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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竞争要求我们关注学生生命责任感的培养，以适应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需要。新世纪的第一个挑战是青少年

的道德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想到对于一个道德情感贫乏，缺乏责任感的学生是不会主动关心他人，无法与人真诚合作的，更

无法适应新的未来社会的需要。中小学校教育一方面需要狠抓教育教学质量，重视他们的学业成绩，另一方面更不能忽视了

中小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特别是对小学生生命责任感培养的忽视。针对目前教育中存在的弊端，文中进行了深入剖析

和研究，认识到对小学生生命责任感的培养的重要性，反映了当代进步的教育，它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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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ompetition require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life,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minor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The first challenge of the new century is the moral problem of teenagers. We can 

all think that for a student with poor moral emotion and lack of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he will no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are for others, 

can not cooperate sincerely with others, and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future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need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t ignore the cultivation of good moral qua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cultiv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life. In view of the disadvantag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pupil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life, reflects the contemporary 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it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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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生生命与安全教育”指对保护自己及保证自身

安全的基本行为的认识，通过多种形式，让小学生在集体、

日常、家校，特别是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过程中，需要

培养对危害大家的事能主动做出防范的意识和保护自己

的行为的能力。对于它是一种关注生命状态，丰富人们生

命历程，激发生命潜力，促进学生生命成长，提高生命质

量的真正的教育。“中小学生命安全教育”在实施教育的

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科学的教育，更要重视人文的教育，

让中小学生在每次生命活动中把握生命的意义，提升我们

生命质量，培养大家的生命意识，取得人生的成功和更能

享受人生的快乐。 

1 生命与安全教育的意义 

1.1 支撑性理论 

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儿童的个性还不稳定，受环

境影响较大，因此作为教育者要抓住儿童这一关键期及时

进行生命责任感意识的培养与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约束

能力，形成良好的责任习惯，有正确的人生观，使宝贵的

生命焕发灿烂的光辉、生命的意义与幸福等交集在一起，

生命因有了丰富的内涵，生命才有无比灿烂与美好，有失

败的磨砺才会有成功后的欣喜，不断奋斗和攀登让每一个

人都拥有自己的精彩，体现人生自身的价值。中小学生生

命教育是以生命的视觉来重新审视人与大自然、人与人、

人与本身之间的关系，遵循大自然生命的规律所进行的教

育。生命教育要通过有目的和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引导中

小学学生认识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功能价值，生命教

育是对生命本身关注，包括个人与他人生命，进而扩展到

大自然生命，生命教育它不仅包括对生命的再次关注，包

括对生存能力的培养和生命价值的提升都有重要意义。 

1.2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发展观，内容包括：（1）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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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教育发展观。（3）全面协调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

它要求是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方法就是统筹兼顾。 

1.3 生命教育观的发展理论 

科学的生命教育观认为教育是生命与生命交流的全

过程。生命教育要遵循科学发展的原则，依据生命发展的

动力，引导中小学生生命走向和谐和无限的境界，保证他

们生命发展的可能性，促进他们生命不断超越，教育过程

则是生命意义显现的全过程。 

2 学校生命与安全教育的重点 

学校结合安全教育，要学会对生命的负责。要教育学

生认识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培养他们具有初步的环境保护

的意识；了解他们的身体，能够根据性别进行自己角色的

定位；要初步了解同学之间友谊的真谛，能够在交往中扮

演不同角色，要具有对他人的同情心，尊重他人，乐于帮

助其他人；要掌握交通安全，做到防火、防溺、防电、防

中毒，特别是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有初步的预防灾害的

能力，特别要学会识别陌生人并进行必要的自我保护；要

积极锻炼身体，远离毒品和烟酒，要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 生命与安全教育的研究目标 

为了培养小学生生命与安全教育意识，我们课题组从

本校的小学生实际情况出发，确立了“对都匀地区小学生

生命与安全教育的研究”的课题，希望通过对小学生开展

生命教育的课题，对学生的生命与安全，生命与健康，生

命与成长，生命的意义的等方面的研究，让小学生掌握日

常生活中和事故中的安全自我保护知识，来提高小学生们

的安全自护能力，促进他们健康和快乐的成长！对此我们

课题需将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研究： 

（1）研究的初级目标：课题组通过研究带动小学教

师和学生与学生家长对生命与安全教育的高度重视。 

（2）研究的中级目标：课题组通过研究获得适合本

校校情的生命与安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原则和途径，以

及完善方法，课题组通过对小学生进行生命与安全、生命

与健康、生命与成长的教育，让小学生掌握生活和学习中

的生存技能，让小学生认识和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

小树立积极乐观的的人生观。 

（3）研究的高级目标：让本校教师和学生以及家长

形成自觉的珍惜生命与安全的意识，让全校师生把“关注

生命、珍爱生命、敬畏生命”变为常态。 

4 关于生命安全教育的研究方法 

4.1 教师和学生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教师和学生问卷调查法调查当前小学生现状，

