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进入 21 世纪以来，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比比皆是，正如立体几何中的“三点共线”结
构。 6个大人围着一个小孩转，孩子是幸福极了。 殊不知却时刻潜伏着危机。 一旦发生任何意外，
就会对家庭造成致命的打击。 据我国 1到 14岁儿童意外死亡专项调查显示：在各种死亡原因中，
因意外引起的死亡已占第 1位，其中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较为突出。

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安稳，从根本上高度重视对孩子的生命安全教育，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具
有现实性和长远性的一项题中应有之义。 于此，“元崇新观察”从本期起推出“生命安全教育”组合报道。

每个个体，作为群体中生活经验的承载者的每个单元，都会离开人世。 但群体的生命在延续。
一个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不可回避的出生和死亡，决定了教育存在的必要性。 著名教育家、华

中师范大学教授叶澜指出，教育是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事业，它直面人的生命，是通过人的生命并为了生
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教育的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他们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指出了教育对于生命的关系———

元崇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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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 一份来自湖南省委教
育工委维稳办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12 年湖南省中小学生意外死
亡人数，溺亡占 61.06%，意外伤害占
17.93%，交通事故占 15.39%。 记者梳
理这些事故发现， 有 6 个方面是中小
学生意外死亡的主因。

六大“杀手锏”夺走少年生命
溺水事故是一号“杀手锏”。 每年

进入暑期， 各地学生溺水死亡事故高
发。 八成溺亡事故都发生在农村，时
间大多集中在暑期、 节假日等学生缺
乏监管的时期， 溺亡学生大多是留守
儿童。 频频发生的溺水悲剧， 再度引
发人们对暑期留守儿童安全的关注与
焦虑。

交通事故是二号“杀手锏”。 世界
卫生组织的报告称， 交通事故是全世
界范围内 10 岁至 24 岁青少年死亡的
主要原因。 就湖南而言， 校车管理安
全隐患较多， 存在超载、 不按操作规
程操作、 无证驾驶以及学生接送制度
不落实等现象。 如 2014 年 7 月 10 日
湘潭市雨湖区一校车坠入水塘， 造成
11 人死亡，事后查明该校车至少存在
超载、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问题。

不仅是校车，莫忘了还有校船。记
者近 3 年先后走访资兴、平江、安化、
沅陵等县的一些库区调查时发现，许
多船只缺少相应的救生设备， 并存在
超载现象。 船主坦诚：“学校给的补贴
较少， 等老师护送学生走后， 我们又
搭载成人，因为可以多挣些燃油费。 ”
校方忧虑：“每周上下学，我们都是胆
战心惊。 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
学生用船的管理存在很大的难度。 ”

踩踏事故的发生多是出自偶然，
但这背后折射出学校楼梯拥挤， 无照
明与疏通通道不畅从而发生学生挤踩
导致伤亡事故， 更折射学校平时的生
命安全教育流于形式、 硬件维护缺
失。

社会恶性暴力事件渗透校园，涉
及勒索师生钱财， 学生之间斗殴行
凶。 近两年，湖南省有部分学校的学
生因暴力事件死亡，造成了极为恶劣
的影响。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偏远农
村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幼儿园
没有配保安或门卫，没有安装技防系
统；学校门卫没有配备钢叉、警棍等
简易的治安防范设备；少数学校（教
学点）甚至没有围墙或大门，不能实
行封闭式管理，治安防范能力弱，难
以应对突发伤害事件。

自然灾害，因人为不可抗拒因素，
每年的自然灾害种类多， 包括地震、
洪水、泥石流、龙卷风等。 学生的生命
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较差，
自救及救护他人的能力欠缺， 不能在
灾害发生时有效的应对。

学校食堂管理不善， 没有严格的
食品安全保障监督体系， 导致学校食
品卫生事件频发。 特别是一些农村寄

宿制学校在消防、饮食卫生等
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综观事故原因，可以帮助
教育系统认清学校实施生命
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生命安全教育迫在眉睫
综观国内中小学、幼儿园

的安全防范虽然列入了社会
公共安全防范体系，但因为教
学压力、学校设施薄弱等各方
面的原因，造成了学生安全意
识薄弱，逃生能力差，无法应
对突发的安全时间， 导致了目前青少
年儿童死亡率呈上升趋势。

