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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点

“如何理解全
面提高人才自主
培养质量，着力
造就拔尖创新人
才？其对我国教
育改革发展提出
了什么样的新要
求？”在日前举行
的“首届教育局
长论坛”上，第
十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科技馆
原馆长王渝生表
示：创新人才的
培养千万不能像
工业化那样批量
生产，“因为人才
培 养 不 是 做 月
饼，拿个模子一
倒就倒出来了。”

王 渝 生 说 ，
教育最大的价值
就 是 “ 有 教 无
类 、 因 材 施 教 、
教学相长”。而拔
尖人才的数量总
体 来 说 是 很 少
的，所以教育不是
让每个孩子都去学
奥数、学外语、弹
钢琴，最适合的才
是最好的。

王 渝 生 表
示，科学教育和
教育科学两方面
不可分割，相互
促 进 ， 融 为 一
体。“教育是一门
科学，而过去有
些人没有认识到
它的科学性，认
为一个人只要学
习了教育学、心
理 学 、 学 习 学 ，
就可以当老师。”
在 王 渝 生 看 来 ，
教育应当作为一门科学。而它的科学基础，有
赖于今天的信息科学、大数据、云计算等，
还有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以及
神经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
等，而这些要作为当前教育科学新的基础。
遗憾的是，现在的师范生在这些方面的知识
储备和素养还相对比较缺乏。

谈及科学的重要性，王渝生援引爱因斯坦
的话说：“科学的社会功能有两个：第一，科学
直接地，但更多是间接地通过生产工具转化为
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第二，科学作用于
人类心灵，这个功能看起来不像第一个功能那
么明显，但是它和第一个功能同等重要。”

“如何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在他看来，创新人才的培养要通
过提高科学素质、通过素质教育来实现，最
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拥有怀疑、质疑的精神，
和创新创造的精神。在王渝生看来，创新人
才的培养没有固定的模式，“所谓创新人才，
就是有个人独具的特色和优势，而那种所谓
寻求标准化答案的教育会限制人的大胆创新
思维因而限制创新性人才的成长。”所以，他
希望老师们要做更大的努力，在教育公平的
前提下因材施教，在因材施教的过程中发现
创新的苗子，并在宽松的环境中培养，做到教
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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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孩子在幼儿园时，老师带领他们在小菜
地上种下了大蒜和青菜。此后，破土而出的
小蒜苗和小青菜成为孩子们的好伙伴，他们
每天给小苗苗浇水，共同成长。

后来，北京的疫情防控形势变得紧张起
来，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都开启了居家学习
之旅。孩子们自然也就看不到自己亲手种植
的小苗苗了。

11月的一天，北京7、8级大风，气温
骤降。看着随风肆意摆动的树枝和地上翻滚
的落叶，孩子问我：“妈妈，这么大的风，
我们种的小蒜苗会不会被吹弯？天气这么
冷，它们会不会被冻死？”

面对3岁孩子的这个问题，我心里既温
暖又感动。因为，零下的温度，如果没有做
防护，弱小的小蒜苗和小青菜是肯定会被冻
死的。如果我直接告诉孩子“肯定会被冻
死”，他善良的心灵会不会难过？如果我告
诉他“肯定冻不死”，也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爱与生命教育的好
机会，于是就对他说：“也许，在幼儿园值
班的老师已经给它们盖上厚厚的棉被了。盖
上棉被的小苗暂时不会被冻死，但每个生命
都是有时间周期的，它们早晚有一天也会枯
萎，也就是死了。”

我指着树上一片飘落的银杏叶对他说：
“你看，这一片刚落下来的叶子，也是有生

命周期的。在春天的时候，它是小小的嫩
芽，到了夏天长成舒展的绿叶，到了秋天，
它变成金灿灿的，而冬天来临，大风一吹，
它们就告别了树枝，最终会腐烂消失在泥土
中，这就是死亡。其实，每个生命都会面对
死亡，包括你们种的小蒜苗和小青菜以及身
边的每个人。”

