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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处于生命教育的关键阶段，是影响幼儿的未来成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本文从现实层面分

析幼儿生命教育面临的三大的困难与挑战，以校园、教师和环境等作为切入点，探索幼儿生命教育的具

体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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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children are in a critical stage of life education, which is an indispensable basic education 
that affects their fut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e major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early childhood life education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with campus-
es, teachers, and the environment as entry points to explor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early childhood life education. 

 
Keywords 
Child, Life, Life Educatio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2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25
https://www.hanspub.org/


陈媛媛 

 

 

DOI: 10.12677/ap.2023.1312825 6470 心理学进展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Frankl 在 Man’s Searching for Meaning 提出的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个人意义(personal meaning)
等概念将生命意义这一概念从哲学领域中分离出来。生命即是一切教育活动的根本原点，也是一切教育

活动的最终价值指向。依托于近代积极心理学的发展，生命与教育之间的这种血肉关系才逐渐获得合理

的阐述，但遗憾的是，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发展并没能顺利转化为有效的教育实践(王兵，2022)。尤其对于

处于学前阶段的幼儿来说，幼儿时期是人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对个人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皮亚

杰以认知发展为主要根据，将儿童的个体发展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与形式运

算等四个连续的阶段。幼儿在认知方面大体处于前运算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幼儿抽象认知能力有限，

无法处理过于抽象的对象，他们的思维与认知需要具体事务的支撑；幼儿对生命的认知、理解与感悟主

要是通过直接经验或体验真实具体的生命而得来的，正是这些具体的对象在他们的心里刻下了难以磨灭

的印记，并起到心理上的固着点作用。 
目前对生命教育研究和实践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层面，对学前阶段的生命教育研究少之又少，不仅理

论研究力度疲软，而且在多数幼儿园更是鲜少得到积极实践，而因此带来的不良后果在现实中也屡见不

鲜。例如，2020 年 6 月，海口市两名 3 岁幼儿坠楼身亡；2023 年 5 月，湖南一名四岁男童受动画片里“英

雄”们的影响，执着地把雨伞当作降落伞，从高层阳台一跃而下。该阶段的幼儿由于身心发展不成熟，

对自己的行为后果缺乏评估能力，对儿童进行生命教育能丰富幼儿生活经验，促进情绪情感的健康发展，

使其在早期逐渐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本研究从现实层面的多个角度着力论述了幼儿生命教育面临的困

难与途径，有助于提升幼儿教育工作者和人们对幼儿生命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为幼儿生命教育投石问路。 
因此，倡导一种有适切性的幼儿生命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幼儿时期进行生命教育，可以让幼儿

充分认识生命，感受生命的价值，提高幼儿对生命的认知，可以使幼儿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进而尊

敬其他生命，并且利用生命教育可以培养幼儿的行为习惯，使幼儿的生活经验不断丰富，并提升其行为

能力，有利于使幼儿通过自身的真实经历体会生命的意义，养成热爱生命的行为习惯，重视自己的生命。 

2. 生命教育的发展与内涵 

生命教育发源于美国，1968 年，美国学者华特士提出，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还应该引

导学生充分体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久后，生命教育之风在英国应运而生，提出了建立主辅搭配的生

命教育课程体系。1989 年，日本也在新的《教学大纲》中，确立相关的生命教育目标(李曦，黄鸿鑫，2014)。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台湾的民间团体从日本引进了生命教育，逐步地，生命教育被纳入九年一贯课

程并进行明确定义。20 世纪 90 年代始，中国大陆生命教育意识逐渐发展，著名教育学者陈鹤琴、陶行

知等的教育思想都有涉及幼儿的生命教育。 
我国学者虞永平，张帅(2019)认为处于 3~6 岁的儿童是生命教育的主要开展对象，通过研究生命的

本质，理解生命意义，在教学活动中结合幼儿阶段的教学和认知规律，激发儿童对生命的潜在意识，使

儿童逐步发展出对生命的认知，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吴青梅(2020)认为对针对幼儿开展生命教育的目

