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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每个人无法躲开的
生命规律；聚舍断离，是每个人一生
的必修课；死亡教育，同样也是教育
中无法规避的一环。

笔者认为，进行“死亡教育”，
一定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不
规避原则，不回避死亡，才能和孩
子谈清楚死亡；二、分层教育原
则，年龄不同，死亡教育方式不
同；三、客观原则，和孩子谈论

“死亡”，科学谈论生死，情感公允
中立，不要让他们对死亡产生过度
恐惧感。这三点原则，均是进行

“死亡教育”的关键，而其中的“分
层教育原则”，则是“死亡教育”实
施的具体策略，也是“死亡教育”
的重难点。

和幼儿 （0～4 岁） 谈论死亡，
且需“犹抱琵琶半遮面”。可以和孩
子理性、科学谈论死亡，但无须深
谈、直接，让孩子初步形成“死
亡”的认识即可。家长可以用生活
中常见的例子，让他们形成一些认
识：心爱的玩具坏了，修不好了，
告诉孩子“玩具坏了、没法恢复
了”，这是玩具的“死亡”；树木枯
萎了，第二年也不会再长出绿叶
了，这是植物的“死亡”。如此，引
导孩子通过观察日常生活，形成对

“死亡”的初步认识，知道“死亡”
是一件正常的事，无须惧怕、担心。

和儿童 （4～7 岁） 谈论死亡，
要明“生命如花花易凋”。本阶段的

孩子，有一定的社会认知能力，但认
知不足，喜欢模仿、探索，难免遭
遇一些危及生命的危险。“死亡教
育”的侧重点，应让孩子明了死亡
正常，但生命美丽；生命宝贵，但
也脆弱无常。对孩子的死亡教育，
应以“保护生命”为主线，对孩子
进行一系列的交通安全、用水用电
安全、防溺水安全、防自杀安全等

“安全教育”。
和少年(7～13岁)谈论死亡，必定

“吹尽黄沙始见金”。这一阶段的孩子，
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形成，对世界，也
有自己的认知、思考、看法。对生活中
孩子提出的有关“死亡”的看法、问
题，家长应不偏不倚，不遮不挡，不
带迷信色彩，科学地和孩子讨论、交
流、矫正。若嫌语言表达不够直观，
家长大可以把孩子带到自然博物馆、
科技馆，在图片、音频、标本中，了
解人的出生、长大、老去，了解死亡
的真相。科学、公正地解释死亡，这
个年龄的孩子就不会惧怕死亡，也会
珍惜自己的生命。

绘本，是整个幼儿、儿童、少年阶
段进行“死亡”教育的优秀媒介。像
《长大做个好爷爷》《爷爷变成了幽灵》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等，都是幼儿、
儿童认识死亡的最好素材。家长可以选
择这些绘本，陪伴孩子阅读，对孩子进
行“死亡教育”，一举多得。

(作者单位：广州市白云区培英实
验学校小学部)

死亡话题
应分层分年龄说

周世恩

清明时节的杭州，是江南早春的
景象，而雾雨蒙蒙的阴沉天气，更是
营造了踏青扫墓祭奠英雄的庄重气
氛。在位于杭州皋亭山的安贤陵园
里，青松翠柏掩映，三面青山环抱，
不少烈士英灵安眠于此。其中，一位
就是“海空卫士”王伟。

“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
们继续前进……”这是王伟牺牲前留
给世界最后的声音。2001 年 4 月 1
日，美军侦察机未经允许进入我国领
空，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尊
严，王伟在执行任务时壮烈牺牲，将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中国的南海上。但
他的名字一直活在国人心里。我们一
直感恩着他为祖国捐躯，一直怀念着
他的青春风貌。

青山有幸埋忠骨，正因为英雄王
伟，我对安贤陵园有了太多的牵挂与
特殊的感情。为凭吊烈士，告慰英
灵，我也在今年清明放假的第二天，
带着孩子，来到了杭州安贤陵园，与
孩子一起祭奠英雄，感受生命的宝贵。

