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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心理问题的频发，生命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推动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任务之一，生命教育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大学生生命教育仍然存在课程设置的局限

性、课程内容的乏味性以及死亡教育的缺乏性等困局。基于“敬畏生命”的视角，在敬畏理念下建构大

学生生命教育的实践模式、树立大学生对死亡及其相关事物的正确认知、构建系统性生命敬畏感提升机

制以及优化学校生命教育资源进行破局，推动大学生生命教育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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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life education has increas-
ingly drawn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ife education also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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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till some predicaments in lif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t present, such as the limi-
tations of course settings, the dullness of course contents, and the lack of death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we for life”, breaking through these predicaments by constructing a practical 
model of lif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reverence, establishing college 
students’ correct cognition of death and related matters, building a systematic mechanism to en-
hance the sense of awe for life, and optimizing school life education resources, can promote the vig-
orous development of lif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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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厄恩斯特·迈尔说“生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造物，最复杂且玄妙的现象，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与

之相媲美”。2023 年 4 月 20 日，教育部等 17 部委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的通知，指出应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

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这些无不体现出生命是一切教育的起点。然而，伴随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大学

生的成长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其生命与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凸显。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十大育人体系”

建设的背景下，高校的人才培养不仅指向知识的掌握，生命教育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在高

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是推动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

一。 

2. 生命教育的起源与概念 

美国著名教育家唐纳·华特士在 1968 年首次提出生命教育这一概念。欧洲融入公民教育的生命教

育、日本大纲本土化的生命教育均已各具特色[1]。大陆生命教育起步较晚，但在国家、研究者和各级力

量的努力下，发展迅速。至此，关于生命教育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逐渐重视生

命教育。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首次直接提到“生命教

育”的概念。这些年，教育部门接连出台的政策文件均强调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各省市在结合教育改革

以及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发布了许多与生命教育相关的工作指导意见。明确要在大中小学开展生命教育，

帮助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敬畏生命。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也包含有珍

爱生命的要点，强调学生要理解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2]。 
生命教育指通过教育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培养珍惜和尊重自己以及他人生命的态度，并

在获得人格健全的发展[3]。生命教育包括生存能力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生命态度教育、死亡体验教育

以及生命价值升华教育等。生存能力教育是指对生存能力的培养，具体包括适应能力、抗挫折能力、安

全防范能力等；生命价值升华教育指生命质量的提升教育，主要包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4]。 
本课题关涉广义的生命教育，即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包含多个维度与层次，概言之，

它包括关于生命的教育和遵循生命的教育[5]。前者指生命真善美的教育(即狭义的生命教育)，后者是以

生命为基点定位教育，即生命化的教育。我国教育要求以人为本，生命是教育的出发点。因而，生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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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引导受教育者以生命为中心去思考自身、他人、社会以及自然，通过生命认知、情感、意志来培养受

教育者的生命意识和智慧[5]。生命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生命本身让人们认识、感受、理解生命，从而珍惜、

热爱、敬畏生命。敬畏生命是生命教育的重要主题，生命教育要求向受教育者传递生命价值观。 

3. 不同领域下的敬畏生命阐述 

3.1. 伦理学视角下的敬畏生命 

德国著名思想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开创了有关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研究。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主要指

的是人类的生命，也会涉及到动、植物的生命，而伦理学的研究是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性研究。因而，可

以将生命伦理学理解为采用伦理学理论及方法，在跨学科的情境中对生命科学方面，包括政策、法律、

行动、决定等进行系统的研究[6]。 
在伦理学视域下的敬畏生命是指敬畏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最早提出敬畏生命这

一概念的是德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他认为敬畏生命，要对一切生命，不仅只对人的生命，还有

动、植物的生命都要有敬畏的态度[7]。只有当个体认识到人的生命以及一切动、植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

这个时候个体才是伦理的。 
纵观国内对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研究主要探讨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渊源、内容、评价、以及比较[8] [9]。

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源于对世界大战与生态危机的现实反思，使得施韦泽不断反思生命的意义。

从语义上来说，敬畏生命是个体对生命表现出敬重和畏惧，包含有敬重生命和畏惧死亡两层含义，并且

个体畏惧死亡通过敬重生命表现出来，而敬生畏死是个体最基本的生存形态[10]。施韦泽认为应从敬畏生

命的生态意义、文化观念和对中国启示上探讨敬畏生命的价值。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给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提供全新的视角，使得人类树立平等观从而尊重、保护自然。 
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主要特征有敬畏生命的绝对性，伦理范围拓展到一切的动、植物，否定区分生

