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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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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思想立足于现象学视角$深入阐释了死亡与存在的关系$启发教师重视生命教育中生死哲学

的理论基础$深入挖掘兼顾生死主题的教育目标$注重生命教育内容选择的整体性)适宜性及生活化$关注幼儿教师在生命教

育教学中角色的特殊性及'宽容(的师幼关系的建构$为师幼生命个体价值追寻及终身幸福奠定基础$进而促进全人类实现诗

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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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生命是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正如泰戈尔

所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

生命教育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存在形态$蕴有深刻

而广博的哲学内涵%即真正人道的教育$它关涉一切

'有生之命($是真正对传统道德教育的超越与提

升+

#

,

&通过理解死亡来窥探当下生命的意义$一直

是古今中外文化哲学共通融合的一个基点+

!

,

&海德

格尔基于现象学视角将人作为一种向着死亡的存在

"

Q31*

O

>:'P+)L>L3+:/

#$将死亡的本质提升到了

对人的本真存在的思考$关注人自我人生筹划并履

现的积极意义&这对于我国当前关注幼儿生命主体

的自由和幸福)关注幼儿期独特的生命价值体验与

领悟$以及追求教育终极关怀的生命教育的内涵挖

掘与实施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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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德格尔#本真的向死存在$的诠释

%一&人%

G+931*

&的本真与非本真存在方式

海德格尔将人区分为%'本真(与'非本真(的存

在方式+

%

,

@%

&'非本真的(存在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

在世方式$它处于人云亦云$追随着'常人(的脚

步+

%

,

#@#

$人们遮盖了真实的自己$将自己异化于常人

中寻求安全感&此在"

G+931*

#的个别性)属己性被

压抑下来$共同构成此在的存在-'此在的沉沦("陷

落#&非本真的此在在'常人(中沉沦$以别人的看法

为看法$别人的意见为意见$而'沉沦的起引诱和安

定作用的异化在它自己的动荡不定之中导致的结果

是%此在自拘于它本身之中了&(

+

%

,

!?%此在跌落于非

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与虚无中&总是在被抛状

态中$被卷入非本真的旋涡&'本真的生存$并不是

任何漂浮在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它在生

存论上只是通过式变来对沉沦着的日常生活的掌

握&(

+

%

,

!?%换言之$本真的存在是从非本真的迷失中

转为本真生命的自我掌握+

?