今年是王伟牺牲20周年。清明时
节，他的父母、妻子等家人都来到了杭
州安贤园祭奠亲人。看着王伟日益衰弱
的父母亲，听他姐姐与妻子的述说，特
别是王伟给妻子的“绝笔信”，我不禁
潸然泪下，久久无法平静。英雄自有英
雄的伟大，英雄注定属于祖国与人民。

王伟的墓在功勋园，翠绿浓郁中他
身着飞行服，左手托飞行帽，英姿飒
爽。铜像旁边，是一块高2米多的黑色
石碑，形状是他生前驾驶的战斗机的尾
翼，上面有“海空卫士：王伟”与

“1968—2001”。
英雄墓前，鲜花盛开。人们三三两

两，不断地来到英雄墓前。他的墓前摆
满了鲜花与各类凭吊英雄的纸条、横
幅，其中最多的就是各种飞机模型。还
有一个人在花篮中放了一张杨洁篪的照
片，照片上还写了一句我们熟知的话：

“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
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我把花篮
放在墓前，与孩子一起向王伟鞠躬致

哀，表达我们的崇敬之情。
我们凭吊结束后，孩子执意不肯离

开，默默地盯着英雄，仔细地看着人
们留下来的鲜花、祭品与怀念的文
字。还有凭吊者送了一架歼-20战斗
机模型，这是人们对英雄的告慰，更
是对英雄的怀念。

距离王伟的墓不远，是女排“五
连冠”主力——杭州姑娘陈招娣的墓。
墓碑照片上，怀抱排球的招娣，依然神
采奕奕，斗志昂扬。很可惜，在57岁
时，陈招娣因病而逝，最终她回到了自
己家乡——杭州，永远躺在苍松翠柏丛
中。本土的英雄，愈加有一种亲情与感
召。特别是前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上
映，让全国上下更重温了当年的女排精
神，“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知

道有时不会赢，也会竭尽全力，是一路
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尘
土，依然眼中坚定。”我是伴随着女排
长大的，是当年她们“五连冠”的精
神，鼓舞着我战胜学习的困难，不断地
赢得自己的未来。如果说我有今天，那
真的离不开中国女排。

风很大，微寒，我们心情沉重，
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科学家吴平校
长的墓前，他的墓碑是由他出版的专
著组成的。2014年吴校长因车祸而去
世，车祸发生十分钟后，我曾开车路
过现场，当时还没有开始救援，车辆
已经排起了长龙。人的生命是脆弱
的，任何的风吹草动、自然灾害，都
足以伤害一个人的性命。特别是当今
社会迅猛发展，汽车日益增多，各类

交通事故频发，任何一念的不小心或
者大意，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站在风中，仰望山上浓郁蓬勃
的草木，我尽力克制自己。我与孩
子慢慢探讨人活着的意义：生前为
人民服务，死后才会被人民怀念，精
神才会永存，就像王伟与陈招娣。同
时生命也是脆弱的，我们更要珍惜生
命。生命是父母赋予我们的最好礼
物，珍惜生命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与
馈赠。

回望走过的路，再回头看看风中
的英雄，想想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们，我含着眼泪告诉孩子：珍惜生
命，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作者单位：杭州市余杭区太炎
小学）

英雄墓前的生命课
张自恒

短暂的分离，生死的诀别，看似人生必经之事，
又有多少人知道如何面对？更不用说泰然处之。记
得作家毕淑敏在《世界如锦心如梭》中提到，在加德
满巴格马蒂河边，有一处闻名世界的文化遗产，帕
斯帕提纳神庙，也叫“烧尸庙”。当地的孩子四五岁
就见识露天火葬了。孩子们在火葬台周围嬉闹游
戏。死亡，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习惯了。正因如
此，那里的人对生命有着更为透彻的理解。是呀，