有什么更好的法子挽救青少年儿
童的宝贵生命？ 实践证明： 生命安全
教育课程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时光回到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
川地震。 在这次地震中， 四川绵竹市
富兴二小 13 岁男孩杨阳利用学校传
授的逃生知识成功逃过了这场灾难。
另外电视新闻还报道了一个班的学生
在地震时无一死亡， 究其原因， 是学
校上午刚刚进行了怎么防地震的知识
学习。 由此可见， 学校扎实开展安全
课程， 就能够在灾难面前挽回很多鲜
活的生命。 于此， 在学校中开展生命
安全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谈及学生的生命安全教育， 许多
校长深感如履薄冰，“学生每天上学、
放学、做操、体育课，甚至上厕所我们
都格外精心， 哪里没想到就可能发生
事故。 ” 每年的 3 月份， 许多学校会
组织开展安全教育课， 但由于时间
少， 讲课时更多是在告诉学生“不许
做”什么，却没有告诉学生“能做”什
么，学生对此并不感“兴趣”。

通常情况下， 生命安全教育具有
较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它不是灌输
机械的理论， 而是要教会学生应变的
方法， 只有将鲜活的案例分析、 活动
体验、 理论灌输三管齐下， 方能收到
实效。 长沙市天心区红卫小学校长杨
建辉认为， 进行生命安全教育， 学校
应多设计几种预案， 让学生通过自编
自演情景剧，提高自护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肖川认为， 在少年儿童中
开展生命安全教育可先在他们的脑海
中植入“生命教育”这个概念，侧重少
年儿童精神生命的觉醒与提升， 注重
其生命意识的养成。 打造生命化的课
堂，开发生命教育校本课程。

立法为生命安全教育护航
“通过安全立法，健全相关制度，

强化应对措施。 ”湖南省委教育工委
维稳办负责人坦诚，“学校安全形势
严峻，需要制度建设保障学校安全。
比如把平安校园建设融入教育教学
和学校管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才能
从源头上提高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和安全自救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安
全事故的发生。 ”

记者了解到，湖南省于 2014 年在
省本级教育经费里安排 1400 万元推
进平安校园建设， 目前已经立项建设
了 43 所平安高校、38 个平安校园建
设的先进县市区和 550 所省级中小学
安全文明校园， 通过项目带动来辐射
和引领全省的平安校园建设。

学生的上下学平安问题越来越备
受关注。 国务院发布的《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明确了法律责任，但“校船”
问题只字未提。 交通事故作为夺走青
少年生命的第一杀手锏， 令人揪心。
坐落在湖南库区附近的学校负责人强
烈呼吁有关部门把“学生用船”纳入立
法范畴，赋予法律地位。

校船涉及交通、海事、安监、教育
四部门， 但究尽谁是管理校船的主体
部门？“校船”的承载标准是多少？ 驾
驶校船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有哪些规
定？ 目前这都没有明确规定。 于此，加
强交通安全立法， 对推动整个教育事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全社会民主
法制化进程，都有着重要意义。

管理缺位， 导致学生食品中毒、
校园暴力事件频发。 由于法律、政策
未对各部门的职责作出明确界定，导
致一些部门不愿或不敢管，难以形成
工作合力。 受访学生家长强烈建议，
依法依规加大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
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堵死不良供货

“商贩”， 维护健康和谐的教书育人
环境。

学生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的切实利
益。 今年“两会”期间，湖南省人民政
府省长杜家毫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地表示，“完善学生安全保障机制。 ”

政府承诺掷地有声， 但立法之路
还需提上日程。 待立法日臻完善，那
一定是春暖花开时！
编后

“我来到这世界是为了看见太阳
和蓝天
我来到这世界是为了看见太阳
和高山。 ”
生命所至，便是美好的起航！为孩

子生命播下平安种子是每一个教育者
的善愿， 更应是教育者努力的方向。
生命安全教育是青少年生存立世的重
要内容。 她需要立法的完善， 更需要
学校课程的融合。 让我们拭目以待推
出的“生命安全教育”组合报道②。

