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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是中职教育落实素质教育的基础学科，语文教学

承担着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夯实能力基础的重任，可以引导学

生直面生命，通过生命教育提升学生对生活的感悟，促使学生

领会生命的真谛，并且使其掌握幸福生活的精神和能力，进而

帮助其在未来更好地适应社会。

一、中职语文教学中实施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是一个生命意识凸现、呼唤生命教育的时代。当

前，部分中小学生生命意识的淡漠、生命意义的迷失已严重影

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据教育部、公安部、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等单位对北京、天津、上海等10个省市的调查

显示，全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相当于每

天消失一个班。这警示我们：尊重生命、善待生命已经是学生

成长过程最为需要的教育。

过去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干扰，我们的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多重视对青少年的学业教育、成

才教育，而忽视了生命教育。青少年的情感、心灵和个性被忽

视，很难体验到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不能不引起我

们每个教育工作者的深思，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生命教育的重

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深刻理解了生命、生活、生

态的息息相连；也让我们深刻懂得了应当将诚实、担当、敬

畏、悲悯这些品质像基因一样镶嵌在自己生命中；更让我们不

得不思考：学校应如何补上生命教育这堂课？因此，关注青少

年的生命健康，教育我们的学生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

命，增强其对生命的信心和责任感，已经成为目前学校教育迫

在眉睫之事。

生命教育是语文课程教育的最高追求，旨在培养学生珍爱

生命的意识，丰富学生的生命内涵，提升学生的生命品质，培

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语文学科是素质教育的关键学科，具有工

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基本特点。《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

准（2020 年版）》指出：注重以学科知识为载体，充分挖掘

学科本身独特的育人功能，在知识传授与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

过程中，实现价值观的引导。中职语文教学要用“生命语文”

的浪漫天性和诗意特质，唤醒学生的心智，唤醒学生的生命

感、价值感，唤醒学生生命成长的感悟，带领学生与语文发生

真诚的心灵碰撞，让语文演绎生命的华彩乐章。

二、中职语文教学中生命教育的内涵

在素质教育和新课标的指导下，生命教育逐渐受到教育界

的高度重视，其与应试教育存在本质区别。首先，生命教育属

于精神教育，其目的是塑造人和完善人，既抽象又具体，通过

具体的教学手段将生命意识传递给学生，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

抽象渗透；其次，生命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及生命观，通过教育促使学生掌握社会生存的本领；最

后，生命教育属于一种终身教育，需要学生不断地学习和努

力，从而加深对生命价值的认识，获取相应的生存能力。

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的教育，它不仅包括对生命的关

注，而且包括对生存能力的培养，生命潜能的激发，生命品质

的提升，生命价值的实现。中职语文教学中的生命教育是指培

养学生的生命情怀——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欣赏

生命，丰富学生的生命内涵，激发学生的生命潜能，提升学生

的生命品质，帮助学生实现生命的价值。

三、中职语文教学中实施生命教育的策略

语文课堂是实施生命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语文教师要利

用语文学科的优势，充分挖掘生命教育的素材，把握生命教育

的有利时机，承担起进行生命教育的责任，培养学生的生命情

怀，引导学生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探索生命的意

义与价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

对生活。针对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生命教育，我以中职语文

教材为例，链接“疫情”这本生活教材，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探讨。

（一）阅读教学，体悟生命教育

语文教材中蕴藏着丰富的生命教育资源，情景交融的诗

歌，富含哲理的散文，主题鲜明的小说，哀婉动人的戏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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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着浓郁的感情因素，具有强烈的生命感染力。教师可以深

