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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课堂与传统的知识课堂不同，知识课堂以知识为中心，忽视了师生个体生命的成长，生命课堂主张

知识仅仅是一种手段，学生个体生命的发展才是课堂教学的最终目的。当下社会中出现许多漠视生命的

现象，这反映出大众生命意识淡薄，需要在教育中增强学生的生命意识。基于此研究对目前在小学语文

阅读教学中生命教育的现状进行调查，了解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生命教育存在的问题，系统分析问题

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构建生命课堂的路径措施，使教师更好地开展语文阅读教学，

实现语文阅读教学生命化，构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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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 classroom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classroom, in which the lif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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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advocates knowledge is only a mea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dividual lives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classroom teaching while the knowledge classroom is knowledge-centered and 
ignores the growth of the individual liv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re are many phenomena of 
disregarding life teaching in today’s society, which reflects the weak awareness of life among the 
public,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life in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re-
search, we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life education in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of the pri-
mary school,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life education in reading teaching,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 ways to build life classrooms in primary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The path measures enable teachers to better carry out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realize the life of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and build a classroom full of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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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心越来越强，儿童在面临过重的学习压力，处理同学之间、

师生之间、家庭之间的矛盾时，会表现出逃避问题、无限放大问题的现象，甚至出现极端的行为，比如

选择自残、自杀等；除此之外，社会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对生命漠视的现象，比如屡见不鲜的虐猫虐狗事

件、见死不救事件、醉酒驾车、生产销售假药、假酒、劣质有毒奶粉等事件。这些社会现象折射出人们

缺乏尊重、诊视与敬畏生命的意识。为改善这样的社会现状，云南省创造性地提出了“生命教育、生存

教育、生活教育”的教育理念(简称三生教育)，并率先在云南的大中小学校实施，从应试教育回归现代教

育的本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三生教育”中“生命教育”是指让每一位教师和学生“认识生命、

尊重生命、珍爱生命，关心自己和家人[1]”。在教育的过程中，给学生传递尊重、敬畏生命的意识，这

是从根本上改变大众漠视生命的有效途径。 
小学阶段，是学生生命成长的基础阶段，学生的可塑性很强，也是帮助学生增强尊重生命、诊视生

命、敬畏生命意识的关键阶段。语文是基础学科，也是母语学科，其中阅读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占着重要

的地位[2]。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与生命课堂理念具有内在的联系，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本身包含着生命

意蕴，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引导学生尊重生命、诊视生命、敬畏生命，促进师生生命成长，实现师生生

命价值，同时使教育实践工作者更好地开展语文阅读教学，实现语文阅读教学生命化，构建一个充满生

命活力的课堂。 

2. 生命课堂概述 

2.1. 生命课堂的提出 

生命课堂是以人本主义教育观为出发点，从生命的高度审视课堂教学，主张在课堂教学中唤醒学生

的生命意识以促进学生的发展，关注师生生命成长、提升师生的生命价值[3]。叶澜先生首先提出了生命

课堂的概念，认为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师生生命价值的体现，课堂教学应激发师生

的生命价值，真正发挥教育培养人的作用[4]，自此拉开了生命课堂的研究大幕。对理想的课堂教学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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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研究，催生了“生命课堂”这一专用教育词汇。王鉴提出新课程倡导的课堂模式是一种‘生命课堂’，

它是以人的发展为本的课堂[5]。这是第一次正面地提出“生命课堂”。虽然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生

命课堂”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从学者各自定义的特点中可以看出，“生命课堂”都是在课堂教学中倡

导要以人为本为出发点，强调师生的生命价值，促进师生的生命成长。 

2.2. 生命课堂的基本元素 

1) 生命课堂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全面发展 
生命课堂与传统“知识课堂”的价值追求不同，知识课堂以知识为中心，忽视了个体的生命成长，

生命课堂从人本主义教育观出发，主张知识仅仅知识一种手段，学生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发展才是生命课

