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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人的生命是其生物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统一& 生物性!社会性与精神性这三种生命属性对应着人的自然

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这三种生命的存在形态& 生命教育作为.为了生命!通过生命!关于生命/的教育"应该以尊重

生命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为前提"以高度关注人生命的六大特性为基础"从而有的放矢地成全完整的人的发展"努力成为

有生命在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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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理解人是教育的重要思想基础% 要想清楚认

识作为个体的人#需要理解人的生命特征#理解具

体个人的知识背景% 人的生命特征是所有人的共

同特征#许多的思想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主

题发表过意见% 几乎所有对于人的论述#都直接

或间接地关涉这一主题#比如说#人是社会的动

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文化

的创造者与文化的载体等%

!4什么是人的生命特征

生物性#作为社会性与精神性存在的前提#是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与精神存在物的基本尺度% 精

神性使人区别于动物#人类正是因为有了精神&意

识等的存在#才超越了动物的基本生理本能#具有

了精神生命% 许多思想家认为置身于社会结构与

社会关系网络下的人类生命还具有社会性% 德国

哲学家赫尔德"H'C?// 9'LLMB(A& >AB&AB$的,假如

否定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个人与整体相互联系

的链条的话#那么人的本性和人的历史对我们来

说都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光

靠自身都不能成为人-和马克思"d?BI>A(/B(.C

T?BW$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都指

向人的社会性'!#$(

%

生物性&社会性与精神性这三种生命属性对

应着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这三种生

命的存在形态% 作为自然生命#要学会生存0作为

社会生命#要融入社会生活0作为精神生命#要进

一步探寻生命的意义% 丰富人的自然生命&完善

人的社会生命&涵养人的精神生活是生命的理想

样态%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中的,学以成

人-与 $%!+ 年全国教育大会呼吁的,立德树人-

都指出作为教育核心的,人-的重要性'"#2(

% 教育

中的生命及其特征是如何呈现的#教育如何成为

有生命在场的&关照生命的教育#某些教育现象中

,人-的远离或迷失#并不是因为教育不重视人#

而是因为其重视的并非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人-

,全面发展的人-

'*(

% 大多数人熟知,以人为本-#

致力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人#可他们或许并未理

解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哪些是生命的基本

特征#因此将生命窄化成,物的存在-而非,人的

存在-

'##1(

% 一旦教育中的生命主体被扭曲异化#

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 唯有真切关注师生的生命

成长#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为教师的美好生活

添彩#才能回归教育的价值追求% 唯有更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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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的生命特征#并在教育中使更多的人生活得

