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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教育是当前国家重要教育战略，幼儿生命教育也是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生成性教学与

生命教育具有高度的契合度，能有效提升幼儿生命教育的效果。基于此，运用文献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

从“实施目的”“师幼关系”“实施方法”三方面探寻生成性教学与生命教育的关系适切性，并在生成

性教学视域下探讨幼儿生命教育活动目标的制定、活动内容的选择、活动实施方法、师幼关系的确立，

以期丰富幼儿生命教育理论，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幼儿生命教育实施路径，进一步提高幼儿教师的生命

教育素养，实现幼儿身心的“生命化”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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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at present, and preschool life educ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Generative 
teaching and life education have a high degree of fi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pre-
school life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utilize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ergent teaching and life educat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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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aspects: “implementation purpose”,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Additionally, it discusses the formulation of activity goals, the selection of activity content, activity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in life education ac-
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ent teaching. The aim is to enrich the the-
ory of life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provide reference-worthy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life education, further improve the life education literacy of preschool teachers, and achieve “life-
oriented” growth i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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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生命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具有感染

力的教育思潮。2021 年 11 月 15 日，教育部正式颁布了《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明确强调了将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全方位融入中小学课程教材体系之中，旨在构建一个系统化、常规化、

长效化的生命安全教育环境。这一举措不仅为幼儿教育阶段生命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导向，也

进一步凸显了生命教育在幼儿成长历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在幼儿教育这一关键时期，生命教育作为一种

致力于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不仅关乎幼儿的基本生存技能与生活能力的培养，更深刻地触及到幼

儿的成长潜力与价值观念的塑造。它强调以人为本，关注幼儿的人性光辉与价值认同，为幼儿铺设一条

通往健康、幸福人生的道路。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顺勇提出了《关于将生命教育纳入

中小学课程体系的建议》，建议将生命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通过完善生命教育体系、创新教学方

式和评价机制等措施，提升学生的生命意识、健康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在教育界，关于幼儿生命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发展，幼儿阶段是接受生命教育的最理想阶段，同时幼

儿期的生命教育是整个生命教育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生命教育在我国幼儿教育领域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推动幼儿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1]。生命教育不仅关注个体的生命观念

形成，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和人生观[2]，而且强调通过自然教育等多维度的教育方式，培养幼儿亲

近自然、热爱探索、珍惜生命、崇尚创造及善于生活的能力[3]。华德福幼儿园的实践表明，生命教育可

以通过人智学理论指导、亲生命性的环境创设、日常生活中渗透教育、自主玩耍以及生物活力农耕等活

动形式，有效地促进幼儿的生命成长[4]。然而，尽管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

临一些挑战，如教育目标偏离、活动内容缺乏科学指导、教学评价单一等[1]。此外，幼儿园在进行家庭

教育指导时，也应充分考虑幼儿的生活背景，采取综合化和个性化的指导策略，以提高家庭生命教育的

质量[5]。这些研究和实践为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但是，综观已有研究成果，

幼儿生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研究主题狭窄，主要集中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安

全教育等方面，缺乏对幼儿生命情感、社会关系的观照，也缺乏与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生成性教学的结

合；研究成果推广不足，目前幼儿生命教育研究的成果大多停留在学术界，还需加强对幼儿生命教育实

践的有效推广和应用，等等。因此，亟需从幼儿的生命价值出发，倡导一种适切性的幼儿生命教育。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曾经作出如下指示：“教师在教学过程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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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生成性教学在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探索演化中逐渐发展，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强调了课程内容的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生成性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

持和方向指引，生成性教学注重师幼之间的共生关系，讲求教学活动的动态灵活，追求生命主体间的生

命体验与对话。生命教育与生成性教学实质上都尊重人与生命、人与环境之间的张力关系，同为追求“生

命在场”的教育价值取向，并且，本质上都是“以人为本”。因此，可以从生成性教学视域下观照生命教

育，在厘清二者的内涵与关系适切性的基础上，找寻实施生命教育的最佳路径，并以此来激发师幼之间

内在的生命潜能，使生命教育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2. 生成性教学与幼儿生命教育的内涵 

2.1. 生成性教学的内涵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传统的以“书本、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方式不符合现代化教

学理念的要求，线性单一的知识传授方式一定程度上违背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生成性教学方式成为课

程组织与课堂活动所推崇的发展路向。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动态生成的，绝对标准的正确答案

是不存在的，这类似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主张的“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并且知识的学习是学习

者通过对话、操作、协作主动地进行意义建构，以学生为本，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学习者之

