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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11月15日，湖南一名高二男生从

宿舍楼5楼跳下，经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12月22日，陕西一名高一女生因为

学习压力太大喝农药自杀……在刚刚

过去的2017年，我们不时地在媒体上

看到诸如此类令人遗憾和心疼的消

息。近年来，包括自杀在内的多项危险

因素正在侵害着青少年群体。

日前，在由浙派教育生态科学研究

院、杭州市高新区（滨江）教育局合作举

办的第三届全国“生态好教育”论坛上，

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中小学教育该树立

怎样的生态思想。生态好教育，有着极

为丰富的内涵，生命教育也是其中之

一。对于正处在心智与人格成长关键

期的中小学生来说，生命教育的课题

已经迫切地摆在学校、家长乃至整个

社会的面前。

这是一切教育之本
在记者的采访中，有不少学校和教

师提到“生命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

“生命教育应当排在所有教育之首”等

观点，认为让学生珍惜生命、敬畏生命

应该是所有教育的基础与根本。的

确，生命不在，其他所有的教育都无从

谈起。

“我们往往从教育体制、思维方式、

心理素质等方面分析孩子的行为，但我

认为，孩子无论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还

是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归根结底要从生

命教育缺失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常山县实验小学办公室主任占振华说，

生命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懂得生命至

高无上的价值，特别是要悦纳自己、善

待自己，享受生命成长的快乐，同时尊

重他人和其他形态的生命。

瑞安市教育局义务教育科的陈桂

芬用“重若泰山”和“刻不容缓”两个词

来形容他眼中的生命教育。“一些悲剧

的发生，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涉及个

人、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现在的

中小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在温室里长

大，备受宠爱，他们的心理素质比较差，

做事往往凭一时冲动，不考虑后果；同

时，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学

生压力太大，逆反心理增加，于是愉悦

感锐减、痛苦感剧增，行为缺乏理智。”

陈桂芬说，“目前，在不少学校，生命教

育做得还远远不够，教科书中没有关于

生命教育的文章，课程设置也没有生命

教育课，宣传最多的是交通安全、食品

安全、消费安全教育。其实生命教育的

范畴比安全教育大得多，真正的生命教

育应从课程改革入手，从学校课堂教育

开始，社会、家庭通力协作，帮助孩子探

索与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与珍惜生命

的价值。”

慈溪市观海卫镇卫山学校校长叶

建立表示，要让学生通过心理健康和

生理健康两个层面接受生命教育，并

在教育中经历自赏、互赏到共赏三个

阶段的发展，使学生能够在生命教育

中不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发展自

己、成就自己。该校专门编写了一本

学生生命健康教育校本教材，从下学

期开始使用，内容围绕学生一日常规

和从早到晚的活动，把精神引导体现

在细枝末节处。

融入一切教育之中
据了解，目前中小学的生命教育还

处于探索阶段，课程体系尚不成熟。我

省各地各校在开展生命教育时，多融入

青春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安全教育，

以及综合素质实践基地活动和校园其

他活动中。

大多数学校会在校园里开设专题

宣传栏，利用校广播台、升旗仪式、班

主任例会、班会课等各种形式，向学生

普及生命教育知识，从而增强学生的

生命价值观念；组织各类校内外活动，

如感恩系列活动、扶贫助困献爱心、参

观主题展览、观看相关影片等，引导学

生在活动中体会生命教育的意义。

同时，利用校内外多渠道资源，通过

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合力，为孩子筑

起一道生命防火墙。生命教育在校

园里，也不再是单列的某一门课程，而

是浸润于多门课程、多种活动之中，形

成了“处处有生命教育”的“大生命教

育观”。

也有不少教师会有意识地把生命

教育融入平时常规的学科教学之中。

比如龙游县第二高级中学教师段云成

在上哲学生活课“用发展的观点看问

题”时，借“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

的”和“做好量变的准备，促进事物的质

变”两个知识点，帮助学生树立起平等

的生命观和负责的人生观，唤醒学生生

命成长的自觉。“很多时候，学生只看到

自己的失败和不足，从而产生自暴自

弃的想法，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许

多亮点。生命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帮助

学生了解人生的价值、目的和意义，

进而喜爱生命与人生，珍惜生命与人

生，并能够尊重自己、他人及环境，提

高学生的抗挫折能力，促进其发展。”

段云成说。

诸暨市草塔中学的边建松是一名

高中语文教师，他利用阅读课和写作

课树立学生的生命意识，引导学生体

验生命，进而分享自身的生命体验。

“文学就是人学，不论是小说、散文还

是诗歌，都包含着大量的人生哲理。”

边建松举例说，读沈从文的《边城》，在

翠翠身上发现自身成长的青春奥秘；

读鲁迅的《祝福》，从祥林嫂的经历里

感知无良时代对生命的摧残；读海子

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体验生命的

孤独、善良和真诚；读舒婷的《致橡

树》，理解生命中怎样才能称得上真正

的爱情……“就连高三复习课，也可以

是生命修养课。比如最近的古诗词复

习，我就不局限于让学生做题答题，而

是扣住意象再联系作者的经历和情感

体验，变为一堂微型生命感受课，借古

讽今、借人讽己。我感到，生命并不抽

象，但教师自身必须对生命先有一个

认识，然后才能把学生带动起来。”

