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

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1]67 世界存在与发展

的基础是生命，没有生命的世界是空洞的毫无生

机的世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在不断

追寻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个体生命也越来越

受到关注。2004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 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 教 育 的 意 见》指

出：“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
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

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

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近年来，女大学

生自杀事件屡见报道。2009 年，这种自杀趋势越

发明显，仅上半年北京市就有 14 名大学生自杀。[2]

广东省教育厅在 2010 年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会议上透露，2009 年全省共有 26 名大学生

自杀身亡，另有 5 人自杀未遂。 [3] 2015 年 4 月 10

日，天津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一女生在宿舍内烧炭

自杀身亡。 [4] 2016 年 11 月 21 日，岭南大学一名

钟姓女生因感情及家事问题困扰，在宿舍内吊颈

自杀。[5] 同时，不断有大学生虐待小动物的事件发

生，在互联网上引来嘘声一片。女大学生校园暴

力、吸毒等行为已非偶然事件。互联网信息技术

的飞速发展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价值观

念、个性心理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与人之

间丰富的情感被网络隔离得支离破碎，人际关系

逐渐淡漠。正如罗洛·梅所言：“当个人的内在生

活开始枯竭，感受力下降，冷漠感增加，个人无法

影响或真正接触到另外一个人时，暴力便成为直

接接触到外界的一种疯狂驱动力。”[6]87 生命的形

成与繁衍都是大自然神奇的创造，生命是值得敬

畏和尊重的，而某些女大学生对此无法认知，更

何谈珍惜和尊重生命呢？以上案例是部分女大学

生畸形生命观的表现，虽然不能反映女大学生生

命观的整体状况，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女大

学生对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

差。因此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叩问，到底是哪个

环节出了问题。
生命观是人们对于生命的总的认识、态度和

看法，它是一个哲学范畴，是在对各种生命现象

观察和认识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来的理性认识。
它既包括对“生”的理解，又包括对“死”的态度。
生命观不仅是对人的生命的总体看法，而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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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人、社会和自然的认识，同时还受到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

影响女大学生正确生命观的因素主要有女大学

生认知特点与情绪特点的独特性、高校教育模式

的僵化和教育内容的缺位、家庭教育观念的固化

和教育方式的错位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信息

传媒的影响四个维度，部分女大学生正确生命观

缺失是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女大学生认知特点与情绪特点的独

特性

女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拥有更多

的知识，拥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辨别能力，能够

运用所学的知识对客观世界进行理性的思索。同

时，女大学生心思细腻，多愁善感，当她们沉静下

来思考政治、哲学、生命的意义以及其他抽象问

题时，往往因为对生命黑白无常的凄凉认知、对

人生意义的纠缠不清，而心生无限感慨，情绪变

得忧郁悲观。当理想主义和理性认知共同遭遇现

实人生时，她们常常陷入困惑和茫然状态之中。
根据聊城大 学 2013 年 10 月 对 2013 级 600

多名学生开展的 SCL—90 量表心理健康测试结

果，女生抑郁、焦虑的平均值及高分组的比例都

高于男生，可见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不

如男性大学生。大学阶段是女大学生人生发展历

程中极其特殊的时段。这一时期，女大学生的生

理发育已经完成，但心理发展还未完成，对事物

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世界观、人生观还未最后形

成，对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处于不

断思索和探讨之中。因此，她们的心理容易波动，

爱钻牛角尖，甚至造成行为和情绪上的失控。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激烈竞

争，女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大，生活节奏

日益紧张，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疲惫和压抑。自我

国 1999 年高考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被全面推向

市场，单位和个人双向选择就业，出现了年复一

年的就业困难局面，加之用人单位歧视女生等现

象的存在，女大学生就业危机感更为强烈。聊城

大学 2015 年 9 月对 2012 级学生进行 的调查显

示，有 11.23%的女大学生对未来的工作、生活和

事业缺乏自信心，对获得美满生活感觉没有希

望，有 34.72%的人对获得称心工作信心不 足，

22.06%的人对获得事业成功没有信心。由此不难

看出，在长期的竞争和压力下，女大学生更易产

生心理焦虑、彷徨和困惑，部分女大学生的心理

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一状况影响了女大学生

对幸福人生的渴望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不利于

她们形成正确的生命观。

二、高校教育模式的僵化和教育内容的

缺位

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
么培养人的问题，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而受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高校出现了重实用、重技

能、重利益的获得而轻人类精神、轻生命意识的

培养问题。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现代教育

的弊端之一就是太偏重于获得某些技能的培训，

而忽视了用公正观去开拓人类的心魂。很多女大

学生在学校里只受到了技能的培训，而人文精神

的培养和熏陶很少，她们对生命的看法只能靠自

己慢慢摸索，通过课堂之外的途径，如各种社会

传媒、书籍等来形成对生命的朴素认知。这致使

当代女大学生对生命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面对

一些人生问题，有些人漠然视之，有些人茫然无

措，甚至出现悲观、消极情绪而一蹶不振。
高校理想的教育应该是尊重学生的自身特

点，实现学生个性发展，按照学生的个体性、阶段

性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因材施教，但现实中的

教育却是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学模

式，把学生制造成标准化的产品。尽管我国一直

在提倡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把将学生培养成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确立为人才培养的目标，