,

&本真的存在是指对于

自己的生命内容是在现在就加以把握$能够认清自

己是在世存有$知道自己所真正要的是什么&然而$

在日常生活中$此在大都以非本真的方式面对自己

的死亡与生存&

%二&本真的死亡概念意涵

海德格尔指出$本真的向死而在不能逃避死亡

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也不能因为逃避

死亡而掩盖这个可能性$也不是迁就常人的理解力

而错误的解释这种可能性$而是'如其本来面目地把

死了解为此在的一种最突出的可能性$是在人生旅

程中被揭示出来的可能性&(

+

B

,海德格尔说%'死亡是

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

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

前&此在的死亡是不再能此在的可能性&(死亡是最

本已的$是不可取代的$是解除所有关联的$死亡是

无法?越的可能性$死亡是一种确知的不确定&这

就启示我们$人不能仅仅注视着死亡或是去经验死

亡$而是指出此在最本真的可能性是死亡$要从思想

上认识到将来的可能性即死亡$人要体会自身存在

的整体性$理解死亡是最本已的可能性$是不可逃避

的问题&把死亡的可能性纳入自己的生命中来$再

面对生命的有限性及随时可能死亡的情况下$更积

极的为自己筹划和抉择$反思生命的存在意义与

价值+

@

,

&

%三&非本真转向本真向死存在的转化'实现尽

责的人生

'向死的存在(意旨%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现象$人

类无法改变$关键是怎样实现尽责的人生&海德格

尔认为$存在的'良心(所隐含的是人能否为自己生

命负责及进行合理的自我抉择&此在把'非本真(的

自己召唤回面对'本真(的自我即是'良心的声音(&

这种'良心的召唤(不提供任何具体的内容$不依靠

人意志控制或预先预想$'呼声什么也没有说出$没

有给出任何关于世间事务的讯息$没有任何东西可

以讲述&(

+

%

,

%@$此在在日常中$因此$在日常中$由于

无法控制和无法预知的死亡$人自身会对生命心生

'敬畏(&不再迷失自己$而只关心自己的存在的可

能性&然而$人是否愿意听从'良心(的召唤$是个人

个别的抉择&当此在愿意听从良心的召唤$回到真

实的自己$承担自己的存在责任$就生起了本真存在

的'决心(&所谓决心$不只是普遍意义下的存在$而

是透过恐惧)忧心)良心所做的抉择$从而变成一种

生命的转化行动&本真的此在有了本真存在的决

心$他所面对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存在&当此在以本

真的态度面对种种存在状况时$种种状况也就成为

种种有特殊意义的真实处境&海德格尔所谓'先行

的决心(指涉的是先行的看清生命的有限性与虚

无性&

综上可知$海德格尔强调$只有获得一个充分的

'死亡概念(时$我们才能对'此在之存在所可能具有

的本真性与整体性(即'存在的意义(有一种源始的

洞察&只有厘清死亡与存在的本质时$才能真正克

服自我死亡的恐惧$获得本真存有的可能性$从而呼

唤良知及做出决断$逐渐履现本真的向死存有的意

义&然而$当今幼儿园的生命教育则更多关注在探

究动植物生命及生长规律$避讳谈论生死$忽视对生

命教育内涵本质的关注+

$

,

&生命教育不应仅教给孩

子关于生命的客观)理性的知识$如幼儿自我保护

等$生命教育应该是充满爱和希望的教育$更重要的

是如何引导幼儿把对生命的神圣敬意与积极的生命

态度内化于心+

S

,

&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角度深入探讨

个体的生命价值$不仅阐明对于死亡的认知与定义$

更为关注的是个体自我人生筹划并履现的积极意

义$对挖掘幼儿园生命教育价值内涵及实施方面有

着深刻的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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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生死观对幼儿园生命教育内涵发展的启示

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生死观对幼儿园

生命教育的启发

%一&明晰生命教育的内涵及概念界定

幼儿期是人类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卢梭将幼

儿天性与人的生命灵性相联系$强调教育要保护幼

儿的'自然()'纯真(等天性的自由发展&现实生活

中$幼儿也对人的生老病死)花草树木的生长和凋敝

产生兴趣与疑问$引发众多学者探讨幼儿园生命教

育的内涵发展&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及生命价值取向

的差异$至今尚未对生命教育的内涵有统一界定&

#E@S

年$美国学者华特士针对社会中的吸毒)自杀)

他杀等生命伤害现象首次提出生命教育思想$旨在

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及完满追求&澳大利亚学者

格里夫认为%'生命教育强调对生命的敬重与理解$

让我们为生命的存在而感到快乐$进而引导我们帮

助别人&(冯建军认为%'生命教育就是通过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生命意识熏陶)生存能力培养

和生命价值的提升教育$使学生认识生命)保护生

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

的价值(

+

E

,

!王海英认为%'幼儿教育应有的价值诉求

是以生命呼唤生命$以生命呼唤生命的幼儿教育是

一种唤醒生命意识)关注生命体验)培育生命能量)

提升生命意义的具有'时空交汇(特征的'生命全域(

活动(

+

#"

,

!王云峰等认为%'幼儿生命教育是教育幼

儿从观察与分享生)老)病)死之感受的过程中$通过

知)情)意)行的整合初步体会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

价值$完成生命教育的幼小衔接的任务$初步达成人

生第一阶段认识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爱惜生

命的目标(

+

##

,

!秦奕认为%'从生命角度为幼儿教育

定位就是关注幼儿个体本身$幼儿教育理念应遵循

并按照幼儿生命本身所蕴涵的特征引导幼儿充分展

示自己的生命色彩$教育的目的就在于生活的延续

和生命质量的提高+

#!

