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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信息化时代

，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 用 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 ，

大学生成长环境与

生命教育环境的 开放性和复杂性 日益增强 。 关于 高职院校学生生命状态及生命教育 实效性的调查

分析显示 ：

当 前
， 高职院校部分学生缺少人生规划 ，

抗挫折能力
、

心理承受力较弱
，
自我认 同度偏低

，

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不正确
，
容易迷失人生方 向

；
学校对生命教育 的 关注度不 高

，
对生命教育环境 的

营造重视不够 。 高职院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些 问题
，

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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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命教育是高等学校的
一项重要任务 。信息化时代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媒体的迅猛

发展
，大学生成长环境与生命教育环境的开放性和复杂性 日益增强。 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 、多元化的

价值取向影响着大学生 ，
这种状况给高校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高职院校学生以技术技能学习为

主要任务 。 当前 ，高职院校学生的整体生命状态及生命教育的实效性如何 ，
存在什么问题 ？ 为了了解这一状

况
，
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 ，我们设计了 《高职院校学生生命状态及生命教育现状调查问卷》 ，在河南省 ５

所高职院校中发放 ， 获得了大量有效数据 。 本文拟对这些数据进行初步分析 ，
以期对增强高职院校生命教育

的实效性有所帮助 。

一

、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

调查对象大多是大
一

大二学生 ，
１ 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出生的 占 ９０．０ １ ％

，
男生 占 ５３ ．０７％

，
女生 占 ４６ ．９３％

；
专业

类别上 ，
理工类 、文史类 、艺术类和其他专业学生 占比分别为 ３ ８ ．６８％

、
２８

．
７８％

、
１ １

．
５５％

、
２０ ．９ ９％

；
农村学生 占

４ ８． ３％
０

问卷发放通过专题问卷调研平台
“

问卷星
”

网站进行 。 该网站会提供二维码 ，
被调查者直接微信扫码 ，

即

可填写问卷．

。 此次共发放问卷 １ ０９ １ 份 ，实际收回 １０９ １ 份 ，
且全部为有效问卷 。

二、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

一

）
生命意识

在生命意识方面
，
本研究共设置了４ 个相关问题 。调查发现 ，大部分学生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偏差 ，

有些学生的实践态度不够端正。 首先
，
有效保护生命 、保护 自 己的技能缺乏

，
知行脱节。

“

你能做到珍惜 、热爱

生命吗？

”

面对这
一问题

，
有 ８５ ．

８８％的学生选择
“

能做到
”

，

１２ ．７４％的学生选择
“

不
一定

”

，
１ ．３７％的学生选择

“

做

不到＇这里的
“

生命
”

不仅指 自 己的生命 ，
也包括他人的生命。 合计有 １４ ． １ １％的学生对生命持无所谓的态度 ，

这一比例并不算低 ，
应予以重视。

“

你每天会坚持锻炼 ，来保持身体健康吗 ？
”

２５ ．３％的学生选择
“

每天都锻

炼
”

，

６９
．
４８％的学生选择

“

偶尔会锻炼
”

，

５ ． ２２％的学生选择
“

从不锻炼
”

。 可见
，大部分学生还没有养成锻炼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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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习惯 ，这方面的行动 力较弱 。 问及
“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
”

时
，
５９ ． ２ １％的学生认为 自 己过得平平淡淡 ，

只有

３０ ． ７ １ ％的学生认为 自 己过得比较愉决 ，
还有 １ ０ ．０８％的学生认为 自 己的生活比较单调 ，

时常会感到无聊 、郁

闷
，
有时还很痛苦 。

“

你对现在的生活是否满意 ？

”

在这一问题上
，

丨 １ ．６４％的学生选择
“

不太满意
”

，还有 ２ ．３８％

的学生选择
“

非常不满意
”

（见图 １
） 。 可见 ，

一

部分学生对 自 己现在生活状态的满意度较低 。

“

影响 自 己对生命

看法 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
”

７２ ．６％的学生认为是 自 已的性格以及来 自父母的教育和熏陶 ，有 ２ １ ．５４％的学生认

为
一些社会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 自 己对生命的看法

，
只有 ５ ． ８７％的学生认为学校教育是这方面最重要

的影响 因素 （ 见图 ２
） 。 这说明学校在生命教育中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 。 当问及

“

你是否喜欢 自 己
”

时
，
有一半

以上的学生选择
“

很喜欢
”

或
“

比较喜欢
”

，
但也有 ７ ． ６ 丨 ％的学生表示对 自 己完全不认同 、不喜欢

，
还有 】 ．５６％

的学生态度不明确 。 ＋喜欢 自 己 ，
不满意 自 己 的能力 、水平和生活现状 ，就有可能走向 Ａ卑 ， 进而不珍惜 自 己

的生命 。 对这部分人要正确引导
，
增强其信心 。 其次

，
学生对 自 己生命的关注甚于对他人生命的重视 ３

“

当遭

到别人侵犯或冒犯时
，
你是否有过伤害对方的念头 ？

”

４８ ． １ ２％的学生选择
“

从来没有
”

，

４６ ．４ ７％的学生选择
“

有

时会有
”