“既然死亡在所难免，那么这种安然的态度，无疑更
让人幸福。”毕淑敏如是说。

这份对生命的“透彻的理解”“安然”“幸
福”从何而来？是冷血，是淡漠吗？当然不是，
是内心强大而映射出的释然与豁达。如何引导孩
子正确理解、面对离别，是孩子成长中的必修课。

陈述离别事实——让孩子学会分析判断

这些情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家中
若有长者离世，追悼会、遗体告别是很少带孩子
参加的；家人若生了重病（即使是父母），尽可能
不告诉孩子，甚至以出差为幌子向孩子隐瞒真
相；为了避免孩子的哭闹纠缠，妈妈们常说“你
乖乖地在家等着，妈妈去给你买糖去”便溜之大
吉……细细想来，这些所谓“善意的谎言”与

“过度的保护”如同一道道屏障，隔离了悲伤，也
屏蔽了孩子本该经历的磨难与成长，致使孩子在
应该学会勇敢、坚强的年纪却学会了逃避、退
缩、软弱。“过度保护”的背后，是我们对孩子感
知力的忽视甚或否定。大人不说不等于孩子不知
道，关键是孩子的猜疑、不确定而导致的焦虑、
恐慌或许远比事实本身更加伤及孩子的身心。遗
憾的是：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对很多敏感的问
题习惯于避而不谈，一句“等孩子大了他自然就
明白了”掩盖了所有难题。因此，陈述事实，帮
助孩子学会正确分析判断，减少事件对孩子的负
面影响，对中国父母来说尤为关键。

陈述事实，首先，要基于事实，不是歪曲事
实，更无须伪装。其次，是在沟通过程中遵循孩
子认知及心理发展规律，选择孩子能够听懂接受
的言语，帮助孩子分析理解问题，做出合理化判
断。再者，对于年龄大的孩子，无论是短暂的分
别，甚或家人生病和去世，应如实告诉孩子。作
为家庭成员，每个孩子都有权利知道事情真相、
发展进程、最终结果，这是尊重孩子，更是教会
孩子尊重、体恤他人的前提。

尊重离别情感——让孩子正确认识情绪

离别总是伤感的，人们无法摆脱因生死离别而带来的痛苦、焦虑、悲伤、
恐慌等情绪。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思维模式、承受能力不同，所以，当身处不
同的情景、面对不同的人或时间，每个人的情绪各有不同。

幼儿内心的安全感尚未充分建立之时，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和妈妈分离。遗
憾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回复：“你哭什么哭，妈妈是出
去挣钱，又不是去死，有啥好哭的！”“你再哭，我就把你扔到幼儿园里，不要
你了。”这样的沟通，不但无法平复孩子的情绪，责骂、侮辱、威胁只会加重
孩子的不良情绪。因此，家长要尊重孩子的离别情感，耐心地向孩子解释，让
孩子正确认识离别的情绪，有助于安全感的建立和健康心理的发展。

如何让孩子从内心深处接受离别？首先，要学会共情，简单地说就是感同
身受。因为大脑发育是有规律的，我们不能要求孩子像大人一样客观、理智地思
考问题、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放下身价、权威、面子，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
题，才能和孩子处在一个频率交流。其次，肯定孩子的情感。“妈妈知道你不愿离
开妈妈，所以你才会如此难过伤心，你希望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你很爱妈妈，妈妈
已经感受到了。你要知道妈妈也很爱你，所以妈妈一定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
里。妈妈答应你等我办完事马上就会来接你。”这正是家庭教育大师萨提亚所倡
导的“一致性表达”在与孩子沟通中的运用。只有被理解、尊重、接纳，孩子的自
我意识才可能真正形成并发挥积极调解作用，减少不安全感。