,

(&

笔者认为$生命教育内涵的超越)丰富和发展需

要有效统整及融合生死教育的理念$不仅要强调以生

命的发展和完善为教育的核心$也应突出生命的完整

性$重视对个体生命的整个过程的教育-即从探究死

亡的角度出发到关怀生命)建立积极的人生价值观$

从而激发幼儿对生命价值的体验与思考$萌发出对生

命的神圣感和敬畏感$更加珍爱生命$尊重生命&

%二&制定适宜幼儿的兼顾生命与死亡的生命教

育目标

由于受传统文化重生忌死观念的影响以及当今

教育功利色彩的凸显$成人更多注重幼儿知识技能

的获得及学习结果的强调$淡化了对幼儿社会认知

能力)情感态度的培养$也使得幼儿表现出越来越多

的生命异化现象&然而$探究生命本身终究离不开

探讨死亡$对死亡的认知关系到对生命意义追寻$绝

不仅是对临终现象的研究与剖析$重要的是从生命

去探讨死亡问题$领悟到人生的有限性与暂时性$以

及如何在急迫而来的死亡压力中彰显自身的生命价

值与意义&因此$在现实的幼儿园生命教育过程中

也需转变观念$兼顾生命与死亡为教育的目标$应涵

盖多种死亡主题$包括死亡的定义与本质"包含各学

科的主张#)悲伤辅导)绘本教学)表演游戏)社会议

题"例如恐怖袭击)安乐死)自杀#等&教师要引导幼

儿了解死亡的本质与特性$体会到'死亡是人完全不

再能在此的可能性$及其呈现出的最切身的)无所关

联的)无法逃脱的可能性($认识到死亡终究是自己

存有的一种可能性$是无法逃脱的)个体性的一种生

命状态$应当关心死亡与自我生命的关系$反思死亡

对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仅仅让幼儿陷入对死亡的陌

生)冷漠及恐慌中&当幼儿体会到死亡专属于自身$

无从归咎时$他才会重新去面对自己的生命$体悟到

生命有限$应该珍惜生命及周遭一切$积极的筹划自

己的现在与未来$并付诸实践$追求本真存在的意

义$这也是海德格尔生死教育积极谈生的目标&

%三&注重生命教育内容选择与组织的基础性"

完整性与生活化

海德格尔扩增了生死教育的内涵$其对死亡与

存在之间的论述弥补了对于探讨死亡时的跨学科断

层及跨越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断层&其论述中能够清

楚地看到如何在生命中谈论死亡$又从死亡在生命

的定位回到如何追求生命的价值及意义$实为一种

整体性)全面性的观点&因此幼儿园生命教育内容

选择与设计上应当注重生死主题之间的基础性与系

统性%首先$扩大课程内容设计的理论基础$从现行

的以心理学)生物学为主$进而纳入哲学)社会学)伦

理学)美学)文学)医学等对于死亡的论述$以多视角

的内容开拓和丰富幼儿对生死的认知$例如%关注自

然的生命循环)植物及动物的生命循环!人类从出

生)生长)老化及死亡的生命循环!生物层面的关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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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死亡的界定!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不同丧葬的风

