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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背景下教师教育理念的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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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举国上下共同抗“疫”,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战、共克时艰的凝

聚力,但这场疫情同时还暴露出部分国民的综合素养问题。全社会对疫情的认识、防控和应对折射出人们关

于生命、生存和生活的价值理念及思维方式,这与人们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化熏染和教育引导息息相关。
在教师教育过程中融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将产生正确的导向作用,对各

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作

为“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不断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以及文化修养的提升。要打好“生命教育”的
基础,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抓住“生存教育”的根本,唤起学生的公民责任;追求“生活教育”的目标,丰富学生

的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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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
国人民共克时艰,一起参与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世百态。在抗击疫

情这场战役中,中华民族体现出了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但这场疫情同时还暴露出了部分

国民的社会行为和人格素养问题。外在的行为体现内在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而价值理念的养

成和思维方式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长过程中的文化熏染和教育引导。一个人的成长成才

涉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家庭、学校到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而学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

在国民教育中起着主体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如何在教师教育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树立

正确的教育理念,将直接影响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的导向与质量。透过这场重大疫情所反映出

的种种社会现象和公民行为,作为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笔者希望站在教育学人的角度,重新审视

和反思:我们的教师教育还缺什么,我们未来的教师能做什么。
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终身教育”强调教育的

真正意义不在于获得一堆知识,而在于个人的发展,在于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自我实现[1]。教师存在

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知识,而且在于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作为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凝
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养人才、造福人民”的工作目标亦强调了“人”这一核心[2]。现代教

育的价值正是在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的演进中逐渐生成与实现的[3]。促进学生作为“人”的健康

发展和自我实现,是当前教师教育应该坚持的核心理念。笔者认为,教师教育和各级各类学校的人

才培养要进一步强调广大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作为“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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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生命教育”,关注学生的健康生长;进一步注重“生存教育”,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进一步拓展

“生活教育”,提升学生的精神品位。不断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和文化修养的提升,努力

践行《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所强调的“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的理念[4]。结合此次重大

疫情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和“人”的问题,笔者希望从以下三个层面对教师教育理念进行再审视。

一、正确认识疫情,遵循自然法则而敬畏生命

从全社会对疫情的认识来看,部分国民仍然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和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对于此

次疫情的认识,笔者注意到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疫情突发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类肆意虐杀和

食用野生动物并被感染而导致了疫情的突发。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公布的流行病学调查情

况来看,此次“新冠肺炎病毒”和2003年“非典病毒”的源头很可能都来自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是许

多病毒的自然宿主。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的第19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华中农业大学陈焕春教授指出,当今人类新发传染病70%与野生动物有关。从生物学的解

释我们可以获知,病毒本身并不会直接威胁到人类,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一般需要长期“寄居”在野

生动物体内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而野生动物作为“宿主”在与病毒的长期共处中具备了相

应的抵抗力,因此形成了双方“和谐共处”的局面。可见,病毒与野生动物之间已经形成和谐稳定的

生态圈。而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传染给人类往往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之一就是食用野生动物

以及野生动物的处理过程。正是由于人类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虐杀和食用野生动物,打破了

原有的食物链关系,使得病毒“移驾”人体而被感染。这也恰恰印证了“和谐共生”的生态学观点,如
果人类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恶意破坏生态平衡就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二是疫情

造成的影响。在重大疫情面前生命显得异常脆弱,“活下去”成了每个人最朴实而又现实的愿望。
此次重大疫情无疑已经对国家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最为直接和致命的就

是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据媒体报道,截止到2020年2月20日,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

已分别达75465和2236人[5],已远超2003年“非典”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总数。这些病例中

不乏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坚守阵地的志愿者们、疾控方面的学者专家以及许许多多为生

活而奔波的普通百姓。如:面对不断加剧的疫情,武汉协和江南医院30岁的年轻医生彭银华义无反顾

推迟了原定于春节举办的婚礼,主动请缨进驻抗“疫”临床一线,终因过度劳累抵抗力下降而被病毒夺走

了生命;某医院的护士在抗“疫”一线连续奋战了20多天,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也没能见上最后一

面;有个婴儿刚出生不到5天时间,母子就双双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等等。
此次疫情突发的原因以及造成的严重影响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个体生命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