挖教材中的生命教育素材，在进行阅读教学时渗透生命教育，

引领学生与作者、与文本对话思考、拓展探究，在语文学习的

过程中进行生命历程的深刻教育。

1.情感体验，唤醒生命意识

语文教材中有很多文章作者本身就是因受到精神和肉体的

折磨后奋发而起，这种精神本身就足以令人震撼。如司马迁在

遭受宫刑之后终于完成了史家之绝唱《史记》。海伦 •凯勒虽

然五官三残，却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写出了数部享誉世界的名

作，弹奏了残缺生命的最强音。食指文革期间身心倍受摧残，

却仍写下了“相信未来，热爱生命”的宣言。在学习他们的作

品时，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走近作者，了解作者饱受的挫折和

磨难，然后让学生再读他们的作品，就会有众多感触，这时老

师再适时点拨，就会触动学生内心深处的那根弦，从而激发学

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情感。

教学时，引入疫情中那些与新冠病毒顽强斗争、最终跑赢

死神的勇敢者们，他们中很多人在新冠病毒的重度侵袭下几度

昏迷，但是永不言弃、求生的意志让他们最终跑赢死神，以此

唤醒学生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意识。

2.个性解读，领悟生命意义

选入教材的课文通常含义很丰富，学生要根据自己的人生

阅历对文意进行发掘。如《最后一片叶子》中，为了帮助琼西

战胜病魔，老画家贝尔门在暴风雨之夜，用生命的遒劲之笔画

下了一片永不凋零的常春藤叶子，唱响了一支舍己救人的生命

之歌。贝尔门的这一举动，让学生在阅读中心灵受到了极大的

震撼，感受到了小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舍己救人的大爱之美。

阅读教学时要留给学生震撼反思的时间，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生

命的震撼，只有这样，学生才更能体悟到生命的可贵与可敬，

在震撼中领悟生命的意义。而贝尔门用生命画下的“最后一片

叶子”给了琼西“生”的意志，新的生命。要趁机引导同学们

在心中珍藏“那片永不凋谢的常春藤叶子”，如遇风雨，也能

像琼西一样重拾信念，热爱生命。

教学时，引入疫情中献出自己爱心的一个个普通人，他们

用行动书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人间大爱，诠释了生

命的力量，源自于守望相助的温暖，引领学生在感动中领悟生

命的意义。

3.多种对话，思考生命价值

阅读教学时，老师应适时引导学生进入文本深处，达到与

作者心灵的共鸣。如《我很重要》冲破传统价值观念，从亲

情、爱情、友情、事业等多方面深刻剖析了个体生命的价值，

发出了“我很重要”的呐喊。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反复对文本进

行深度阅读，并适时点拨，让学生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

与教师对话、与同学对话，在师生、生生的合作交流中迸发出

思维碰撞的火花，引导学生认知自身生命的独一无二，加深对

文本的理解。此外，播放舞蹈《千手观音》，让学生观后谈谈

感受，引导学生认识到，虽然他们身体残疾，但仍然关注自

我，珍视生命价值的重要，促使学生体会到“我”的重要性，

从而珍视自我，重视自我，热爱生活，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教学时，引入疫情中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们的感

人故事，他们不惧风险，逆流而上，用生命守护生命，他们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是生

命价值的体现。学生只要能够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就会更加

呵护生命，生命教育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进行。

4.深度解读，建构生命信仰

教师还要引导学生细细体味，深度解读。如《廉颇蔺相如

列传》中，蔺相如临危受命，不畏强秦，竭尽忠智，以国家利

益为先，体现了伟大的爱国精神，以此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意

识，让学生在感动中建构生命信仰。

再如《一碗清汤荞麦面》中母子三人除夕夜同吃一碗清汤

荞麦面的艰辛与勇气，共同战胜生活厄运的坚强与勇敢。《幼

学纪事》中一位少年求学的渴望与艰辛、心酸里的坚强与乐

观、困境中的执著与追求。教学时要引导学生细细体味，深度

解读，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这些鲜活文字的生命律动，在感动中

提升对人生和命运的理解。

教学时，引入疫情中临危受命，马不停蹄，奔赴疫情防控

最前线，为中国人负重前行的的国之脊梁——钟南山和李兰娟

院士。他们用大爱抒写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神圣诗篇，

他们用大爱为我们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让我们对打赢这

场战疫充满了信心。引导学生感受他们这样的生命是多么有意

义、有价值，以此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尽管学生对人生的理解仍欠深广，但要让他们懂得，只有

那些自强不息者才能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韶华易逝，珍惜生

命者，才能拓宽生命的宽度；人生苦短，热爱人生者，才能享

尽人生的芬芳。

教材中的课文毕竟是文学作品中的冰山一角，教师还要引

导学生课下去感悟更多的歌颂生命的文学作品，循序渐进地介

绍给学生阅读，促使学生在阅读中感受作者对生命的热爱和理

解，让学生放飞自己的心灵，帮助学生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

值，进而懂得如何珍惜生命，塑造积极向上的生命观。

阅读教学时，可以利用文学作品来感染、熏陶，引导学生

唤醒生命的意识，领悟生命的意义，思考生命的价值，从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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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生命的信仰，塑造健康的生命观。

