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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在自身的前行途中，对自身及他人的生命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在当下，对于中学生

的生命教育却暴露出了大量问题，譬如生命教育教授内容悬于高空，生命教育不和学科教育相融，生命

教育困于理论没有实践等问题。针对当前的情况，文本分析了家校协同对于向中学生普及生命教育的作

用和影响并提出了家校间怎么才能更好协作起来普及生命教育的策略。只有这样，生命教育才能真正发

挥出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的效用以及引导学生树立对其他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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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itude towards one’s own and others’ live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progress. How-
ever, at present, a large number of problems have been exposed in the life educ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ch as the content of life education being suspended high, life education not being 
integrated with subject education, and life education being trapped in theory without practice.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text analyzes the role and impact of home-school collabora-
tion in promoting life education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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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to promote life educ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life educa-
tion truly play a role in ensuring students’ safety and guiding them to establish respect for othe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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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生命教育是为了人的全方位多层次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做到的，也是教育行为的基础。生命教育，从

广义上讲，是教导学生如何正确每一独立生命、如何处理生命的诞生及消亡的教育，生命教育的目标是

通过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使学生懂得尊重、爱护地球上每一个值得珍惜的生命，能够在向好的层面上

正确看待这些生命，并努力构建和谐的环境；“教育的生命关怀，才是教育的本真关怀，引导人去认识

生命，丰富生命，提升生命，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1]鉴于此，对中学生生命教育的家校协同方式进

行研究就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家校合作，使青少年学会珍惜生命，并通过一系列生命实践活动的开展，

提升他们的生命价值。 

2. 中学生生命教育现状 

(一) 生命教育落实不到位 
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内不良恶性事件，一方面使得各界群体开始关注对中学生进行生

命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当前社会中对于中学生开展生命教育的不到位，如最使人大为震惊

的而又频繁发生的校园欺凌现象，实施暴力的人和受害的人均为同学校生，且大多都是女中学生，前者

和后者所显露出的差异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无比大的冲击。 
由于受到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科举考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即使是生命教育，本本主义倾向也很严重，

重理论轻落实，导致中学生忽略生命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在生命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首先，生命教育的教授过程不切实际。不管是从教师方面还是从教学方面，当前的中小学生命教育

都有一些缺陷。从教师角度来看，大多数教师只知道按图索骥，去教授书本知识，而没有做到知行合一，

带领学生实践，并且在进行生命教育实践时，教师、学生家长等为追求结果性的目的，认为不论采用什

么样的手段，只要对成绩提升有效即可，“像生命教育这样不考试的科目或者考试不涉及的知识点就往

往处于‘教与学’的边缘地带，学校、教师、学生都不重视，从而很难让生命教育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这样尽管有教育主管部门发文并三令五申要对中小学生开展生命教育，但却往往流于形式，很难落实到

位，成为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2]学生的主体性则没有得到发挥，生命教育不是书本教育，不能是本

本主义，它必须要不断的实践，让学生切身的感受生命，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如果生命教育不落到实处，

仅限于教室之内，课堂之上，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毫无作用，他们将不会有任何兴趣去了解生命，更不

用谈去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作为一名教师，要拒绝“唯分数论”，既要注重学生学业，更要关注学生的

生活，教书、育人，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要从细微处入手，正视这些问题，努力解决，真正把生命教育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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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仅是学校可以对孩子开展进行生命教育，这其中更离不开家庭的参与与帮助。然而当前家

庭教育中生命教育却有着巨大的缺位，使得中学生的生命问题愈发严重。中学生的心理发展还不完全成

熟，心智也还未健全，很容易被其他人的观念影响，特别是容易被身边的父母亲属所左右。因此，家庭

一方在孩子生命教育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是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很多家长对中小学生生命

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不能正确地认识到生命教育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很多家长动辄说教、打骂，这就

导致孩子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01~2002 年在全国进行的‘中小学生人身

伤害的处理与防范’调查显示，青少年在遭到父母说教或打骂时，67.3%的人感到伤心、痛苦和气愤，18.1%
的人想离家出走，有 9.2%的人产生死的念头，还有高达 14.4%的人产生报复心理，其中 84%的人想和施

