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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要回归生命个体，实现生命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化需

要走出工具化、规训化和空洞化的遮蔽，澄明生命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回归人的

生命本身，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真正具有生命化的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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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

民为工作目标”，要担负起“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了教育是“使人成人”，也指出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与担当，要坚持立德树人，关注学生的灵魂与

生命的教育，而不是理智与知识的堆积。

从广义上来说，生命教育是一种全面塑造人格的教育。从狭义上来说，生命教育就是一种人生观、

生死观的教育，是教育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和珍惜生命。生命是世界存在的基点，因为

生命的存在，世界才会变得精彩。因此，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要力求使教育回归生活，从学生个体的生命

出发，关怀生命、完善生命，实现向生命化的转变。

一、遮蔽：生命教育的异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很多人出现了生命意识淡漠、生命意义迷失、感觉生活无意义、精神生

命式微等问题，导致了各种轻视、伤害他人、动物生命或者自我生命的事件日渐增多。这些现象的出现

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生命的轻视与淡漠，对生命

教育的遮蔽与异化。

１．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化，异化了生命教育的价值。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活动逐渐呈

现出一种功利化倾向，思想政治教育也被工具化，知识被抬上了至高的地位，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本体性，遮蔽了个体的生命发展，异化了生命教育的价值。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人们相信知识能

改变命运。为此，在思想政 治 教 育 中 也 只 关 注 知 识 带 来 的 利 益，希 望 通 过 知 识 的 掌 握 来 获 得 社 会 的 认

可，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人的生命、自然的和谐、生活的美好的关照，背离了生命的向度，导致了学

生获得的知识只是“切断语脉、意义中立、文本非人称化的知识”，丧失了对生命价值的认知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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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知识学的理论，知识包括事实性知识、方法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人在社会中生存不能仅仅只

依靠事实性知识，还需要 学 习 方 法 性 知 识 和 价 值 性 知 识，才 能 适 应 现 代 社 会 的 发 展，成 为 一 个 完 整 的

人。但当前学校教育中为了追求绩效产出，一味地向学生灌输事实性知识，强调对知识的识记，忽视方

法性知识的教育以及价值性知识的教育。在这种知识教育的导向下，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了学生等级

考核和划分的主宰者，以成绩论英雄，学生为了获得成功而得到认可与尊重，不得不承受沉重的学习与

心理压力。思想政治教育本应是一种有温度的生命体验，但在这种工具性的异化下，已经忘却了思想政

治教育本身应该有的那种生命向度———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生命原点，

造成了生命教育的异化，培养出来的学生变成了所谓的“单向度的人”。

２．思想政治教育规训化，异化了生命教育的灵动。正因为目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这种知识

倾向，导致“在道德教育领域，人们用关于道德的观念、知识取代了道德行为的智慧与真义，知性道德

代替了品行道德 而 发 挥 着 德 育 的 功 能，对 道 德 知 识 的 真 假 判 断 遮 蔽 了 对 道 德 的 善 恶 价 值 评 价 及 其 活

动”①。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规训化的教育模式使学生处于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压抑了学生

灵动的生命，使学生失去了自由和自主的精神状态。

当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强调 服 从，教 师 站 在 讲 台 上 讲 得 滔 滔 不 绝，学 生 坐 在 教 室 里 面 无 动 于

衷，这种一言堂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觉得学习不再是一种乐趣，学习的教室

成为了他们的藩篱，这种 呆 板 枯 燥 的 教 育 方 法 束 缚 了 学 生 的 身 体 自 由，忽 视 了 他 们 的 自 愿 性。与 此 同

时，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过于注重统一，忽视了学生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训练驯服而划一的公

民这种思想代替了唤起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发展民主的美德。人们满足于反复灌输政治思想，而不去培养

人们了解他们所处这个世界的结构，履行他们生活中的真正任务，以便不至于在一个迷惘不清的世界里

盲目前进。”②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过度的规训一方面对学生的身体造成了摧残，失去了外在的自

由，另一方面漠视了学生的精神生命，使学生的生命灵动缺失了。学生作为个体的存在，天生就具有灵

动性，具有不断生长的内驱力，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规训化过强，学生生命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就会丧失，学生灵动的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就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失去自我，就无法在社会生存中

自我生成道德情感，最终也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

３．思想政治教育空洞化，异化了生命教育的情感。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应

该以关注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为主题。而人是生活在世界上的生物，因此要关注生活世界，关注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契合，如此才能实现与信仰的统一。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如何加强政治认同的社会主义教育，在进行这一方面教育的同时，

要注意人才是根本，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真正具有成效。一旦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过于