间的对话、合作与探索，建构主义的观点与生成性教学的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处。生成性教学在素质教育

理念下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学生自由全面发展为理念[6]，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共生共存，

强调动态灵活的创造性教学活动设计，讲授与对话互补，注重生活化原则与生命化体验，在创造性的弹

性环境中使学生获得发展，实现师生的生命对话。 

2.2. 生命教育的内涵 

1968 年，美国的杰·唐纳·华特士首次提出了“生命教育”这一概念，他认为生命教育就是引导学

生充分体验人生的意义，协助他们为迎接人生的挑战作好准备[7]。而后，关于生命教育的研究开始在世

界各国兴起，以美国为代表，各国逐渐形成了各具本国特色的生命教育课程体系。20 世纪末，生命教育

的概念在我国出现，叶澜教授最先开始关注“生命”及其与教育的内在联系，她主张“从更高的层次—

—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建构新的课堂教学观”[8]，随后，关于

生命教育的研究拉开了序幕，并也出现了本土化的趋势。 
在对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中，对生命教育以及幼儿生命教育提出了日益丰富的概念，我国学者冯建

军认为，生命教育就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生命意识熏陶、生存能力培养和生命价值的

提升，使学生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8]。赵振

国认为幼儿生命教育既包含为了幼儿生命主体的自由和幸福所进行的生命化的教育，也包含通过引导幼

儿对生命之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等生命过程的认识，核心在于培养幼儿积极的生命情感态度和良好

的生命品质，为幼儿一生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9]。综合各位学者的概念界定，本研究认为幼儿生

命教育是一种针对学龄前儿童进行的与“生命”有关内容的教育，在学前教育阶段引导幼儿认识生命的

珍贵，初步了解自我的生命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激发幼儿内在的生命力潜能，释放生命创造的能量，

提升其生命保护意识的教育。本质上与各阶段的生命教育一致，注重生命成长，尊重个体差异，强调师

生共生，倡导教育活动的开放与生成。 

3. 生成性教学与幼儿生命教育的适切性 

生成性教学重视儿童主体性创造、潜能的发挥，强调灵活性与个性化发展，在幼儿园教育中，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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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幼儿好奇、好动、好模仿的特性适合于生成性教学。其次生命教育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活”的

过程，幼儿可以尽情表达自己对生命的认知和感受，从而不断激发他们自主性和责任感的发展，这表明

生命教育本身具有生成的特性。生成性教学与幼儿生命教育注重的生命体验、情感培养及自我保护能力

提升等核心价值相契合，共同促进幼儿在探索生命奥秘的过程中实现全面发展。 

3.1. “目的”的适切性 

生成性教学作为现代教学理念，是对“接受性学习”的一种超越与批判，也是对“预设性活动设计”

的补充和修正，注重知识的生成，关注生命的成长，秉持“人的全面发展”之于教学的终极价值地位[10]。
在教学过程中以人为本，加强弹性预设，给予生命发挥创造的空间，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彼此尊重差异、

对话合作，对知识进行有意义地建构与完善，实现学习者的生命成长。 
生成性教学强调在生成性的环境中注重生命的体验，这与生命教育的目标有很高的契合度。对于幼

儿阶段来说，生命教育始终以幼儿为中心，旨在帮助幼儿了解自我的生命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激发

幼儿内在的生命力潜能，释放生命创造的能量。同时，通过师幼对话、创造性的活动引导幼儿感受生命，

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中认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与生成性教学理念的目的不谋而合。 

3.2. “关系”的适切性 

生成性教学理念强调师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共生共存关系，在彼此的对话中注重生命体验，激发

生命的活力。区别于以教师或学生一方为主体的“单一主体论”以及将师生作为对立关系的“二元主体

论”，生成性教学主张开放包容的教学活动环境，尊重人与生命、人与环境之间的张力关系，生命各主

体间各自有独特的属性，在教学活动中通过交流聆听、互相合作达到彼此共融、相互转化，充分发挥生

命的活力。 
人与生命、人与环境之间的张力关系，是生命之间可以彼此对话、共同创造的空间，这种关系改变

了以往“单一线性的知识传授模式”，激发每一个生命主体发挥创造的活力，促进生命彼此相互依存。

幼儿生命教育需要在彼此平等、相互尊重的环境中进行，使幼儿感到安全，乐意敞开心灵与同伴、教师

交流合作，体会生命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并且，生命教育也关注师幼之间的相互关怀，教师保护幼儿的