正视和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

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和全面发展。生态文明要求我们遵循人类、
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6]。没有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就没有对生命健康的珍惜。缺乏对

自然规律的认识,就会遭受环境恶化的惩罚。近年来我国屡屡发生的各种学生自杀身亡、虐待野生

动物等事关生命健康的各类事件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这不仅是生态文明和生命意识的问题,更是教

育理念的问题。笔者认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应该承担起生命教育这一关乎生命存亡的责任,教师

教育应该一开始就牢牢树立起“生命教育”这一基本理念。生命教育的目标,从宏观上讲应该处理

好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从微观上讲应该处理好人类与自己生命的关系。对于人类来说,应放下

自己的傲慢与偏见而善待自然,收起自己的无知与无畏而敬畏生命。遵循自然法则与世界和谐相

处,保证自己的生命健康是一切活动的起点,也是教育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生命教育的原

则,要求教师首先从思想理念上关心关注学生的生态、生命意识和身体、心理健康;其次从教育实践

上引导和激励学生积极践行保护自然、热爱生命的价值理念。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不仅是生物

学科的教师,而且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所有教师都应该坚持这个原则,承担起这个责任。从学科的发

展来看,生态文明和生命健康不仅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教育学、心理学、哲学、医学、法学、
农学、文学和艺术等多种学科都需要研究的主题。不同学科之间应该协同促进、形成合力共同肩负

57



起生命教育的使命。生命教育的实施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情境的创设和情感的陶冶,要
让学生感受生命本身的脆弱,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引导学生珍惜生命;二是注重知识的拓展和兴

趣的激发,要让学生发现生命世界的精彩,培养学生的兴趣态度,引导学生热爱生命;三是注重科学

的普及和方法的指导,要让学生探索生命科学的奥妙,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引导学生探究生命。
从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到探究生命,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也应该是

生命教育的基本逻辑。

二、积极防控疫情,承担公民责任而和谐生存

从全社会对疫情的防控来看,部分国民仍然缺乏生存规则意识和对公民责任的担当。在防疫

过程中大部分公民积极配合、奉献爱心,涌现出了无数感人至深的事迹,然而也出现了超越底线、丧
失道德、违背法律的社会现象。公安部刑侦局报告显示,有一些新冠肺炎患者故意隐瞒病情致多名

人员感染和隔离。从《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有的人明知自己在疫情发生期间有

过湖北武汉旅居经历,但故意隐瞒实情,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参加集体聚餐而导致大面积传染,整个

小区被迫隔离;有的人明知相关部门严格规定出入社区等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却仍然抱有侥幸心

理,被提醒后恶意撒泼、伤害医务人员和志愿者;有的人明知此次疫情的高危性和传染性,却向小区

电梯按键恶意吐痰,损害公共卫生;有的人借着疫情当下口罩等物资短缺,故意生产和出售假冒伪

劣口罩,哄抬物价;有的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甚至编造和散播各种与

疫情相关的谣言,极大地扰乱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以上媒体报道的种种行为不仅是对自

己生命的漠视,更是对他人生命的侵害。这些行为人最终也都受到了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
此次重大疫情突发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门研究和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以钟南山院士为组长的科研团

队随即开展疫情应急科研攻关,并成立专家组赶赴武汉等重灾区,指导当地的疫情应对和处置工

作。国家卫健委、医保局、人社部、财政部、交通部、商务部、教育部、海关总署、三军部队和全国各地

的医疗队等都加入到了这场战“疫”中。国家将此次新冠肺炎列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

的预防、控制措施,可以说防控形势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地步。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一切单

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

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7]。相关部门也陆续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并要求公民正确佩戴口罩、注意公共卫生、及时报告病情。
一个人的存在不仅是作为“自然人”,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人”。如果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漠

视国家规则和社会公德,就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立足。通过这场全民抗“疫”行动,我们应该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和民族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正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命运共同体”,
只有每个人都去努力做好自己,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才会展现出文明和谐

的景象。守住法律的底线,就是守护公共安全的红线。约束个人的行为,就是对公共利益最大的贡

献。加强规则意识,承担公民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是每个公民作为“社会

人”得以和谐生存的基本价值所在。这种价值观念仅仅依靠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和媒体舆论是远远