生命教育：让每一个孩子学会悦纳自己

□本报通讯员 王华君

2017年12月末的一周，是江山

实验小学的首届“甜蜜节”。全体学

生佩戴着自己设计的节日徽章，身着

蜜蜂元素服饰，尽情享受着丰富多彩

的活动。这一新设的校园节日，也是

该校实施三年的蜜蜂文化课程的一

次成果展示。

江山是中国蜜蜂之乡。2015

年，江山实验小学在制订学校发展规

划时，提出构建蜜蜂文化课程，作为

家乡地域特色与学校百年文化积淀

的契合点。“开展蜜蜂文化课程，是为

了引导师生汲取蜜蜂勤劳、善良、团

结、智慧、奉献、自律等精神营养。”校

长杨根法介绍，学校根据教师的优势

和学科特色，分别制定了学科课程、

德育课程、社团课程、全科阅读、环境

课程、节日课程等实施方案。

目标和方案都有了，可真正实施

起来还是遇到了难题，教师们纷纷反

映：“蜜蜂课有什么好上的？这不是

科学老师的事情吗？”“别说上课了，

我自己对蜜蜂也不怎么了解呀！”学

校经过多方联系，邀请了专家团队前

来授课、作讲座，又组织研发中心的

教师和教研组长们外出学习，并且让

全校教师参与了网络培训。渐渐地，

质疑声小了，信心足了。

各教研组教师开始各显神通，恶

补蜜蜂知识。科学组联系了酷爱养

蜂的常山县招贤镇中心小学退休教

师前来助力，学校配备了蜂房架、蜂

棚及若干特制养蜂帽，形成了“养蜂

基地”，招收了一批“小小养蜂人”，师

生研究蜜蜂的分类及习性等，忙得不

亦乐乎；语文组邀请蜂农前来作讲

座，去养殖基地参观，了解蜂产品加

工过程等；数学组则多次前往蜜蜂博

物馆，探寻蜜蜂世界里的数学奥秘。

学校面向全体师生征集与蜜蜂

相关的“Logo”，校园文化长廊里到

处是蜜蜂的影子，开放式书架有蜂巢

形、花朵形，地面上还刻有蜜蜂相关

的诗歌等。学校的德育课程也迅速

推出了“谁与争蜂”评优评先管理体

系，采用“蜜蜂币”来奖励在学习、纪

律、文明等各方面表现出色的学生，

每个期末开展“争蜂少年”评比表彰

活动。

师生们渐渐达成了共识，齐心融

入蜜蜂文化课程的构建中。如今，每

周五的社团课全都成了蜜蜂文化课

程的体验时间。“勤劳蜂”“团结蜂”

“智慧蜂”“勇敢蜂”“博取蜂”这五大

课程，在每个年级段内容各有侧重又

成螺旋式发展。负责“团结蜂”课程

建设的教师王群燕说：“课程全部采

用团队任务游戏的形式进行，让学生

在游戏中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与

快乐。”

“没有参与养蜂，我肯定认不出

中华蜂和意蜂有什么不同；没有参

与养蜂，我也肯定想不到蜂窝里常

有赖在里头赶不出来的蟑螂。蜂蛰

在我手背上，有钩的尾针使得蜜蜂

在我手背上转圈，于是我想到了航

空母舰上飞机着舰的尾钩……”“小

小养蜂人”社团成员、四（1）班学生

汪煜凯在《养蜂日记》中这样写道。

成员们一有空就跟着科学教师探寻

蜜蜂的世界，由此也生发出无数的

创意和奇思妙想。

蜜蜂文化也渗透到了各个学科

之中。比如语文的绘本教学、诗词鉴

赏、片段写作、纪录片观看等课型都

充满着蜜蜂元素；科学、数学、地理相

结合的课程“遇见小蜜蜂”，通过调

查、测量、计算，进行蜂巢猜想，走进

蜜蜂的大数据时代，了解蜜蜂的一

生、中国蜂分布、世界蜂布局、蜜蜂生

物圈；在综合实践课“蜂舞实小”中，

学生们更是大显身手，诗歌朗诵、歌

舞表演、视频展示、故事分享等形式

让每名学生对蜂的认识更加全面和

深刻。“蜜蜂采蜜，是酿造甜蜜的事

业，我们教育和培养学生，也是在进

行一场甜蜜的事业。希望学生在蜜

蜂文化课程中探索到的‘甜蜜’，不

仅融进学业，而且融进生命。”杨根

法说。

蜜蜂文化课程有“乾坤”