的在于帮助幼儿感悟生活、关注生命，发展出对生命的基本认知、行为和态度等，由此获得关注生命的

能力和生命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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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川，朱咸丽(2021)提出：生命教育就是为了生命、通过生命、关于生命的教育，是为了生命主体的

自由和幸福所进行的生命化的教育，涵盖多重主题的实践领域。 
王兵(2022)认为生命教育可以划分为广义、中义、狭义三种概念层次，广义的生命教育是指立足于人

的教育思想与理念，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教育理想；中医的生命教育是指针对生命发展的现实需要，为促进

学生生命的整合而系统设计的生命教育；狭义的生命教育仅指对自残、自杀等显式声明问题的预防与破解。 
本文参考前人研究，在下文的中的生命教育是指，对 3~6 岁的学龄前幼儿开展的生命教育活动，遵

循生命发展特点和规律，引导幼儿构建生命认知，掌握一些必要的生命保护技能，学会珍惜、尊重、敬

畏和爱护生命，与他者生命和谐共处的教育活动。 

3. 幼儿生命教育的意义 

3.1. 培养积极正向的生命观 

学龄前这个时期是个体身体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幼儿会变成怎样的个体，学前时期是能发挥决定

性影响的。当今社会上，有部分动画片、电影等向幼儿传递了错误的生命观念。幼儿模仿卡通片或者电

影里人物进行威胁生命安全活动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真实的事例都反应了有部分幼儿生命观畸形，对

生命不屑一顾，随意伤害践踏生命。基于此，把握学前期这个关键节点，做好对幼儿的生命教育工作，

在生活和教学活动中向幼儿传输正向积极的生命思想，科学培养幼儿的生命价值观念，这对于实现幼儿

素质教育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3.2. 保证幼儿身心健康状态 

幼儿的心理也相对比较脆弱，依据皮亚杰对儿童认知发展水平的划分，该阶段的幼儿正处于“主动”

对“内疚”的心理发展阶段，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内疚与羞愧等负面情绪，不免会情绪低落

难受，这对其身心发展是不利的。通过开展生命教育，幼儿不仅可以认识生命、欣赏生命，也能通过具

象有趣的生命体验活动来获得愉悦的积极情(Slaughter & Lyons, 2003)。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幼儿保

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促进幼儿身心的协调发展。此外，幼儿期是依恋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如果

幼儿在该阶段的需求没有的得到良好的处理，他们很可能会滋生心理与人格问题，而生命为依恋模式的

发展起着奠定基础的作用。 

3.3. 学会保护自己的生命 

生命具有柔弱性，既容易遭到外部因素或力量的侵犯，自身内部也容易出现失衡或病变。对于幼儿

来说，让幼儿学会珍惜，保护自己的生命，是当前开展幼儿生命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此年龄段的幼

儿认知还过于浅薄，还不具有识别伤害的能力，对病毒、细菌以及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的抵抗能力不够，

可能会导致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中。基于此，幼儿教师应该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生命教育活动，让幼儿在生

命安全的教育活动中学习、掌握生存技能，加强自我保护的能力。 

4. 幼儿生命教育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虽然我国近年来在学前教育事业上取得的巨大的发展与进步，公益性、普惠性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系统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显著增长，但幼儿生命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现实层面仍面临许多的困境与挑战。 

4.1. 校园教育层面 

受社会急速发展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功利化、应试化教育的冲击让教育成为“工厂”，升学的

压力延伸进幼儿园，本应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过早地承担起与之年龄不符的压力，家长的攀比心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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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让幼儿接受了过多的超前教育，幼儿对生活的热情逐渐消减，使其漠视生

命。美国费歇尔认为超前教育所导致的短期变化会对人的整体成长系统产生弥漫性影响，使整体发展脱

离平衡状态，可能导致系统成长的紊乱无序(邓美德，2013)。 
其次，当前幼儿生命教育课程缺乏系统的内容体系，内容版块划分过于笼统，难以满足幼儿的心理

发展需要，教学方法和教育途径缺乏多样性，主要停留在教师讲授、绘本欣赏等方法上(陈玉艳，孙山，

2021)。徐兰兰(2017)认为校园教育中，进行生命教育的认知层面、情感层面、意志层面和行为层面没有

形成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在实际进行中多是停留在对幼儿理论上的引导，缺乏实践。 
此外，幼儿接受的生命教育往往来自两大方面——教师与家长。教师和家长分别从各自对生命的理