（二）写作教学，抒写生命情怀

写作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表达和沟通的训练，学生通

过自己对情感的抒发，对生活的思考，对生命的倾诉，才能彻

底释放生命的色彩，对生命的认识才更生动，更深刻。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要有意引入生命教育的题材，促使学

生学会思考生命，从中体会生命的可贵，领悟生命的意义。如

学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之后，可向学生推送“学习强国”

中抗“疫”MV《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引导学生珍惜生命，把

握当下，自律自强；并让学生以《假如还有三天生命》为题作

文，设想只剩下三天生命你会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假设的

方式让学生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从而珍惜生命。除此之外，还

可以提供生命教育话题的相关材料，让学生从不同人对待生活

的差别中寻找生命的真谛和意义。

指导写作时，可引入疫情中的一位位白衣天使，一队队最

美逆行者，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共赴国难，守护生命。还可

引导学生学习身边榜样——我校2021级大专网络1班17岁的

路兴路同学，面对居民楼突发火灾，冒着生命危险第一时间将

82岁老人救离火场。随后他一边拨打119火警电话，一边挨家

挨户敲门疏散楼内居民，为整栋楼的居民开辟了一条“生命通

道”。这无疑是中职生是对生命教育最生动的诠释。引导学生

学习白衣天使们和路兴路对生命的尊重和守护，学习他们危急

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敢、责任与担当。

开展一次《关爱生命，守护生命》征文比赛，引导学生从

现实生活中取材，在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同时加深对生命的认

识和思考。虽然学生的文章篇幅短小、辞藻不华，但字里行间

却流淌着对生命的思考和感动，对人生的感悟，从而实现了我

们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的目的。

（三）实践活动，感悟生命真谛

除了要在语文课堂中突出生命教育，还要积极举办各种丰

富的语文实践活动，通过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和发现生命的

意义，进而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生命观。

疫情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战无不胜的民族，看到了势不可

挡的中华复兴。这就是今日之中国，强大的中国，团结的中

国，有爱的中国。指导学生再读疫情中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重

温疫情中一个个感人的瞬间，感恩疫情中众多的“逆行者”，

引导学生学会从生活中发现爱、感受爱，并把这些温暖和感动

化于自己的行动，传递爱，弘扬爱。

引导学生认识到，作为当代中职生，疫情当前，我们不是

旁观者。鼓励学生发挥专业特长为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很多同学以自己方式战“疫”，多名同学假期积极参加社区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还有学生发挥专业特长，或绘制“战

疫”作品，用设计的力量和视觉语言的表达，为打赢抗击疫情

阻击战加油！或撰写正能量网评，分享自己对生命的感悟、思

索和行动；或发挥无人机专业特长空中喊话助力疫情防控；还

有的同学热情捐款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他们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展现了当代中职生对国家、社

会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面貌。

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生活与实践中关爱生

命，感悟生命的真谛。如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滴水之恩，涌泉

相报》，引导学生感恩父母，感恩老师，可以是微信、视频各

种形式的问候；可以举行感恩主题的朗诵比赛；也可以去敬老

院福利院献爱心。

生命教育通过具体的感恩践行活动渗透到学生的灵魂深

处，这样的生命教育才更真实，更深刻。

（四）课程评价，关注生命感悟

在语文课程评价上，不应局限于对文化知识的终结性评

价，还应加入对生命感悟的评价要求。如在阅读教学中，除了

对学生的阅读速度、阅读理解能力进行评价之外，还应关注学

生阅读过程中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的理解和价值取向的评

价。在写作教学中，除了重视对语言运用的评价之外，还应对

作文素材中蕴含的生命观进行发展性评价，引导学生欣赏自

己、肯定自己的价值。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发展。尊重生命，关爱生命，培养

生命意识，提高生命质量，拓展生命宽度，锻造生命厚度，发

掘生命深度是语文教育的要求，也是人本化教育的体现。因

此，语文教学中要重视生命教育，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语文学

科优势，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生命教育，培养学生的生命情怀，

丰富学生的生命内涵，激发学生的生命潜能，提升学生的生命

品质，帮助学生实现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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