好奇心，通过观察、体验、对话、彼此照顾等活动，巩固幼儿的生命认同，教师从关注活动预设与活动结

果的活动组织者转变为关注幼儿、欣赏幼儿的支持者，在彼此爱护共融的关系中感受生命教育的内在意

义。因此生成性教学关注的师生平等关系与生命教育注重的生命彼此尊重爱护高度契合。 

3.3. “方法”的适切性 

生成性教学摒弃了课程实施忠实取向，更加关注教学的情境性与动态生成，注重师生在教学过程中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它关注的不是教学规律，而是具体的教学过程；不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控制，

而是师生的多向互动；不是教学流程的顺利实现，而是有意义的教学资源的生成[11]。因此可以看出，生

成性教学理念强调非线性单一的方法，教师根据教学情境的变化灵活调整教学活动，及时回应学生的需

求，巧妙利用随机出现并且可以使用的教学资源，在灵活弹性的空间里鼓励生命创造，体现生命价值的

独特意义。 
开展生命教育的前提是对生命个体的高度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具有独特的生命个性、丰富的情

感精神世界，在这样的基础上尊重差异、照顾个性，才能引导幼儿充分感受到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更

加积极主动地彰显生命活力。生命教育不是一种简单知识传授教育，而是一种丰富的“生命体验教育”，

需要利用一些具体的事物与活动使幼儿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与弥足珍贵，充分利用生活世界的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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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方式就需要教师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善于发现并利用存在于幼儿生活中鲜活的、有意义的

案例，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创造的活力。 
总之，生成性教学理念与幼儿生命教育在实施目的、师幼关系、实施方法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契合度，

在生成性教学视域下探索幼儿生命教育的实施路径，可以优化幼儿生命教育的实施路径，也能激发师幼

内在的生命潜能，使生命教育可以在学前教育阶段取得良好的效果。 

4. 生成性教学视域下幼儿生命教育的实施路径探析 

生成性教学与幼儿园生命教育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二者相互契合、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在

幼儿园中，活动是实施生命教育不可或缺的方式，而生成性教学为幼儿园生命教育活动的目标制定、内

容筛选以及实施方式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故而，深入探讨在生成性教学视角下如何实施幼儿

生命教育，成为了充分挖掘生命教育育人潜能的关键所在。 
在生成性教学视域下，幼儿生命教育的实施路径应关注幼儿生活的实际情境与变化，基于活动预设

灵活调整，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关注幼儿情感体验，重视生命化成长，让幼儿在探索性活动

中得到生命体验与成长，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 

4.1. 活动目标的制定：注重生成性教学的灵活性 

生成性教学理念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中心目标，关注生命的成长，知识的生成，在教学过程中始终

保持对人的关注。生成性教学不是完全摒弃教学的预设性目标，而是基于对教学活动的预设在实施过程

中适当调整，并随时发现活动过程中有意义的资源以及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及时介入随机教育，进一步

对教学活动进行扩充与完善[12]。生成性教学目标的落实需要教学活动中融入更多的关怀元素，强调生命

体验，尊重并巧妙利用幼儿的创造活力，在预设性目标下逐渐生成[10]。 

幼儿生命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幼儿了解自我的生命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激发幼儿内在的生命

力潜能，释放生命创造的能量。因此在具体的生命教育活动中要体现生成性教学理念，基于预设性目标

涵盖认知、情感价值观、技能等多个层面设计活动目标，但不拘泥于一种形式，使教学活动不断开放发

展。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具备生成性教学理念，不固守活动设计的预设性目标与内容，要及时根据幼儿

的经验与兴趣，对教学活动进行调整，对幼儿的需求进行回应，引导幼儿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活动中，

使幼儿持续地体验、感悟。 

4.2. 活动内容的选择：关注幼儿的情感体验 

生成性教学注重学科知识与生活知识共融，批判传统教学割裂了学科知识与生活的联系、忽视教学

对于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关注[6]，主张生活世界与书本世界相互联系，结合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生活经

验，在生活化的情境中丰富幼儿的情感体验。生成性教学也注重教师在活动中灵活捕捉动态生成的教育

资源，发现教学预设之外的教育契机，教师需要积极有效的拓展教育空间，丰富幼儿的认知，使整个教

学活动更加饱满，满足幼儿的需求，加深幼儿的情感体验。 
幼儿生命教育同样力求活动内容与活动形式的真实性、生动性，在鲜活的生活世界感受生命的美好，

体验生命的活力。教师要善于将生活中的资源运用到生命教育活动中，但这种资源是属于幼儿可以理解

的“生活资源”，例如，可以将一些自然元素转化为教育资源，引导幼儿观察园内的绿植或带领幼儿共

同种植盆栽，体验生命经历春、夏、秋、冬的自然循环，积极引导幼儿了解生命的基本特征，感受生命与

自然界的息息相关，通过植物的四季循环隐喻人的一生，使幼儿感知人类生命的自然过程。或者与家长

携手为幼儿建立成长档案，邀请幼儿记录自己从出生到幼儿园的成长轨迹，熟悉自己的成长经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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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自己的爱与付出，萌发幼儿对父母的感恩之心，也要教会幼儿感激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帮助的人们，

