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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教育必须矫正漠视生命的异化现象,回归立德树人的根本价值,发挥

化育生命的育人功能。教育要实现化育生命的价值和育人功能,关键在于教师。教师生命意识是教师在教

育实践中对生命的体验,是教师对教育事实的反映,是教师对生命的意向性活动,是教师对教育与生命关系

的感知与体悟。增强生命意识有助于教师成长为具有自主性和较高生命境界的卓越教师,有助于教师在教

育实践中觉知生命、关怀生命、促进学生生命的成长。教师生命意识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拓宽了对教师及其

教育实践的认识,同时也确立了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实践起点。教师的生命意识结构包括“教师自我”“我

思”和“我思对象”。教育是促进学生生命成长的活动,教师是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员。克服教育的异化,回归

教育原点,需要唤醒教师的生命意识。教育叙事是融入教师自身体验而唤醒生命意识的一种方法。教师的

反思性写作是增强教师生命意识的有效途径,也是教师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方式。教师的角色并不仅仅是

传播知识的理性人,每一位教师都是活生生的人,在生活世界中会与他者打交道,其生命活动就是实施教育

的过程,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促进学生绽放生命的光彩以及寻找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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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利教育偏离人的生命成长,注重技术性

的操作程序,追求可量化的结果。人在其中已

经被遗忘,从目的沦为工具和手段,教学也不

知到底为何。在纪律的规训下,学生被动服

从,漠视内在的反思和意识的主动性,导致在

学校中生命体验贫乏。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
很多教师也渐渐地默认自己为匠师、技师,将
自己的使命退化为传授知识、提高成绩,最终

找寻不到身为人师的意义。虽然生命教育理

念兴起,力图消除教育异化的弊端,但是教育

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形式化、浅表化和机械化等

问题。教育的育人价值回归不仅依赖环境的

改变,也需要教师生命意识的觉醒。唯有如

此,教育才能纠正偏离生命的异化现象。生命

意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教师成长

为充满生命关怀的教师的关键要素。对教师

生命意识展开研究,有助于我们思考教育实践

最终是为了什么,思考教师从事教育对其存在

有什么意义。
探寻教育的真谛,反思教育对生命的意

义,离不开教师的生命意识。本研究注重厘清

教师生命意识的内涵,尝试建构教师生命意识

的分析框架和逻辑理路,旨在探讨教师生命意

识的构成要素和建构途径,力求深化对教师生

命意识的认识,促进教育育人价值的回归。为

了更好地完成这项研究,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

理论支撑。现象学不仅为研究教师的教育生

活体验和生命意识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还为

纠正教育实践中的价值偏离、回归育人价值提

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教师生命意识的审视

“生命意识”是一个复合词,是由“生命”和
“意识”组成的。人们对生命意识的认识,与其

对“生命”和“意识”的理解有关。“生命”,可以

指活着的个体,正如植物、动物和人有着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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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新陈代谢。自然生命只是保证其生存的

基本条件,但是生命的意义绝不止于此。人生

在世还需要有更高层次的追求,需要思考存在

的意义是什么,思考生命的价值如何体现。生

命具有丰富的内涵。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
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会有所不同。因此,生命意

识极具复杂性。
(一)从心理主义角度审视,教师生命意识

是对教育事实的反映

在心理学视域中,“意识”是一个基本且核

心的概念,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一种

心智活动。心智活动具有时间性、实在性(re-
ality)和主观性。心理主义的认识论表明,认识

的本质是当人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客观事物

在人的感觉器官上留下映像,而意识和世界的

联系是通过对象“因果性”(causality)地影响心

灵。我们是如何判断认识的结果呢? 答案是

依据物体在心灵留下的表象与客观事物的相

似性。如果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则是得到正确

的认识结果。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心理主义

的认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心理主义认为认识

的过程开始于客观事物对人的感觉器官的刺

激,客观事物包含着本质,我们之所以能够认

识事物,是因为心灵表象和客观事物之间具有

相似性。但是相似性绝不等同于同一性,恰如

两本内容完全相同的书,其中一本书并不是另

一本的表象。因此,如果将认识的逻辑建立于

“事实—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对象内在于认识

活动中,那么就会出现主体在不同类型的认识

活动中对同一对象有不同的认识结果,不同的

主体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难以达成共识。
根据心理主义的认识论,意识是客观事物

