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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仁爱思想关注生命，且对研究生命教育有推动作用。以仁爱思想探讨生命教育，厘清仁爱思想下生命教育
的内涵，结合中小学生命教育的现实审视，着眼于意识层面找寻生命教育的不足之处。基于“生命”本身，将“亲亲”“仁

民”思想融入中小学生命教育，从回归生命本质、遵循生命规律、依托生命本身、拓展生命意义四个方面探寻仁爱思想下

中小学生命教育的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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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教育改革进入纵深发展阶段，教育界
对生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热度持续递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指明要重视学生的生命教育，增强学生
的体质，着力提高学生学会生存生活的能力。教

育部《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

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提到注重加强学生的生命教

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然而，结合现实问题来看，国

内中小学在实施生命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

题。２０１８年《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
示，由人民法院经手的校园暴力案件数量高达

１０００多件，其中故意伤害案件占比５７．５％。此类
数据彰显出现代教育中存在较多漠视生命的现

象，正确对待学校教学中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命

教育，契合我国现阶段对生命教育重视程度的需

要，同时符合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当前国内对

于中小学生命教育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故生命

教育有其可研究性和价值性。儒家仁爱思想关注

生命，对生命教育研究有推动作用。有鉴于此，本

文借鉴儒家仁爱思想理论并加以运用，在学校生

命教育中融入儒家“仁爱”思想，旨在解决中小学

生命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冀为中小学义务教

育阶段生命教育实践拓宽思路。

１　仁爱思想下生命教育的内涵
美国学者华莱士（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ｌａｃｅ）于１９６８年

提出生命教育概念，此后生命教育在世界各地广

为流传。其提出的生命教育关注培养学生生命，

凸显生命价值，引导学生追寻生命的意义［１］。把

握“生命教育”内涵关键在于关注作为完整生命

体的人，着眼于贯穿生命的全过程，培养自身对生

命的敬畏之心与责任意识，凸显生命的价值，培养

自身的价值观，使生命往整体方向发展［２］。借鉴

以上对生命教育的认识，认为生命教育即把“人”

当成“人”来教育，关注实实在在的生命体，给予

生命体应有的关怀，关注生命，贯穿生命始终的教

育。以生命为本体的生命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

重要内容，也是人生的必修课，理应引起社会的重

视。字面意思而言，生命教育关联生命与教育，二

者之间紧密联系、互不分割，生命教育不是孤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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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教育理念。生命教育作为一种理念和意识影

响着教育的各个方面。

儒家思想之核心理念即“仁”，“仁”即人与自

身、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一种向善的

追求，对世间万物的仁爱之心是做人的基础［３］。

儒家仁爱思想源远流长，最初源起于孔子言“仁

者人也，亲亲为大”。而后孟子传承了孔子“仁者

爱人”的思想，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

仁民。”［４］（《孟子·尽心上》）从“仁爱”角度来理

解生命教育，也就是从“亲亲”“仁民”来理解生命

教育。“亲亲”着眼于人的自然本性，“仁爱”则是

以血缘之爱为枢纽而展开。儒家学者认为，人作

为孤立的个体，在感情上区分亲疏，一般而言，感

情路径由内而外。“仁爱”思想亦是如此，基于血

缘之亲，由爱亲至亲民，由此产生“仁民”的思想。

“仁爱”对外是人际和谐的基本准则，对内是自我

身心和谐的基本诉求［５］。

从“仁爱”思想来探索生命教育，我们可以作

如下阐释：仁爱思想下狭义的生命教育指仁爱思

想指导下的生命教育课程，仁爱思想下广义的生

命教育指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仁爱”思想指导

下对生命的关爱、呵护、牵引和提升。中小学生命

教育的实施对象是中小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仁爱

思想下中小学生命教育就是把中小学生作为实实

在在的生命体———“人”来教育。在学校的日常

教学中着眼于生命本身，关注中小学生群体的同

时亦关注中小学生完整的生命个体，关注学生内

心的真实感受，聆听学生内心的声音。同时，考虑

学生所处的特殊时期，在生命个体与自身和外界

建立联系的过程中给予学生所需的肯定与鼓励。

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培养学生自身对

生命的敬畏与责任，内化为学生个体的生命意识，

引导学生形成自身的价值观，凸显生命自身价值，

以此来拓展生命的意义。仁爱思想下的生命教育

着重在实践中展示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以及生命

关怀，激发个体本善之天性，融入“亲亲”“仁民”