堂的最终目的。 
一方面，生命课堂倡导非功利性的学习，认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语文阅读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生命课堂不会致力于让学生获取高分，一味灌输名次，不会让学生成为考试的机器，生命课堂主

张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阅读材料，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完善学生个体生命的意义[6]。另一方面，生命课

堂注重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促进学生自我发展，培养学生的向学性，提升学生的学习状态。具备

良好学习状态的学生是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他们有远大的理想，有自己每个阶段学习和发展的目标，

能有效的监控自己的学习情况，并且及时的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调节自己的学习进度。除此之外，生命

课堂遵循学生生命发展的规律性。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和阶段性，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是循序渐进

的，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需要发展的任务，后天的学习强度不能违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性。 
2) 生命课堂的教学内容：关注体验，唤醒潜能 
生命课堂的教学内容不单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基本的技能，同时还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有

意识的唤醒学生的潜能。 
一方面，生命课堂主张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给学生提供具体的可感受到的“爱”的生命体验，这种“爱”

包括父母对孩子的呵护与疼爱，教师对学生的教导与关爱，同学朋友之间的友爱，学生在阅读中体验并

逐渐的唤醒自身的生命潜能，潜移默化的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完善自己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认知，从而

形成健康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7]。另一方面，生命课堂注重在阅读教学课堂中根据学生的反应，及时

的调整教学目标，动态生成教学目标，追求学生学习的灵动性与创造性，反对传统的、忽视学生学情的、

刻板的、模式化的教学目标。生命课堂不仅仅关注学生学到的内容，更加关注的是学生有没有领悟到学

习的本质与方法，学生能否在学习过程激发自身的向学性，从而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除此之外，生

命课堂倡导通过阅读教学，给学生留下令其受益匪浅的、回味无穷的教学内容。这些阅读教学内容一是

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精神文明，提升学生的人文底蕴，二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思

维能力，要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分别出什么样的文章是有价值的，能够促进自己全面发展的，千万

不要读错书，导致自己误入歧途。 
3) 生命课堂的教学方式：情境教学，深度对话 
生命课堂最常用的教学方式是情境教学，教师根据阅读文本，创设真实可感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身

临其境，仔细感受品味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与文本内容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促进学生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发展[8]。 
在情境教学中，教师创设的问题情境既要结合阅读文本，又要联系学生的现实生活，面对复杂的情

景，教师要逐步启发诱导学生进入学习情景，引导学生找到问题的矛盾点，然后及时提供一定的指导性

观念，与学生互动交流，学生在探究问题时，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急于求成，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

要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己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根据问题情境，结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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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学习经历和生活经验，与文本深入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捕捉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进而自行

思考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学生通过在课堂上学习经历类似的情境，积累相关的经验，以后就能解决现实

生活中遇见的问题。 
4) 生命课堂的教学过程：激励思考，追求创造 
在生命课堂中，主张教师要激励学生思考，追求创新[9]。这一点生命课堂和素质教育都要求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教师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教师要善于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得出自己动脑思考后的答案，而不是人云亦云。 
创造性是每个人都有的潜力，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是会得到提高的，教师可以有

意识的组织学生参加开放性的教学活动，让学生说出独特的、新颖的答案，训练学生思维的变通性和灵

活性，摆脱思维定势和功能固着，让学生解决问题时能够灵活高效。现代社会是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

创新型人才才能立足于社会，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 
5) 生命课堂的师生关系：和谐民主，互相尊重 
在生命课堂中，主张师生之间和谐民主，互相尊重。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

最重要的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师生心理健康的发展[10]。生命课堂中师生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教师热爱自己的学生，学生爱戴自己的老师，师生之间更像朋友之间的关系，学生面对老师无话不说、

无话不谈，教师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点，有针对性的进行个别辅导，促进学生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学

生因此而更加尊敬感激自己的老师，教师也有职业幸福感。 

3.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生命课堂构建的价值 

3.1. 构建生命课堂的必要性 

1) 构建生命课堂是小学语文新课程理念的必然要求 
随着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已经成为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