解和感悟对幼儿进行生命教育，教师多以教学活动给幼儿传授安全认知，家庭多以绘本、说教等形式对

幼儿施加影响，缺少及时、有效的沟通，对幼儿的成长未能形成家校合力(石恒帅，巴晓鲜，2023)。 

4.2. 教师层面 

部分幼儿教师缺乏关于生命教育的职前教育，在开展教育活动时具有主观性，片面的将生命教育窄

化为安全教育、饮食健康等，认为生命教育就是保护幼儿的生命安全，却忽略了生命教育的本质意义(周
洪云，2023)。常丹(2022)对某市 177 位幼儿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幼儿园生命教育中存在教师对自己所实

施生命教育活动的目标不明晰、对生命教育内容存在误解、教师认识生死教育实施困难、教师灵活运用

多种生命教育方法的能力不足等问题。 
除此之外，幼儿生命教育的形式较为单一，缺少多样化的生命教育实施途径。通常以教师为主体，

播放动画片或者绘本阅读为手段的教学组织形式来传授(李联凤，2017)。活动形式过于单一无趣，不能吸

引幼儿的兴趣，调动不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由于教师的教龄和学历的不同，每位教师对生命教育历

年和涵义的理解有所差异。教龄长、学历高的老师在开展生命教育活动时，更能灵活多变，让幼儿积极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陈淑娟，2012)。同时，当幼儿询问生命相关疑惑时，教师也不能正确地进行引导，不

能及时的把握教育机会。 

4.3. 社会文化影响因素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待死亡与生命由来的态度一向隐晦。人们都对“死亡”避而不谈，认

为谈论“死亡”就是不吉利，晦气的，就连“死”都会用“去世了”、“走了”等词语替换。因而在生

命教育中存在两大难点：一是死亡教育，二是性教育。在这种教育下，幼儿对于生命缺乏正确、科学的

认识，在他们眼中，死亡可能是一次轻易且美妙的体验，也可能是一个无法参透的疑云和恐惧(徐广宇，

张纪云，2016)。因此，要有效开展生命教育是由一定挑战的。 
由于大众传媒逐渐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幼儿也逐渐加入低头族的一员，通过小小的屏幕了解世

界。学前期的幼儿年龄小，缺乏社会认知，对现实和影视之间的分辨能力差而且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导

致幼儿学习模仿看到的影视画面，如：动画片里打不死的主角、会飞的仙子等。幼儿对生命的认知是模糊

的，如果大众媒体不正确引导，很容易让幼儿在分不清现实和虚构的情况下发生意外伤害(周青钦，2019)。 

5. 幼儿生命教育实施路径的探索 

5.1. 校园教育层面 

幼儿时期所获得的知识和伦理道德对人的一生都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对幼儿进行生命教育，从

小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让幼儿能认识自我，理解生命，尊重自己的生命。幼儿园在实

施幼儿生命教育的过程中应摒弃功利化，改变传统的一味说教和填鸭式教育，采用启发诱思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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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幼儿的主观能动性，研究制定系统的生命教育目标，根据不同阶段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年龄

特征，设计符合不同年段的具体阶段性小目标，让每个小目标层层递进，契合幼儿的最近发展区，最终

实现大目标。同时幼儿园还应当立足园情，以园本课程开发为基础，落实国家相关政策，通过巧妙的课

程设计，将生命教育的内容渗透到园本课程中，实现生命教育目标。 
另外，幼儿园应提升家园的协同性，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幼儿发展的第一所学校是家庭，家庭教

育的持久性和基础性，决定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学校与家长之间加强沟通、交流经验、资源共享，

在幼儿的生命教育中统一协调生命观、价值观等，同时家长在家要对幼儿积极开展家庭生命教育，与幼

儿园合作形成教育合力。邀请家长参与园内生命教育活动、开展相关讲座、共同种植植物、共读绘本等

活动和幼儿共同感受生命的魅力，让幼儿感受到生命之珍贵，了解生命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变化阶段，从

