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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类（五篇）

关于以生命关怀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提升心

理健康水平的建议

行动亚洲 廖丹

摘要：2023 年 4 月，教育部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从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加强心理健康教

育、规范心理健康监测、完善心理预警干预、建强心理人才队伍、支持心理健康科研、

优化社会心理服务、营造健康成长环境等八个方面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行系统部署。

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关键在于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包括如何认知自我，如何

处理人际关系，如何管理情绪，释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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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丹.关于以生命关怀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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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023 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

蓝皮书指出，作为全社会的关注重点

——学生群体，面临着学业、就业等

压力的增大，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且呈低龄趋势。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

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 30%，而

小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 10%。

2023 年 4 月，教育部等 17 部门

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从五育并举促进心

理健康、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规范心

理健康监测、完善心理预警干预、建

强心理人才队伍、支持心理健康科研、

优化社会心理服务、营造健康成长环

境等八个方面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进行系统部署。指导中小学校严格落

实“双减”工作任务，积极开展文化、

体育、艺术、劳动教育以及适宜的户

外活动、社会实践等，培养学生珍视

生命、热爱生活的心理品质。

【内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

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的陈祉妍教授

及团队在 2021 年发布的《乡村儿童

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中显示：儿童抑

郁检出率达 25.2%。在年级分布上，

六年级学生抑郁检出率最高，为

28.6%，同时抑郁分数也是最高为

15.4，其次则是一年级学生为 14.7，

考虑可能是升学压力和入学不适导

致。关于乡村小学教师的调查显示，

乡村小学教师的抑郁检出率为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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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7%的乡村小学教师为抑郁高

风险，过度焦虑检出率为 20%。

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

情感能力的培养是关键。包括如何认

知自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管

理情绪，释放压力……行动亚洲于

2011 年首创的生命关怀教育小学课

程，是关于为人之道的通识教育跨学

科课程体系。基于“仁学”进行教育

创新，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

育四大支柱”理论与陶行知“生活教

育”理论，以全人教育为目标，为学

生提供“学习共同生活”的新教育框

架，聚焦“同理心”、“责任感”、

“慎辨性思维”等社会性情感的发展

(Socio-emotionaldevelopment),提

升儿童认识世界、感知世界、参与世

界的社会化能力。

生命关怀教育课程不仅关注学

生，也关注老师的发展，而从《乡村

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中对与乡村

教师的抑郁检出率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是必须的。课程应用具身认知理

论设计，通过具体的教学实践让更多

教师参与到全人教育，推动教师与学

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聆听彼此

的观点，关注彼此的感受，实现“相

观而善之谓摩”,开拓“做中学”的

方法，构筑了立体鲜活的师生之间、

学生朋辈之间同理心与责任感的示

范学习系统。

课程在 2021 年就已获得了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的“可持续发

展 目 标 最 佳 实 践 ” （ SDG Good

Practices）认证；并于 2022 年再次

获得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最佳实践”

（Good Practices for the UNTES）

认证；2023 年 6 月，生命关怀教育

成为 2023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网络论坛示范案例。这意味着生

命关怀教育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再次

获得全球性的肯定。

生命关怀教育小学课程设置覆

盖小学 6 个学年共 60 个单元的五大

主题课程，让教育工作者和孩子以循

序渐进的方式学习生命关怀教育，坚

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课程包括：

生命之网、生命的感知、关怀与尊重、

友善相处、情感智力等五个主题，开

展多样化的学习和体验的探究。内容

涵盖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公民素质

教育、环境议题、动物的福利和人类

对动物的应有责任。

生命关怀教育课程体系为社会

情感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创新实践。该

课程体系应用了合作学习、活动教学、

探究式教学、行动学习等教学方法，

有效影响青少年儿童的行为变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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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他们发展道德的、有公民心的、善

良的、有礼貌的及社会可接受的行为。

目前部分学校，如广东的深圳行

知实验小学、清远市大家元铁外小学

等，已采用生命关怀教育课程小学

1-6 年级教师指导手册，作为心理课

程的核心教学内容（校本课程），并

维持每个学年开展至少 10 堂生命关

怀教育课程。

学生们通过课堂上的小组合作，

不断练习到表达、倾听、合作、解决

冲突等人际关系技能，这会帮助学生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自我认知

和自我管理能力（如情绪、压力的管

理），降低他们的压力水平，提高自

信心；透过课堂上对于人、动物、环

境相关议题的探究，通过对话发展对

他人的理解，练习同理心、责任感和

慎辨性思维三大核心素养，学习了解

行为背后带来的影响（包括对人、动

物和环境），练习做负责任的决策，

从而提高社会意识，学会共同生活及

参与世界的能力（新版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强调的能力）。

教学评估专家威廉 •塞缪尔博士

曾经为课程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的

有效性研究，不断完善调研体系和监

测机制，跟踪、监测上课学生的心理

健康状态，对国内东部四个城市六所

学校约 600 名同年级学生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参加该项目学生的情

感共情和认知共情均优于未参加项

目的学生。

参与生命关怀教育学习的学生

们亲社会行为显著增加。改变还包含：

1. 具备更强的应对问题的能力；

2. 课堂行为表现的改善；

3. 社交能力增强；

4. 减少了攻击性的情绪爆发和

欺凌行为；

5. 自信心增强，压力水平降低。

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情感能力

息息相关，拥有更佳的自我管理、情

绪管理、共情能力、社交能力等社会

情感能力的学生更利于建设心理健

康。因此建议教育部门在小学阶段开

展已成体系的跨学科课程“生命关怀

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助力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