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生命之美
———小学生命教育的独特视角

芦 芳

一、小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特点

我国小学生的年龄一般为 6、7 岁至 11、12
岁，根据皮亚杰的“八阶段”理论可知，这一年龄

阶段处于学龄初期，是儿童学习知识，适应社

会，培养工作态度，学习与同龄伙伴相处，学习

与性别相连的角色行为、发展良知、道德及价值

标准的关键时期。小学阶段的学生开始认真思

考生死的问题，会对死亡有恐惧的情绪，如果能

得到成人及时的解释和安慰，他们会很快恢复

平稳的情绪。

小学生的行动能力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

一年级与六年级有明显的飞跃，部分学生在六

年级时的水平已经与成人接近，其中女生的发

育快于男生。小学生的身心处于未成熟向成熟

发展的阶段，各部分器官快速成长，神经系统趋

向稳定。所以，他们对周围事物和环境的适应性

相较于幼儿阶段有所增强，突然发生改变或失

去安全保障时，小部分学生会有身体反应和情

绪变化，中高年级学生的调节能力越来越强。

小学生仿佛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体力，还

有着对生命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好奇，为此阶

段开展生命教育奠定了很好的生物基础。相对

于初中、高中阶段学生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小学

生因为向师性年龄特点的存在，易于接受教师

的引导；相对于幼儿阶段认知水平的局限性，小

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感悟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很好

地感受生命的美和珍贵。

二、小学生命教育的内容

小学生命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由生命教育的

【摘 要】生命教育是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重要内容。小学阶段的生命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安全

生存，更要教会学生发展生命质量，形成具有小学特色的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应有机地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各

个环节和各种实践活动中，以课程实施为主、学科渗透为辅的方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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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段与分类 目标 年级目标 基本内容

我与自然篇

（1耀 2 年级）
欣赏生命

一年级：探究自然之美 热爱生命、欣赏生命

生的教育、死的教育

感恩父母

我爱家乡、环境保护

二年级：探究生命之谜

感受生之美、死之憾

我与社会篇

（3耀 4 年级）
珍爱生命

三年级：安全技能 校内安全教育

校外安全教育

关爱自己、珍爱生命四年级：生存技能

我与自己篇

（5耀 6 年级）
创造生命

五年级：生存智慧 意外伤害教育

生命价值教育

创造快乐生活六年级：生命价值

目的决定的。《上海市中小学生命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中提出要“结合小学生发展特点和兴趣

愿望”，在对小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时候，不仅

要传授给小学生有关生命的知识和生存的技

能，而且要培养小学生生命的意识和生命的情

感，进而养成对自己、他人、社会、自然负责任的

行为方式。所以，小学阶段的生命教育不仅是要

教会学生安全生存，更要教会学生发展生命质

量，形成具有小学特色的生命教育。

结合小学教育实际和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

点，可以从纵横两个角度来设计生命教育的教

学内容。纵向来看，小学阶段的生命教育至少包

括三个层次的内容：欣赏生命、珍爱生命和创造

生命。

欣赏生命：知道生命发展的规律，了解生死

是自然规律，欣赏生物之美、生命之美。这部分

是珍爱生命和创造生命的基础。

珍爱生命：建立生命珍贵的意识、掌握保护

生命的基本技能，能智慧地预防校内校外各种

生命伤害事件的发生。这部分属于预防性的生

命教育。

创造生命：培养积极的心

态，保持健康心理，形成乐观、

向上、积极的人生态度；发挥

生命的能动性，初步学会提出

合理的人生规划建议，管理生

命过程，创造更美好的生命质

量。这部分属于发展性的生命

教育。

横向来看，小学阶段的生

命教育在每一个年段、每一个

年级、每一个主题教学，甚至每

一节课中都应涵盖三个方面的

内容：我与自然、我与社会、我

与自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涵盖了生命教育的

所有真谛，既提高了小学生的认知水平，也提高

了他们的生存技能。

小学生命教育的主要内容见表 1。
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一节课或者一个主

题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穿插呈现“我与自

然”“我与社会”“我与自己”三方面内容，以递进

的方式开展教学。如，可以引导学生在“我与自

然篇”中欣赏生命之美，在“我与社会篇”和“我

与自己篇”中学会自我保护的技巧。通过体验、

讨论等策略，引导学生学会感恩老师、父母等长

辈的爱，并在此基础上学会珍爱生命。

教学片段一。

教师：今天，我们心理健康课的主题是“珍

爱生命”。说到生命，不由得让老师想起了母亲，

是她给了我们生命并哺育我们长大。其实母亲

在享受新生命诞生喜悦的同时，也在默默地承

受着痛苦。下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怀孕日记。

…………

教师：听了这篇日记，你有什么感想？你知

道母亲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为我们做了哪些

表 1 小学生命教育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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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呢？

视频展示几位母亲讲怀孕、生产时的事情，

请学生说说自己母亲在孕育自己时的艰辛并谈

谈感想。

体验活动：将装了书本和文具的书包反背在

胸前，反复做弯腰捡东西、弯腰系鞋带等动作。

这个教学片段虽然简单，但是用“我的出

生”切入话题，能很快抓住学生的心。教师通过

初体验、再体验的过程，让学生体验生的艰辛和

美好，学会敬畏生命。

教学片段二。

教师：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

学习，下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歌曲《在生命中的

每一天》。

教师：这首歌好听吗？老师特别喜欢，每次

听到这首歌都会特别感动。生命对每个人而言

都只有一次，如何让这仅有的一次生命更有价

值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

15 岁少年不慎失足坠落到一个近 10 米深的漆

黑岩洞内。在 8 天里，他靠舔食洞壁上的积水维

持生命，并不时呼喊“救命”，最终获救。他能活

下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用怎样的态度对待生命？（板书：永不放弃生

存的希望）

教师：还有一个沉痛的故事，广东一名 12
岁少年因打游戏被其父母批评了几句，就在卫

生间里上吊自杀。据了解，造成他自杀的主要原

因是受游戏的影响，形成了对生命轻视的态度。

学生在小组内交流。

这个教学片段的设计采用了前后对比的方

法，两个面对死亡截然不同的故事，冲击着学生

的心灵。课堂上，教师为学生提供了充分交流的

机会，学生通过讨论和思考，得出敬畏生命、珍

爱生命的结论。

三、小学生命教育的实施途径

在小学阶段开展生命教育的途径很多，学

者和专家们也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看法。付

进、钟振乾认为“生命教育的实践途径包括：一

是学科教学，二是活动课，三是社会活动，四是

专题活动。”生命教育的开展需要多方面配合，

可以有机地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中，甚

至是各种实践活动当中。

实际教学中，可以课程实施为主、学科渗

透为辅的方式开展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实施

途径包括心理活动课、专题辅导、学科渗透教

学、课外活动、日常生活教育、个体辅导、家庭

辅导等，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选择，

形成完整的生命教育体系，营造浓厚的生命教

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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