以及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课题在进行研究之前，成员们分

别对了解的生命安全教育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提出

了相关的安全问题，小学生遇到了什么迫切的困难，为

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法，这样九为课题的顺利开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4.2 课题个案研究法 

课题组针对部分小学生的行为及表现，我们进行了个

案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获得适合校情的生命与安全教育

的内容和方法，原则和途径，完善的方法，通过多种教育

形式，务必让小学生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认识和感悟我

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培养小学生尊重生命，爱惜生命的

态度，热爱生命，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4.3 采用行动研究法 

课题组观察学生在学校活动的表现，观察教师在教育

教学活动中的行为和方法等，课题组积累收集了第一手资

料并在研究中进行评价和完善。通过对学生的生命与安全，

生命与健康，生命与成长，生命的意义的研究，课题组通过

学生掌握日常生活中和意外事故中的安全自护知识，来提高

孩子们的安全自我保护能力，促进小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 

4.4课题组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通过对小学生生命责任感现状调查，激发了我们研究

的愿望，对 282 名学生以及 273 名家长进行了有关生命责

任感问题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表 1  生命责任感问题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表 

 
占年级总人

数比率 

收回 

有效试卷数 

责任心状况 

强 一般 差 

低年级 25% 77 68% 25% 7% 

中年级 26.2% 82 28% 65% 7% 

高年级 37.3% 119 39.6% 42.3% 16% 

结果显示生命责任感强的学生占 45.2%；一般的占

44.1%，弱的占 10.7%，从试卷分析说明生命责任感教育

非常必要，完善小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势在必行。 

5 研究过程 

我们以行动研究法为主，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探索

学校对学生生命与安全教育责任感培养的途径和方法。根

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将课题分解的子课题为：低年级、中

年级、高年级生命与安全教育责任感的研究，并从对自我

责任心、对家庭责任心、对集体责任心三个方面来研究学

生责任感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5.1 生命与安全自我责任感培养的研究过程 

5.1.1 学生自我责任感现状 

经调查分析及访谈调查表明，小学低年级学生自我的

责任感很多方面都欠缺，他们表现为不会主动完成班级事

情务，必须在老师的提醒和教师辅导下完成。在学习方面

有时能够负责，但是学习好的习惯养成九不够；他们在生

活上的事情在学校里基本能够处理，大多数女生做得比男

生好；有的家长认为孩子不能够合理安排他们的时间，作

业拖拉，有的学习中懒散，特别是男同学，特别爱玩好动。

他们注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尤其爱看课外书籍，学习中

不够扎实主动，不主动向家长汇报在自己学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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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课题组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现代的家庭教育中，家长过分保护、代替劳动的现