□梁 好

近日，一篇以转转凳

为第一人称的“童话体”检

讨书引发热议，作者是杭

州某小学四年级女生。上

周二下午，她在上郑老师

的社团课时，把坐在前面

一个六年级男生的凳子挪

开了，害得这个准备坐下

的男生一屁股坐到地上。

郑老师便让她以童话形式

写一份检讨书，小姑娘完

成得非常棒。

检讨书一直以来是诸

多教师教育学生的法宝。

学生犯了错，教师往往会

要求学生写出深刻检查，

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使

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然而，这样的检讨书

往往效果不佳，因为学生

打心底里排斥这种教育形

式，通常套用固定格式，一

交了之，蒙混过关。

无论是批评教育，还

是写检讨书，终究只是教

育的手段，而非教育的目

的。让学生写检讨书为的

是促进学生自省，让学生

正视自己的错误，激发自

我改进的欲望，以寻求最

好的自己。这样的教育手

段只有深入人心，激活学

生自省的内驱力，才能产

生作用，如不然，只能适得

其反。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

生“四颗糖果”的故事，对

教师而言也许并不陌生：

面对犯错的孩子，陶行知先生并没有严

加训斥，而是通过奖励其糖果的形式，

肯定其可贵的品质，并以这种信任的

力量，引导孩子自我反思，形成自我教

育的强大动力，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教

育效果。

魏书生同样不要求学生写检讨书，

而是让犯错的学生写说明书。“检讨书”

与“说明书”名称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内

涵与实质却是天壤之别，检讨书面向的

是结果，指向的是教师，而说明书面向的

是过程，指向的是自己。

“童话体”检讨书同样基于“以生为

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的心理需求，

尊重学生的年龄特点，通过生动活泼的

童话形式，让学生设身处地站在转转凳

的角度思考问题，通过换位思考，认识自

己的错误行为对同学和公物的伤害。这

样的教育不仅照顾了学生的颜面，而且

更加具有教育的柔情与温暖，让学生乐

意接受，坦然面对，主动改正。

写“童话体”检讨书不仅是道德教育

的过程，而且意外催生了一篇出色的文

章。学生在自我教育的同时，还获得了

一种别样的写作素材，体验到写作的乐

趣。这样的写作训练，因为有了生活经

验，有了真实素材，有了情感体验，而变

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样不失温情

又有效的教育方法值得借鉴。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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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教师热线为爱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 朱向阳）“您好！这里是‘爱善教育公益

吧’热线，我是1号接线员，请问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随着

电话铃声的响起，义乌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咨询热线在师生

和家长的期盼下开通了，此后每周六上午8:30～10:30，教师

们都会轮流值守在位于江南校区的“爱善教育公益吧”，参加

这场“为特别的你守候，为特别的爱护航”活动。

古朴典雅的热线场所、幽静私密的面对面交流空间……在

这里，学生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可以求教，家长家庭教育的困惑

可以咨询，情感沟通的苦恼可以倾诉，更好的建议意见可以表

达。公益吧的服务者既有在职教师，也有退休教师，每周都会

安排10位教师准时静候。教师们分成热线解答组和面谈咨询

组，热线解答组负责接听3台电话，每台分配3位教师，由语文、

数学、综合学科教师组成，其中必会有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分别

负责接听、记录和辅助工作；面谈咨询组则负责接待预约来校

面谈的家长和学生，闲时诊断分析、分类指导热线解答。

学校还专门拟写了操作程序、培训热线语言规范和解答

技巧，期期总结，周周反馈，对家长提出的共性问题进行梳理，

并提醒教师在教学中有意渗透和引导，开展专题讨论和训练，

以提高热线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心理健康教师团队服务留守儿童
本报讯（通讯员 鲍文贤 陈玲玲）“因为有了学校的心理

健康教育服务团队，我的孩子变化很大，像换了个人似的。”绍

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中学教育集团江桥校区近日召开家长会，

会上，一位留守儿童的家长由衷地感叹。

据悉，这学期该校成立了一支由学校专职心理教师、班主

任为主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团队，与学生家长携手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团队陆续开展了以“沟通从我做起”和“我

说我快乐”为主题的留守儿童学习和成长小组帮扶活动，帮

助留守儿童全面认识自我、增强自信；以亲子关系为纽带，开

展了以“爱护+亲情+成长”为主题的班主任心理健康培训活

动，加强与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这些监护人联系，转变他们

陈旧的溺爱式教育观念，实施精准式育人服务；还通过结对

帮扶的形式，开展班级心理委员专题培训活动，要求心理委

员主动与留守儿童结对，关注留守儿童的行为和心理变化，发

现问题及时反映给班主任和心理咨询教师。

日前，杭州市嘉绿苑小学为该校四年级学生举行了一场有
意义的十岁成长礼活动。活动中，父母和孩子交换了给彼此的
信。图为孩子捧着父母的信在仔细地读。

（本报通讯员 周舒晨 摄）

烟花换礼品 绿色度佳节
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于近日开展了“不放烟花爆竹，共度绿色佳节”为主题的教

育宣传活动。学生带着自家闲置的烟花爆竹来到校园回收站换取教师准备好的绿色植物、卫
生工具、太阳能节能灯等环保礼品，并承诺劝导家长从此不再购买和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通讯员 沈晓娟 摄）

视点第

实话 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