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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命意识教育现状及对策 ①

程　燕
（湘潭大学 心理教育与咨询中心，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生命意识是个体对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一种自觉感悟和态度，是生命教育的高级层面。大学生生命意识教育
在我国的发展尚在蹒跚行进期，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教师生命教育意识，构建系统化生命意识教育体系，在“体验”

中帮助学生正确看待生命，学会生存技能，利用多途径打造全方位生命意识教育空间，以切实推动高校生命意识教育地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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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生“知识增长”方面抓得很有成效，
但在关注学生“生命成长”方面却存在缺陷（郑晓江，

２０１１）。资料显示，自杀成为１５岁至３４岁人群的首位死
因，占自杀死亡人数的 １９％（肖水源，２００７）；每年至少有
１００名大学生轻生，自杀未遂者为自杀死亡人数的１０－２０
倍，潜藏着自杀意念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费立鹏，２００７）；大
学生自杀事件已成为我国高校突出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卫

生问题。

生命作为教育的逻辑起点，更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大

力加强高校生命教育力量，切实提升大学生生命意识水

平，迫在眉睫。

一　概念界定
目前，国内对生命教育、生命意识教育的概念及内涵

并无统一界定，呈“多样与模糊”状态。

（一）生命教育

《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

“生命教育是旨在帮助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

命、热爱生命，提高生存技能，提升生命质量的一种教育

活动。”

郑晓江则认为，生命教育即是关于生存、生活、生命以

及生死的教育，包括有关生命的九大议题：认知生命、体验

生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悦纳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

发展生命、不朽生命。

刘济良提出，生命教育是在学生物质性生命的前提

下，在个体生命的基础上，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

动，对个体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进行完整性、人

文性的生命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的意义，追求

生命的价值，活出生命的意蕴，绽放生命的光彩，实现生命

的辉煌。

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生命教育都有着丰富的内涵，

是一个多纬度、多层次的内容体系。生命教育涵盖了一切

“为了生命的教育”，关涉一切“有生之命”，为了生命的一

切，是教育的一种价值追求，也是教育的一种内在形式，其

宗旨就在于捍卫生命的尊严，激发生命潜质，提升生命品

质，实现生命价值。“生命教育就是一种‘生活’课程。无

论是媒体每天所报道的社会事件或是学生在家庭及学校

中所实际遇到的生命课题，都会是生命教育课程规划的内

容。”（肖川，２００９）。
（二）生命意识教育

何谓生命意识？如何看待生命意识教育与生命教育

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连淑芳认为，生命意识就是让个体意识到自己及他人

生命的存在，意识到生命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关系。

杜立新认为，生命意识就是指个体对生命存在的一种

自觉的意识，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一种深刻感觉，是对人

的生命存在终极价值的审视。

路晓军认为，生命意识是一种对于生存和生存价值的

体认与感悟，包括浅层次的生存意识和深层次的生命价值

意识。

许海元认为，生命意识是个体主动认识和理解生命、

热爱和珍惜生命、尊重和敬畏生命的意识，是创造和升华

生命价值的意识，是追求生命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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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生命意识就是个体对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一