更加美好#幸福而有尊严#才是理想教育努力的

方向%

本文力图对人的生命特性作一概括总结#并

发掘其对教育的认识#丰富教育智慧%

$4人的六大生命特征是什么(

生命作为教育中重要的逻辑起点和最高目

的#要求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始终遵循人的生命特

征% 对人生命特征的理解#是在人文学的意义上

对于人性的解读#既是实然意义上的#也是应然意

义上的#是一种价值预设#也是一种信念%

$)!4独特性3唯一性

生命是上苍馈赠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是自

然创造的奇迹'+(

% 人的生命是最直接&最真实的

存在#而个人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

特而唯一的存在%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IZ

FABL5?@JD$指出!,自我独特性或唯一性是每个人

得以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因而也是每个人有其个

人价值的理由和根据%-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

家德勒兹"9(IIADY'J(DOA/AUAIAJ Â$进一步指出

生命独特性的重要性#,没有差别的人只是一尊

尊丧失个性的木偶-

'!%(

% 教育中的每个生命主体

都作为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个体而存在% 没

有独特性就没有个体#也就没有个性% 个性是基

于一定的身心基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个体独特的身心结构及其表现#而独特性

则作为个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和突出特点#是生命

主体区别于其他客体的鲜明特征#是与他人不一

样的方面'!!(

% 在自然生命上表现为拥有独一无

二的UN:&指纹&虹膜&容貌&笔迹&声音&步态等%

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具有哪些遗传因素#也难

以改变这些天赋的生物学烙印% 其次#人作为社

会实体#降生于世之时便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

中#不能选择亦不能逃避% 马克思指出,2特殊的

人格1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

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

'!$(

% 最后#精神生命意

义上的人#在其思维方式&知识背景&性格趣味等

方面都大不相同% 因为人所处的周围环境与在社

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及关系都是不同的% 以上便

造就人的独特性%

生命的唯一性意味着人的生命只有一个且只

有一次% 我们无法分身也无法复制他人的生命0

我们的生命不会重复也无法重来%

人的独特性与唯一性#要求我们在实施生命

教育时重视生命的珍贵性和差异性#用赏识和发

现的目光看待学生#因材施教0肯定和重视生命的

价值#把生命的价值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人

的尊重#必须落在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

命的独特性&唯一性的尊重% 要尊重学生的价值#

尊重学生的生命需要#意识到教育中的人是一个

个活生生的生命体#每个个体都有个性0在教育过

程中努力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关怀每个生命#努

力培养学生敬畏一切,有生之命-

'!"(

%

$)$4开放性3生成性

,首先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因为我们都

是一种确实会变成另一种人的人-

'!2(

#任何个体

的成长与发展都具有开放与不断生成的特征%

,自然似乎没有把人铸成就将其放到世界中#自

然没有做出他的最后决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

其具有了不确定性- ,人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

过程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

却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

'!*#!#(等表

达都指出,人是非特定化的存在-

'!*(

% 在生命之

河中#我们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 开放性体现为

生命对外部世界的敞开#人的天性中具有对外敏

感与好奇的特质#乐于尝试新事物而非一味因循

熟悉的和常规的事物% 因而#随着生命不断向外

敞开的这个过程#我们不断地运动&变化与发展#

这便表现为生命的生成性% 开放性和生成性是人

类生命在时间向度上的显著特征% 因此#教育应

重视每个生命阶段的价值#循序渐进%

人的开放性与生成性#要求我们在实施生命

教育时意识到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

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是生命

活动的一部分#唤醒&激发学生对于成长的渴望#

努力将,生命成长-

'+(内化于学生心中#从而实现

学生的自我成长0要求我们遵循生命成长规律#学

会用动态的眼光看待每一个生命#关注个体的生

成过程#努力促进生命的动态发展0要求我们面向

学生开展开放性教学与生成性教学#倡导发展性

评价#努力促进教师成长和学生发展%

$)"4完整性

美国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加德纳">'E?B&

9?B&/AB$的多元智能理论'!1(不仅反映了人的差

异性&开放性与发展性#也有助于理解人的完整

性% 珍妮特/凯"H?//ALd?]$指出#,学习能力只

是儿童发展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儿童各方

面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不可分割的-

'!+(

% 除

了学习能力#社会性发展&情感发展水平&身体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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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迟缓或损伤等非智力特质对学生的长远发展

亦十分重要% 近年兴起的以促进学生知情意全面

发展和自我实现为教学目标的全人教育旨在培养

,完美和谐的人-&具备,全人格-&全面和谐发展

的人'*(

% 生命的完整性既体现在人的生命是生

物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统一#还体现在每个生命

的生活从学习&工作到娱乐&交友等的完整性% 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者属于包容与被包容关