俗及有关死亡的用语!经济的和法律层面的诸如保

险)遗嘱)葬礼安排事宜!有关于哀伤)丧礼)守丧等

心理学层面的内容!美学及文学角度的儿童文学)音

乐及艺术中的死亡描写!不同宗教的死亡观点!关于

道德和伦理的主题如自杀及安乐死等!与生死相关

的个人价值如牺牲与舍身取义等+

#%

,

!此外$还应注

重课程内容组织的完整性$鉴于生命教育中生死并

重的教育教学目标$内容的组织应当要以'由生论

死$再由死论生(循序渐进的原则为主&由于当今社

会对'死亡(的忌讳及幼儿心智发展水平的限制$在

内容组织与编排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方面需要教师集

思广益$周全考量$注重教育的直观性)生活化$利用

幼儿生活中发生的关于生命与死亡的事件如宠物的

死亡)老人的病故)同伴的冲突等为契机$深入浅出

地引导幼儿对生命的价值的思考&

%四&关注生命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角色的特

殊性

海德格尔死亡与存在之间的探讨$启发教师不

断向内反省自己的陷落与迷思$在重新面对自我生

命的同时$也尊重幼儿本身的独特性存在&因此基

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生命教育的探讨不仅引导幼儿

关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给予幼儿教师深刻的启

示$在引导幼儿的过程中形成多元开放的思想及对

教育的深刻反省&首先$生命教育中更凸显'宽容(

的师幼关系&海德格尔提出人对事物的态度是一种

'照料(的关系$同时也'关切(着他人$体现着'体

贴()'宽容(&所谓的'体贴(他人$在于我们只在于

关心他与当时世界的关系$指导对方甚至决定了对

方未来应该走的方向$会剥夺别人本真的存在$让他

难以真正了解自己的存在把握在自己手中&另外一

种'宽容(的关系则是让他真正去了解自己的存在$

并进一步自己筹划自己的未来&抱有生命教育理念

的教师$会抱持着'宽容(的立场与态度$更关注幼儿

作为独立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其教育会充满温度

与尊重$注重引导幼儿自我生命意义的建构+

#?

,

&其

次$实施生命教育应具有开放弹性的教学理念$不功

利不消极$从幼儿的生活出发$综合欣赏讨论)榜样

示范)模拟活动)角色游戏)随机教学等方式$灵活地

引导幼儿理解生命的价值$如运用儿童熟悉的绘本

故事.爷爷变成了幽灵/).獾的礼物/).再见了$爱玛

奶奶/).猪外婆/).活了
#""

万次的猫/等开展阅读

活动&最后$重视幼儿的反馈$珍视幼儿的'童言智

语(&幼儿期人类灵性萌发的时期$幼儿对世界生命

的解析虽显童真却不乏哲思与智慧$在生命教育教

学过程中$幼儿教师应鼓励幼儿大胆表现自己的内

心的感触$并进行记录与反思$既可以促进幼儿知足

惜福惜时观念的形成$增近师幼关系$也引导幼儿教

师关注到幼儿的闪光点$深化其对教育真谛的领悟&

%五&注重生命教育实施成效评估的开放性"深

入性及真实性

海德格尔主张的生死观念认为涵养是一种历程

性的转化$想要真正探究幼儿内心历程的改变$用以

评估生死教育课程实施成效时$应当质性)量化工具

并重$如此更能够确认生命教育实施的成效&我国

幼儿园开展生命教育过程中缺乏严谨规范的研究设

计及科学的研究工具$因此无法观测到生命教育对

于幼儿期的特殊价值$导致轻视生命教育活动$或教

育活动开展流于形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生命教

育活动时$应适时进行后续施测及追踪访谈$进一步

了解幼儿生命教育过程中观念转变的历程及后续影

响$也更能证明生命教育推行的必要性$关注到对生

命内省关照的积极意义&

三"结语

海德格尔存在观的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思想是一

个重要的契机$它永远在召唤有心人去倾听死亡对

于建构和谐生活的意义&这对于我国幼儿园现行所

倡导的生命教育的思考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本身

经验死亡并不是要人去死亡$而是让生者在现实生

活中去思考死亡$化为一种虚在的力量使人们的生

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教育者应站在哲思高

度去贯彻落实生命教育对于社会大众的教化功能$

让人们愿意且主动地去发现自我的可能性以及培养

个人生命关怀的价值观念$作为幼儿心灵守护者的

教师们$更应关注到幼儿独特的生命价值$引导幼儿

活出生命的意蕴$绽放生命的光彩$实现生命的辉

煌&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等各方力量应共同协调和

积极倡导$唯有如此$社会的组成才能更具有活力具

有正向积极的动力&只有基于儿童现实的)为了儿

童的将来或将来的儿童作出教育观念的革新与教育

行为的改变才是回归儿童世界的重要途径+

#B

,

&当

生命教育根生于人的心灵力量时$便真正'诗意地栖

居(于大地之中了&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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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性&在以往的农村幼儿教师培训中$教师对培训的

认可度不是很高$主要原因在于培训内容上存在重

知识)轻实践能力)针对性不强)培训过于理论化等

问题+

#?

,

&所以$要切实有效地提升农村幼儿教师培

训质量$可以通过培养一批示范性幼儿园)幼儿园园

长和骨干教师$发挥其对周边乡村的辐射引领作

用+

#B

,

$为提升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水平提供

有效的支持&

总之$农村贫困地区幼儿的保育和教育工作是

幼儿健康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提高农村幼儿保教工

作水平也是目前农村学前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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