思想，带领学生回归生命本质，探讨生命规律，基

于生命本身之余拓展生命的意义。

２　仁爱思想下中小学生命教育的现实
审视

生命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分支，生命教育

是人生的课题，亦是一门人生必修课，我们要予以

重视。在现实生活中，以“亲亲”“仁民”为切入

点，生命教育往往并没有体现“仁爱”思想，从意

识层面入手，往往总结为四个问题：（１）生命本体
意识不强；（２）顺应生命规律意识不强；（３）生命
共生意识不强；（４）生命理想意识不强。
２．１　生命本体意识不强

据报道，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晚１０时左右上海
卢浦大桥上发生了一起学生自杀事件。一名 １７
岁的学生在学校与同学产生矛盾，后遭到其母批

评，与母亲发生争吵间，打开车门跳桥，整个过程

用时不到５秒。解读和分析校园各类事件，我们
发现在教育场域中漠视生命主体的现象仍然存

在，生命本体意识普遍不强。

生命教育中的生命本体直面生命本身，“生

命教育”这一概念似乎由于学校安全事故频出的

缘故通常被简化或直接窄化为“安全教育”，如以

校园欺凌等案件为例来加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

识，其本质特征归属于治标不治本。表面上是关

注了学生的安全问题，实则还是缺乏对生命本体

的关照，缺乏对学生生命体内心真实感受的关照。

一般而言，学校中开设生命教育的相关课程少之

又少，呈现在大众视野中以假期前后强调的安全

事宜居多，抑或者是推出了专门的有关“生命教

育”的课程，专门讲解所谓的生命教育知识，却只

流于形式，给学生灌输式讲解生命教育知识，却忽

视了学生生命本体发展的诉求，缺乏生命的本体

意识。

２．２　顺应生命规律意识不强
学业排名等压力并没留给学生更多的自由空

间，学生的生命意识淡薄，生命情感意识淡薄，学

生的本善天性被掩埋，以及对生命最初保持的敬

畏感淡漠［６］。２０１８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４％
的中小学生有过自杀念头，其中６．５％的中小学生
曾有完整的自杀计划。中小学自杀案例的研究展

示：学生中大多数选择自杀的理由并不草率，自杀

案例中“压力主导型自杀”占据主要位置。解读

一系列中小学生案例，不难发现，学生的生命意识

均不强，大部分学生起初对生命的那份尊重随之

淡化，学生、教师、学校、社会顺应生命的意识都不

强，没有尊重生命本身的规律。

家庭、学校及社会中与生命发展自然规律背

道而驰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湖南沅江男孩持刀

杀母，究其缘由，竟是不满其母的教育方式。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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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调查显示：中小学生由于学业压力导致心

情不悦感和心理压力经常存在，而高中压力远胜

于初中小学。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有其独特的

生命感受，而在教学中，我们似乎忽视了这一点，

缺乏对学生生命体的适应意识，从而导致在生命

教育实施过程中顺应生命规律意识不强。

２．３　生命共生意识不强
在当前的生命教育中，大众普遍关注学生个

人的生命，关注生命个体，着眼于孤立的个体和生

命体，而非学生整体。生命整体的共生意识培养

缺乏，整体而言，学生、家长、学校、社会的生命共

生意识不强。唯物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在相互联

系中不断发展。怀特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曾说一切现
实的存在都是“动在”，而一切“动在”在根底上都

