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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学者经过长期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生命教育体系。我国的生命教育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

其理论与实践研究涉及青少年、老年人等各年龄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我国关于生命教育

的理念传播和实施与国外相比，差距甚远。因此，应结合我国国情，创建政府、社会、学校与家庭四位

一体的生命教育体系，通过参与式的教育方式，推动生命教育的科学化和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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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人和生命的关注早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开
始，经过漫长的岁月，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美国学
者杰·唐纳·华特士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

出生命教育理念和生命教育对人的关怀，它是一

种全人的教育，主要是帮助人们理解生命、珍惜

生命、尊重生命，实现个体生命价值，活出有意

义的人生。我国生命教育起步较晚，在研究和实

践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通过对西方

生命教育研究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其具有较为完

善的生命教育体系，可为我国生命教育的发展提

供借鉴和经验。

一、西方生命教育的内容

（一）美国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是由死亡教育发展而来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美国出现大量自杀的社会现象，引起

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学术界对研究死亡产

生极大的兴趣。这时美国各个方面遭遇严重的灾难，

出现环境问题、温饱问题、经济萧条、吸毒等严重

的社会问题，死亡年龄开始普遍下降。在此背景下，

杰·唐纳·华特士开始生命教育的研究，最初华特



士在加州创建阿南达村、阿南达学校倡导和实践生

命教育思想。１９８６年出版的 《生命教育：与孩子一

同迎向人生挑战》拓展了学校教育的定义，旨在融

合书本知识和人生体验，为父母、教育者及关心教

育的人士提供有效指导。［１］受其影响，政府相继成立

专业协会，出版一批关于生命教育的书籍和期刊。

马克·斯皮斯和斯丹达·波仁特在 《孩子对死亡的

理解：对于死亡概念的三种组成部分的观点》中提

到死亡教育是由死亡的普遍性、死亡的单向性、躯

体功能实效性三个部分组成的。［２］赫尔曼·费尔福在

《死亡的意义》一书中，结合文学、医学、哲学及

生理学等方面的学科知识，全面、系统地讨论死亡

现象。黄鸿鑫在 《中美生命教育比较研究》中提到

美国通过开展死亡教育研讨会，开设死亡教育课程

的形式，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重要性，帮助其解决

生活中的不幸，学会珍惜生命、爱惜生命，保持积

极乐观的心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３］众多国内外学

者在美国生命教育研究中，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学生

身上，对老年生命教育的关注较少，仅限于帮助老

年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二）英国生命教育

英国的生命教育源于儿童的药物滥用。１９８６年
英国建立了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旨在使人们尤其是

青少年和儿童，正确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减少

药物滥用，降低暴力、艾滋病等社会问题的发生率。

大部分国内学者在总结英国生命教育过程中发现其

研究多集中在学生身上，如刘艳萍认为 “英国生命

教育是一个全人培养与全人关怀的教育，以学生灵

性、道德、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目标，逐步形成一

套主辅结合的教育体系。”［４］王洁玉在 《西方生命教

育体系对我国生命教育体系建构途径的启示》中提

出英国生命教育重视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形成家庭、

政府、社会及学校生命教育的有机系统，使其在生

命教育上取得较好的效果。［５］有些学者发现英国死亡

教育主要是针对小学生设置，学校会邀请殡葬行业

和医护人员进入课堂，与学生近距离讨论死亡的意

义以及在面临死亡的情况下应如何面对，通过这种

方式让学生感知生命的可贵，同时学会控制自己的

情绪。英国是最早进行老年生命教育研究的。克拉

克在 《死亡教育在英国》中提到死亡会让我们重新

思考、思考宇宙是怎样运行的，自己在宇宙中处于

什么位置以及自身力量的大小，如何与死者相处，

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是否真的存在超越自身的精神

实体，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死亡意味着什么

等等问题。［６］宋其辉在 《英国老年教育研究》中提

到老年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的基本情况，主要是帮助

老年人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寻找感兴趣的事情，实

现其价值，减轻孤独感，这是与生命教育的目标是

一致的。［７］此外在实践中，规定专门的时间、编写专

门的教材，为学生开设相关的教育课程。政府出台

相应的法律政策，用来保证生命教育的顺利实施；

同时社会上设置专业的机构，通过组织各种活动使

人们体会生活的美好，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

（三）澳大利亚生命教育

１９７４年澳大利亚牧师特德·诺夫斯提出生命教
育思想，主要针对青少年吸毒致死问题。１９７９年成
立世界第一所生命教育中心，宗旨是预防药物滥用、

暴力与艾滋病。他认为对青少年开展生命教育，主

要是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死观，

同时为青少年建立一个健康、友好的环境。目前，

该组织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是ＮＧＯ（非政府
组织）中的一员。此外，澳大利亚在中小学设立生