 ，
５ ．４ １％的学生选择

“

经常有
”

。

“

当遇到挫折时 ，你是否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

”

７５ ．６２％的学生选择
“

从未

有过
”

，

２ 丨 ． ８ １ ％的学生选择
“

有过轻生念头
”

，
还有 １ ．５ ６％的学生选择

“

有过 自 杀计划
”

，
甚至有 丨 ．０ ］ ％的学生选

择
“

有过 自 残行为
”

。 这
一问题应引起学校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

“

对未来的生活
，你是否有 目标和规划 ？ 若有

，

是否能脚踏实地去奋斗 ，是否有信心去实现 ？
”

２４． ９３％的学生表示 自 己
“

有清晰的 目标 ，且能朝着 目 标不断努

力
，
生活态度积极

”

，

３５ ．７５％的学生选择
“

有清晰的 目标
，
但是不能坚持

，
容易懈怠

”

，

３ ３ ．８２％的学生选择
“

目标

比较模糊 ，
动力 不足

，
不能持续努力

”

，
另有 ５ ．５％的学生选择

“

没有 目标 ，
得过且过

”

。 由此可见 ，
大部分学生都

有 自 己的理想和明确的人生 目标 ，
生活态度积极向上 ，

比较乐观 。 但是 ，
其中部分学生空有 目标 、计划而不能

够落实 ， 做事缺乏恒心和毅力 。 还有少数学生 内心空虚 ，
对未来感到迷茫 。 没有 目 标或者 目标不明确 ，都不利

于学生健康成长。

（
二

）
抗挫折能 力和心理健康

调查显示
，大部分学生有着健康 、积极

、
乐观的心态

，
有直面挫折的勇气 ，有实现人生 目 标的信心 。许多学

生都有相对优越的成长环境和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 ，
他们的乐观心态显然与这些成长因素有关 。也有部分学

生承受挫折与应对危机的能力较弱 ，
遇到困难容易消极 、

悲观 。有人认为
“

好死不如赖活着
”

；

有人对个别大学

生 的轻生举动表示理解
，
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 。在

“

极少数大学生轻视生命的原Ｗ
”

中
，

“

心理承受力

差
”

占 ８２ ．０３％
，
列第一位 ；其次是

“

感情受挫
”

，
占 ７ １ ． ８６％

；
居第三位的是

“

学业压力 大
”

，
占 ６９ ．０２％

（见图 ３
） 。

其实
，
这些都是浅层次原因

，

深层原因在于他们对生命 、
对生活的态度 以及人生观出现了偏差

，
理想信念发生

了动摇 。 错误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不仅容易使人步人生活的误区 ， 而且容易加剧心理困扰 ，
影响人的身

心健康 ， 减弱战胜挫折的信心和勇气 。

（
三

）
对生命价值的认知

本次问卷调查在关于
“

学生对生命价值的认知
”

的考察方面共设置了９ 个相关问题 。

“

生命的意义是什

么 ？

”

５６ ．５５％的学生认为
“

活得要有价值
”

；
有 ２ ． １ １％的学生认为

“

生不如死
”

，
这表明其价值认同出现偏差。 在

“

当前大学生面临哪些压力
”

的选择上 ，

６８ ． ５６％的学生认为主要压力来 自于
“

就业和升学
”

；

５７ ．
６５％的学生认

为主要压力来 自 于
“

情感方面
”

，

这说明许多学生存在情感上的 困惑 （见图 ４ ） 。

“

当遇到挫折时
，
你是如何处理

５４

Ｅ ．很不满意
：
２ ． ３％

Ｄ． 不太满意 ：
丨 １ ． ６４％

Ａ ． 自 己的性格 Ｂ ．父母及家庭 Ｃ ．学校 的教育Ｄ ．社会现象

的影 响

图 ２ 影响 自 己对生命看法的若干 因素统计图 １ 生活满意度统计



的 ？

”

５０ ．５％的学生选择
“

找老师 、同学或朋友倾诉
”

，

２９ ．７９％的学生选择
“

独 自承受
”

，

１ ６ ．４ １ ％的学生选择
“

与父

母沟通
＂

。 选择
“

与父母沟通
”

一项的比例较小
，
这与大学生的独立性增强相符 。 总体上看

，

大学生能够正确认

识生命的价值
，
对人生意义有正确的理解 ， 树立了 自 己 的人生 目 标。 但是

，
受环境 、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

响
，
部分学生在行动上表现出 了消极的一面 。

１ ００

８２ ．０３％

７５６９ ．０ ２％７ 丨 ．＿Ｈ６８ ． ３８％

ｌ ｉ ｉ ｎ ｌ ｉ ｉ
Ａ ．学业Ｂ ．感情受挫 Ｃ ．人际关系Ｄ ．经济Ｅ ．心理承受 Ｆ ．缺乏正确 Ｇ ．

—时冲动

压力大不良压力大能力差的人生观

图 ３ 极少数大学生轻视生命的原 因

Ｅ．身体健 康问题

Ｆ．恋爱困扰

ｇ．经济困难问题５ １
．０５％

Ｈ ．就业
、
升学压力６ ８ ．５６％

０ １ 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７０８０

图 ４ 带来现实压力的几个主要方面

（
四

）对学校生命教育开展情况的反映

通过本次问卷调查
，

我们不仅了解到大学生对生命价值和生命发展现状的主观认识 ，而且搜集到学生对

学校生命教育状况的客观反映 。

“

你在学校是否接受过生命意义
、
生命价值等方面的教育 ？

”

