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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走向生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①

———基于生死学选修课的思考

胡宜安
（广州大学 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通识教育走向生命化是对专业教育的超越，也是对教育生命本质的回归；通识课程走向生命化在观念层面

上就是坚持本于生命的课程本体观、为了生命的课程价值观依靠生命的课程实践观，建构起以生命为本的通识课程理

念；在方法层面上就是通过教师生命团队教学模式、课堂生命叙事多元考核模式建构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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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地区高校通识教育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通识教育自身实践的深入，问题也越来凸
现。真正实施通识教育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作更深入的探讨。

１　通识教育走向生命化的内在必然性
所谓生命化“就是‘融于’生命、‘成全’生命的教育。它以生命为基点，把生命的本质、特征和需要

体现在教育过程之中，使教育尊重生命的需要，完善生命的发展，提升生命的意义”［１］。通俗说，通识教

育生命化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教育必须能够推动生命的自我发展与完善，二是使教育成为一种生命活

动；前者是价值论的内涵，后者是实践论的内涵。

通识教育生命化是教育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识教育的提出一方面是对专业教育的超越，另一

方面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教育”一词，从文字学上看，是“教”与“育”的组合。人类教育发展的古典

时期，“教”与“育”一体，教育与生活、认知与修身相统一，是个体生命成长的过程。在古代中国，教学内

容涉及礼、乐、射、御、书、数等“士人六艺”，强调“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与“能综万理于一源”的通识统御

能力，而且主张将学问思辨行融为一体，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的境界。在古希腊，教学内容涉及文

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等“自由七艺”，兼具博雅与实用，目的在于塑造完整的人。

近代教育走向专业分化，分化之后的教育呈现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知识的碎片化。专业教育不再诉

求对宇宙人生的完整把握，而是培养某一领域的专家。二是工具主义取向。专业教育不再关注“为何

而生”的思考，而是致力于“何以为生”的工具诉求。结果，教育与生活相分离，教育不再以生活为中心

而是以知识技能的授受为中心，教育不再成为生活，也不再为学生提供生命体验。“教书不育人”是专

业教育最突出的缺陷之一，专业教育走向了生命的反面。正是针对这种现实，我们才开始反思教育，寻

求走出困境的方法与途径。通识教育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并日益受到普遍重视。

通识教育是对教育与生命内在统一性的回归，其实质就是彰显其生命本质，因为“教育是直面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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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提高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

种事业”［２］。各种课程形式即是“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３］，我们应注重知识领域之间“关系”的构建，

这种“关系”无不是基于所有知识都是对生活意义的终极指向上。将每一门知识引至生活这一终点，课

程各自的区别与工具价值属性便被涵盖了，而完善生命的目的价值诉求则得以彰显。这样的话，通识教

育有效实施关键不在于开设什么课程，而在于这些课程是否真正体现生命的旨趣。

２　建构以生命为本的通识课程理念
通识课程走向生命化首先是建立起以生命为本的课程理念，即本于生命、为了生命并依靠生命。广

州大学通识选修课“生死学”十多年以来的教学实践始终坚持生命化课程理念，从而对于何以教、为何

教以及如何教等课程理念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２．１　从割裂走向完整，建构通识教育的生命本体理念
通识教育何以教？通识教育的要义在于针对知识的碎片化以及所造成的对生命的割裂，由知识客

体走向生命本体，从而赋予课程以深度与广度。“如果一位教师能着意于深度的开掘，那么，即使他教

的是化学，却能够高屋建瓴，使学生从中感悟到贯穿于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普通的规律性，甚至于教理

科的可以让学生感悟到与文科课程一样的思想和方法。”［４］显然，立足于生命这一本体基础，课程才谈

得上既深且广，从而摆脱传统专门教育的缺陷。

生物学也谈生死，但是站在客体物的对象化立场，而生死学必须站在生命的立场，面对有生命的个

人。生死学开课的基本宗旨以生命为课程之本，其基础是每个人都是有死的生命，每个人都在思考生命

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生死学就是“你的生死学”“我的生死学”。基于此，才能建构起生死学课程存在并

有效实施的合法性基础，即关注当下生命与建构完整生命。引导学生认识生命之可贵、珍惜生命之存

在、欣赏生命之美好、尊重生命之个性，创造生命之价值，这应该成为所有通识课程的生命本体理念。

２．２　由手段价值转为目的价值，建构通识教育的生命价值论
通识教育为何而教？专业教育只教人掌握“何以为生”的本领，放弃了引导受教育者对“为何而生”

的思考。“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

教育的本质。”［５］为了生命的课程价值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课程价值仅仅是为了生命而不是其他。将

学生生命的完善与发展视为教育的生命，摒弃工具主义取向。二是应该引导学生树立生命价值观。坚

持以生命为价值评价标准，将尊重生命视为首要，抵制现代化背景下生命的物化与异化趋势。

生死学课程的根本取向是引导学生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并从中提升一种人生智慧：其一，通过了解