命教育课程，并有明确的目标。布拉德里·格里夫

在 《生命的意义》中提出，在众多广为流行的关于

生命意义的理论中，唯一不变的便是 “爱”。这种

爱是由对生命的爱进而升华为对生命的敬畏与领悟，

为生命的存在而感到愉悦；正是这种爱引领着我们

去帮助他人，实现生命的价值。张月梅和王琳琳在

《澳大利亚生命教育初探》中提到，澳大利亚生命

教育告诉我们生命是平等的，其目标是培养合格的

民主公民。［８］韩芳在 《澳大利亚中小学生命教育课

程的架构和特征》中提到生命教育课程的特征：目

标与内容的连续性、与学校课堂的相关性、内容与

方法的趣味性以及社会支持的广泛性。［９］诸如此类关

于生命教育的研究较多，多以学生为研究对象，帮

助他们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实现生命的价值。

总之，国外生命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身

上，大多从社会背景、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的，在

开展生命教育时，主要运用参与式教学方法，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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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社会情景中，从而促进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

各国为了保证生命教育的顺利实施，政府出台了相

应的法律政策。众多学者在生命教育的内容、目标

及途径的研究上，不断提出新的观点，丰富了生命

教育的价值体系。王洁玉在 《西方生命教育对我

国生命教育体系建构途径的启示》中提出西方生

命教育重视死亡教育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形成

政府、学校、家庭及社会生命教育的有机系统，使

得生命教育的实施取得了较好成效。［５］

二、国内生命教育的研究

中国的生命教育首先在香港、台湾等地开展。香

港的生命教育主要围绕四项内容开展，即人与人，人

与他人，人与环境和人与宇宙。其终极目标是使学生

能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从容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台湾

的生命教育是全人教育，为了解决校园暴力和自杀问

题，将生命教育引入学校，其目的是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生死观，同时使学生了解生命的意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生命教育传入中国大陆之后
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对于生命教育的内涵没

有统一的界定，如肖川和陈黎明在 《生命教育：

内涵与旨趣》中提出生命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的价

值追求，应该将 “大生命”观作为一种世界观及

方法论教育学生，培养其对生命的敏感性，以慈悲

的心观看世间一切的生命和关注世间所有的生命价

值。［１０］孙卫华和许庆豫在 《生命教育进展述评》

中提出生命教育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关于生命的

教育、为了生命的教育、通过生命的教育。［１１］冯建

军在 《生命教育的内涵与实施》中提出生命教育

的内涵主要是认识生命、保护生命、探索生活的意

义、实现生命价值的活动。［１２］何仁富在 《生命教育

与意义建构—试论生命教育的现实依据和价值取向

及其落实》中提出生命教育是唤醒生命的意识，

建构生命意义的教育，价值取向是包括人格教育、

人伦教育、人生教育等教育在内的全人教育。［１３］

国内学者对于生命教育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

的特点：一是现实角度，绝大多数学者对于生命教

育的研究多是从现实角度出发的，我国处于社会主

义发展时期，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在部分落后不发达地区，不同年龄阶

层的人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仍存在着轻视生命、

残害生命等现象。何仁富、张盼等多数学者认为生

命教育以唤醒人的生命意识为目标，树立正确的生

命观，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理解生命的意义、实

现生命的价值。二是理论角度，大多数学者通过教

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进行思考，主要

探讨生命的发展和引导人们追求幸福的人生。三是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许多学者在研究生命的过程中，

会将现实与理论结合起来探讨生命教育，促进生命

教育的传播。刘贺杰在 《提高临终者生命质量的社

会工作介入———以Ｎ社工机构临终关怀服务为例》
中运用具体案例结合存在主义和灵性治疗理论来对

临终者的生命状态进行分析。［１４］刘伟青在 《生命历

程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生命教育的内

容和策略探究———以北京市石景山区ＨＡ打工子弟
学校为例》中根据实际情况总结流动儿童生命教育

的内容，其中结合生命历程的理论分析其生命状态，

通过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探索一条适合所有流动儿

童的生命教育途径。［１５］四是实施途径，生命教育属

于外来文化，为了更好地推动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发

展，部分学者借鉴西方生命教育体系理论融入我国

传统文化来促进生命教育的传播。何仁富在 《儒学

的治疗学意义与生命教育———以唐君毅 〈病里乾

坤〉为例的生命学解读》一文中指出从儒家的治疗

学意义寻求文化的根基，是建构本土化生命教育和

提升人民生命意志的重要途径。［１６］同时，部分学者

从孝文化、宗教、音乐等传统文化中寻找两者的相

同之处，促进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发展。除此之外，

肖川、何仁富、郑晓江、罗东明及何元等学者提出

在学校教育中设置专门的课程，让学生体验生命、

认识生命，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同时，政府出台了

相应的政策，支持生命教育的发展。

国内学者在老年生命教育方面也有所研究，但

侧重点各不相同。首先，多数学者重点研究老年人

的生命内涵，高峰在 《对老年生命教育的思考》

中提出 “老年生命教育是以老年人的生命活力为

基础，以承认老年群体的身心特点及个性差异为前

提，以倡导老年人的生命与自身、自然、社会及他

人四个方面达到和谐，通过良好的教育方式、内容

及途径，唤醒老年人的生命意识，激发他们的活力

与潜能，建构科学的生活方式，全面提升老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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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的一种教育活动。”［１７］其次，有些学者从老