但实际上教育效果亟待增强。
而生命观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关乎生命观

的课程、实践等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只是在教

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门类里有初

步的探讨。在教育实践中，系统性、全面性的方略

还没有形成，没有像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

台湾地区那样形成生命观教育的成熟的体系。美

国等国家和地区从小学阶段就开设有相应的课

程，教育学生 如何正视 生死、珍爱生 命、珍惜人

生，并开设有相应的实践体验课，通过模拟亲人

离世的场景来提高学生对生命的认识。别尔嘉耶

夫在《论人的使命》中认为:“死亡问题是生活中

最深刻和最显著的事实……只有死亡的事实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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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地提出生命的意义问题。这个世界上的生命

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有死亡，假如在我们的

世界里没有死亡，那么生命就会丧失意义。”[7]56 只

有实践的真切体验，才能使学生站在思维的高度

来体验生活、审视生命，真正懂得生命的来之不

易，进而才能善待生命、珍惜人生。

三、家庭教育观念的固化和教育方式的

错位

古人所说的“养不教，父之过”，强调了家庭

对个人教育的重要性。孩子从呱呱坠地开始就接

受父母的教养，父母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也是终生的老师。父母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世
界观等都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孩子的思想和行为

方式中。传统上，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及其

期望是不一样的，对男孩一般都要求独立、大胆、
有创造力等 ，而对女孩则 要求乖巧、听 话、温顺

等。随着女孩年龄的增长、第二性征的发育，父母

对女孩的期望还往往开始降低，同时对她们的行

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如，不放心女孩单独旅游，

不允许女孩与异性同学过多接触，等等。
每个人的行为方式、理想情趣、生活态度等都

与其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在当代中国，

因为过多独生子女的产生，导致很多父母对孩子

过于溺爱，致使一些孩子逐步形成了自私、傲慢

的性格，缺乏独立精神，这是一种溺爱型的家庭

教育方式；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的丰

富和外部诱惑的增多，一些夫妻关系趋于淡漠，

父母对孩子忽视和放任，这种家庭中的孩子往往

性格孤僻冷漠、放纵任性，做事善于投机取巧等，

这是一种忽视型教育方式；还有一些家长教育方

式过于强硬、简单，总想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要求

和意志去做事，不顾及孩子自身的感受和想法，

使孩子缺乏自信心和自尊心，这是一种专制型教

育方式。而且，一些家长过多地关注孩子的学习

成绩，而不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培养，一些女生

在进入大学后由于缺乏学习以外的能力，很难适

应大学生活，从而造成心理上的焦虑、自闭、抑郁

等问题，对人生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四、现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信息传媒的

影响

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的进

一步深化，使社会变迁日益剧烈，人们的生活节

奏不断加快，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在以个人利益

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冲击下，出现了以个人利益为

中心的畸形价值观念的发展，一些人沉醉在物质

文明带来的快乐中不能自拔，过分享受物质生活

而忽视生命的价值，精神生活无聊乏味，甚至连

人生都变得空洞而支离破碎。随着人类驾驭自然

的能力不断提高，生命却被逐渐工具化，无法领

悟活着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就像罗洛·梅所说

的那样：“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人们所遭受到的

最大问题是‘空茫感’的问题。空茫感的来源其实

是来自人们失落了世界，人们失却了与世界、他

人和自己沟通的途径，即人们不知自己置身于世

界中的哪个角落。”[8]107 这种“空茫感”直接导致的

结果是人们对身外事物的冷漠和不关心。
信息的多元化，社会传媒的无孔不入，大大拓

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尤其是网络作为一种全新

的传播技术，深刻影响着女大学生的思想、行为

和生活。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部

分女大学生整日沉浸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不愿

与他人交流，感情冷漠，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

接交流被隔断；一些女大学生逐渐被“快餐文化”
所浸染，生活失去了本该有的丰富和热情，她们

对生命的存在产生怀疑，感觉生命无意义，从而

不求进取、自暴自弃。另外，由于网络传播的跨时

空性、信息自由化、交往隐蔽性等特点，致使对信

息源的限制及对信息过滤的难度较大，各种非

法、色情、虚假信息充斥网络，也毒害了一些辨别

能力较差的女大学生。
同时，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不断融合，多种价值

观念互相冲突与碰撞，极易造成一些女大学生理

想信念淡薄、道德滑坡，在价值取向上出现混乱

现象，在精神世界上出现无助感、失落感和空虚

感。而学校又缺乏有力的引导，当女大学生面对

生命的困惑而又无法有效解决时，一些人开始萎

靡消沉，浑噩度日，一些人开始怀疑人生，怀疑社

会，甚至走上了轻生的道路。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开展系统、科学的生命观教育是当

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也

是促进女大学生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

要环节，对女大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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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紧迫性。要通过开展生命观教育，将人的自然