我知道，给3岁的孩子讲人的生老病死
还稍微有点难，于是就先从他熟悉的蒜苗开
始。为了让他不再难过，我和孩子一起在花
盆中种植了10头大蒜，并让他负责浇水。
一天一周过去了，小蒜苗发芽了，又一周过
去了，小苗长高了，变得郁郁葱葱，像一片
小森林。阳光最好的午间，我最喜欢和孩子
一起观察他的这盆“劳动成果”。但是，小
蒜苗长到一定程度后，无论怎样浇水施肥，
小蒜苗也不再生长了、它的叶子开始变软
了，甚至开始枯萎了。姥姥建议将蒜苗割下
来，做个蒜苗炒鸡蛋。孩子坚决不同意。

我告诉孩子，小蒜苗的生命快到它的尽
头了，接下来它就会自己枯萎掉。但是如果
现在我们将蒜苗采摘下来，做成饭菜，它们
就会很开心，因为它们发挥了自己的价值，
而且它的营养被我们吸收后，就会永远和我
们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在花盆里
种植下一波。

孩子点点头，拿起小剪刀，亲手将自己种
植的小蒜苗一根根剪下来，交给了姥姥……
然后接着又种下了新一波的大蒜。俨然，他已

经多少明白了对于大蒜来说，它要经历的生命
周期了。

（二）

我一直认为，孩子的生命教育，不能靠课
堂上生硬地“说教”，而需要父母和老师抓住
契机春雨润物般地自然渗透。

我最初接触到的生命教育也萌芽于奶奶的
花盆里。

奶奶生前喜欢花，她的院子里到处都是花
盆苗圃。我从春天发芽、开花，夏秋繁盛，冬
天枯萎的形形色色的植物中，知道了什么叫美
好，什么叫生命，什么叫不可违抗的自然规
律，什么叫生命的代代往复。

而真正理解“死亡”这个词，始于我 5
岁时，邻居老奶奶的去世。那3天，他们家
里哭声不断。妈妈告诉我：“老奶奶死了，她
的孩子们很伤心，所以会痛哭。”我问妈妈，

“人为什么会死？”妈妈说，“人老了、病了就
会死。”

那时候，小县城里人们对死亡的仪式很是
看重，从去世到下葬，有的延续3天，有的长达5
天。而在这段时间里，逝者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
都前去吊唁告别。大家也都带着肃穆的神情参
与到葬礼中。下葬那天，我亲眼看到老奶奶的棺
材从门口被好多人抬走，便好奇地问妈妈，“她
被抬到哪里去？”妈妈告诉我，“她会被埋在祖坟
的土地里，再过好多年后，她的身体就和泥土融
为一体了……如果她的孩子想她了，就去她的

坟前看看。”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因为我最担心我的奶

奶也会像这样离开我、被埋在泥土里。我虽然
嘴上不说，但每天都会默默祈祷，期待奶奶永
远不要离开。后来，我上学离开了家乡，常常
在心里期待着奶奶健康长寿。

比较幸运、幸福的是，奶奶的身体一直很
健康。她在86年的人生岁月中，见证了她最
心疼的孙女从一个小婴孩到大学毕业，也见证
了她的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而已为人母的
我，也还有很多次的机会在奶奶的怀中撒娇聊
天，享受了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

在这30多年的岁月中，我也对生命、对
死亡、对自然规律有了科学理性的认识。所
以，当我自己真正面对奶奶离去的那一刻时，
心态反而变得理性淡定从容，唯一考虑的就是
让她没有痛苦不留遗憾地安详“转身”。让我
心里安慰的是，她也确实在我的守候陪伴中告
别了这个世界。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草黄了，枯了，
死了。不过草有根，明年又长出来。人也一
样，下一代接替上一代，代代相传吧……”这
是杨绛在她的《走到人生边上》关于生死问题
的自问自答。让孩子在生活中、在春种秋收的
自然中接触感知生命、了解生死规律，才能更
好地遵循生命规律、珍爱生命，从而让生命活
得有尊严、有价值，生活得豁达通透，坦然理
性地面对人生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过
好生活中的每一天。