年人的生活困境及开展生命教育的必要性等方面进

行了解释。谢艳群在 《我国老年人生命教育的实

践困境及对策建议》一文中提出，开展老年生命

教育的必要性是应对老龄化危机的需要及老年人自

身实际的需要。此外还提到老年生命教育所面临的

困境，如传统文化造成的误区、融入的老年教育体

系有限及生命教育的课程和覆盖面过窄。［１８］再次，

在理论研究方面，李双玲和周志毅在 《试析积极

老龄化视野下老年教育的转变》中，从更高的角

度诠释老年生命的意义和价值；［１９］陈金香在 《开展

中国老年人生命教育的必要性》中从生命理论学

角度出发探索老年生命教育的意义；［２０］最后，在实

施途径方面，多数学者提出对老年人开设生命教育

的相关课程，开展多种形式的生命主题活动，帮助

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生命观，认识死亡，培养晚年生

活兴趣爱好，从而获得圆满的人生。此外，政府在

推动老年生命教育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总之，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生命教

育虽然起步较晚，但涉及各个领域，起初学者对于

生命教育的研究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来说明开展生命

教育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随后逐渐上升到理论，从

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实践活动、生命学、人文主

义、存在主义等方面都进行了解说，为生命教育的

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部分学者从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是为了建立生命教

育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育体系，但在实践方面存

在少许的不足。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从传统文

化、课程设置等角度进行研究，推动生命教育的本

土化发展。

三、我国开展生命教育的途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明确提出
“重视生命教育”，《“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

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也涉及老年人生命教育的

内容，可以说我国政府已经开始从顶层设计重视生

命教育。我们应积极探索切合时代、切合国情、切

合个体生命需求的生命教育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

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

（一）建立政府、社会、学校与家庭四位一体的

生命教育体系

我国生命教育的开展主要是以学校教育为主，

这对生命教育的传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命

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实践活动，其价值本质在于

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提高自身的生命价值质量。

最初生命教育的提出与实施是为了控制和预防自杀

率的上升，解决社会问题。但由于生命教育属于西

方文化，大多数家庭接触生命教育的知识有限。学

校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无论

家长还是学校最注重的还是学生成绩，忽视了学生

的个体化发展，使得生命教育课程在学校一直处于

边缘地带，不受家长的重视。进入社会领域以后，

多数人认为生命教育涉及的话题较为敏感，甚少对

老年人开展生命教育活动。因此，即使政府出台相

应的政策，但没有社会、学校及家庭的共同参与，

仍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通过对西方生命教育的

研究分析，发现西方生命教育在政府的支持下，建

立了政府、社会、学校与家庭四位一体的生命教育

体系。因此，我们国家应借鉴西方的丰富经验，政

府引导、社会帮扶及家校共建一体，全方位的发展

生命教育体系。

（二）通过参与式的教育方法实施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在传播过程中运用了很多方法，但远

没有参与式教育活动容易使人接受，原因在于它与

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在轻

松愉快的环境中接受和认可它的主张。虽然这使得

我们的认识带有浓厚的趣味色彩，但这并不能说明

这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活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
首先在学校开展生命教育，学生更易接受。但老年

人的价值观已经定型，当社工介入老年人生命教育

时，经常在招募组员时碰钉子。关于生死的话题，

本来就容易使人逃避，如果讨论的氛围过于严肃，

很可能出现反作用。如果生命教育像情景剧一样，

营造出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就能取得更好的效

果。因此，我国的生命教育模式，应多借鉴国外的

参与式教育活动，使其具有浓厚的趣味色彩，让人

们在欢乐中接受它；将社会活动设计与日常生活相

结合，使参与体验者更加珍惜和尊重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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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正确地面对死亡。

（三）丰富生命教育的文化内容

生命教育的重中之重是使人们认识到生命的可

贵，树立正确的生命观。老年社会工作者常遇到这

样的情境：在刚开始接触老人时，他们很欢迎社工

开展的活动，但了解到活动主题之后，就不愿再来

参加活动，他们更乐意参加养生保健、心理讲座之

类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效仿国外的形式，率先

带领老人开展社会活动，主要是普及生与死的常

识，使其在心理上放下戒备，之后再组织老人参与

死亡教育论坛，主要是使其珍惜生命、爱惜生命、

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最后通过情景剧来了解生死，

树立正确的生死观。精神可以使人的心理状态发生

变化，生命教育属于思想和心理的范畴，只有人们

树立了正确的生死观念，才能懂得珍惜和热爱生命。

四、结语

对于生命的思考，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

何为生命？相信每个人在心中都有自己的见解。随

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命意识和抗挫折能力普遍

降低。美国学者华特士提出生命教育思想，主要是

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生命、珍惜生命，实现生命的

价值，活出有意义的人生。通过对西方国家生命教

育的研究分析，我们了解到国外的生命教育理论体

系和实践经验较为丰富，而我国生命教育研究，多

集中在学术上，实践经验略显不足。因此，我们可

以借鉴西方生命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中国传

统文化和社会实际情况，进而推动我国生命教育理

论的发展及其实践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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