种自觉感悟和态度，人只有有了自觉的生命意识，主动热

爱生命、珍惜生命，才能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才能努力

去实现生命的价值。可以认为，生命意识教育属于生命教

育的高级层面，生命教育必须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培养更

健康、正确的生命意识是生命教育能否取得成效的基础和

关键。

二　研究背景及现状
（一）国内教育大环境

素质教育的口号在中国教育界唱响已有若干年，但应

试教育在我国的教育阵营中有不容小觑的力量和践行规

模。知识本位的教育、整齐划一的教育、何以为生的生存

教育，占领了国内教育的大片江山。生命化的教育理念仍

在蹒跚前行。

知识本位的教育。在教育目的上，重成才，轻成人；在

教育过程上，重结果，轻过程；在教育途径上，教学成了唯

一途径。教育只为考试，教书和学习都是为了分数。考什

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考什么就学什么，怎么考就

怎么学。一切教育的开展及力度，以升学为轴心。

整齐划一的教育。应试教育对当前课堂教学的影响，

显而易见的是以统一的教学标准要求学生，无视学生的个

性差异，学生的整个精神生活被定格在既定的学科教学

上，最终导致我们的课堂变得机械和无生机。重要的是答

案对或错，而非与个体生命体验的联结。

何以为生的生存教育。越来越大的扩招率，越来越多

的毕业人群，“何以为生”彰显其重要性。然而，现实教育

过于强调了生存的能力而忽略了生存的理由，于是，教育

陷入了功利主义，有实利才有价值，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成

了知识和技术的奴隶。

（二）生命意识教育在我国的发展

生命意识教育的出现，根源于“生命教育”的出现。自

１９６８年，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首次提出生命教育的
思想，到２１世纪生命教育已在全球迅速开展。国外生命教
育的开展甚至已经涵盖了幼稚园、小学和大学，生命教育

的内容丰富，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

而生命教育在我国的兴起，要追溯于１９９６年前后，我
国台湾地区将“死亡教育”引入，并在学校教育中逐步推

广。２００１年被命名为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年”，颁布了
“推动生命教育中程计划”，蓬勃发展。随后，香港地区也

开始关注。

大陆生命教育的开展，以介绍港台经验为基础，经由

部分学者的诠释、呼吁、实践，以及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发

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熊敏秀等，２０１１）：
（１）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的“教育忧思与本土追寻”，以叶

澜教授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为代表；（２）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３年的“学术诠释与学科互动”，在郑晓江教授２０００
年发表的《国外死亡教育简介》和《台湾中小学的生命教育

课》文章后陆续涌现；（３）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０年“理论热兴与实
践探求”，在２００４年上海率先颁布《上海市中小学生命教
育指导纲要》后，湖南、辽宁、黑龙江、上海、湖北、山东等省

市的中小学生命教育陆续展开，２００８年云南省教育厅首次
制定并下发了实施“三生教育”的决定和实施意见，要求在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中推行，取得良好成效；（４）战略发展，
面向未来，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重视生命教育”正式载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成为了国家教育

发展的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大陆很长时间没有把生命教育作为一个体系重

视起来，只在部分课程教育中有所显现，比如：小学的自然

常识、安全知识教育、中学和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等，生命

教育作为一个教育体系一直没能在学校中得到充分发展。

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将生命教育列入教育教学体系，

很多地区的生命教育也仅偏重自杀防治等主题（陈丹萍

等，２００９），且对青少年、中小学生的研究为多，较少针对大
学生。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大学生生命意识教育的相关研

究，主要集中在：

（１）大学生生命意识教育的内容
关于大学生生命意识教育的内容，各学者提出了如生

存意识、死亡意识、挫折教育、生命责任等多元层面，所有

学者的理论几乎都包含：强调生命的本体价值，倡导人们

珍爱生命、尊重生命；强调生命的终极意义，探索生命的归

依；强调在生活中体现生命的意义（张福珍等，２００９）。因
此，可将生命意识教育分为三个层次：生存意识教育；生存

能力教育；生命价值升华教育。

（２）大学生生命意识的特点及成因
大学生的生命意识现状，以漠视自己的生命、践踏他

人的生命、质疑自身的存在价值，对生命本体认识的模糊，

对生命价值追求的丧失，游戏生命等为特点。“为何而生”

的价值关心已让位于“如何而生”的生存关心，应对挫折和

危机的能力弱，消极的生命体验加剧了心理危机（梅萍，

２００７），自杀成为生活无意义导致的生命无价值的极端表
现（冯娟娟，２００７），自杀态度与自杀倾向呈显著负相关（杨
玲等，２００９），加强生命教育，是降低大学生心理危机及自
杀发生的有效方法（葛小锚等，２００５）。来自多元文化、社
会压力、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缺失，以及个体自我认知、责任

意识、生命信仰等均影响生命意识水平（姚月红，２００８），但
学校教育对此仍大有可为。

（３）生命意识培养的实施途径
现有研究一致认同生命教育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等共同参与，学校在实施生命教育的

过程中，可以通过课程教学如哲学教育、安全教育、心理教

育、社会生活教育、伦理道德教育（肖杏烟，２００９）、专题讲
座、学科渗透、活动体验等方式实施，但涉及具体的课程教

学内容及活动形式，尚过多停留于理论层面，缺乏实际的

操作性体验（陈月萍，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首届大学生生命教
育高峰论坛的经验交流显示，目前，国内关于生命教育的