在真实的生活中渗透生命教育
——由孩子的一个问题引发的探索和思考

张惠娟

“它们又长大了。”“它们太可
爱了。”“我们好想它们！”……前
不久,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
实验学校五年级一节线上劳动课刚
开课，学生们便不约而同地聚焦同
一个话题——芦丁鸡。为什么孩子
们对芦丁鸡有这么深的情感惦念？
这里面有一个关于劳动教育和生命
教育的故事。

2022版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
标准》颁布以来，学校围绕美好教
育文化理念，以培养学生“问题解
决能力”为劳动教育出发点和落脚
点，通过创设与生活关联的真实情
境，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劳动教育。比如，学校在
今年新学期刚刚开发的劳动课程中
紧紧围绕“芦丁鸡”这一“主角”
设计与展开。将劳动课程标准中要
求的“十大任务群”中的“日常生
活劳动”“家用电器使用与维护”

“农业生产劳动”“传统工艺制作”
“工业生产劳动”“新技术的体验与
应用”等学习任务，转化成为劳动
课课程内容，通过组织学生学习芦
丁鸡的习性，芦丁鸡的孵化知识，
孵化器的选择与使用，饲养箱的设
计与组装，照明和取暖设备设计与
安装，玉米叶编织鸡窝，废旧水瓶
制作食盒、水盒，废旧物品设计装
饰等，引领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动手
和实践，在真实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

经过近一个月的研究性学习，学生通过
上网查阅资料、小组讨论交流、制作展示
PPT、学习成果汇报等完成了有关芦丁鸡的
习性和孵化知识的学习。2022 年 10 月 9
日，36枚圆滚滚的小芦丁鸡蛋被装进了孵
化器。学生们每天按时给鸡蛋翻蛋、喷水和
照蛋，认真记录孵化器里温度、湿度变化，
观察鸡蛋的变化，并把这些数据记录在观察
报告上。等到了第七天，照蛋灯透过鸡蛋的
外壳，看到蛋里有网状的毛细血管以及明显
的胎动了，这个时候同学们才真正感受到这
些小小芦丁鸡蛋的神奇，感受这些小生命孕
育的过程……直到第17天一早，师生刚进

教室，就听到孵化器里有小鸡的
叫声。第一只小鸡破壳，看着蛋
壳上一圈啄痕，孩子们欢喜不
已，目不转睛地盯着蛋壳，直到
小鸡破壳而出。

看着这个活蹦乱跳的小生
命，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把它转移
到饲养箱，还为它垫上隔尿垫，
打开采暖灯，准备好开口饲料和
温水。大家一起商量着给它取了
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坤坤”。接下
来，小鸡一只一只接连破壳而
出。36枚鸡蛋在同学们精心呵护
下，一共孵出了25只小鸡。同学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通过探究得
知，也有几只没有受精，几只停
止了发育。看到小生命的逝去，
有的同学伤心地落下了眼泪。

面对25只成功孵化的小鸡宝
宝，孩子们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增强了——他们为小鸡的生活张
罗忙碌起来：在劳动教师的指导
下，孩子们纷纷找来了家里丢掉
的玉米皮，清洗、晾晒、给小鸡
编鸡窝。有的还找来了家里不用
的水瓶，画一画、剪一剪制作成
了自动食盒和水盒。慢慢地，孩
子们家里的快递箱、牛奶盒、水
瓶……都成了他们课上材料，为
了这些小小生命，老师和同学们

真的“玩出了新花样”，他们用智慧和双手
为这25只小生命创造着幸福的生活。

正在孩子们陪伴小鸡快乐成长的时候，
受疫情的影响，学校开启了线上教学，学生
改为居家学习。防疫教育、心理教育、生命
教育也成为学校工作的重点。通过鸡宝宝的
纽带，我们和孩子们谈生命，谈人生价值。
孩子们虽然居家学习，但他们对小鸡宝的牵
挂一刻都没有停止，因为亲眼见证小鸡宝宝
孵化全过程的他们，已经将鸡宝宝们当成自
己生命中的最重要一员了。孩子们经常和老
师一起探讨，见缝插针地打听“鸡宝宝”们
的情况。想必在陪伴小鸡一起成长的过程
中，同学们学会了更加尊重和热爱生命。