更加珍惜他人的关爱，珍视每一个生命体。 
另外，教师要善于抓住教学活动中的动态生成性资源，相机而教，因为生命教育是幼儿自己的生命

活动、生命体验，不是教师完全对教学的操控，需要教师在活动中关注幼儿的需要与兴趣，使幼儿能感

受到自己置身于活动中，能够得到老师、同伴的关注，及时回应幼儿的需求，并将活动中幼儿关注到的、

感兴趣的有意义的内容引入到活动中，也可以将活动内容与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向活动外延伸，与幼儿

的生活产生联系。这样既可以丰富活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能够丰富幼儿的情感体验，扎根幼儿的生活

经验。 

4.3. 活动的实施方式：重视生命化成长 

生成性教学理念注重活动实施的动态与生动，在尊重幼儿生命体验的基础上灵活选择教学手段。一

方面，生成性教学理念主张在活动中依据活动情境灵活调整教学实施方式，在预设性的活动方案实施过

程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注重生命化体验，而不拘泥于使用单一的方式；另一方面，生成性教学理念注

重教学内容与生活经验的联系，教学手段的选择要贴切生活，要使幼儿能够产生共鸣，并能够使生命在

探索性的活动中得到成长。同时，强化家园社共育机制，共同促进生命教育的深化，使幼儿在探索性活

动中获得生命成长，形成正确的生命价值观。 
幼儿生命教育实施过程中就需要灵活选择实施方式，依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与活动情境展开生命

教育。首先，可以通过渗透式方法在一日活动中展开生命教育，把握日常活动中关于人、物体、事物等

机缘，对幼儿进行潜移默化的生命教育，使幼儿感受到生动的生命体验，例如一日生活活动中体验生命

的珍贵，通过健康安全教育学会对生命的保护，社会活动中感受幼儿之间的合作，学会关怀他人等等。

其次，开展生命教育专题活动可以采用一些生动的教学手段，可以通过情境教学、活动探究、参观体验、

角色扮演等手段开展活动，在教师的组织下，幼儿认知与情感都能融入到活动中，使幼儿能够获得真实

有趣的参与感受，并能转化为生命情感体验，也可以使设身处地地感知生命成长的意义。最后，在灵活

选择实施方式的同时，还需强化家园社共育机制，共同促进幼儿生命教育的深化。第一，邀请家长参与

幼儿园的生命教育活动，如亲子共读生命故事、家庭生命教育小任务等，增强家长对生命教育的理解和

支持，形成家园一致的教育理念。第二，利用社区资源，如动植物园、敬老院、消防站等，组织幼儿进行

实地参观和体验，拓宽生命教育的视野。通过社区活动，幼儿能够更直观地了解生命的多样性和社会的

复杂性，增强生命意识和责任感。第三，建立家园社共同参与的幼儿生命教育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家长

和社区对生命教育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活动内容，确保生命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5. 结语 

总之，幼儿生命教育不是知识性教育，是以生命体验为主要方式，在直观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感受、

欣赏、体验生命，注重幼儿的情感体验，关注生命主体的关怀对话，也重视活动中的生成性资源，体现

了教育过程中对幼儿主体的尊重与发挥。幼儿生命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其与生成性教学的适切关系，从生

成性教学视域下探索幼儿生命教育的实施路径，希望能为教育者提供有益实施建议，推进幼儿园生命教

育的改革。但生命教育是一项整合工程，要涉及幼儿园、家庭与社会，它要求教育者不仅要具备专业的

教育技能，更要怀揣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勇于尝试、不断创新，关注每一位幼

儿的个体差异与成长需求。同时，生命教育要贯穿于幼儿的一生，实施生命教育的场域绝不仅限于幼儿

园等教育场所，而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系统。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团结公众，通过各方协同努力，

使生命教育在幼儿园、家庭以及社区遍地生根，为幼儿提供更加安全、和谐、美丽、快乐的成长环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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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真正回归到生命的本质，推动幼儿生命教育蓬勃发展，为幼儿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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