理想化，内容空洞，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他们的认知水平，或者内容过于抽象化，说教化严重，与生

活世界的体验悖 离，出 现“教 师 与 学 生 在 教 室 里 存 在，在 知 识 的 场 域 内 相 遇，却 不 在 生 命 的 视 域 里 交

互”③，就会造成学生知行不统一，出现思想政治上的双重人格。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为

根本，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关照学 生 个 体 对 现 实 世 界 的 体 验，关 注 学 生 的 个 体 成 长，关 注 生 命 的 价

值。“自然生命是价值生命的载体，价值生命是自然生命的灵魂，二者和谐统一，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

生命都是不完整的。”④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就缺少了人的灵魂，缺少了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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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澄明：生命教育的回归

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是人，最终的归宿同样是人，所以应该关注人的生命，承担起提升人的生命

价值的责任，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要呼唤生命的回归。

１．对生命的关注能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内涵。“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发展的人，他们来到这

个世界，有权利体验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活历程，体验作为人的全部生命意义。”①因此，人的生命正

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关注的。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复杂工程，肩负着解决好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的使命。这就要求我们抓住每个学生的生命成长，充

分关注他们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促进他们生命的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需要去引导学生思考人的

本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等问题，需要去指导学生学会“该怎么样活着”的本领，使他们正确面对生死

的拷问，面对现实生活。这一切都需要关注生命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除了关注社会发展，也要重视

个体价值，彰显生命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培养一个人格健全完善的人，培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合格接班人。

２．对生命的关注能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要以

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这 就 包 括 要 关 注 人 的 情 感 需 要，要 关 注 人 的 生 命 价 值 的 实 现。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调节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手段，通过教育使人实现生命的统一，完善精神生

活，在这种实现与完善中不断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面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更应坚持以德树

人，以关怀人的生命为基本理念，从每个学生的个体生命出发，尊重学生的个体生命差异，在共性教育

中注重个性教育，从而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促进他们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只有培养学生对生

命的敬畏感，对生命的热爱与激情，才能使他们成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才能成长为一个个情感丰富的

人，才能真正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也才能实现，其效果也才

能得到体现。

３．对生命的关注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担当。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重任。使人“成人”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应然追求，如果不以生命教育为己任，思想政治教育势必会丧失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新时代的

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必须“接地气”，也就是要从人出发，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去关注他们的生命成长、发

展以及价值，彰显生命的关怀。不仅传授他们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所需的知识，还要培养他们承担民族复

兴大任所需的技能，这种技能包括与人交往共处的能力、做事的方法、做人的道理，学会尊重他人的生

命、尊重自然的生命、尊重自我的生命，这样才能培养他们真正“成人”，才能培养出“非异化的人”，培

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时代重任。

三、重构：生命教育的凸显

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化与功利化的遮蔽异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在这种异化下，人的生命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空场”，思想政治教育也成为了社会的一种工具化手段。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关于

人的活动，致力于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人，需要我们回归人的生命本身，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真正具有

生命化的教育活动。

１．在知识教育中融入生命教育，走出工具化的遮蔽，关注生命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单纯追求

知识掌握的教育，而是通过知识的传授来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学生通过思想

政治教育来促进自身个体生命的成长，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生命价值，并不断提升生命意义。因此，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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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教师在传授知识时，眼中要有“人”。一方面用智慧去激活知识中的生命活力，

另一方面要把学生当作有生命创造力的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能把知识和学生异化成工具，当作“加

工品”和“机器”，而是要关照生命，融入生命教育，引导学生发挥自主性和积极能动性，注重学生在知

识习得过程中对生命的感悟，积极将知识向生命转化，走出工具化的遮蔽，体会生命的价值。
“所有生命都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只有一种生命能摆脱黑暗，看到光明。这种生命是最高的生命

……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①所以在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将生命教育作为核心内容之一，让学生在知识习得中启迪生命自觉，寻觅生命的

本质，从而建构自己的生命关系，实现人与社会的统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功能，在教学中增

加生命教育的知识，逐步从引导学生认知生命自觉开始，学会正确的自我生命认知，从而将习得的知识

转化为自己的生命自觉，体悟生 命 的 意 义，进 而 去 关 照 他 人、社 会 以 及 自 然，由 内 向 外 地 进 行 生 命 探

索，实现自我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以及自然的和解与和谐，去追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

的生命价值。

２．坚持以人为本走向民主平等，走出规训化的遮蔽，关注生命灵动。既然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为起

点的，那就必须尊重人的生命自由，走出规训化的遮蔽，走向民主平等，凸显生命的灵动性。但是当前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过多的规训约束和限制了学生的自由灵动，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个性，成了