实践尝试多为单一的课程教育探索，十余所高校正开展生

命教育课程方面的尝试。

３．现有研究不足
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奔走、呼吁”层面，理论倡导有

力，实际尝试有限，而且以开设专题课程居多，多渠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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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的模式尚未出现；缺乏现状把握及实效性检验，缺乏

系统指导和科学规划、可操作性与普及性。

综上所述，生命意识水平作为生命教育取得成效的关

键因素，既是生命教育开展的基础，又是结果，直接影响到

个体如何看待生命、对待生命。但如何有效应其薄弱的现

状，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尚未形成较好的理论体系和完善

的运行途径，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　大学生生命意识教育对策建议
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教师生命教育意识是基础
依照中国教育实情，政府与教育主管部门越重视，越

支持，越容易有突破和发展。目前，高校考核面临就业率

的挑战，以致高校教育容易重文化知识学习而忽略生命教

育。为此，要真正推动生命意识教育在高校的开展，需要

各级教育部门给予生命教育政策性支持，首先从领导层面

强化生命教育意识。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正式公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

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落实生命教育成为国家教育发

展的一项战略决策。教师作为学校生命教育的具体实施

者，直接关系到生命教育的质量。因此，培养大学生的生

命意识和情怀，提高大学生的生存技能和生命质量，首先

需要全体高校教育者的重视，并主动承担此义不容辞的

责任。

２．科学安排，构建系统化生命意识教育体系是关键
目前，国内生命教育以几次讲座或团体活动为主、系

统性缺乏、学生知晓度及普及度并不高，大多高校并没有

将生命教育纳入学校整体教育中。考虑到生命意识教育

本身的特殊性及其现状，大学生生命意识教育应遵循课内

与课外互补、理论与实践结合、科学与人文交融的原则，科

学安排，形成体系。

首先，以选修课为当前着力方向，以必修课为后期目

标，系统介绍，“教学做合一”开展生命意识教育；其次，渗

透式生命教育课程的生命化教学改革尝试，如心理健康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等课程对生命意识教育教学内容的融

合；再次，校园文化活动对生命教育理念的践行和推广，形

成尊重生命、珍爱生命的校园环境氛围。

３．帮助学生正确看待生命，学会生存技能是重要关
注点

大学生生命意识水平整体良好，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学

生对死亡、自杀有不清晰的看法和认识，他们对自杀现象

表示理解，甚至认为自杀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这会让

生命教育面临诸多隐患。如不及时加以积极引导，将潜藏

有大量自杀行为的可能性，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加强生命

意识教育力度的重要性、必要性、急迫性。而且，从现有调

查、访谈中发现，大多学生对生命意义呈模糊状，对怎样在

危机中自救、生存等更是了解更少。如何看待生命，经营

生命，学会生存，需要现行生命教育着重加以关注。

４．“体验式”生命意识教育，联结学生个体生命体验是
方法

只有学生愿意来听，才能听进去，只有学生愿意接收，

才能收到效果。生命意识教育必须关注到不同学生群体

的个体差异，将生命意识教育与个体生命体验相联结，才

能焕发教育活力。生命意识教育以学生体验、接收多少为

准。“体验式”教学是生命意识教育的优选方式，没有体验

就没有教育效果。尊重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存在，都有

自身的独特感受、生命经历及追求，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

统一标准。生命意识教育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个当事人意

识到自己生命的独特性、自主性、存在感和生命意义。

５．多因素影响生命意识水平，打造全方位教育空间是
方向

归根究底，个体是生活在关系里的，如与自我、与他

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等，没有健康的关系，就难有健

康的生命态度和体验。加上有没有生活精神依托、近期重

大生活事件、亲友死亡经历、家族自残自杀事件等，都可能

影响到个体对生命的态度。因此，生命意识教育并不仅局

限于课堂和教师，更需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多自主体验和

思考，能够寻找和得到来自家庭、社会的相应支持和引导，

甚至包括网络环境的积极引导，以营造一个全方位的生命

意识教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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