生命与死亡的本质，引导学生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建立一种健康的生命意识；其二，通过生命的死亡本

质，知晓生命与丧失之间的本质意义，从而明了名利得失的辩证法，树立一种达观的人生智慧；其三，通

过思考人类面对死亡的必然命运，关爱他人，树立关心人类命运的博大情怀。

２．３　由知识授受走向生命互动，建构通识教育的生命实践理念
通识教育如何教？打破传统的主客体课程实践观，将课程理解并建构为生命主体的生活实践，这就

是依靠生命的课程实践观。通识课程走向生活就是改变师生间的知识授受关系而建立师生间的生命互

动关系。生死问题与其他任何问题相比，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切己性，任何生死都是个人的生死，

无法由别人替代也无法推延。学生始终是生死的担当者，因此，不能将学习者与生死实践的担当者剥

离，必须让生死学始终是“我的生死学”。而生死是无法客体化对待的，师生之间必须基于“生死担当

者”身份才能建立起对话关系，这就是生命的互动关系，使生死学成为“我们的生死学”，这样，课程才有

生命气息，才能引起共鸣。这就是生死学课程的生命实践理念，基于此，教师与学生才能立足于当下生

活实践，并由此出发来理解生死，又以生死观念来观照自我生活中的生死。

３　建构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方法体系
通识课程走向生命化，让生命在场，必须消除两个方面的隔离：一是消除教与学的身份标记，二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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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课堂内外隔离。通识课程教学的实践活动围绕着“生命体验”而形成方法体系。

３．１　建构教师生命团队教学模式
生死学通识选修课考虑到生命体验的本体意义以及现实中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与不可替代性，建构

生命团队教学模式。教师生命团队在根本上体现了自由这一通识教育的精神气质。不同教师以不同的

生命体验来实施教学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堂风格，使学生能从不同的教师那里收获丰富的生命体验，这样

才能将相关内容激活，使之富有生命气息，既有深入思考也有切身生命体验，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极好

的生命体验平台。生死学旨在引导个体对生死问题的审慎与敬畏，决不以传授客观知识为皓的，因而也

就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这也应该是所有通识教育的本质特征。既然如此，就必须向学生呈现多

样性，从而体现选择自由，也弥补了单一个体的片面性，从而维持生命的完整性。

３．２　开展生命叙事的课堂活动
生命体验本质上不单是自我内化式感受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外化式呈现的过程。当然，课堂中的

生命呈现是通过语言与其他活动来完成。生命叙事便是这种呈现的最基本形式。生命叙事首先是言

说，即叙说与聆听。人有许多需要，其中，语言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人借助语言言说来表达，既是自我

存在的显现与出场，也是生命存在的自我建构，还是寻求环境理解与支持的途径。在生死学课堂，一个

学生对自己的生死经历与感受讲述的过程是非常富有感染力的，会对现场聆听者产生终生难忘的影响，

组织得当，胜于教师无数次枯燥泛味的训导，并产生极好的教育效果。书写与阅读也是生命叙事的重要

渠道。生死学课堂能为学生提供一个独特的书写空间，以学生预立遗嘱为例，这份作业实质就是一种生

命书写。显然，有关死亡的生命书写在平常时候、任何其他场合，都不可能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父母谈及。

只在生死学课堂，学生才能如此坦然而深沉地思考并书写这类话题，学生将他人生中最切己、最痛彻心

灵的话题书写出来呈送给老师看，老师是读者。书写是一种生命体验，阅读同样是一种生命体验。通过

叙述与聆听、书写与阅读的身份的转换，从而建构起师生之间共通的生命地平线，这应该是通识课程的

重要方法。

３．３　联系生活的多元考核模式
课程考核在传统课程教学里被定义为学生知识掌握与运用程度的检验与评估，是一种结论性概念。

但是，走向生命化却是一个动态过程，指引个体由课堂出发进入生活之中，即将课堂与生活连接。将课

程考核融入生活与将生活引进课程考核是走向生命化的关键一环。生死学作为一门课程首先必须考

核，这是一个大前提。我们所要做的是对考核的价值取向及考核形式进行生命化改革。基于此，本课程

将考核定位为学生课程参与的总结。在形式上不搞标准答案式试卷考核（包括考试、考查），而是学生

在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活动成果，包括学生预立遗嘱、学生拍摄的图片和影像等、学生参与义工活动

（如养老院、临终医院等）情况，以及参与网络课程论坛情况等；考核存在于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学

生参与情况给予分数；考核的重点在于了解与把握学生对生死的领悟而不是对知识的吸收，这就在很大

程度上淡化了知识授受的课程性质，从而真正实现通识教育“转识成智”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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