仅有 ２８ ．２３％的学

生选择
“

有
，
而且相关课程或活动比较多

”

，

４６ ．２％的学生选择
“

有
，
但相关课程或活动 比较少

”

，

１ ９ ．８％的学生

选择
“

几乎没有开展过生命教育
，
只是偶尔有所涉及

”

。

“

你所在的学校设置有专门 的生存教育 、安全教育等生

命教育课程吗 ？

”

近 ２４％的同学选择
“

没有接触过相关的教育
”

。

“

你认为学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程有必要吗 ？

”

３ ５ ． １ １％的同学选择
“

非常有必要
”

， 有 ４９ ．７７％的同学选择
“

有必要
”

。现实中 ， 有些高职院校只重视学生专业知

识的学习和技能培训 ，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缺少对学生生命观的有效引 导 ，这样做不利于大学生正确

生命观的形成。

５ ５



三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生命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

一

）帮 助学 生制定并完善人生规划

人类社会实践告诉我们
，
人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追求某种价值 目 标 。 目标本身的价值以及它所带来的期望

值共同激发主体开发 自 己的潜能 ，
调动一切力量去实现目标 。 当前 ，

许多高职院校学生虽有人生 目标但缺乏

合理规划
，
缺少行动力 。 有些学生喜欢

“

宅
”

在宿舍里
，
不上课 、不上街 、不锻炼 ，

吃饭习惯于叫外卖 ，
精神萎靡

不振 ，
处于混 日子的状态 ，

对待生命的态度消极 ，
这是生命意识淡薄的表现 。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

一

次 ，理应

倍加珍惜。

“

珍惜生命
”

意识表现在实际生活中 ，就是明确人生 目标 ，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制定人生规划 ，努

力实现人生价值 。 比如 ，制定终身体育锻炼计划 。 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 ：

“

欲文明其精神 ，
必先野蛮其体魄。

”

大学生要加强体育锻炼 ， 努力提高身体素质 ，
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打下 良好的身体基

础 。高职院校教师要帮助学生制定并完善人生规划 、实现奋斗 目标 。要引导学生珍爱 、尊重 、保护生命 ，使 自 己

的生命更加精彩 。

（
二

）增强 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和心理承受力

大学生涉世未深
，
比较单纯

，
抗挫折能力和心理承受力普遍较弱 。 有些学生对人生价值 、对生命的本质和意

义有着狭隘的理解 ，
时时事事都追求成功

，
渴望得到夸奖 ，

稍不如意就会减弱 自我认同感 ，
丧失信心

，
对自 己 、对

生活不满或失望
，
这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 人的生命价值是人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
Ｍ价值是社会价值与 自我

价值的有机统
一

。 在选择人生 目标和人生道路时
，
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问题在高职院校学生中普遍存在 ，

这必然造成生命价值的迷失
，
会使这些学生无法理解生命的真谛 。 对此

，

教师应加强教育引导 ，
树立学生正确的

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提供更多实践锻炼的机会 ，在实践中增强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和心理承受力 。

（
三 ）提高学生的 自我认同度

调查显示
，高职院校学生明显存在 自我认同感缺失的问题。 自我认同是指理智地看待并接受 自 己以及外

部世界 。 有些学生整 日哀叹 、悔恨 ，
埋怨 自 己

， 自 我认同感很低 ，
干什么事都缺乏信心 ，

提不起精神 。 凡 自我认

同感高的人 ，都精力充沛
，
独立性强

，

他们热爱生活
，
秉持积极的人生态度

，
奋发向上 、积极进取

，
并且有明确

的人生 目标
，
能够在追求 目标的过程中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
这样的人肯定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赞许。 教师应

在学生中树立这样的榜样 ，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和鼓舞学生 ，使之增强信心
，
促进其成长成才 。

（
四

）
充分发挥 学校 、 家庭和社会的作 用

在生命教育问题上
，
高职院校要争取家庭和社会的支持 。 家庭对学生的影响如同遗传密码

一

般 ，
融入他

们的人格 、行为模式中 ，
伴随他们的一生。调查显示

，
父母的影响是形成学生对生命看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 因

素 。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温暖有爱的家庭环境 、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 大学生生命教

育是
一项系统工程

，
要想取得满意的效果

，
就必须努力改善大学生生命发展的大环境 。 要充分利用学校 、家

庭
、
社会多方的教育资源 ，形成生命教育合力 ，

让生命教育贯穿学生成长的全过程。

四 、结语

教育源于生命发展的需要。社会转型时期
，

社会经济结构 、文化形态 、价值观念等都会发生
一

系列深刻变

化。 高职院校生命教育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迎合现实需求 ，转变功利化倾向 ，创新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 ，努力

提高生命教育的实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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