思想已经在阅读教学实践中深深的扎根，但如何更好地为阅读教学提供实践指导，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

深入探究的地方，若要使阅读教学回归本体，则必然离不开学生生命的参与，教师必须在阅读教学中构

建生命课堂，它不仅是小学语文新课程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语文学科自身的发展趋势。新课程标准提

出的要求不仅体现了我们应该在阅读教学中构建生命课堂，同时也表明了语文课程标准对阅读教学本身

的要求，更反映了语文阅读教学对自身的定位。 
2) 构建生命课堂是学生个体生命成长的实际需求 
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学生除了对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有归属与爱、尊重和

自我实现的需要[11]。而在传统的知识课堂上，教师注重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的需要。当学生低级

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会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自然也不会认真学习。而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构

建生命课堂可以满足学生个体生命成长的实际需求，为小学生的生命成长与发展提供有效的途径，教师

生命课堂中能够更好地关注到课堂上的细节，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重视学生的情感生活，那么师生的

交流就会充满人情味，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没有过大的压力，不会产生厌学的情绪，可以健

康快乐的学习与发展。 
3) 构建生命课堂是理想的教育境界 
生命课堂，是理想教育的境界。理想的课堂不会停留于人与知识的对话这一层面，而是要展开三重

对话：人与知识(世界、文本)的对话、人与他者(教师、学生、其他读者)的对话、人与自己的对话(反思性

的) [12]。之所以说生命课堂是理想的教育，是因为生命可以满足这三个层次的对话，生命课堂就是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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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性化的追求，是关注人的生命个体，从而诊视人的身体、心灵、精神及其渗透其中的品质。生命课

堂实现了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这一教育目的。 

3.2. 构建生命课堂的可行性 

1) 教学发展层面 
a) 生命课堂与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相契合 
众所周知，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特征，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直接决定了阅读教学的人

文性，语文阅读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从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关注人的世界，不仅仅是物质世界，更是精

神世界，语文阅读的意义直接指向人自身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思考[13]。生命理念下的小学语文阅

读教学课堂关注的是学生内心的独特感受，关注的是学生作为一个生命，一个独特而又完整的人对整篇

文章的思考，而不是为了得出标准答案而被迫的做阅读题。语文是一门非常广泛的学科，它所涉及的内

容丰富而全面，学生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方方面面的知识，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精

神世界、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提升学生欣赏美和鉴定美的能力[14]。 
b) 小学语文阅读教材中有丰富的生命教育资源 
观察小学语文的阅读教材，我们可以发现课文中包含了丰富的生命教育资源。比如《活化石》、《盘

古开天辟地》、《童年的发现》、《植物妈妈有办法》等课文主要讲述了生命的起源和发展，让学生了

解生命的轮回。而《四季》、《小蝌蚪找妈妈》等课文讲述了生命的生长发育过程，小学生通过学习这

类科普文可以了解生命的成长周期变化和发展[15]。同时在《自己去吧》、《一次比一次进步》等课文中，

意在指导小学生学会独立生存。而《我选我》、《丑小鸭》等课文则要求小学生要全面正确的认识自我，

并且学会自尊、自信、自爱。《看电视》、《给予树》等课文则教导小学生与人相处之道。《狼牙山五

壮士》、《王二小》等课文则告诉小学生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意义。 
2) 教师发展层面 
a) 构建生命课堂促进教师教学技能提升 
构建生命课堂可以促进教师教学技能的提升。在生命课堂中，对教师各方面的能力要求十分高。教

师教学生知识前，首先教师自己要熟悉这个知识点，要能够灵活的运用，其次教师还要整理出学科知识

的逻辑框架体系，细化每个知识点，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容易理解和吸收这些知识点，

教师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无形之中便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教学的技能也能得到锻炼和提升，课后教

师通过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哪些地方做的好，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应该如何解决等问题，补全自己