暴者拼命，6.0%的人想长大后与之算账。”[3]在他们眼中，小孩子的心理问题并不算是问题。但实际上

对待生命的态度问题是没有年纪区别的，生命观同样也是人的全方位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生命教育不

能仅局限于身体康健就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生命教育的系统性。 
(二) 家校联系不足 
在很多时候，家校双方尤其是家长，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家校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各有各的职责，

互相不应有往来，学校就管好学校的责任，家长就管好家长的责任，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家校本身就

不能分开，它们之中有一个共同的中介，就是孩子、学生，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既需要学校的大力参

与，也需要家庭的倾力加入，但现在，家庭和学校在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时候，缺乏有效的合作。一

方面，学校教育自主性过强，忽略家庭教育。学校作为主要教育平台，拥有优质、丰富的教学资源，具备

有组织的、系统的教学体系，一般在学生生命教育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因而学校方有时忽视家庭进行生

命教育的必要性，导致家庭学校分离，互不合作，青少年的生命教育也会有缺失。家庭也没有承担起应

有的责任，和学校进行良好互动。大多数家长因为工作原因，平时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去管理孩子，他

们自身都无法经常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更不用说与学校合作，共同开展生命教育。例如，在农村的留

守儿童因家校之间没有形成良好沟通，就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下，学校生命教育还面临一大社

会问题：农村中的‘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与孩子聚少离多，沟通少，远远达不到监护的要求”

[4]。 
(三) 中学生生命意识尚需加强 
笔者曾对身边部分中学生展开调查，在访谈过程中，针对问题“当你在路上看到受伤的流浪猫或者

有人在伤害流浪猫你会怎么做？”，超过半数的学生选择了不会帮助，而“当你看到媒体报告青少年自

杀时的想法”这一问题反映出的现象更为严重，近一半的学生选择理解他们，虽然调查数量并不很多，

但深刻反映出青少年在面对死亡时对自己以及他人生命的不重视，当前很多青少年都没有清晰认识到生

命的价值，没有对生命有基本的尊重与珍惜，对生命内涵的理解也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而这从一个侧面

也反映出学校和家庭对学生生命教育的培养并没有发挥良好的作用，因为在这一阶段，“青少年多处于

叛逆，自我意识觉醒初期，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格外需要心理上的关注以及沟通。”[5]。 

3. 家校协同是普及生命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 生命教育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品德教育，既有个人品德，也有社会公德、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大德。”[6]。

而生命教育则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中学生开展生命教育的社会重要性不容忽视，它关乎国家未来、

民族希望和个体成长。在现代社会，生命教育的缺失往往导致中学生生命意识淡薄，无法正确认识和珍

视生命，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诸多问题。近年来，中学生“霸凌”事件、

危害社会安全的事件频频发生，这无不提醒着人们对学生开展生命教育的紧迫性。首先，它有助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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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健康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使他们意识到生命的宝贵，从而更加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这对于构

建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作用。其次，生命教育能够提高中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他们面对挫折和困难的

能力，使他们在社会变迁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再次，生命教育有助于塑造中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的道德建设贡献力量。最后，生命教育的实施有助于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提高社会安全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因此，向中学生开展生命教育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

义，要从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等多个层面共同努力，将生命教育落到实处，为培养具有生命意识、责

任感和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 
(二) 家校协同普及生命教育的优势 
(1) 成效显著，对学生影响更为深刻。生命教育是一种使学生耳濡目染的特殊教育，它不仅需要教授

学生以理论性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带领学生实践，培养他们的生命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和老师无

不在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家校面对的是共同的培养对象，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只有双方

同心协力，才能更广更深地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做到系统优化，达到一加一大于二、整体大于部分功

