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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生命，神奇的教育，我们折服于生命的奥妙，更折服于教育的伟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课程的星空下，师生一定
会让沉寂的心灵邂逅彼此的笑靥。在我们真诚的微笑里，蓄满教育的阳光！在我们灵动的教育中，充满生命的智慧！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之所以非常喜欢荷尔德林的这句诗，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它道出了生命的一种本
真的、自在的状态。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们不禁要问：本真的教育对多彩的生命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责任？是唤醒、放飞？
还是抑制、羁绊？ 

  一、 教育与生命的原始关系 

  教育专家黄克剑教授在他所倡导的“生命化教育”理念中认为：教育的功能在于“传授知识、启迪智慧、点化或润泽生
命”。教育在生命个体的演绎发展中显然能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但在“点化或润泽生命”这一功能中，分明让我们感受到了教育
的独特魅力。应该承认，教育始终不能遗忘和忽略人的生命的存在，正因为人生命的独特、丰富、多样，才使得教育变得富有魅
力，任何教育的探索都永无止境。因而，所有的教育行为都需要反躬自问，需要进行价值审视，教育因为对人的肯定和成全才真
正成为人的教育，学校才成为人的学校。也正因为指向一个个具体的人，生命化教育才变得既迫切又具有可能性，它本质上又是
智慧性和反思性的，它重在实践，是不断生成不断超越自己的，生命化教育永远都在生命的路途之中。所以说，对生命的遗忘才
是教育最大的悲哀，对生命的漠视才是教育最大的失职与不幸。生命比任何知识、规则、纪律，甚至荣誉，被许诺的未来的发展
与幸福的可能性，所有的一切都更神圣。所有的生命都无法被另外的生命所代替，生命具有惟一性，敬畏生命是教育的伦理起
点，也是教育的价值归依。生命既是神秘、永远不可能被穷尽的，生命也总是“现在”“当下”，是我们肉身所有幸福的依据，
生命使教育成为可能，变得丰富与不可思议，关注生命、尊重生命是教育的第一要义。我们始终还要谨记，教育是生命的教育，
学校是生命的学校。一切都因为我们活着，因而我们惟有希望活得更好，生命的有限性催促着我们的行动，活出意义也便是我们
生命的价值所在。 

  二、 现实教育中生命意识的缺失 

  现实中的“生命”与“教育”之关系，处于分离的状态。教育并没有把人作为它的真正对象，教育的过程也没有把人当作
人。有人会问：我们的教育教着学生，难道学生不是人吗？有谁会承认我们的教育教的不是人，而会是某种动物呢！这话不无道
理，但它所说的人，不是介入到“教育之中的人”。就像海德格尔要分析的“人”，有谁会说自己是掂着头发离开大地，而不栖
居在大地上呢！人虽然住在大地上，但他与大地已经不具有“同一性”，不是本真的自在地“栖居”。每类活动都有它对待人的
要求，换句话说，只有满足这种要求，他才在这种活动中配称得是“人”。经济活动、商业活动把人看作“经济人”，伦理活动
把人看作“伦理人”，它们突出的只是人的某个方面。教育活动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所看到的人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具体
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命。明了这一点，我们不禁要问：当我们老师站在讲台上，他们的眼中有“具体
的人”吗？当我们在滔滔不绝地讲课时，我们的心中有“人”吗？有“人”的教育是为“人”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行为以及所采
取的措施都是为了“人”吗！不无夸张地说，我们的教育是“有书无人”，“有知识无人”，“有抽象的群体无具体的个人”，
“有教师无学生”。教育过程是教师把一些预先准备好的东西一步步呈现出来，不考虑学生是否有兴趣，是否符合学习者的需
要，强硬地“塞给”他们。我们的教育规章制度不是满足学生的需要，而是为了便于教师的管理。教育不是把人当作“人”，而
是当作“动物”来“训练”；不是把人当作正常的人，而是当作犯人，“学校是监狱，教师是管教，学生是犯人”。现行的教育
正是由于教育的“目中无人”，新时代的教育改革才把“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作为共同的目标，这
是教育对“人”的呼唤。生命化的教育倡导教育“以人为本”，就需要把“远离”教育的人“还给”教育。在此，我们套用海德
格尔脍炙人口的这句至理名言，把生命化教育的理想概括为：让生命在教育中诗意地生活。 