在教学方式方法上的不足，这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的成长与发展。 
b) 构建生命课堂让教师更加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 
在生命课堂中，教师要积极关注每一位学生，尊重、呵护每一位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着眼于每

一位学生的生命成长与发展[16]。在生命课堂中，以学生为中心，尊重每一位学生的生命价值，相信每一

位学生的发展潜力，老师把学生当做真真实实的人来看待，不再是灌输某个知识点，让学生死记硬背，

而是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知

识，还积累和丰富了自己的认生经历。因此，教育的目的并不只是让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点，还要促

进学生社会化，教会学生做人，适应这个社会，要能够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学生发展层面 
a) 构建生命课堂能让学生更加诊视生命 
构建生命课堂，能让学生更加的尊重、诊视、敬畏生命。社会上出现的自残、自杀、校园欺凌、见

死不救、虐待老人、伤害小动物等现象都反应了大众对生命的漠视。如果能够在教育中渗透生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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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开始教育学生，通过生命课堂传递给学生生命的价值，让学生从小就知道生命的可贵，每一条生命

都应该被尊重，被诊视，那么社会上这种对生命漠视的现象将会逐渐减少。 
b) 构建生命课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构建生命课堂可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在生命课堂中，学生知道了生命的由来，了解了生命

的起源，明白了生命的成长周期和变化发展，锻炼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能够全面正确的认识自我、评价

自己、接纳自己，学会了与人相处之道，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和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能够对未来充满

希望，相信自己的能力，有正确的学习动机，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坚定的信念，这样状态下的学生是充满

生命活力的学生。 

4. 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生命教育存在的问题 

为全面把握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发展情况，促进生命课堂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成功构建，

研究在综合全面考虑教师、学生、环境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深入到所在地小学校进行了实地调查。“窥

一斑而知全豹”，通过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访谈调查，我们大致了解了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生命

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4.1. 教师对生命课堂理念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和理解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构建生命课堂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塑造健全的人格，同时关注师

生生命成长，提升师生的生命价值。调查中发现，部分教师对生命课堂理念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还

有一部分年长的教师对生命课堂理念闻所未闻，认为这些是年轻教师的事，和他们无关，缺乏自我更新

教育理念的意识，缺乏终身学习的意识，没有与时俱进，没有主动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知识结构，固

守比较传统的教学思维和教学方法。这导致学生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学生很多潜能不能被开发出来，

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升。教师对生命课堂理念的不理解，会直接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忽略许多可以开发利

用的课程资源，比如当学生提出某个有争议的问题时，对生命课堂不理解的教师可能就会敷衍搪塞过去，

而践行生命课堂理念的教师则会抓住时机，发挥教育机智，让学生展开小组讨论和交流或者让学生自主

探究然后得出结论，这样的教学过程完全不同，自然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思维方式，对待问题的态度都是

截然不同的[17]。不仅如此，教师对生命课堂理念的认识不全面，也影响了自身的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

会越来越落后，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因此，身为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主动

的积极的学习，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与知识结构，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4.2. 教师缺乏对于生命课堂的重视 

在调查中发现，有较多的教师对生命课堂的构建不重视，认为生命课堂的构建实际意义不大，耽误

课堂教学时间。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注重讲解的内容是考试的考点，以及学生的易错点，应试教育

的影响根深蒂固。还有少部分教师认为构建生命课堂是班主任的工作，自己是科任老师，只要教好自己

的学科就好了，但是教书育人是每个老师应尽的基本职责，每个老师都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部分教

师并没有深入挖掘教材中的现实意义，没有将生命的意义和本质与教学联系起来，缺乏对学生生活及生

命的引导。只有极少数老师在认真构建生命课堂。调查情况表明，当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对构建

生命课堂的积极性不高、不重视，这就要求学校要大力提倡与监督，教师要从自身做起，认真落实在小

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构建生命课堂的理念。 

4.3. 学生学习阅读的方法单一 

从调查中可知，学生的阅读方法单一，学习效率低下，独立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对教师有较强的依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641