释放离别情绪，让孩子懂得自我调适。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我们
都需要一个发泄的通道。从小学会自我情绪的调适对孩子后期的成长，特别是
提升孩子的人生幸福指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给孩子自我调适的方法，首先，要转变家长对待和教育孩子的一些基本
观念，例如“不许哭”，特别是针对男孩子，“就知道哭哭哭，别再让我看到你
这怂样”“不许喊”“不许唱”……殊不知，这些正是孩子自我情绪宣泄的方
式。不妨给孩子一个可以宣泄的空间时间，满足孩子的情绪及心理需求。其
次，可以教给孩子一些积极有效的宣泄方式，如运动健身、听歌绘画、读书写
日记、聊天倾诉等。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可以通过深呼吸、冥想、身体扫描等方
式进行自我调适。

请告诉孩子，离别的话题难免有些沉重。然而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人、
一些物会随着时光而慢慢地淡出我们的生活，离开我们的人生轨迹，所以，我
们要教会孩子学会接受而不是一味地伤心、怀念。

（作者单位：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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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我们带着孩子
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爬山踏青，此
间不乏见到扫墓的行人。为了缓解
孩子内心的恐惧，呵护孩子心灵深
处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在青山绿
水之间，我们也跟孩子深入地探讨
了“死亡与失去”的话题。

孩子，你还担心爷爷会死吗？

“ 爷 爷 那 么 老 了 ， 我 害 怕 他 会
死。担心他死后，会下地狱受苦。”

“什么人会下地狱呢？”
“做坏事的人。”
“那爷爷有做坏事吗？”
“没有，爷爷是一个好警察，他

应该会上天堂。但我担心他见不到
我，会难过，他很爱我。”

……
这是我们关于生命的对话。在他

的话语行间，我看到孩子对年迈爷
爷的各种担心。孩子的心里，对爷
爷有着很深的情感依恋。

在几年前，我们在楼下送别当
时已经只能靠打营养针维持生命的
邻居爷爷回老家，然后没多久，老
人家就去世了。孩子告诉我，他不想
自己的爷爷也是这样。我感觉到孩子
内心对死亡的深深的恐惧。“也许我
们无法阻挡死亡，在爷爷还健在的时
候我们可以为爷爷做些什么？”当我
问及这个问题时，孩子说：“我可以
让爷爷更开 心 ， 告 诉 他 我 多 么 爱
他；我也可以让他知道我有让自己

开心的能力，这样他就不会担心了。
我可以多陪陪他，而且每天都开心一
点。”孩子表示，虽然爷爷太老了，
没有办法一起来爬山，但他决定收集
一些沿途的植物，回家做成标本，与
爷爷分享。

每天我们都在分别也在迎接新生

作为家长，我们要借助一些身
边的案例来告诉孩子，每天我们都在
分别。我们与时间分别，一日难再
晨，每天都在悄悄过去，昨天永远都
回不来了；我们与朋友分别，曾经跟
你亲密一起玩的朋友，因为搬家或转
学，慢慢地就不再联系了；我们与玩
具分别，以前连睡觉都要抱在一起的
玩具，突然有一天就被遗忘在角落
了。分别是一个常态，而我们能做
的，就是在拥有时珍惜，好好地享受
当下，过好每一天。

同时，也要告诉孩子，分别的另
一端，又是新的开始。记得孩子刚
上 四 年 级 时 ， 换 了 新 班 主 任 。 最
初，他时不时想去看看以前的班主
任，后来慢慢地开始把新班主任的
事情挂在嘴边，我知道他已经从怀
念中开始接受新的老师了。邻居家
爷爷离开后，他们家又迎来了一位
惹人喜欢的小宝宝，我孩子天天一
回家就想去抱抱她、亲亲她，我们
鼓励孩子在生活细节中去体验，去
勇敢地迎接新的生活。

（作者单位：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

引导孩子在生活细节中
理解死亡、体验失去

邓顺香

“生病、老去、死亡……生死，是每个人躲不开的生命规律。由于传统习俗原因，死亡，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忌讳的

词。而死亡教育，一直以来在孩子的教育中也是缺席的。刚刚过去的清明节，不少教育工作者抓住踏青扫墓的契机，和孩子们探

讨“生与死”的教育，以期让孩子尊重生命，珍惜当下的每一天——

清明节，这样与孩子聊“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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