象普遍，孩子从小就是在溺爱的环境中成长，特别是以自

我为中心，都习惯于把责任都推给别人，没有自我责任心，

家长相对更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良好习惯方面的培养。 

5.1.3 课题研究措施 

任务分配法：自我责任感的培养要以实践为基础，注

重引导学生积极参加集体生活、班级活动，鼓励学生承担任

务，找到自我实现价值，在活动中锻炼成长，培养自我责任

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岗位，责任相比有很大提高。 

习惯训练法：注重加强学生的养成教育，让学生明确

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行为是错的，强化行为的动机冲突，

反复训练日常行为，养成自觉自控行为的习惯，以培养学

习习惯为主。课题组注重三个习惯的培养，即：听讲的习

惯培养；作业的习惯培养；勤思好问的习惯培养。 

榜样感染法：对学生进行自我责任心的培养，应该为

他们树立起形象、生动的榜样，使学生从中受到启发、鼓

舞；激发他们的自我责任心，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不断

提高学生的自我责任意识。 

5.2 生命与安全集体责任心的研究过程 

5.2.1 学生集体责任心现状 

对于小学生来说，集体主要是指学生所处的班级和学

校。对集体的责任心是指对自己所属的集体，班级的发展、

荣辱等负责。主要表现为：关心集体，热爱集体，积极参

活动，对于集体出现的问题敢于面对，敢于挺身而出去解

决，不做有损集体荣誉的事情。 

中年级学生在自我责任感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对

集体更加关心，基本能够遵守班级行为规范。很关注班级

卫生、班级纪律评比内容，体现较强的集体荣誉感。班干

部发挥作用，学生能承担一些班级任务，能够有效协助教

师开展工作。高年级学生形成一定的学习习惯，能力和主

动性有了很大提高。 

5.2.2 分析问题原因 

中小学教育要以培养具有丰富知识和健全人格的学

生为最基本的目标。我国目前许多教师仍过多地关注知识

技巧的传授和学习, 忽视对学生自信、独立、刻苦等与责

任心紧密相关的意志、品质的培养，这些恰恰是中小学学

生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的影

响，他们耳闻目睹，无形之中受到更多的影响，都是影响

中小学生责任心形成的重要因素。 

5.2.3 研究实践措施 

（1）学科渗透法：在教学中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情感

因素，激发学生想像，引导学生在感知和感动的过程中产

生情感共鸣。同时借用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让学生产生

情绪体验，对学生来说课程的渗透与延伸是对责任心的培

养最好途径。 

（2）活动熏陶法：开展少先队活动是德育教育的重

要手段，学生在活动中得到感悟，寓教育于活动之中，使

学生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3）情绪感染法：培养学生的集体责任心，首先必

须让学生从心理上感受到集体的温暖，热爱自己的集体，

才能“亲其师、信其道”。课题组成员在与学生接触时，

达成以下共识并付诸实施：与学生建立平等互爱的师生关

系，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爱，同时，以同样的

感受去爱别人，我们用爱心发掘学生的隐匿心理，诱导潜

在情绪，深化自我责任心。 

6 研究结果 

6.1 浓厚的行动研究氛围已经形成 

课题组老师在研究中逐渐掌握了科学的教育教学方

法，课题组老师在课题研究氛围的感染下，正逐步向科研

型教师转变，平时注重积累、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总结经

验，形成了很好的行动研究氛围。 

6.2 课题组研究提高了教师的责任心和进取心 

课题研究改变了教师中过去存在的做事不认真，作业

批改马马虎虎、班级管理无序等不好习惯，要求教师要不

断形成严以律己、乐于奉献地为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服务

的良好美德，教师们都以高度的责任心完成所担负的教育

教学任务，取得了优异的教学成绩。 

6.3 学校教育初步形成网络体系 

对学生的责任感培养，中小学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由于良好责任心的养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更是一种

复杂的过程。因此，因此在重视学校教育的同时，需要加

强同家庭、社会广泛的联系，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才能

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全面的教育

体系，我们学校在家校合作方面做了许多努力，让家长对

学生责任感的培养得到了重视，更为学校教育的顺利实施

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6.4 通过研究学生生命与安全行为问题得到了处理 

学校要广泛针对小学生存在的生命与安全教育的自

我责任、集体责任、特别是家庭责任中的养成的不良习惯，

通过研究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辅导和预防，经过

教育学生，家长们普遍反映孩子长大了和懂事了，课题组

感到通过研究，小学生责任心增强了，特别是促进了良好

班风的形成。 

6.5 注重小学生如何懂得学会彼此之间尊重 

做到尊重别人是做人最为基本的要求。生活中一个人

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必须首先学会尊重他人。生活中所有

人的生命都有被尊重的权利，而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

生命个性。我们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兴趣、性格、气质等，

生命教育要时刻让学生们明白：我是与众不同的，无论我

们身上有多少缺陷和不足，我们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尊

重”主要表现在礼貌用语方面，也表现在站立姿势等外在



 

2022 年 第 3 卷 第 2 期 

94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行为。口语交际中的“尊重”就是真实反映，可以采用小

组合作的方式，小组每个成员要认真听他人的发言，不能

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 

6.6 要教育小学生懂得学会相互关爱 

学会关心是生命教育的重要内容，新的时代要学会关

心同学、也要关心自己。做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被他人

关爱是美好的享受，关爱他人更是高尚美好的品德。所以

学生需要学会关爱，爱并不是不计后果的爱，不是爱的无

限包容，在我们的课本“口语交际”中的《学会拒绝》的

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如何让爱自己变得有理由。我们现在

社会宣传较多的是关爱弱势群体，儿童是可爱的，但也是

应该关爱的，我们应该正确地引导他们学习英雄，但是更

要保护自己。教育他们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的时候

可以找出不需要牺牲自己的方法去解救他人，特别是在救

人的技巧、方法上增加分量，让中小学学生不仅懂得如何

关爱他人、更要懂得关爱自己。 

6.7 中小学学生需要懂得平等博爱的观念 

生活中同学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是在中小学学生

之间也存在着校园欺凌行为，大家取绰号，有的排挤行为

孤立同学，有的之间拉帮结派，学习优异者看不起后进生，

一致产生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这些因素外，同教科书中

平等观念贫乏教育有关，运动会中一个重要的启示告诉大

家：我们不仅要看比赛结果，更要看比赛全过程，帮助他

们树立平等的教育观念。 

7 结束语 

中小学生命教育任重道远，小学阶段是他们生命教育

的启蒙阶段更是重要阶段，学校要通过开展生命教育的课

题，积极的对学生的生命与安全，生命与健康，生命与成

长，特别是生命的意义的具体研究，要让学生掌握学习、生

活中和事故中的安全自护知识，提高同学们的安全自护能力，

促进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为祖国培养优良的接班人！ 

课题项目：本文为都匀市 2021 年教育规划课题《对

都匀城区小学生生命与安全教育的研究》课题成果。（课

题编号：2021ZX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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