生命和精神生命加以塑造和锤炼，引导女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帮助她们认

识和提升生命的意义，获得人生的真谛，提高生

活的质量。对女大学生加强生命观教育，必须优

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发

挥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合力。
1. 夯实基础性生命教育

女大学生是社会宝贵的人才资源，高校要在

帮助她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基础上，构筑有

利于提升女生生命观的新的教育和管理方法。要

引导女大学生正确认识生命所蕴含的真谛，掌握

生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真正懂得生命的唯一性和

不可替代性，用辩证统一的思维看待生命、看待

死亡。要引导女大学生认真思考人生，思考人之

所以为人的存在价值，思考怎样在有限的生命中

绽放无限的能量。要激励女大学生积极融入社会

实践中去，将个人生命观融入社会观之中，勇于

面对挫折、失败，担当起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

赋予的责任，实现远大理想和抱负。同时，还要对

女大学生进行生命安全教育和生活技能、生存方

法的教育，教会女大学生如何保护自身安全，帮

助她们形成体验生活、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生活

的信念，用丰富多彩的生活充实生命的内容。针

对女大学生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标准出现的多

元化趋势，要加强女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和人文

素质的培养，引导她们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关

爱他人，心系社会，忠于祖国，形成良好的社会主

义道德观，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生的幸福，体现生

命的意义。
2. 构建完整的生命观教育体系

高校加强女大学生的生命观教育，不能只是

进行简单的理论式贯通，而是要营造良好的教育

氛围，构建完整的教育体系。首先，要将生命观教

育纳入学校基本教学内容之中。高校现已普遍开

设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生命观教育也应作为思想

政治教育课的部分内容进行授课，并针对不同年

级，设计不同的生命观教育课程方案。例如，针对

大一女生可以进行适应教育，帮助女生适应新的

环境、新的人际关系，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

学会生活上的自理和学习上的自立；针对大三女

生可以进行恋爱观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女

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就业观，正确面对个人感

情和就业中的压力。
其次，加强教师生命观教育意识的培训。专业

教师在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的为人处世、一言一行都

对学生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要提高教师的生

命观素养，建设一支人生境界高、信念坚定、自我

修养高的教师队伍。辅导员作为专职思想政治工

作者，与学生日常接触较为密切，对学生的思想、
行为影响也较为直接。辅导员对人生的感悟、对

生命价值的认识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着影响。
因此，要选拔、任用思想境界较高的教师担任辅

导员工作，并且根据高校和学生的发展需要，不

断加强对辅导员的培训和指导，使辅导员真正做

到将人文关怀贯穿到学生工作中去，对学生的精

神世界随时进行关注，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情

感、人际关系、就业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

学习、心理、人际交往等方面有障碍或存在问题

的女生给予更多关注，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

施，防患于未然。
再次，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实践育人的作用。生

命观教育强调的是对人的灵魂的塑造和人文素

质的提升，是要引导学生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

爱生活，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因此，

对女大学生的生命观教育不只限于第一课堂，还

需要让学生在第二课堂中、在实践中去感受和体

验。学校可以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专题教育活

动，如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参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爱心捐助等，通过这些有意义的实践教育

活动，营造浓厚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促

使女大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真正

明白“活着”的意义。
3. 建立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

加强女大学生生命观教育需要父母的积极配

合、支持和参与。家长需要建立和谐的家庭氛围，

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支持，生活和事业上互

相帮扶，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使孩子充分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和关怀，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唤

醒她们对生命的感悟，对他人产生生命的关爱，

从而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父母要注

重培养孩子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品格，促使她

们养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父母还要多与学校

老师、班主任沟通交流，及时发现孩子存在的问

题，齐心合力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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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形成教育合力

生命观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和家庭，整个

社会都是学生学习成长的大环境，是生命观教育

最生动的大舞台。当前，社会文化环境被过度商

业化运作的大众文化所浸染，越来越多的不健康

的语言、画面 充斥在网络 上，凶杀暴力、变态自

私、吸毒淫秽等丑陋的东西毒害了一些辨别力较

差的女大学生。针对这种现象，政府相关部门要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贯彻好党的文化政策，把

握好文化发展的方向，加强文化传播的监管和检

查。各类新闻媒体、宣传部门要正确引导舆论方

向，加大力度宣传生命的意义，引导青年学生热

爱生命、珍惜生命。而对于一些女大学生的自杀

行为，媒体不能因为某些商业利益而过度夸张和

渲染，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形成积极健康的

社会风气。生命观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是学

生本人、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的任务，任何一方

面 的缺失都会 影响生命 观 教 育 的 有 效 开 展 ，因

此，各方面要密切配合，发挥合力，共同促进女大

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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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dimensional Analysis of Life Valu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XIE Xiuzhen

Abstract: The four-dimensional factors that mak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lack correct life values can be listed as

follows: the uniqueness of their cognition and emotion, the rigid higher education and lack of relevant education, the

fixed and wrong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impact of mass media. Developing life

value education can guide female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life outlook and values.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life

value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necessary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of

cultivating mentally healthy female students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o strengthen this kind of education,

we must optimize ou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s of families,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Key words: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life valu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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