不够的。在《大学的理想》中纽曼(JohnHenryNewman)认为,大学的真正功能就是要“培养良好的

社会公民”,大学的存在就是要“塑造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8]。笔者认为,加强生存教育以

唤起学生的公民意识应当是各级各类学校共同的责任。尤其是教师教育,在师范生培养之初就要

引导学生树立公民意识。生存教育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强化生存意识、获得生存知识、提高生存

技能,更要求学生通过承担公民责任,创造社会价值,实现生存意义。生存教育的内容,不仅要关注

个人生存,更应该强调公共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公共责任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关系民族存亡的

民族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公民责任,“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而要

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三是关系社会和谐的社会责任,正如网上热传的一句名言,“哪有什么岁月

静好,只是因为各行各业的人们为我们负重前行”,每个人坚守岗位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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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全社会最大的贡献。
社会活动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正如杜威(JohnDewey)所言,在教育过程中,“当学生逐渐参与

各种社会活动时,他们的个人倾向会不知不觉地得到更为深刻和更为密切的教育陶冶”[9]。生存教

育的实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行:一是更新教育理念,践行“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的开

放的教育观;二是丰富教育资源,充分挖掘家庭、社会、网络等多种学习资源,开发和利用校本和地

方等学习资源,服务多样化课程教学;三是拓宽教育形式,尤其在此次疫情“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

教”的形势下,要深刻认识现代信息技术对教学方式所带来的深刻变革,综合运用线上教学、线下教

学等形式,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四是优化教育评价,进一步探索和改革教育评价方式,发挥

教育评价的导向功能,促进生存教育目标的充分达成。

三、理性应对疫情,涵养精神文化而健康生活

从全社会对疫情的应对来看,部分国民仍然缺乏健康生活意识和对理性精神的审思。此次疫

情突发正值2020年春节假期,按照传统习俗,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很多人原本都做好

了走亲访友、外出旅行的计划。然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了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疫

情蔓延的势头,确保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禁止人员流动成了最为直接有效的措施。武汉市

于2020年1月23日对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和长途客运等暂停了运营,紧接着全国各地纷纷

响应并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受此影响最大的当属人们的日常生活。“封城”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影

响:一是人们只能待在家里,无法自由外出,因此产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二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通

信成了联通与获取外界信息的桥梁和最直接手段;三是封城所释放出的强烈信号表明疫情防控已

经到了极其严峻的关头。面对这些状况,很多人的生活状态也出现了问题。首先,面对突如其来的

闲暇,有的人对自己的作息时间作了比较合理的安排,并且按计划学习、工作和生活;有的人却陷入

了长时间的空虚和无聊,其空余时间几乎被睡觉、刷屏、游戏、发呆所消耗,而平日所期待的闲暇非

但没能带来快乐,反而徒增了生活的烦恼。其次,随着疫情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口罩等各种防疫物

资的极度短缺,互联网上不断充斥着各种鱼龙混杂的信息,很多人受谣言或恐慌的驱使,在一次次

的抢购各种药品和物资中变得焦虑和身心疲惫,甚至有人在轻信谣言外出排队参与抢购的过程中

因为防护不足被病毒感染而酿成了惨剧。再次,面对全国各地确诊、疑似和死亡病例的与日俱增以

及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们与病毒生死搏斗的各种报道,有的人陷入了对生命、健康和死

亡的体悟和思考;有的人感到无力和前所未有的迷茫,伴随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本该欢乐祥和的假期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调

适和应对。个人态度和思维方式不同,所获得的体验和状态也不一样。因此,生活教育就显现出了

它的价值。可以预见,幸福的生活是人人都追求的目标,而如何去实现目标却值得我们每个人思

考。笔者认为,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有的人之所以陷入了空虚和无聊,迷失于谣言和恐慌,看不到

希望和美好,正是源于其对闲暇的利用、对信息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感知的差异。根据马斯洛需要层

次理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过程,就是在努力满足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不断认识世界、丰富自

己,从而获得情感、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相应的需要

得不到的满足,就会产生烦恼和痛苦。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启示我们:生活教育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通过提供知识

和技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更应该指导学生从广阔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内在

体验和精神文化,从而享受健康生活,获得幸福感。这也是教师教育应该关注和践行的教育理念。
具体而言,首先,生活教育的实施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发展兴趣与特长。一个人只有在找到自己真

