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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价值日益上升的境况

下，生命价值观的教育及其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

命题。对大学生进行生命价值观教育，是帮助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指导大学生

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进而既活在当下、珍惜此

刻，又超越现实、提升生命意义的基础性工程。梅

萍教授等所著的《当代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是其主持的

200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的最

终成果。该成果在对全国 7 个省市 16 所高校 2000
名大学生的广泛调研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大学生

生命价值观教育的内涵与本质、祈求与追寻、内容

与承接、内容与创新、方法与运用、环境与优化以

及启示与借鉴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对大学生生

命价值观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纵观全书，可

以发现该书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 充满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感。生命关怀、
人格教育，是个既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又有强烈现

实意义的命题。面对现代人越来越沉重的生存压

力，越来越淡漠的幸福感，读书把视野投射到现代

人的价值取向上，从价值观的视角进行深度挖掘。
通过大量调查实证分析大学生的生命意识和价值

取向，书中第二章从“主体的失落与期盼”、“教育

的失误与呼唤”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了大学生生命

价值观的偏差与原因。书中指出，教育与生活的断

裂，与生命的远离，都是现代科技对生活世界的遗

忘，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物质取向对意义

取向的遮蔽的直接反映。20 世纪后期，科技理性向

生活世界的回归，也要求教育走出唯科学世界、物
质世界的误区，关怀生命，融通生活，以生活为根，

为生命而教。此为 21 世纪教育回归人的教育的必

然走向。这一结论充分显示了本课题研究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此外，该书成书之际正是南方冰雪灾

害、汶川大地震、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际。现实、非
凡的生命经历与人生感悟，使作者对生命价值观

教育的研究有了更多的使命感与精神动力。他们

在导言中借用本—沙哈尔的“四种人生模式”探讨

了现代人不同的人生追求和生活境遇，强调了生

命的本体价值是此在、自在和安在；分析了汶川大

地震给生命的启示，谆谆告诫人们，“活着真好，请

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生命中的分分秒秒！”可
以说，本书开篇不仅充满了理性的思考，更充满了

强烈的人文关怀，使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生命

的脆弱与珍贵，感受到作者对人类、对生命的关爱

与责任，这本身体现了年轻的作者们是用“生命”
在研读“生命”。

2. 概念界定明确、深刻而具有新意。该书对价

值、生命价值和生命价值观三个基本概念从哲学

层面上做了深刻的内涵剖析与明确的界定。该书

认为，要在实践中推进生命价值观教育工程，首先

必须在理论上厘清和探究生命价值观教育的本质

与内涵，这是生命价值观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元

命题，若不能加以妥善解决，必将从源头上污染和

误导生命价值观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该

书第一章以探讨生命的含义、形态和特征作为切

入点，进一步界定了价值、生命价值、生命价值观

等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科学揭示了生命价值观

教育的一般本质和科学内涵。书中指出，生命世界

不仅是一个世俗世界，更是一个意义世界。人的生

命的崇高，在于人能够按照长期生活中形成的生

命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引导和约束自己的本能冲

动，使之摆脱个体性和任意性，建立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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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存的社会意义只不过是生命意义的升华，教

育乃是为生命本身的发展和社会化而服务的。这

样，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的本质即是指针对大

学生这一特殊的生命群体，根据大学生个体生命

特点和特定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

进行的，旨在引导大学生识读生命价值、唤醒生命

价值意识，确立生命价值目标，最终形成正确的生

命价值信念、信仰、理想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界

定就超出了以往单纯生命教育的内涵解读，从突

出生命的实体性上升到突出生命的价值性，从尊

重生命的教育上升到提升生命价值感的教育。不

仅界定明确，而且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3. 历史纵深感强。生命教育作为一个现代教

育的概念虽然是上个世纪乃至近几十年才提出并

付之实践探索的，但实际上有关人“生从何来，死

往何去”的追问和对生命的意义、价值的思考，一

直都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断追寻和探索的主题。一

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追求自由、追寻生命

意义的历史，到处都闪耀着有关生命及生命教育

思想的绚丽光辉，这些都是生命教育不可或缺的

理论渊源。该书不仅深入探讨了西方文化中的生

命意识及教育，中国文化中的生命智慧及教育，从

古希腊的生命观到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教育哲

学，从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到近现代的生命自由

思想，历史纵深数千年，中西比较有异同。而且该

书第一次较完整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本质

论及其教育思想，提出“生命是一种自然存在，满

足生命的自然需求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

提；生命是一种社会存在，只有在社会合作和劳动

实践中才能实现自我肯定与自我发展；生命是一

种有意识的存在，理性、激情、目的和理想是人强

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生命是一种主体

的存在，能动性、自主性与自为性使人成为完整的

主体；生命是一种价值的存在，奉献社会与完善自

我密不可分；生命是一个不断扬弃与超越的过程，

其归宿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六个基本

论断，这种概括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性。
4. 视野开阔，研究内容有创新。建立在历史的

长度与现实的广度基础上的生命价值观教育研究

必然视野开阔，内容丰富。首先，该书不仅构建了

一个完整的生命价值观教育体系，而且在研究内

容与方法上也实现了不少创新。如第三章从生命

的“四度”即长度、广度、厚度、量度论及生命是以

其唯一、广博、厚重以及生命潜能的巨大而赢得人

们的广泛尊重。尊重生命的教育既包括基于人类

生命存亡本质的生死教育和当下教育，也包括基

于促进生命发展与提升生命质量的健康生活方式

教育及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这种回到生活现

实中去体验生命、言说生命的论证方法是很有深

度，也具有信度的。其二，作者从尊重生命和发展

生命两个层面探讨了生命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第

四章明确提出了发展生命重在引导学生追寻生命

的意义，坚定生命的信仰，树立人生的目标，承担

生命的责任，在身心和谐中体悟幸福。这在学术界

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生命化德育的发展方向，

对德育的“人性化”改革具有启迪作用。其三，第五

章在探讨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方法时，既明确

其基本理念，又探讨生命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原则

即发展性与生活化相结合的原则、科学性与人文

性相结合的原则、认知性与践行性相结合的原则、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教育与自我

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并提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

命价值观教育的具体方法如价值澄清引导法、对
话交流法、情感体验法、团体学习法、咨询辅导法、
艺术陶冶法和情境教育法，这就把握了方法论研

究的逻辑层次，遵循了从一般到具体的研究规律。
总之，该书的研究确属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

问题，有前瞻性。它在理论上扩展了思想道德教育

研究的新领域，使其价值研究和目标研究克服功

利主义和纯社会价值的倾向，克服“目中无人”和
“无生命”教育的态势，回归到本体论的意义———
尊重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上

来；在实践中它有助于大学生解决深层次的思想

和心理困惑，启迪大学生以正确的心态看待生活

与人生，形成一个“珍爱自己、尊重他人、关心社

会”的健全人格。该成果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教学改革中，提出了教学的宗旨应该是使学

生在教育中感受到自主的尊严和心灵成长的快

乐，这使得教学理念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鉴于目

前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书

不失为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开拓性力

作，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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