谢红雨，肖荷 

 

 

DOI: 10.12677/ae.2022.1210641 4198 教育进展 
 

赖性。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可以有针对性的传授学生一些高效的学习方法，比如：课

前根据导语对课文进行预习，课堂中注意利用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更替来保持注意力，教会学生一边做

笔记一边思考，在阅读时摘录或圈出重点，利用阅读材料进行自我提问，在课后及时复习。心理学研究

表明适当的过度学习有利于识记材料的保持，这个度一般控制在 150%是最好的，这些学习策略的有效使

用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 

4.4. 学生在阅读教学中缺乏主体参与 

调查中发现部分学生缺乏自主参与意识，学生不愿意参加阅读教学活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没有

获得良好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是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学生受年龄和学习经历的限制，他们更沉迷于

网络短视频或者游戏等快餐文化，面对这种情况，教师要鼓励学生阅读，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

们慢慢地在阅读中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渐渐地喜欢上阅读，热爱阅读，这样学生便会积极主动的参与

到阅读教学活动中，还可能自己去阅读，去发现探索阅读的意义。 

5.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生命教育问题成因分析 

分析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生命教育问题的成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教育影响较深，教师缺乏创新精神。 
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始终摆脱不了考试和成绩的束缚，担心自己所教的学生考试成绩不好，

担心别人说自己的教育方式方法有问题，不敢大胆的创新，也不敢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法。教师所教的

内容都是根据课程标准选择，虽然重难点突出，但是知识是不完整的，是被人为割裂开来的。 
这就直接导致了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构建生命课堂进行生命教育，他们按照一贯的课堂设计展开

教学，短时间内，所教学生好像区别不大，但从长久发展来看，在生命课堂中学习的孩子会更加热爱生

活，尊重生命，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教师对教材过渡解读，使学生失去阅读兴趣。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语文教师面对一篇篇学生能读懂的课文，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添加、点缀，试图

从文本中找出学生们“读不懂”的地方，然后开始过度地解读课文，包括学生读不出来的那些社会历史

背景下的文化，牵强地告诉学生，把学生绕得云里雾里，然后学生就开始觉得自己不会阅读，读不懂文

章。开始恐惧阅读，害怕阅读，甚至讨厌阅读，对阅读失去兴趣。其实每个人的阅读体验是不同的，教

师应该在不违背社会主流价值的前提下，尊重学生的独特的体验。 
第三，学校对构建生命课堂重视不够，生命教育缺失。 
学校对生命课堂的构建缺乏重视，在所调查的几所学校，学校既没有具体的关于如何构建生命课堂

的书籍和教育计划，也没有可以参考的教学视频和资料可以供老师查阅，更没有组织教师进行集体讨论

和探究如何构建生命课堂，生命教育如何开展学校缺乏深入研究。 
第四，教师对生命教育理念认识有限，专业能力有待提高。 
从教师自身的因素来看，首先教师自身对生命课堂理念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入，教师不了解生命课堂

的理念，就很难在阅读教学中构建出生命课堂。其次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专业能力还有待提高，课堂

教学氛围不活跃，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命课堂的构建。最后教师过于重视考试的内容，只讲考试

的重难点，这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更不利于学生生命的健康成长。可见，要想成功的在阅读教学中

构建生命课堂，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能力是基本要素。 
第五，学生对文本阅读缺乏兴趣，网络游戏影响较深。 
从学生自身的因素来看，调查中发现各年级都有学生对阅读缺乏兴趣，这部分学生不喜欢阅读，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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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养成阅读的习惯，他们对大段大段的文字没有耐心，甚至恐惧阅读，有的学生读完一遍文章，可能都

不知道文章主要讲了什么。除此之外，现在的网络媒体发展十分迅速，不少学生沉迷于手机游戏、短视

频等娱乐中，更是对文本阅读失去了兴趣。 
综上所述，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生命教育出现问题的成因既包括了当前部分学校对生命教育