系#它们相互作用&互相制约#互为因果&互为表

里#统一在作为具体的&现实的&完整的人的身上%

完整的人应该是与世界有着丰富关系的人#而教

育的过程便是帮助学生建立与世界的联系的

过程'*(

%

人的完整性#要求我们在实施生命教育时改

变以往用一把尺子衡量学生的原则#关照人的全

面成长% 要目中有人#有一个完整的人% 要求我

们全面关注学生知情意等方面#关注学生在不同

情境中的生命感受与生存境况#注意校园文化的

建设&课堂环境的创设以及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

等方面% 作为生物性的存在#引导其学习掌握生

存的常识与技能#能够独立面对世界0作为社会的

存在#引导其学会遵循社会的规范和律则#成为受

人尊敬与欢迎的人0作为精神的存在#引导其探

索&领悟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享受精神生活%

$)24自主性3独立性

$%世纪 +% 年代#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概念从

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

#在

心理学词典中自主性与独立性混同% 依笔者的理

解#主体性作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是个性的核

心#其包涵自主性&能动性和超越性三个维度% 主

体在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表现出自主性0主

体在对象性活动中#即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中#

表现出能动性0主体在与自我关系中表现出超越

性'!!(

% 笔者认为创造性是基于主体性的个性的

又一内在规定性#将在第六点详细阐述% 自主性

和独立性作为相近的概念家族#独立性基于自主

性#两者相互作用#互相生成%

德国哲学家兰德曼 "T(.C?IY?/&@?//$指出

,人要在世界上立足必须具有自主性-

'!*(

% 自主

性#即自己成为自己活动的主体#支配自身&按自

身意愿行事的能力与特性% 其作为主体性最核心

的规定性#是生命体在与他人及社会建立联系的

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主体性% 英国学者迪尔登

"O)c)UA?B&A/$认为!,自主性有三个特征#独立做

出判断0批判性地反思这些判断的倾向0以及依据

这些独立的&反思的判断将信念与行为整合起来

的倾向%-

'$%(人只有成为发展的主体#才能全面激

活潜能#使潜能得以自由的发展#优势潜能才能得

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 而独立性意指生命体的

意志不易受他人影响&不依赖他人#有较强的独立

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积极主动地完

成各项生命活动的特质% 因此#我们在教育中应

该给学生创造机会与平台#让他们自主激发生命

的潜能#提升生命品质#实现生命价值'+(

%

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要求我们在实施生命

教育时学会放手#给予学生充分选择的权利#培养

其独立思考&自主探究的能力0给予学生可供把握

的机会#唤醒学生的自觉意识#自发地参与活动0

给予学生独立面对的困难#激发其挑战自我&发展

自我&实现自我的意愿#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0从

而引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发现&自我创造#促进

个体自教育和自发展的实现%

$)*4亲生命性

亲生命性最初于 !;#2 年由埃里希/弗洛姆

"6B(.CcB'@@$提出#而后由生物学家爱德华/威

尔逊"6&E?B& X)̀ (ID'/$进一步发展% 威尔逊认

为亲生命性是人的本能之一#是一种与生俱来关

注生命及类似生命形式的倾向'$$(

% 亲生命性作

为人类与其他生物间的情感纽带#揭示出人与自

然的联系深深扎根于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中% 人

们大多喜欢生机勃勃&春意盎然&意气风发&斗志

昂扬的充满活力的事物% 作为人类与自然间联系

的内在属性及固有属性#亲生命性源于对人类起

源的认识和理解#主张人类对大自然&生态界的

回归%

教育以,生命-为原点而展开#因此生命教育

是一切教育的基石% 生命的存在需要被尊重&被

珍视#任何践踏生命的行为都是可耻的% 疫情之

下#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地球是我们与其他物种共

同的生存家园#对世间万物&生命之网都应心存

敬畏%

人的亲生命性#要求我们在实施生命教育时

引导学生自觉爱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存和可持续发展0培养学生的生态

意识&全球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努力保护

好我们共同的生存家园% 公民教育取向的生命教

育进一步要求我们学会建设好社会#保护好家园%

人要想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不仅与个体努力有

关#也离不开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发展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反过来亦可成为生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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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过程%

$)#4超越性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 / 齐美尔 "9A'BG

8(@@AI$用,生命比生命更多-

'$"(指出生命是一

个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用,生命超越生命-

'$"(

指出生命有超越生命自身的能力#能够不断创造

出他物% 法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格森">A/B(

=ABGD'/$指出!,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命冲动#

即精神生命的外在呈现% 珍视精神生命#就是珍

视这种个体生命之追求自由性的冲动%-

'$2(法国

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HA?/

3

7?JI

8?BLBA$认为 ,人即自为的存在#具有超越的特

性%-

'$*(人的超越性#即生命体在精神层面能够不

断破旧立新&超越自身的特性#生命本身与自我的

关系在不断地被超越% 任何一个状态都必将被生

命本身所超越#生命体的存在状态处于一种自我

更迭的动态之中% 为达致自我精神力量的增长#

我们要努力把个体从日常生活提升到精神的&超

越的层面#努力使生命体内心充盈%

人的超越性#要求我们在实施生命教育时重

视人的精神生命和精神生活#引导师生眷顾内心#

过一种充满诗意的精神生活#从平庸&琐碎&昏暗

的日常生活中超越出来#努力使人的精神世界变

得丰富&深刻和纯正% 在教育中#我们不仅要呵护

人之自然生命#更要启迪学生之精神生命#明白其

,为何而生-#如何过幸福人生#让每一个人都能

感受到生命积极的存在状态'$#(

%

"4理解人的生命特征对实施生命教育的

启示

生命是上苍馈赠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而

教育作为人类馈赠给生命的最珍贵的礼物#应该

始终将个体的生命成长与幸福作为正当的价值追

求% 教育是服务于人的生命成长的文化行为#其

作为人道主义事业#关注生命&成全生命是应有

之义%

对于,生命教育-的理解见仁见智#但最为简

洁也最易达成共识的就是!为了生命&通过生命&

关于生命的教育% 它既涉及目标!为什么而教.