本报记者 杨元崇

给孩子生命播下平安种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一份研究报
告，从包括清华大学等 985 高校在内的 23 所本
科院校中， 收集 2 万多份调查样本， 发现中国
985院校学生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题项上，
有超过 20%的中国大学生选择“从未”，而选择
这一选项的美国大学生只有 3%；只有 10%的中
国学生选择“经常提问”或“很经常提问”，而选
择这一选项的美国大学生约为 63%。 究竟是什
么原因，让我们的课堂陷入沉默？

小学课堂：老师快点我
1月 20日， 湘郡未来实验学校的老师万维

正在上数学课，这节课的内容主要是讲乘法表。
万维刚刚在黑板上写下“乘法表”三个字，几个
在家里预习过的同学就开始在台下“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地背着。 她转过身，一教室的孩子眼
睛睁得大大的，认真地盯着她。

“下面，老师要提一个问题，谁知道答案就
举手告诉老师，好吗？ ”

话音刚落，教室里闹成一片：“老师，点我点
我，快点我，我知道……”孩子们举着小手，有的
拼命侧起身子，小脸涨得通红，只为了“吸引老
师注意”。

“嗯，我得看看谁坐得最端正”万维知道，每
个学生都希望被老师点到， 他们把上课回答问
题看作一件“光荣”的事情。

大学课堂：你问我不答
1 月中旬， 湖南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研究方法课

上，授课老师尹世尤在台上讲着课。与往常一样，教室里坐着
近 70 个学生，前三排的位置空着，无论他讲什么，学生们都
低着。

“有哪位同学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尹世尤试着
抛出一个问题， 几个不小心抬起头的学生和他眼神相遇，慌
忙低下头。“谁愿意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教室里愈发安静。

将近一分钟的沉默过后，尹老师只能自己打破僵局：“那
么，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想法……”

虽然有些许无奈，但尹世尤似乎已经适应了学生们淡漠
的反应，通常情况下，对课堂上的提问和讨论，除了班长和学
习委员偶尔会出来救场外，其他同学很少愿意参与。

“你问我不答” 不仅出现在湖南大学， 在长沙的几所高
校，这样的课堂非常普遍。 有些学生甚至表示：“大家都在低
头玩手机，你一个人站起来回答问题，很奇怪耶。 ”

越长大，越沉默
来湖南大学教书之前， 尹世尤曾经在中学当过老师，他

说自己“亲身感受了学生的变化”。 对于老师提问，小学生不
管会不会，都要争着回答。初、高中阶段，学生开始有“面子”
观念，怕回答错误，被同学笑话，被老师批评，一般只有成绩
好的学生敢积极举手。到了大学，课堂普遍沉默，不管知不知
道答案，学生宁愿选择“一声不吭”。

“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同学的学习方式、学习习惯还停留
在中学阶段，满足于老师满堂灌，没有主动参与的意识，”在
湖南商学院教授曾耀农看来，学生们经过中学的应试教育训
练，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他们宁愿等着老师给出答案，自己
再花时间记住，却不愿参与讨论，更不想深入思考。这种呆板
的学习方法到大学就显出了它的短板，大学课堂上，老师的
问题一般是开放性的，没有固定答案，老师需要的是学生们
自己对问题的理解，而不是教条主义般的“标准答案”，此时，
带着“中学生头脑”的大学生自然无法应对了。

找回好奇心
学生上课举手的热情哪里去了？一线教师们将之解释为

“好奇心”的流失，因为对课堂的好奇心越来越少，他们变得
越来越沉默。

孩子的心就像一个空瓶子，无论你往里面放什么，都能
听到清脆的回响， 湘郡未来实验学校的万维老师告诉记者，
孩子对未知的东西充满了可贵的好奇心， 促使他们去探索，
去发问。 如果老师没有保护好他们的好奇心，不允许他们给
出不同的答案，他们就会害怕思考，害怕回答。 所以，万维希
望自己的课堂没有“标准答案”。

不是能力不够，是没有心思来研究课堂教学。 尹世尤告
诉记者，学生上课没热情，老师的责任最大。高校重科研轻教
学的风气使然，不少老师的课堂内容陈旧，缺乏新意。上课的
方式也没有创意，未能想学生之所想，教学生之想学，自然无
法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他看来“让大学课堂变得有趣，我们
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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