重视不够，缺乏实施力度，应试教育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也包括学校对生命课堂构建的不重视，同时

教师对生命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不熟悉，学生在课堂上参与度不高、对文本阅读缺乏兴趣等诸多因素。

要想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就必须针对以上种种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策略，下面分别从普及生

命课堂的理念、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完善学校教育制度、建立良好师生关系、基于阅读教材、组织教学

活动、促进学生自主阅读等几个方面来对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如何构建生命课堂进行研究。 

6.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生命课堂构建的路径 

针对目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生命教育出现的问题，在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

提出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构建生命课堂，具体路径如下： 

6.1. 普及生命教育理念，提升教师教学技能 

1) 加深生命教育理念认识，重视生命课堂构建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构建生命课堂的前提是教师对生命教育理念了如指掌。学校应该系统全面的

普及生命教育的理念，让教师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熟知生命教育的基本要素以及生命教育的教学模式

和教学方法等，这些都是教师构建生命课堂的前提和基础。除此之外，学校要倡导教师构建生命课堂，

完善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让生命教育理念贯彻整个小学阶段。 
2) 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教师教学技能 
在生命课堂教学中，要求教师的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高效新颖。学校应该聘请专家，定期对教师进

行培训，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促进教师专业的成长与发展。与此同时，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可以多与

同行沟通和交流生命课堂的构建方法和策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不仅是促进教师快速掌握构建生

命课堂的窍门，更是形成一种良好师风的途径。 

6.2. 建立信任，主张生命关怀 

1) 建立良好师生关系，获得学生的信任 
在教学活动中，最基本的关系便是师生关系，教师首先要和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获得

学生的信任。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师构建生命课堂的基本保障，只有教师和学生师生关系民主、平

等，学生在课堂中才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观点，才不会畏惧自己因说错了而不敢说，教师要为学生敢于表

达自己的观点创设良好的课堂氛围，学生要敢于质疑，有不同的意见要提出来师生一起探讨，一起交流。

在这样的课堂下学习与成长的学生是勇敢的，思维是灵活的，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向上的，他们面对

困难的勇气最开始就来自于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 
2) 主动关怀学生，促进学生生命健康成长 
在生命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主动关心爱护学生，呵护学生的心灵，促进学生生命健康成长。整个学

校教育阶段，学生和教师在一起的时间是远远超过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学校是学生的半个家，而教师

也相当于学生的半个父母，一定程度上，学生是十分依赖自己的老师的，这又特别表现在留守儿童身上，

大部分留守儿童都十分缺乏关爱，教师主动关爱学生，能够填补学生对爱的需求，教师及时鼓励他们积

极参加班级活动或者课外活动，让他们开朗起来，多和同学一起玩，交到自己的小伙伴，让他们能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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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老师学校带给他们的温暖，幼小的心灵就会不再迷茫孤独，这样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更好地完成

学业。因此教师不仅在学习上要帮助学生，还要在生活中能及时发现学生的困难，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在良好的师生情谊下成长的学生是乐观积极、与人为善的。这

样的学生能良好地适应社会，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3. 基于阅读教材，唤醒学生尊重生命的意识 

1) 基于阅读教材，开发生命教育资源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材中，蕴涵了大量的生命教育资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生命成长教育、

生存能力教育、人际关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和生命价值教育。教师在面对蕴涵生命教育资源的课文时，

要基于文本，深入发掘文本的生命教育资源，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对学生进行教育。比如在《给予树》

一课中，课文主要讲述了小女儿金吉娅用应该给家人买圣诞礼物的钱买了一个洋娃娃送给一个素不相识

需要帮助的小女孩。教师在上这篇课文时就要引导学生体会金吉娅的善良、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的品

质，同时启发学生向金吉娅学习，做一个善良的、愿意帮助别人的好孩子。 
2) 深入阅读文本，唤醒学生尊重生命的意识 
阅读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途径之一，阅读文本中包含的生命教育资源，教师可以在学生阅读的过