批量生产的加工品。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民主平等，走出规训化的遮蔽，激发学生的生命灵动。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特殊手段，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人的个体生

命出发，把学生看作有尊 严 有 情 感 的 生 命 个 体，一 切 教 育 活 动 的 展 开 都 要 以 学 生 为 基 础，以 学 生 为 中

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人格，肯定学生的自身价值，重视他们的发展，“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

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 尊 重 人、理 解 人、关 心 人、帮 助 人”，调 动 他 们 对 生 命 意 义 和 价 值 追 寻 的

灵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人的意识的发生、发展，美的灵魂、美好的人性正是发生在活

生生的生命的实践之中，发生在现实的人与人的交往、对话之中，没有现实的交往实践，没有人与人的

对话分享，就没有充实而完整的精神生活，就不可能有人的道德性的充分发展”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

改变独白式的教育方式，走向民主平等。通过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使学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这

本身就是对学生生命的重视。只有与学生平等交往，才能了解学生的生命世界，共享生命智慧，引导学

生学会与生命和谐相处，促进学生的生命精神与生命灵动，互相之间搭建起生命沟通的桥梁，在对话交

往中实现生命价值的达成，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人的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是以开放为桥梁的，

当思想政治教育以民主平等的方式展开一场生命的对话，作为个体的双方将互相站在对方的生活立场去

完成个体生命存在的感受和生命价值诉求，在平等对话中形成新的生命，实现灵动的生命创生，提升自

我的生命价值。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交流的实践体验，尤其发挥好互联网

＋的作用，因为网络可以更好地让学生放下心防，发挥生命的灵动。通过网络把握住自己的话语权，实

现充分的学习和发展的自由，进而在网络中让自己的“新想法能够得到鼓励和支持，能够获得相关的信

息，能够与他人形成互动，能够容忍不确定性并鼓励冒险”，使个体的生命潜能得到最大的释放。

３．从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走出空洞化的遮蔽，关注生命情感。“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

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③因此，思想政治 教 育 的 基 础 是 生 活 世 界，

最终要回归到生活中去。但是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理论多过情感，内容上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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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页。

刘铁芳：《走向生命的教育哲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２页。



号化、空洞化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到学生的心里，和学生的生命情

感难以实现沟通，而且这种说教虽然理论性很强，传递了社会的要求，但由于脱离了生活实际，缺乏生

命情感的体验，难以引起学生个体生命在情感上的共鸣共振，很难从认知行为转化为行动。所以，思想

政治教育应该避免空洞化的遮蔽，而应回归生活世界，从重理轻情向情理交融转变，走向生命关怀，引

导学生激发生命情感。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身就来源于生活，是“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所以思想政治

教育本身就是关于生活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要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

的生活方式，用教师的生命去温暖学生的生命，用教师的生命体验去与学生进行生命情感上的交流。这

样思想政治教育就不再是干巴巴的说理教育，而是注入了情感，更加侧重了个体生命的塑造与培养，也

更能激发学生的情感，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生活的变化，使生活向好的方向发展。”①所以，面对技术理性的世界，思想

政治教育还要关注可能的生活世界。可能的生活世界关注的是每个个体的生命质量，思想政治教育需要

通过生活世界的展示，通过对个体生命教育的关注，用情感去感染学生，引领他们的生命成长，让学生

利用具体的生活资源，通过生命实践，培育生命智慧，感悟生命的未来，确立生命的信念，激发他们的

生命责任，引导他们对新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建构生活意义上的世界。当学生在生命中建构起可能的生

活世界，才能反思自我生命质量，产 生 生 命 尊 严，去 探 寻 未 来 生 命 的 意 义，成 长 为 一 个 精 神 独 立 的 个

体，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并努力“为自己创造无限广阔、无限丰富、无限发展的世界，给自己构成理

想的、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②，实现从实然到应然的超越，这个超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自然王国向必

然王国的转变。

总之，生命教育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与担当，通过生命关怀，鼓励学生觉醒生命意识，引

导学生的生命和谐发展，激发生命情感与责任，丰富生命精神，升华生命价值，努力“成人”，真正实现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
【本文系２０１８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课题（课题编号：ＨＮＳＫ（ＪＤ）１８－１２）、海南

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７年度课题重点项目（课题编号：ＱＪＺ２０１７１００７）、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资助项目（课题编号：Ｈｎｋｙ２０１８－２８）、海南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课题编号：ｈｓｊｇ２０１９－４７）、海南师

范大学２０１９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专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课题、共青团海

南省委２０２０年度志愿服务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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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活教育文选》，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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