能之和的效果。 
(2) 有效避免生命教育缺位。如果家校分离，各自进行教育，虽然一定程度上能防止过度干预情况的

出现，但更容易出现步伐不一致，只有一方负起责任，另一方反而在拖后腿，导致学生产生迷惑心理，

造成生命教育的缺位。而家校协同只要配合得当就能对学生的生命教育进行全覆盖，形成正向的合力，

避免因步伐不一致而抵消。并且家校协同对学生开展生命教育的过程，也是家校之间相互磨合，共同进

步的过程。 
(3) 激发家校双方参与学生生命教育的积极性。当前家校双方对学生的生命教育都是一个消极的态

度，生命教育不开展，被占据的例子比比皆是，家长和老师都认为有开展生命教育的时间不如多讲两道

题，多让孩子写写作业，并且家校双方一旦只是各司其职，更会丧失积极性，家长会觉得教育学生全部

是老师应当承担的责任，老师也会觉得这是家长的责任，自己不需全部承担，都会消极怠工，导致学生

不能受到良好的生命教育，而家校协同推进生命教育，使老师和家长都互相增进了解，并且通过互相合

作，明确职责，使其形成良性竞争，激发家校双方参与学生生命教育的积极性。 
(三) 家校协同普及生命教育的影响 
(1) 对学生生命教育完整度具有重要影响。中学生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的互相协

作，仅仅依靠一方的生命教育一定是不完整的，学校是给予学生最多知识能力的地方，家庭是带领学生

亲身实践感受的最好的地方，而生命教育既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只有二者协同起来，向学生普及生

命教育，才能更好的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让学生完完整整的体会到生命教育的涵义，对生命真

正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学会珍惜生命，尊重生命。 
(2) 提升家庭教育的专业性。学校毕竟是一个掌握专业教育资源的地方，在很多地方都要比家庭专业

的多，而家庭由于认知结构、地位、身份的差异，所持有的一些教育观念有可能是过时的或者不正确的，

家校协同普及生命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家庭向学校学习专业教育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

过家庭与学校的配合，家长会学习到很多很多新知识与新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教孩子生命教

育，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对于孩子的教导也会更好。 
(3) 促进社会逐渐形成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环境。家校双方向学生共同普及生命教育，在这个过程

中，家长和老师都会明白生命教育的意义，学生也会逐渐体会到什么是生命，该怎样去对待生命，前者

在社会中已经占据了绝大多数，不仅自身能身体力行，而且更能带动这个社会尊重生命，热爱生命，而

后者作为整个社会的未来，则更对社会环境的营造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家校协同普及生命教

育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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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针对家校协同普及生命教育的对策建议 

(一) 明确家校共同教育的职责 
“教育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往往缘于家校之间缺乏共识，甚至互不理解、互相指责，不能形成教育合

力，因而影响了育人效果。”[7]首先，学校和家庭在进行生命教育上形成共识，是家校协作的前提。一

方面，学校为家庭提供必要的专业理论支持，帮助父母掌握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方法。简单来说，学

校的生命教育过程、措施可让家长观摩学习，让他们参与进学校对孩子的生命教育教学活动之中、掌握

学生接受教育的全过程，通过了解学校是怎样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提升家长的教授专业知识，使他们

得到启发，更好地在家庭中开展教育。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主动寻找与家庭合作的机会，为家校之间

形成协作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可以建立家校生命教育的定期沟通活动，打破家校隔阂，加强交流。 
其次，明晰家校教育责任界限是家校协作开展生命教育的保障。家庭和学校是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

的两个不同的场所，各自的环境不同，所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因此，在对学生开展生命教育的过程中，

家校双方都应该严格执行，做好自己的事情，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一定要避免其中一方对另外一

方的生命教育过程的过度干涉。总而言之，既要让家长适当参与进学校的生命教育过程，又要通过一定

的规范，使他们不会过度干预学校的教学，避免家长进行生命教育的过度感性，从而使家校协同对学生

进行生命教育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共识的达成和界限的明晰，一方面可以增强生命教育的一致性，确保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中接受

到一致的教育内容，提升教育效果。另一方面也为家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奠定了基础，营造出一

种支持性的沟通环境。 
(二) 教师和家长参与到生命教育的全过程 
首先，传统的观念认为，学校只负责教授孩子知识理论，家长只负责带着孩子去做，老师先教会学

生，家长再带着去实践，这样是不行的，只会导致步调不一致，家校要想更好的合作，去开展生命教育，

就必须抛弃传统的观念，携起手来，共同参与到学生生命教育的全过程中来，老师不止教学生知识，更

可以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带领学生们去亲身的实践，在实践中感受生命的意义，也正因为老师