为生命成长与美好而教0又涉及过程!它真切地关

照师生#尤其是学生的处境&感受与需要#真切地

关照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以及认知发展水平0也

涉及内容!在教育内容的设置上#为学生提供与发

掘创造幸福人生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生命教育就是为了生命更加美好&更

加幸福和更加久远的教育% 为了生命更加美好#

它服务于学生生命的完整成长% 为了生命更加幸

福#它着力培养学生营造幸福人生的能力% 为了

生命更加久远#它承载着延续和发展人类精神生

命的重任'+(

%

生命教育在中国大地上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

召力#首先#因为中国社会正开始由谋生向乐生的

文化转型#谋求更高的生命质素已成为各社会阶

层人们的共同愿望% 其次#也因为生命教育,为

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为教师美好生活添彩-这

一价值追求的正当性为越来越多的教育者认同%

再次#还因为生命教育在学校工作中的落实#从学

校文化建设到教学内容#从师生关系到课堂氛围

的营造#从校本课程建设到主题班会#从教师成长

到家校合作#都可以找到工作抓手%

生命教育是优质教育的代名词% 实施生命教

育意义重大% ,生命教育!朝向幸福的努力- ,生

命教育!造就强健的个体-等这样一些教育理念

使生命教育首先标识着教育自觉的价值追求!为

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为教师的美好生活添彩%

如何通过我们的教育引导人们过有意义的&幸福

而有尊严的生活#无论对所有个人还是对整个社

会而言都是极有价值的事情% 帮助学生学会过美

好生活是教育者最根本的价值追求#这样的教育

就是生命教育#如果这一观念能够扎根于广大校

长和教师心中#其本身就很有价值%

首先#生命教育的实施要服务于学生的生命

成长&关照教师的美好生活% ,生命成长-包括!

健康的价值观的形成#阳光的心态的培育#丰富而

和谐的个性的养成#人生支持系统的建立#经验与

学识的丰富#认知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提升

等等% 将,生命成长-作为教与学的最高目标#是

文明社会中,人是目的- ,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的体现与落实% 首先#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敏感与

关注#勤于表达与分享#有助于我们成为一个更积

极&更健康的自我% 再者#成就一个人#使他成为

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能力创造自己幸福人生的

人#一个对美好社会的建设能够作出积极努力与

贡献的人#实则有赖于包括,社会&家庭&学校&自

我-在内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当然#生命教育不

仅要服务于学生的生命成长#也要关照教师的美

好人生的建设% 如果生命教育能够使更多的老师

变得更温暖&更和善&更体恤与尊重学生#更少的

责难&呵斥&贬损性的断言乃至刁难与羞辱#那已

然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 我们要承认#在我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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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人与人的关系不够友善和温情#冷漠&敌意&

刁难与伤害时有发生#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原因

多多#其中也包括我们些许人有在学生时代来自

老师的伤害% 这种伤害可以是一句不经意的贬损

性的评价#有时是习惯性的0有时是过度惩罚#有

时是轻蔑的表情% 生命教育期许教师对待学生充

满乐观的期待#即使在他们的表现令人沮丧时仍

能平等地尊重%

其次#生命教育的实施需要重视良好的师生

关系的建立% 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学业进步#尤其

是人格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尽管所有老师

都会遇到顽劣的学生#但整体上的师生关系好不

好#主要由教师的行止与个性决定% 如果一个教

师的师生关系不和谐#还怪罪学生#那只能说明教

师的不成熟% 有研究者的调查揭示!温和可亲&幽

默智慧&平等民主的班主任最受学生欢迎% 也就

是说#教师的个性在师生关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我所倡导的生命教育致力于倡扬教师营造积