（作者刘美玲系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
望京实验学校校长，管永新系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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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生命教育这个话题前，我们首先
分析这个“命”字——一人、一横，下面是
叩首的“叩”。老祖先造字都是很讲究的，
这个“命”字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敬畏生
命。因为只有敬畏生命，才能珍爱生命。

如何让孩子敬畏生命、珍爱生命？要从
小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而且越早越好。

我认为让孩子和大自然密切接触，是进
行生命教育的好途径。大自然中的一草一
木，红花绿柳，叶枯叶荣，都是进行生命教
育的好资源。孩子在和大自然的深度相处
中，会观察生物如何萌生、如何生长，有怎
样的生命周期……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感知存
在于万物之间相似的自然规律。而孩子对自
然生命的感知最终也会延伸到人身上。

随着孩子对自然规律的关注，我们要逐
渐从生命教育过渡到死亡教育。

比如，当孩子养了多年的一只小乌龟去
世了，他肯定会特别伤心。妈妈可以借此机
会告诉孩子，“死亡”是什么意思。即：死
了就永远睡着了，生命消失了、再也见不到
了。还可以借此机会告诉孩子，每个生命都
有周期，也都会死，爷爷奶奶也会，爸爸妈
妈以后也会，所有的人都会。从而让孩子知
道生死存亡的自然规律。

当然，如果孩子还小，一时不能理解、
接受“死亡”的具体意思，也可以借助童话

故事来这样告诉孩子：“小乌龟睡着了，它变
成了天使，在你的梦里它会给你讲故事，会陪
着你游山玩水，当你从梦中醒来以后，它就该
休息了。就像月亮、太阳的关系一样，只是换
了一个时空维度见面。”

我曾经看到一个小朋友在爷爷生日的时
候，对爷爷说：“祝爷爷永远不死。”其实，这
反映了孩子内心一种非常美好的心愿。换句话
说，他希望爷爷永远健康长寿，能永远陪着
他。

进行生命教育，既需要让孩子理解“生
命”的意义，也需要让孩子理解“死亡”的
含义——安静、静止了，没有生机、没有活
力、永远死气沉沉的意思；而“亡”字的繁
体字是这样写的“亾”：一个人藏在一个竖折
里，其实就是藏起来被忘记的意思。中国文
化中的“万古流芳、名垂千史”等词语，就
是希望逝者不被世人忘记。所以，一个人，
如果在世时一心向善，对家庭、朋友及社会
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那么他就会被人们
怀念。

通过生命教育，我们要让孩子发现，每一
个逝去的生命都曾经像今天的我们一样鲜活地
活过，可是现在都长眠地下了，而我们还有时
间。所以，死亡教育会提示我们要过好每一分
钟、每一天，让每一天都有价值意义和幸福
感，从而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认识生命、敬畏生命，才能珍爱生命
口述/路桂军 整理/本报记者 张惠娟

冬天来临，草木枯萎，万籁俱寂，也是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的时机。
在家庭中、在学校里通过合适的方式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有助于让孩子正确认识生

命，感悟失去 （玩具、宠物） 和分离等情感，学会处理情绪、转换思维和换角度看问题，
懂得爱的真谛，从而对生命多一份热忱和敬畏。

——编者

孩子们用玉
米皮给鸡宝宝编
织温暖的小窝。

■专家连线

对孩子开展生命教育有怎样的价值？生命教育要从什么时候开展？具体内容如何切入？特
邀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安宁疗护团队负责人路桂军——

近日，“科技强国 强国有我”2022 年科
技大篷车全国巡展走进重庆暨重庆市朝阳中学
科创教育成果展示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活动共
设置“遇见科技”“感受科技”“了解科技”

“共筑未来”4 个部分，涵盖了人工智能、航
空航天、物理、地理等学科知识，让同学们感
受科技的魅力，帮助他们更好地树立科学思
维、了解前沿科技发展成果。

新华社发

■图说教育

■成长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