而在接受生命教育的过程中将其内化为自身品格，形成生命意识，对生命有敬畏感，提升自身的生命质

量，实现幼儿生命教育的完整过程。 

5.2. 幼儿教师层面 

育人先育己，只有教师自己对生命有正确认识，才能将正确的生命教育观念渗透到课程和生活中传授

给幼儿。通过在幼儿园内开展教师集中学习、为教师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建立便捷的学习交流平台，进

行关于生命教育的相关培训，形成正确良好的生命观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升华教师的生命教育知识素养。 
教师自身可以通过查阅国内外优秀的生命教育教案，提升自己综合素质，创新生命教育的形式。实

践研究发现，绘本阅读也是生命教育的有效途径。绘本中色彩鲜明的图画和通俗易懂的故事直击幼儿内

心。在教学中可以运用相关绘本向幼儿传递生命哲理，让幼儿在一页页画面里感受生命的价值。除此之

外，尝试让生命教育走出教室，使之不局限于课堂，让教师带领幼儿参观野外大自然，引导幼儿在观察

生长衰败的过程中感悟生命的意义。 
教师应充分利用园内现有的资源，发挥区角、功能室的积极作用。同时抓住具有教育意义的随机事

件，从事件中获取灵感，设计相关的生命教育生成活动。随机教育活动重视与生活经验相联系，让孩子

在具体场景中学习并得到更深刻的体验(韩映虹等，2013)。 

5.3. 环境创设层面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儿童发展受多层次环境系统的影响，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

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时间维度及其他信息，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刘玥，2019)。
对幼儿来说，微观系统主要来源于家庭和学校。在学校，幼儿园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区角、宣传栏和环境

创设的影响。在幼儿经常经过的宣传栏等区域投放生命教育相关图片、绘本等，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环

境。植物角或者菜园种植要让幼儿亲自动手，提高参与性。可以鼓励幼儿关注一颗种子发芽、长大、开

花、结果、枯萎的全过程，通过观察和记录的方式发现生命的成长变化，从中知道生命是有周期的、不

可轮回的、持续变化着的(丘红英，2020)。 
总之，幼儿生命教育要注重利用环境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优化园区环境，构建生命化的校园，确

保园内建筑与装饰安全健康、温馨舒适，使环境充满生命律动与活力，校园内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一

人一物都体现出对生命的熏陶与感染；营造关爱生命的园区文化，创设独特的生命教育文化，形成充满

生命情怀的教育生态环境，培养幼儿对生命的理解和热爱，激发幼儿潜在的生命创造力。 

5.4. 其他层面 

社会是幼儿成长中不可割舍的场所之一。社会中的人们要逃脱传统观念，树立起正确的生死观，认

识和接纳生命的自然进程和规律，创建良好的社会氛围，进而才能更好地培养幼儿正视死亡，理解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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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观念。死亡教育和性教育还可以和健康教育中安全自护的内容有机结合，帮助幼儿认识并理解如

何防范生活中的不安全因素，保护生命，远离危险。 
利用好大众传媒这一双刃剑的积极作用，营造积极向上、远离暴力的网络社区环境。通过传播正确

的生命教育理念，帮助他们进行分辨筛选，引导幼儿吸收健康积极的元素。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不良游

戏、动画的监管，维护纯洁的文化环境，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引导作用，使幼儿在正能量的社会环境中，

体验到生命的美妙与多姿，润育出乐观坚定的精神力量，助力儿童不断走向远方。让生命教育乘着大众

传媒这一“东风”，传播地更远更久。 

6. 结论 

未来的幼儿生命教育，首先，要从宏观角度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知识，充分了解、

认识幼儿生命教育，为幼儿生命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方案指导，丰富幼儿生命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始

终将幼儿生命教育作为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不仅要关注生命教育的师资、教学方法等问题，

还要落实到现实层面中的具体实施上，探究多种幼儿生命教育的途径。最后，生命教育应使家庭、学校、

社会有机结合起来，从三大方面发挥合力，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命教育环境，促进幼儿生命教育的

良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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