意伸出援手，反映了我们大学生广泛拥有乐于助人的价值观。

在“面对挫折和孤独，向谁倾述”的题项上，近半数学生选择了向朋友或同学倾述，远高于其它选

项，这是刚刚成为社会独立个体的必然选择，体现了他们寻求社会认可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同龄人的认

可）；父母和家人退居次席，代沟现象比较显著。另外，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有２１．４４％的人选择了
“憋在自己心里”，这相对于“压力舒缓”问题中的“压抑”方式的比例明显偏高，也会导致个体感知到的

压抑程度日益增强，从而会进一步导致心理问题日益严重。同时，令人遗憾的是，仅有０．９％的被调查
者选择“学校心理咨询室老师、班主任、辅导员等”选项，这一数据强烈地表征出高校师生间关系的真实

距离和陌生程度，也标志着高校由“学生管理”转变为“服务学生”的办学理念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需

要反思和调整人才培养的整个流程和所有环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学生当前的行为表现仅仅只能够部分地反映高校生命教育的效果，因为大学

生当前的行为表现是由其生命价值观决定，而其生命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影响因素众

多，而高校生命教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３　高校生命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如前文所述，本调查的结果表明，被调查高校认真开展了生命教育工作，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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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的满意度较高。然而，调查同时也反映出当前生命教育工作存在教师主

动性不足、生命教育方式方法单调、教育内容脱离学生实际、特定群体生命教育的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反

映了高校依然存在着生命教育的薄弱环节或工作误区，这影响了整体的生命教育效果，忽视了特殊群体

的差异化需求，使得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生命安全隐患，甚至有时会导致各种恶性的生命

安全事件。

针对当前高校生命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我们认为，为了进一步提升

高校生命教育的效果，帮助大学生形成科学健康的生命价值观，高校关键要做好如下一些工作。

一要构建有效的“三位一体”的生命教育体系。生命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多因素的动态过

程，主要因素及其重要性分别为：性格经历、家庭影响、社会现象、社会交往和校园教育。虽然大学生的

生命价值观由于个体的性格经历因素已初步形成，但是通过建立社会、家庭和学校“三位一体”的生命

教育体系，可有效促进大学生群体科学健康的生命价值观的最终形成。在此“三位一体”生命教育体系

中，高校确定生命教育的目标，设计教育过程和内容，选择教育方式方法。因此，高校是主导者、推进者，

是整个体系运行的核心。家庭是大学生群体的主要物质来源和精神支柱，通过网络平台，保持与学生家

长的密切联系，将家庭教育融入高校的生命教育过程，能大大提高生命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

家庭在高校生命教育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辅助环节。而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和道德规范则为大学生树

立了重要的行为标尺，为他们形成科学、健康的生命价值观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大学生生命教

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二要加强针对性教育与心理干预。当前的大学生生命教育在科学正确的价值观传授环节获得了同

学生们的普遍认可，在校大学生对个体生命质量的认知现状较好，９５％的同学能准确认识自己，这些同
学的心理健康程度较高。可是，仍有不足５％的同学自我认知不清，心理健康程度较差的同学约占２％，
这些同学应该是学校心理疏导或干预的重点对象。同时，调查表明，有近２６％的同学不会缓解自己面
对的各种压力；更重要的是，分别有１４．４６％和１．３％的同学偶尔或经常有自杀的想法，这些同学大多数
性格内向，行为容易偏激。因此，生命教育过程中针对性的指导和心理干预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充分

发挥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和各个班级中设置的心理委员岗位的职能，通过积极的一对一心理辅导和

人文关怀，配以适当的家庭干预和关心，提高这一部分学生正确面对和解决生活中所遇到各种问题的能

力，才能够真正提升高校生命教育的有效性。

三要全面塑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有９０％的同学认为校园文化对他们的生命价值观有较
大的影响。高校的校园文化完全不同于高考导向的中学校园文化，差异化的职业方向、不同的人生价值

取向、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众多的社交网络和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等都代表了高校校园文化的不同特

征。另外，高校生活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个成长环境，大多数同学将高校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近

似或模拟，这一阶段的体验和感知将决定他们未来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态度和行为。因此通过

课堂、网络、活动、专业实践等，全面塑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生命

价值观和人生观，为他们进入社会做好最后的心理和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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