极的生命姿态#即温暖的&热情的&友善的&礼貌

的&自信的&谦和的&体恤的生命姿态#这也是一个

教师良好个性的展示%

再者#在学校中落实生命教育的重要路径之

一是生命化课堂的创设% 生命化课堂特征#可以

概括为,温暖的&开放的&分享的-三个方面% ,开

放的-意味着课堂与广阔的外部世界有紧密联

系#能够将现实世界中相关的敏感的&有争议的问

题带进课堂#引发师生的精神关注0有预设但更重

生成#切实地引导学生建构个人知识0充分捕捉与

利用课堂互动中生发的教育契机与资源#使课堂

充满探索#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思想历险与精神漫

游的过程% 学校组织开发生命教育校本教材不仅

有助于教师熟悉和较好地掌握生命教育关涉的主

题和教学内容#从而使教学更有感染力与吸引力#

也可使教师更好地认识生命#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生命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家族的,族长-#其家族成

员包括生态&生物&人类&人群&民族&个人&生理&

生育&生存&生长&生活&死亡&临终关怀&人生&命

运&使命等等% 其实#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直接或间

接与生命有关% 因此#将生命教育纳入学校的课

程体系#有合理的内容&课时和授课教师#通过研

究&管理和评价的保障#使生命教育像学科课程一

样趋向成熟和完善#促进学生生命的完整成长%

最后#生命教育在学校中的落实离不开广大

教育者的身体力行% 生命教育要求广大教育者努

力向学生传达以下人生信念!"!$活着#好好地活

着#也是一种责任%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

替代的#因而所有人生而平等% ""$人的生命是

一种高贵的存在#因而理所当然要被高贵地对待%

"2$你是重要的#除非你自我定义为卑微的&无足

轻重的#没有人可以轻贱你% "*$生命的好与不

好#我们都要对此负责#好是你的0不好#也是你

的%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经历一切% "#$让自我

的生命变得美好是我们唯一值得为之全力以赴的

事情%

生命教育#强调知行合一#要关注&珍爱&尊

重&欣赏&敬畏&成全生命#要努力在实践中,落地

开花-% 这不仅需要教育者有新人格&新个性#努

力做到真诚&亲切&体恤&喜乐&温暖0也需要教育

领导者更关注教师的生存境况与生命境界&文化

底蕴与专业素养%

作为教育的存在形态#生命教育是为了生命

主体的自由和幸福所进行的生命化的教育% 作为

教育的实践领域#生命教育是一个有着明确的价

值追求且涵括多重主题的实践领域#是地方课程

与学校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的重要主题和领域#

涉及安全&青春期&珍爱生命&健康人格等多种类

型% 生命教育作为良好的教育的代名词#建立在

对人的生命需要与生命表现的了解&尊重与关怀

的基础之上#标示着教育的方向#规定着教育的品

质#照射着教育的内容与主题% 生命教育旨在努

力捍卫生命的尊严#激发生命的潜能#提升生命的

品质#实现生命的价值#努力通过知行合一以生命

温暖生命&以生命润泽生命&以生命激扬生命&以

生命灿烂生命%

生命教育作为有生命在场的教育#要努力将

学生作为幸福人生的创造者所必需的知识&技能&

情感&态度&价值观系统化&课程化#注重教材建设

和师资培训#使生命教育作为教育的价值追求切

实可行% 它强调教师不仅从学科的逻辑结构帮助

学生理解学习内容#也应该从生命教育的视角解

读和发掘教学内容对学生健康成长和创造幸福人

生的价值% 使教育促进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个

体的人的发展#因此#决不能漠视人的生命特征!

独特性与唯一性&开放性与生成性&完整性&自主

性与独立性&亲生命性以及超越性% 唯有回归

,人-#在看得见,人-的教育中#我们才能切实关

怀学习过程中学生的生命感受与生存境况#关注

其存在#引导其融入社会生活&享受精神世界% 我

们才能切实关怀人的生存境遇#帮助每个学生成

为他自己#培养幸福人生的创造者与自由社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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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者#关注完整的人的成长与发展进而成全完

整的人% 我们才能切实关怀人的生存方式#肯定

自我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地位#通过尊重人的生存

价值#形成与学习活动积极共生的存在体系% 从

而#促进生命的完善&提升生存的质量%

以尊重生命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为前提&以高

度关注生命六大特征为基础的生命教育#通过

,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敬畏

生命&成全生命-#从而有的放矢地成全完整的人

的发展% 要知行合一#落实并推广有生命在场的

教育#道阻且长#值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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