  三、 教育中如何放飞生命 

  我们的教育需要的是使人回归到教育之中。教育中的人是具体的、完整的。让生命回归到教育之中，使教育直面生命。在此
基础上，我们再进而追求，生命在教育中如何“诗意”地“存在”。这就是生命化教育的真正境界——诗意教育。 

  （一）放飞生命的教育追求一种自由的教育。人的教育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它不可能停留在无意识的“自在”的水平，只
能导向一种更高级的“自由”水平。“自由”已经不完全“自在”，它加入了“人为”的痕迹，但“自由”要遵循生命的自然发
展的顺序，不违背“自在”的要求。只有“自在”的，或者不违背“自在”的生命，才会是自由的。生命的自由表现在主体自
由、社会自由和个性自由，无论是那一种自由形态，它都首先要求人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主体，具有独立性、自主
性、自觉性、能动性，这是人之自由的前提。叶澜教授在分析中国教育的问题时指出，中国基础教育的根本弊病不在于忽视学生



的主动性的培养，忽视学生自主意识的培养。在学校中强调的是统一和服从、规范和秩序，忽视的是多样和创造、灵活和变化。
教师、成人在儿童、少年的学习世界和生活世界中基本上是主宰者，学校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抑制学生多方面的生动活泼地发展。
独立性、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是自由活动的前提，也是自由的品质。自由体现在与知识的“相遇”中，就是一种对知识的向
往、喜悦和由此激发出来的创造；体现在与教师的“相遇”中，就是一种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自由使师生双方在教育过程
中体验到的是自在、和谐、安宁、怡然自得。这是一种教学的纯美的境界。 

  （二）放飞生命的教育追求一种唤醒和引发的教育。成功的教育应是由“在场者”过渡到“不在场者”，由“在场者”引出
隐蔽的“不在场者”。教育在场的是“知识”，是物化的“符号”，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知识”，而是要用“知识”带出隐蔽
在“知识”背后的“意义”和“智慧”。正如黄克剑先生所阐述的教育的三个层次：“授受知识”、“启迪智慧”、“润泽生
命”，它是一层比一层隐蔽，教育就是要一层带出一层，最隐蔽的“生命意义”才是教育的核心。知识可以传递，但关涉知识背
后的意义，却无法传递。意义隐含在心中，它需要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来唤醒和引发。“对话以人及环境为内容，在对话中，
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师生在以知识为中介的对话中，交流了情感，分享了智慧，敞亮了人生，发现了对生
命意义的觉解与体悟。 

  （三）放飞生命的教育追求一种精神相遇的教育。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不是有知者带动无知者，而是人对人主体间灵
肉交流的活动。在这种交流中，人将自己与他人的命运相连、处于一种身心敞开、相互完全平等的关系中，因此，教育是人与人
精神的契合，是“我”与“你”的对话与敞亮。这种“相遇”不仅发生在师生之间，而且发生在人与文本之间。就师生关系而
言，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法律意义或人格意义上的尊重和平等，更需要的是在对话中相互激励，相互理解，相互接纳，使我们
的精神被深深地卷入，沉浸与被吸引到对话之中。人与文本的对话，不是人对文本的认识，认识本身是占有，不是对话。人与文
本的对话是人走进文本，用生命阐释文本的意义，构建富有独特个性的生命化理解。这种对话是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心与心的交
流。理想的教育使对话的双方走进“我”与“你”，用心交流，用心感受，自由地展现各自的情感与理性、直觉与思维、意义和
知识，创造精神领域的共识和共在。 