命价值序列。敬畏生命的绝对性体现在所有生命都不能避免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敬畏生命的伦理范围拓

展到一切的动、植物，体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与人，而且是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以内的所有生物都存在着联

系，对所有生命都给予尊重；敬畏生命否定区分生命价值序列体现在敬畏生命否认高低级、有无价值的

生命之间的区分[10] [11]。 
综上，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要求人敬畏所有生命，但前提是要敬畏自身的生命。然而敬畏自身的

生命不仅要保持生命的延续，还要让精神生命得到发展。这是一个敬畏的时代，也是一个放肆的时代。

当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在物质方面得到了保障，转向寻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而敬畏生命的思

想对人们珍爱、尊重自己的生命以及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3.2. 生命教育视角下的敬畏生命 

纵观国内对生命教育的研究集中于生命安全教育、生命化教育、生命意识、生命观、生命成长以及

生命价值主题。研究者们更多围绕生命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目的与内容、维度与方法途径进行深入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生命教育要将自然生命作为逻辑起点，精神生命作为价值追求，社会生命作为意义追寻。

我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教育更多的是一种由“生之教育”到“死之教育”过程中如何“为了更好地生”

的实践活动[12]。程豪认为生命教育并不是一个平面化的概念，是由生理机能、思维发展以及社会价值组

成的立体结构[13]。 
我国教育要求以人为本，生命是教育的出发点。因而，生命教育引导受教育者以生命为中心去思考

自身、他人、社会以及自然，通过生命认知、情感、意志来培养受教育者的生命意识和智慧[5]。生命教

育的目的是通过生命本身让人们认识、感受、理解生命，从而珍惜、热爱、敬畏生命。敬畏生命是生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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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重要主题，生命教育要求向受教育者传递生命价值观。 

3.3. 心理学视角下的敬畏生命 

敬畏感在哲学、社会学和宗教领域被研究者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敬畏感也

受到了心理学领域的关注。我国学者认为心理学应更多关注敬畏本身和如何培养敬畏, 告诉人们应对生

命常怀敬畏之心[14]。敬畏生命，在积极情感上体现为生命敬畏感。林荣茂等人提出生命敬畏感是指个体

对生命虔诚的情感和态度，是个体源于生命的神奇、力量、脆弱与死亡而产生的对生命既敬重又有些畏

惧的情感和态度，其主要表现为生命敬重感、死亡畏惧感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生命意义超越[15]。 
从生命敬畏感的内涵来看，生命敬重感、死亡畏惧感是生命敬畏感的基本向度。每一个生命都将经

历出生、生长、成熟、繁殖、衰老、死亡等一系列过程，在面对这些生命意志的存在与消失的同时，个体

往往会由于生命存在本身的浩大、神奇与脆弱、渺小而体验到敬重和畏惧的情感。其中，生命敬重感源

于对生命的诞生、生命的神奇、生命力量的强大、以及生命意志的坚强；死亡畏惧感则源于在无限宇宙

和时空下生命的有限性、在浩瀚自然与诸多不确定性下生命的渺小和脆弱[1]。生命敬重感彰显的是个体

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积极情感反应，而死亡畏惧感则是对生命边界的约束性情感反应。 

4. 当前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困局 

4.1. 生命教育课程设置的局限性 

在“三全育人”强调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的大框架下，生命教育理念却未得到充分的贯彻。部

分高校在教育理念中，过于侧重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生命教育被边缘化，使得生命教育在高校教育体

系中缺乏系统性规划与足够重视。例如，在课程设置上，生命教育相关课程往往作为选修且课时稀少，

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学生难以深入理解生命教育内涵。同时，学校对于生命教育的宣传引导不足，

未营造出浓厚的生命教育文化氛围，导致学生对生命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仅将其视为可有可无的“附

加品”。 
其次，生命教育课程内容涵盖生命起源、生命价值、生命伦理等多个领域，但在实际课程设置中却

有所削减。一方面，生命教育内容深度不足，多停留在表层的知识介绍，学生难以形成深刻理解。另一

方面，内容广度有所欠缺，部分高校生命教育课程仅围绕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展开，对生命美学、生命