程中渗透尊重生命的意识，这样潜移默化的传递尊重生命的价值理念，学生也容易受到熏陶。比如小学

四年级课文《生命生命》一课中，一株小草在磐石中顽强的生命力令人惊叹，飞蛾极强的求生的欲望令

人震撼。每一种生物都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生命一样精彩，它们的生命一样有价值，它们的生命

一样值得我们尊重。同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母亲十月怀胎辛苦诞下的，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

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自己的，而是父母共有的，我们不能那么自私，遇到困难或挫折就想放弃生命，这

是十分懦弱的表现。我们要善待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的生命! 

6.4. 组织有效的教学活动，诊视生命的价值 

1) 组织有效的教学活动，让学生更加诊视生命价值 
在构建生命课堂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组织有效的教学活动，让学生更加诊视生命的价值。教师在设

计这一类教学活动的时候，首先应该创设有利于生命回归的环境，这类环境应该是和谐的、积极向上的，

教学内容应该是和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学生熟悉的。如进行《口语交际：爱护眼睛，保护视力》一

课的教学时，教师可以先给在班级中做一个统计，咱们班有多少个学生是近视眼，戴了眼镜，然后又问

小朋友们，你们家里有几个人是近视眼。然后学生就会发现身边许多人都是近视眼，这时我们请那些是

近视眼的同学来列举近视眼有哪些坏处，学生们听了以后，自然自己不想成为近视眼，这时候教师可以

利用多媒体播放一段关于保护眼睛，预防近视的宣传片，学生肯定会认认真真的看，并且践行起来，看

完以后请学生小组讨论交流，如何爱护我们的眼睛，保护我们的视力，学生纷纷发言，教师最后总结起

来，监督大家做眼保健操。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学生更加的爱护自己的眼睛，珍惜生命健康。当然这

只是一个小小的教学片段，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创设出这样的课堂，挖掘出有

利于学生生命健康成长的潜在的课程资源，开发设计成教学活动，以此促进学生发展。 
2) 总结升华教学活动，使学生确定生命价值取向 
每一个教学活动后，教师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进行总结升华，为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取向。

例如在课文《走一步，再走一步》的学习后，学生通过文本体会了作者的面对悬崖时克服心理的恐惧，

勇敢地一步一步的走下悬崖的信念。那么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面对困难，学生也要学会迎难而上，勇

敢的解决问题。在比如学习学习完《寓言故事：扁鹊治病》后，学生便知道有病要及时医治，否者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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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这只学生人生价值的一小部分，在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还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6.5. 自主阅读，感悟生命的本质，提升生命的境界 

在生命课堂的构建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自主阅读，应重视学生的自我感悟。多阅读，学生的思

维能力可以得到扩展和训练，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在局限，处理事情的方法变得灵活多样，通过不断的阅

读与感悟，学生的生命得到净化与提升，能够在众多繁杂的信息中辨别出最本质最关键的观念，促进自

身生命价值的实现，而阅读习惯要从小开始培养，教师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要鼓励学生自主阅读，多阅

读、多思考，除此之外，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适合学生年龄阶段的阅读书目，比如面对六年级的学生，

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追求理想”“热爱生活”“坚定信念”等主题的书籍。学生阅读书籍的过程中，

与文本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书中的内容将会指导学生成长与发展，提升生命的境界。 
综上所述，学校要大力倡导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并完善相应的体制，

构建生命课堂。教师基于阅读教材，结合学生现实生活与身心发展规律，创设有效的教学活动，增强学

生的生命意识，帮助学生从小学阶段开始，有意识的树立尊重生命、诊视生命、敬畏生命的价值观念。

总之，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构建生命课堂，旨在促进师生生命成长，实现师生生命价值，同时使教师

更好地开展语文阅读教学，实现语文阅读教学生命化，构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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