  （四）放飞生命的教育追求一种幸福的教育。幸福不同于快乐、愉快，快乐和愉快是一种感情的体验，是身心所体验到的即
时的、自然性积极情感；而幸福则更为深沉，它是感情与理性的交织。学习本身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简单地停留在感性的快
乐上，那是娱乐，而不是教育。著名学者赵汀阳指出，幸福要有“双重关注”，既关注结果的价值，也关注通向结果的行动的价
值。在结果上，幸福的教育来自于生命的超越性和对可能生活的追求；在行动上，来自于自由、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只有一个人
在自由自在的创造性活动中实现着自己的生命追求，他才是一个幸福的人。幸福的教育要以幸福的手段达成幸福的结果，赢得幸
福的人生。当前，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幸福，不仅来自于过重的课业负担，更可怕的是，学校教育成为心灵的“屠宰场”，生
命失去了灵动，失去了放飞的自由。幸福的教育呼唤把自由还给学生，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五）放飞生命的教育追求一种自我实现的教育。从目的上看，理想的教育并不局限于知识的掌握，技能的形成，能力的发
展，知识、技能、能力虽然负载于人，但它外在于人的生命，是人认识、改造外部世界的工具。理想的教育是心灵的沟通和敞
亮，它触及生命，充盈精神，建构人生。理想的教育是关怀生命的教育，是致力于生命自我实现的教育。教育过程中师生同在的
交流和对话关系，达成的不仅仅是学生的自我实现，也是教师的自我实现，师生双方共同在教育中臻于自我当下的完满实现和超
越。此乃真正的“教学相长”。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放飞生命的教育并非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随着新课程改革在全国的全面、深入地推广，教育的生
命化理念在不断地得到彰显和提升。 

  四、 新课程改革的生命化理念 

  （一）课程目标的生命化 

  课程标准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纬度设计课程目标。具体说来，新课程把普通高中教育的目标
重新定位为：普通高中教育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普通高中的教育应为学生的终
身发展奠定基础。其中尤其强调提出了学生应具有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掌握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形成
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具有基本的科学和人文素养、环境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出，新课标
把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并强调了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重要作用，这恰恰是把教育看成是提高生命质量
的重要手段，一改原来的重分数，轻素质、能力的弊端。 

  （二）课程结构的生命化 

  新课标的课程结构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构成，与原来的仅仅由科目组成的单一、扁平的课程结构相比较，这样
的课程结构具有立体性和层次性等方面的优点，为了实现学生素养普遍获得进一步的提高和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选择性发展空
间的目标。必修课突出课程的基础性。选修课程的设置，增强了课程的选择性、多样性、灵活性。这样，就会更好地顾及学生的
原有基础、自我发展的方向和学习需求等方面的差异，为每一个学生创设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促进学生特长和
个性的发展。这种对学生的个体生命的极大的尊重和满足的课程结构，凸显了新课程的生命化、人性化的理念。 

  （三）课程内容的生命化 



  课程标准在选择和编制课程内容时，突出了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特点。 

  （1）时代性。新课标要求课程内容能体现社会进步和当代科技的发展，能反映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关注学生的经验。课程的
这种引入时代和生活的源头活水做法，必将把学生的生命滋养得更加鲜活和多彩。 

  （2）基础性。新课标强调学生应掌握必要的经典知识，注重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旺盛的求知欲、积极的探索精神、坚
持真理的态度以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通与合作的能力。从这个层面上讲，
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过程，也是增强学生生命体验和实践的过程。通过阅读，学生会更多地享受生命与生命对话的快乐。 

  （3）选择性。为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多样化发展需要，适应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新课程在保证共同基础的前提
下，各学科分层次、分类别设计了多样的、可供不同发展潜能的学生选择的课程内容，以满足学生对课程的不同需求。 

  （四）课程评价的生命化 

  在新课标中，提出了与课程改革相配套的评价制度的具体建议：学校应建立起完善的校内评价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与
新课程相适应的评估与督导制度；运用观察、交流、测验、实际操作、作品展示、自评与互评等多种方式，为学生建立成长记
录，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历程。这种多元的、全面的、综合的、尊重生命个体的评价机制更能客观、全面地考察学生的能力和素
养，与过去的“唯以成绩论英雄”相比，显然更具人性化，更能展现生命的多姿多彩。 

  神奇的生命，神奇的教育，我们折服于生命的奥妙，更折服于教育的伟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课程的星空下，师生一定
会让沉寂的心灵邂逅彼此的笑靥。在我们真诚的微笑里，蓄满教育的阳光！在我们灵动的教育中，充满生命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