哲学等丰富内容涉及甚少，导致课程内容单一，无法全方位满足学生对生命认知的需求。此外，课程内

容更新滞后，未能及时结合社会热点与新兴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进行调整，难以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实际

和时代背景紧密相连。 

4.2. 生命教育内容的乏味性 

生命教育的内容本应紧密贴合学生生活，引导学生感悟生命真谛。然而，当下部分生命教育内容充

斥着大量的理论内容，如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探讨，从柏拉图的生命观到现代存在主义的生命解读，理论

堆砌却缺乏深入浅出的阐释。学生面对这些晦涩难懂的理论，难以理解其与自身生活的联系。例如在讲

解生命价值时，单纯强调抽象的价值体系构建，却不结合大学生在学业、社交、职业规划等现实场景中

如何实现生命价值，导致学生觉得生命教育内容空洞无物，学习积极性受挫。 
生命教育内容叶缺少趣味性。在课堂上，教师大都以文字叙述为主，缺乏多样化的内容呈现形式。

很少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辩论等互动方式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生命的美好。单调的内容呈现与教授方式，

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难以激发学生对生命教育内容的探索欲望，使得生命教育课堂氛围沉闷，

学生学习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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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死亡教育的缺乏性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死亡”在我国文化中一直是个禁忌话题。这种观念渗透到高校教育领域，使

得多数教育工作者对死亡教育存在认知偏差，认为向大学生传授死亡相关知识可能会引发学生负面情绪，

甚至对其心理造成伤害。基于此，死亡教育长期被边缘化，未能在生命教育理念中占据应有的重要地位。

高校在制定生命教育规划时，往往更侧重于生命的成长、发展等积极方面，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死亡话题，

导致死亡教育理念滞后，无法跟上当代大学生对生命全面认知的需求。 

5. 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破局 

5.1. 敬畏理念下建构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实践模式 

高校应打造一套融合敬畏理念的生命教育特色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传统生命教育涉及的

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等内容外，增设如“生命与敬畏哲学”“自然生命敬畏探究”等专门课程。尝试在

敬畏理念下建构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实践模式，从而促进大学生生命与心理健康高质量发展。组织多样化

的实践体验活动是让学生深刻感悟生命敬畏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开展校内实践活动，如举办 “生命守

护周”活动。另一方面，拓展校外实践，与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等合作，组织学生实地参观

学习。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将敬畏理念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学生的实际行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深化对

生命敬畏的感悟。此外，崇尚“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三全”心育工作理念，唤醒大学生生命敬

畏感，以情感动力助推和促进青少年生命教育。建立基于敬畏的“生命心育”实践模式，通过“敬畏生

命”主题式活动课的一体化实施和整体化推进的教育行动研究。 

5.2. 树立大学生对死亡及其相关事物的正确认知 

对死亡的认知决定着大学生对死亡的态度。对“死亡”的不正确认知会导致个体产生死亡焦虑。个

体只有真正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时才会懂得去爱惜自己的生命，找到真实的自我。面对死亡之所以能够产

生内在成长的反应，在于直面死亡，而并非否认和恐惧死亡。因而，要树立大学生对于死亡的正确认知，

让大学生认识到对于每个生命而言，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从而活在当下、直视死亡、认识死亡，在死亡

焦虑中寻求自我超越。 

5.3. 构建系统性生命敬畏感提升机制 

注重大学生生命敬重感的培养、生命意义的超越以及关注大学生自杀自残行为。构建“发现问题—
分析研判–对策建议–预防干预”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建立以生命教育课程为核心促进大学生

成长的“主”途径。从敬畏视角探讨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生动力及实践模式，以期进一步夯实大学生生

命教育的心理基础，为大学生生命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具体、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4. 优化学校生命教育资源 

学校要整合内部资源，打造系统的生命教育体系。一方面，加强生命教育课程建设，增加课程的深

度与广度，除了传统的心理健康、安全教育，还应涵盖生命哲学、生命伦理等内容。另一方面，丰富校园

生命教育活动，如举办生命教育主题征文比赛、演讲比赛、话剧表演等。此外，利用学校图书馆、实验室

等资源，开设生命科学科普展览、生命科学实验体验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生命奥秘。 
学校可以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展生命急救知识培训、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了解生命的

脆弱与珍贵。开展关爱弱势群体、环保公益等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生命关怀意识。例如，与

当地的临终关怀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参与志愿服务，亲身体验生命的终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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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加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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