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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德育的生命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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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生命关怀是德育的核心价值

，

是德育以人为本的根基
。

德育的生命关怀的策略主要包括德育价值
生命化

、

德育内容具体化和德育方式的个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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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德育的生命关怀的本质

�
�

生命关怀释义

生命关怀是德育的核心价值
，

是德育以人为本的根

基
。

教育视闽中的生命关怀是对受教育者的生命成长的

关注
、

尊重
、

爱护和指引
，

是指生命关怀是
“

充分关注生命
，

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意义
，

关注人的生成和完善
，

并

由此及于与之密切相连的对一切生命的热爱
” 〔�〕。 真正的

教育是一种实施生命关怀的活动
，

正如叶澜教授所言
�
教

育是直面人的生命
、

为了人的生命质量提高而进行的社会

活动
，

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
。

生命关怀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
，

真正

的生命关怀教育
，

将通过对个体自然生命的关照
、

对个体

精神生命的提升和对个体社会生命的引领
，

来指引人的成

长和完善
。

它包括充分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然状态
，

关注人

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意义
，

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内在精神

发展等
。

诚然
，

教育的生命关怀属性在当前往往会被以应

试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所遮蔽
、

瓦解
，

甚至

成为教育理论的一种奢望或空谈
，

但教育的生命关怀特性

并不就此消失
，

它必将凭借特定的教育形式和课程形式加

以表达
。

�
�

德育的生命关怀的特质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幸福》中说
�“

教育的过程首

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
，

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

分
。 ”闭这句话很好地诊释了教育的生命关怀特质

。

仔细审

视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
，

它应是集中表达教育生命关怀特

质的教育形式
，

思想政治课应是执行生命关怀教育职责的

课程形态
。

思想政治课进行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的

教育是对学生生命价值与人生态度的引导与提升
，

是对学

生心灵世界
、

精神生命的指引和关怀
。

思想政治课回归生

活
，

就是贴近学生的生存环境
，

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

命意义
，

是实施生命价值和生命情感的关怀
。

新的时代要

求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
，

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取向
。

思想道德教育理应是表达教育生命关怀特性的特定形式

和教育载体 �拓展和强化生命关怀特性是高校思想道德教

育的新课题
。

德育的生命关怀更确切的解释是
�
关怀生命的道德教

育
，

是以教育活动给受教育者以生命关怀
。

生命关怀既是

思想道德教育的理念
，

又是其教育形式和方法
。

它秉承以

学生为中心的目标和宗旨
，

对人的生命状态
、

生活样态进

行干预和引导 �面向学生的思想
、

情感
、

价值观念
，

重视学

生个体的人生体验
，

在贴近学生生活的层面上作用于学生

的人格成长
，

教育学生理解和认识生命的意义
，

尊重和珍

惜生命的价值
，

培育健康的生命情感
，

在学生的精神世界

中建立生命神圣感
、

培养社会责任感
，

帮助他们协调生命

与生活的关系
，

正确处理现实人生问题
。

德育生命关怀也

是生命教育在高等教育形态中的应然表达
。

二
、

德育的生命关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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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价值生命化

人是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的双重存在
，

德育关怀人的

完整的生命存在
，

既要保持对个体自然生命的持续关切
，

又要关注人的精神生命的发展和价值完善
。

这就必须把

学生置于现代社会的背景中去
，

关怀他们人性的发展和精

神的成长
。

现代社会技术化和体制化对生活的深度控制
，

使人生活的实体空间增长
，

而精神空间在萎缩
，

内在的心

灵世界有失平衡
。

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中
，

传统价值的消解

与多元价值的冲击
，

带来了个人选择的迷失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冷漠和疏离
，

说教式的高而大的价值观无法深人人

心
。

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

经历着物质

的诱惑
、

心灵的挤压和价值的虚无
，

他们缺失的洽哈是精

神层面的深层观照
。

生存的压力感越来越明显
，

许多人心

灵世界的平衡也越来越难以获得
，

社会生活
、

学校生活的

深度体制化控制
，

让人感觉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外界
，

生活

没有核心的基础
，

每个人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基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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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需要自己去树立和创造
。