是“互在”，都是关系性的存在［７］。学校中的学生

有其合群的天性，人本身就是融入自然的生命体，

但学校生命教育中似乎缺乏了对生命合群的关

注。善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属性，是社会解

放的表现，学校生命教育似乎缺乏了“善”这种社

会属性的指引。学校中实施的生命教育是“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生命教育虽然扮演着学校出现

各种问题的“消防队”，但却停留于表面，大众视

野中，共生意识仍是普遍缺乏。现实生活中学生

的生命共生意识缺乏，学生的生命教育缺乏群体

意识和身体意识。

２．４　生命理想意识不强
生命理想是一种自在的生命理念，追求生命

理想的人更容易实现生命的价值，拥有生命理想

的人往往充满活力，追求生命理想需要健全人格

发展的推动［８］。马克思表示，在现代社会中，物

化逻辑下的人更易趋向于一己私利［９］。物化逻

辑控制下的人关心物质生活，生命被物质侵蚀，对

生命理想的追求意识逐步减弱。查伦·斯普瑞特

奈克 （ＣｈａｒｌｅｎｅＳｐｒｅｔｎａｋ）曾道：“危机到来时，缺
少数据或使用电脑的能力并不足以为惧，生命关

联下的道德发展和精神发展缺乏才是致命

一击。”［１０］

当下的生命教育显然是“表面的生命安全防

范”为主，“实际的德性心灵净化”缺乏，理论上高

谈“道德认知”，而实际表现中却无“道德行为”踪

影等。追逐生命理想的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学生

的直接参与体验感，让学生直接参与、亲身经历和

体会，而学校生命教育似乎并无对学生体验感的

教学规划。针对此种现象，有研究表明，有一部分

学生是因为缺乏生命理想，没有规划，失去了人生

奋斗的方向，认为自己的人生索然无味，生命理想

意识荡然无存。

３　“仁爱”思想下生命教育的推进路径
当前，生命教育问题频出，我们要认识到，生

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衍化

物，是生命教育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经历”，

亦是生命教育与现实社会融合的表现，究其缘由，

是现代社会发展与生命教育实践过程的碰撞［８］。

教育改革实施以来，生命教育作为热点议题之一，

理应受到重视。由此，综合上述生命教育的现实

困境，以仁爱思想来论生命教育的推进路径，结合

儒家仁爱思想下生命教育的理解，融入“亲亲”

“仁民”，从回归生命本质、顺应生命规律、依托生

命本身、拓展生命意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旨在为

生命教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微薄的参考

价值。

３．１　回归生命本质
学校教育中生命本质的回归是生命教育的应

然存在。生命教育推进路径中的“生命本位”，强

调的是生命本身，即以生命为基础，基于生命本

身。中小学生命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具体的生命

教育对象即指教师和学生。我们要把生命教育贯

穿日常教学的各个环节，而不是只强调假期前后

的安全事宜，抑或者单独地以“生命教育”课来给

学生们科普生命教育知识。生命教育旨在关怀生

命本体，生命教育中的生命本体指向于生命本身。

在学校教学中要关注生命本体，关注学生自身发

展需求，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善待每一个学生生

命体，理解并关怀学生生命体的内心感受。在当

前物化逻辑的社会下，减弱对物质的过多追求，凸

显生命体的生命意识，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更

好地去应对生活。生命教育要注重对人本真的关

怀，增强生命本体意识。

３．２　遵循生命规律
遵循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即为了生命的自

由生长，进而体现生命本身的规律，是生命关怀的

展示。仁爱思想下的生命教育，尊重的是生命知

识的内在结构，尊重生命的成长发展规律，为所有

中小学生提供一定的机会，让学校发展成为学生

的乐园［１１］。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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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传授知识内容、领悟生命内