更为专业，因此其参与到学生生命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去更为有效也更能促进学生的理解，并且由于生命

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互相交叉，教师将生命教育与学科教育相互融合进行教学，也能使学生在进行生命

教育的过程中学习到更多的学科知识。同时，家长是最早陪伴在学生身边的人，学生对家长也最为信任，

家长不仅要做好一个榜样，带领学生去实践，也可以参与到对学生的教导当中，而且家长通常是用更为

口语化的语言对学生进行讲解，学生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理解。 
其次，在对于学生的生命教育过程中，还有一个环节很重要但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即评价环节。对中

小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不仅是要教他们怎么做，也要对他们所做出的行为进行评价，来检测他们对于生命

的看法是否正确，可以说，评价环节关乎学生生命教育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也关乎中学生们对待生命的行

为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因此，家庭和学校不仅要教学生知识理论，带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实践，也更要对

学生的行为进行及时的评价，如果他们做的不对，一定要加以改正，以防他们迷失方向，甚至走向歧途。 
综上，教师和家长参与到学生生命教育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提升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发挥出各自

优势，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还能够强化、巩固生命教育的后续成效，使生命教育的内涵更

加深入学生内心。 
(三) 充实家校协作内涵，拓展生命教育的途径 
(1) 开展“角色扮演”，探讨生命真谛 
此前一直在国内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生命带来了很大的危机与困扰。在对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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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生命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以由此入手，展开教学活动，比如在疫情期间学生在家需要不断地做核

酸检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开展角色扮演活动，不同的学生扮演医生、护士、核酸检测志愿者和患者，

在班级中创建出一个情境，让学生在情境进行的过程中，进一步体会到医生和护士拯救一条生命的不易，

感受生命的珍贵。 
(2)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学校可以多多举办适应中学生当前发展阶段的相关主题的生命教育活动，围绕学生的兴趣点和发现，

持续推进探究活动，使学生在认识到生命的珍贵的同时，树立自我保护的意识，并学会使用正确的方式

保护自己，进而懂得珍爱生命的意义。比如，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以开展观察小鸡成长的活动，让学

生从孵化小鸡，养育小鸡的过程中感受生命的降生和成长，对生命历程有一个更为直观深刻的印象。亦

或者开展有关生命的经典诵读活动，使学生在经典的诵读过程中体悟生命的意义。 
(3) 整合家庭教育，开展家校活动 
“家长对孩子生命安全教育影响深远。家长对孩子生命安全教育是长期的、持续的。由于家长是孩

子最亲密、最信赖的人，所以家长的教育是无以替代的，影响是终身的。”[8]在新时代背景下，整合家

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开展家校活动，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这不仅能够加强家庭与学

校之间的联系，形成教育合力，还能提升家长的教育参与度，共同塑造学生的良好品格和习惯。措施上，

可以通过定期举办家长会、家庭教育讲座，以及开展亲子活动，增强家长的育儿能力；同时，建立家校

沟通平台，如微信群、家校联系册等，确保信息畅通；此外，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担任家长委员会成

员，共同制定和实施教育计划，以此构建家校共育的良好格局，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 
途径的增多可以带来内容的丰富，生命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会逐渐增加，并且，在各种活动的进

行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度也会得以提高，从而让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加深对生命的理解。此外，不同的教

学形式也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潜能的挖掘。 

5. 结语 

习近平指出：“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

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9]生命教育是让学生对自身生命引起重视的教育，对

学生的品德具有重要作用。中学生是国家建设的新一代后备军，国家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学生的

影响。对中学生开展生命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本通过对中学生生命教育的家校协同现状进

行深入探讨，阐述了当前家校协同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总结而

言，优化家校协同方式对于提升中学生生命教育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促进了家庭与学校之间

的紧密合作，还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全面、和谐的成长环境。生命教育的家校协同之路任重道远，需要我

们持续关注、不断探索和完善，以确保中学生能够在健康、向上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为构建和谐社会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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