德育生命关怀的力量是关

注人的完整性存在
，

是引导个体在技术化
、

商业化的时代

中找到自我
，

找到生命的价值依恋
，

建构心灵世界的安顿

之所……在生命意义的世界中
，

给人一种本源性的关照
。

这也正是德育以人为本的真正涵义
。

为此
，

德育应是人性

化的教育
，

主旨是关注生活
、

关怀生命
、

指引人生
，

从而关

照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
，

导引生命成长和发展
，

帮助个体

的生命质量和生活品质得以提升
。

�
�

德育内容具体化

以往德育取向的抽象化决定了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

心
，

并不直接关注学生
，

而是围绕教材等教育中介转圈
。

教材中是经过社会选择的
、

预成的
、

具有权威性的所谓
“

法

定知识
” ，

教师被动服从教材
，

按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路解释

教材
，

实际上已沦为讲解教材理论知识的工具 �学生被动

地适应教师
，

被动接受既成的知识内容
，

其主观需要
、

思想

和情感完全不被考虑
，

实体的学生被当作没有行动能力的

客体
，

这种教学是一种
“

就范式教育
” ，

剥夺了学生的主动

性和主体性
四 。

教学内容偏于政治化取向
，

忽视生命主体

的个性化需求
，

与现实偏离较多
，

讲空洞的理想较多
，

讲合

理的利益较少
，

对负面现象分析不足
，

所以难以解释复杂

的社会现象和问题 �偏离现实生活实际更远离学生的生活

世界
，

忽视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
，

缺少情感关怀和

心灵观照
，

所以难以获得实效
。

生活是生命的显现
，

离开生活何谈生命关怀�关注生

活就是关爱生命
，

德育应是生活化的教育
。

德育的亲和力

和感染力来自关怀生命
、

关注生活
。

如果德育只注重知识

的获得
，

不关注个体生活经历
、

感受和体验
，

那它是苍白无

力的
。

如果德育只关心学生的外部状态
，

而不去理解和关

注学生的情感
、

心灵和个性
，

很少努力去给学生一些选择

的权力
、

表现的机会
、

宣泄的理由和创造的动力
，

这样的德

育是枯燥乏味
、

没有任何吸引力和说服力的
。

德育要面对

学生真实的生活
，

面对真实的生活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

关心生活中的现实需要
。 “

最好的德育
、

最有效的德育就是

关怀学生当下需要的教育
”��� 。

个体的生活经历
、

感受和体

验
，

是其借以理解生活
、

理解他人
、

理解世界的自我经验和

生命感受
，

也是影响其行为倾向
、

价值选择
、

心理健康和情

感平衡的真实存在
。

生活中的尴尬
、

压力
，

来自学业
、

就业

的恐慌等等生活事件
，

德育要与生命个体共同面对
，

教师

要作为倾听者和沟通者
，

走人他们的生活世界和交往世

界
，

去理解
，

去建议
，

去疏导
，

去帮助……通过建立对话机

制
，

通过引导交往
，

给他们以爱和心灵的关怀
，

指引他们积

极地理解社会
、

人生
，

积极投身生活实践中去思考和体验

该怎样获得 自身社会生命的充实和完整
。 “

当人的精神生

命中建构起了稳定的意义世界
，

他就会有明确的自我意识

和对生活意义的探寻和反思
，

有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
，

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

他就成长为精神自立的 人
”〔司。

�
�

德育方式个性化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

都有独特的自我和精神世

界
，

重视生命关怀的思想道德教育
，

应是个性化的教育
。

统一化
、

工具化
、

技术化已成为现代技能教育的特征
，

而心

灵和精神世界的体验和培育是不能技术化地处理的
，

高校

德育要建立起生命关怀特色的教育模式
，

构建起一个心灵

沟通的平台
、

一个精神交往的空间
，

去疏通学生的情感困

惑
，

引导他们去调适心灵的冲突
、

平复精神世界的紧张
、

化

解内心世界的痛苦
〔司。

个性化的德育是交往德育
。

应试教育背景下成长起

来的学生较为缺少交往的体验和价值感
，

即使进人大学阶

段
，

也往往遭遇交往的挫折和阻隔
。

德育要在了解学生个

性化需求的前提下
，

从每个人的生理
、

心理和思想实际出

发
，

引导学生建立起与当下生活世界的交往
，

提升对交往

的认识和思考 �鼓励学生学会沟通
，

积极交往
，

在交往中建

立起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和认同
，

在交往中树立起积极乐观

的人生态度
。

个性化的德育是对话德育
。

德育即是对话和交往
，

是

教师与学生之间
、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和对话
。

师
、

生

有着平等的话语权
。

学生同样需要一个讲述和表达的平

台
，

教师只有与学生交往
、

与学生对话
，

才能了解和感受学

生的生活
，

才能理解和指引学生的生活
，

才能对个体生命

历程中的重要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关怀和帮助
，

对其情感

困惑加以疏通
，

对其心灵冲突予以调适
，

引导他们摆脱仿

徨
、

无奈和消沉
，

激励他们去积极地把握生活
，

学会在创造

中享受生活的快乐
，

学会在分享和奉献中体验幸福的境

界
。

个性化的德育是体验德育
。

师生的交往绝不能仅仅

限于课堂教学传授道德理论
、

价值准则
，

德育一定要改进

课堂教学的形式并突破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方式
，

创造新

的体验型教学模式
。

促动学生
、

带领学生去体验课堂外
、

校门外的生活
，

去扩大自身的交往世界和生活世界
，

然后

通过对话来分享自己的体验
，

教师走进学生的体验世界
，

学生分享教师的体验活动和精神感受
，

交往
、

对话的展开

都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
。

学生的生活体验
、

社会实践体

验
、

情感体验和沟通体验都是宝贵的教学资源
，

教学过程

是对话
、

交往
、

探究
、

反思和实践的过程
，

体验教学是德育

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

向生命关怀的回归
，

也是教学由静态

走向动态
、

由空泛走向真实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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