涵、规范意志行为［１２］。学校教育的关注点要着眼

于让学生在自由中成长发展。仁爱思想下的生命

教育顺应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凸显对生命的关

怀，旨在实现生命的自由生长。

顺应生命的自由发展规律既要遵从生命体自

身的生命活力，又要唤醒生命体的心灵，发挥生命

教育中的生命智慧与教育智慧。在日常的学校教

学中，要把生命看成一个整体，顺应生命的自由发

展规律，逐层深入，紧抓生命教育，跟随生命成长

的周期，有计划地针对生命成长的规律展开教学

内容和活动。

３．３　依托生命本身
生存是人类进行生命教育的基础。生命教育

推进路径中的“依托生命本身”是从过程视野来

看，在生命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都要依靠生命，依

靠主体而进行。在此生命教育的过程中，生命是

主体。依托生命的生命教育，简单而言可以分为

两点：其一，依于群体的生命教育；其二，依于身体

教育的生命教育。

人并非孤立个体而是融入社会的社会性合群

存在，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性的“社会共在”［１３］。

“仁爱”思想观中“亲亲”“仁民”即体现了人与他

人、人与群体的关系。着眼于生命个体，生命个体

与自身和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中，让生命体朝着

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１４］。学校教学中，我们可以

通过构建课堂学习共同体，创造心灵课堂和营造

良好的课堂环境，培养学生的生命共生意识。

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１５］。身

体是生命的载体，健康是身体解放的表现。近年

来，我国青少年学生屡屡发生的自杀、自残、施虐、

杀人等令人瞠目结舌的社会现象不时见诸各类媒

体，矛头直指我国生命道德教育的严重缺失，缺失

对身体的教育［１６］。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曾
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或别

人的生命。”［１７］融入仁爱思想的生命教育在实施

过程中，理应坚守住生命的神圣性，带着对生命的

敬畏之心与责任之心，保持生命是一切教育的出

发点，人的一切活动均以生命为基础。

３．４　拓展生命意义
赫舍尔（Ｈｅｓｃｈｅｌ）认为：“人的存在从来就不

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１８］在仁爱思

想背景下论拓展生命意义，就是要追求生命理想。

追求生命理想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生命理想

是生命的灵魂，是生命的外在显现，是生命体展现

的显著特征［８］。基于现实生活来培育学生的生

命理想观念，培养学生的审美观，绽放生命的色

彩。在生命教育实践中，联系生活实际，培养生命

体的适应性，借由实践来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关爱

情怀［１９］。

在生命教育中融入仁爱思想中的“自爱”和

“泛爱众”，把握生命教育的内涵与价值，关注生

命，旨在实现生命意义教育［２０］。古典哲学认为教

育是走出意见洞穴的过程，艰难求索后才有生命

的精神解放［２１］。从儒家的“自爱”思想角度来

看，中小学生处在身体发育的特殊阶段，缺少对外

在世界的体验，缺少人生的经验，学校教育要把生

命教育融合在日常教学之中，传播传统文化知识，

呼吁学生“自爱”。爱是解放自我的表现，古语有

云“仁者爱人”，表明爱人者先自爱，爱己是基础，

再推己及人，爱自己和他人。自我存在的价值可

以体现为关怀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保留内心的名

誉感和羞耻感，有自尊心、羞耻心。学校的生命教

育要借鉴“仁爱”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

毁伤，孝之始也”，表达出对身体的重视程度，保

留对生命的那份敬重。“仁爱”思想的根本是爱

亲，由爱亲推至众人，即为“泛爱众”。《论语·颜

渊篇》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中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有“泛爱众”

的意蕴。在探讨生命教育的推进路径时，加入

“自爱”和“泛爱众”，发展生命教育的意义，培养

学生迎难而上的坚强品质。“仁爱”思想下的生

命教育是同心圆的发散式结构，由“亲亲”至“仁

民”，由血缘之亲推至众人，是自爱，也是泛爱，

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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