正热爱的事业时,才更容易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享受其中的乐趣,发现自己的潜能,找到信心与动

力,不断追求进而获得相应的成就感,而不是如前文所述,面对“封城”所造成的闲暇感到空虚而不

知所措。其次,要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加剧了知识、信息的多元化和碎片

化,使人们的生活被各种信息所包围。面对微信朋友圈等媒体平台传播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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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保持清醒而不被迷惑,需要审慎和批判,需要理性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认清是非、辨别善恶,才能活得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豁达。正如赫钦斯(RobertM.Hutchins)所
言,“普通教育应当培养人们的阅读习惯、个人品位和批判精神”,而“理智的培养是通向幸福的手

段”[10]。再次,要引导学生提高感知能力。生活的幸福感很大程度源于一个人对自我、对他人和世

界的感知。正是在用心感受和换位思考中,人们更容易增进彼此的了解,消解当下社会快节奏生活

所带来的疲惫、冷漠和疏离感,获得情感的共鸣与精神的慰藉,从而真正走进生活、感知生活和享受

生活。在重大疫情面前,对生命脆弱的感知和对奋战在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换位思考,更容易激

发人的情感和善意,启发人们更好地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学会感恩,理解他人。

四、结 语

回顾全社会对此次重大疫情的认识、防控和应对所反映出的部分国民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
每一位教育者应当对其得以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影响进行再审视,对学生作为“人”的生命、生存

和生活进行深入思考。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和自我实现是教育事业永恒的主题和使命,因此,在重大

疫情背景下,教师教育要打好“生命教育”的基础,引导学生遵循自然法则,敬畏生命;抓住“生存教

育”的根本,引导学生承担公民责任,和谐生存;追求“生活教育”的目标,引导学生涵养精神文化,健
康生活。这应该成为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植入心底和贯穿整个教育生涯的理念与追求。

参考文献:
[1] 保罗·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M].周南照,陈树清,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N].人民日报,2019-02-24(1).
[3] 周家荣.论生存教育是生命价值回归的重要途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6):138-141.
[4] 赵婀娜,赵婷玉.《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EB/OL].(2016-09-14)[2020-03-12].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914/

c1053-28714231.html.
[5] 国家卫健委:20日全国新增确诊889例,新增治愈出院2109例[EB/OL].(2020-02-21)[2020-03-12].https://tech.sina.com.cn/

roll/2020-02-21/doc-iimxxstf3191713.shtml.
[6] 蒋爱伍.科学文明地对待野生动物[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2-25(8).
[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EB/OL].(2013-10-22)[2020-03-12].http://www.npc.gov.cn/

wxzl/gongbao/2013-10/22/content_1811005.htm.
[8] 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9]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0] 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Re-examinationofTeachersEducationConceptintheContextofPandemic
PUZhiyong

(PresidentOffice/DevelopmentPlanningOfficeof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6,China)

Abstract:FacingtheCOVID-19outbreakinearly2020,Chinesepeopleworkedjointlyandundaunted-
lytofightagainstthepandemic.IthasnotonlydemonstratedChinesenationssolidarityandhard
work,butalsorevealedproblemsamongsomepeople.Howthewholesocietyunderstands,prevents
andcontrolsthepandemicreflectspeoplesvaluesandwaysofthinkingaboutlife,survivalandliving,
whicharecloselyrelatedtotheculturalinfluenceandeducationalguidancetheyreceive.Theintegra-
tionoflifeeducation,survivaleducationandlivingeducationintheprocessofteachereducationwill
playaproperguidingroleforteachersatalllevelsandallkindsofschools,andwillalsohaveaposi-
tiveimpactonimprovingthequalityoftalenttraining.Wemustadheretotheeducationalconcept
with“people”asthecore,andattachimportancetothelife,survivalandlivingofstudentsas“peo-
ple”soastocontinuouslypromotestudentsindependentdevelopment,socialparticipationandcultur-
alcultivation.Tobemorespecific,weneedtolayagoodfoundationfor“lifeeducation”andpayat-
tentiontothephysicalandmentalhealthofstudents,graspthefundamentalsof“survivaleducation”
andarousethecivicresponsibilityofstudents,andpursuethegoalof“livingeducation”andenrich
studentsspiritu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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