在人的感官中留下的映像的集合体。我们所

认识的“现象”是具有现实客观性和具体存在

性的实在的事物。认识的结果是事物在感官

上留下的某一角度的“侧显”(abschattung),而
普遍观念性的东西则未被关注。基于对心理

主义认识论的理解,教师的生命意识是指教师

在实践中对存在的客观事物和所发生的事实

的经验认识和反映。它们依附的主体都存在

于时空之中,是和其他事物共同存在的实在之

物。教师的生命停留在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感

知,局限于世界变动的偶然性之中,无法达到

整体性的认识和超越。但是完整的世界不只

是物质的,它还包括与生命机体相联系的一切

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我们是通

过一种特殊的“统觉”(apperception)将意识和

有机体联结。但是在教育实践中,很多教师并

不能发挥这种“统觉”的功能,其生活世界是分

裂的。一方面是身处的学校环境。在这个物

质世界中,无论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物还是将

会发生的客观事件,都会引起教师的感受。另

一方面是教师自己的内在体验。当教师过分

关注自己被动的感受,未能将生活世界中的经

历“带入”到意识之中,则意识无法被充实,因
而其精神世界是空虚的。停留在这个层次的

教师,将教育工作看作是学校安排的任务,是
外在于自己内在体验的活动,无法将自己的教

育实践与生命价值联系起来。
(二)从哲学意义上审视,教师生命意识是

教师对生命的意向性活动

意识哲学以意识为研究对象。胡塞尔注

重意向性分析,在其构建的现象学(phenome-
nology)理论中将意识作为研究的重点。其理

论建构的基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胡塞

尔严格批判了心理主义对意识作出的解释;另
一方面,胡塞尔积极构建自己的意识哲学,力
图形成真正科学的认识论。正如前文所述,心
理主义将意识看作是人的生理机能,是人的感

官对外界事物的反映。胡塞尔认为,显现着

的、被直观的对象只是真实物理对象的“纯粹

表象”[1]。胡塞尔在批判心理主义之后,对意识

进行了现象学分析。从广义上来讲,意识这个

词“包含着一切的体验”[2]115。人总是存在于体

验中,但是现象学所讲的体验与心理学的体验

是不同的。胡塞尔并不否认外界环境和客观

事物对人的影响。人作为客观世界中实际存

在的个体,就像自然世界其他客体,其反映的

事件是实在之物。而现象学的体验是实事,是
真正在意识之中的显现内容。

在纯粹现象学中,意识是世界万物所显现

于其中的场域或者维度。胡塞尔批判心理主

义混淆了认识活动和认识对象,他指出意识是

由纯粹自我、意识活动和意向相关项构成的。
每一意识活动的发生,都使事物得以显现,通
过意识活动,意识中显现的内容不断得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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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充实。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意识对

象)的能动反映,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

程。胡塞尔认为,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不能等

同,正如我们看一棵树,“看”的过程是一种知

觉体验,显然这一体验并不是来自于这棵实际

存在的树。正是“我”的知觉活动使“我”能反

映这棵树,看到此时此地存在的树,并且不断

地赋予树象征意义。因此,人的认识活动并不

仅仅是因为受到外部物体的刺激而引起,而是

意识活动使事物在意识中显现。意识活动离

不开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并可以适当地把握事

物的本质[3]。
意识活动在把握事物的本质时必须发挥

主体性。在体验活动中,“显现”是意识的功

能,是主体性的彰显。意识活动内部一切体验

都是自我的体验。在体验中,“我”将自己领悟

为人。在观察事物时,“我”知觉着,能回忆起

记忆中的某物,并在想象中能追随想象世界中

发生的事情。
基于胡塞尔对意识的分析,教师生命意识

是指教师对生活世界中的现象的反映,赋予现

象以意义,进而认识生活现象的内在意义。教

师在教育实践中会遇到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

境、不同的事物,在对这些事物的体验、反思过

程中找寻生命的意义。同时,教师在生命体验

中不断增强生命意识,在专业发展中不断获得

内在的支持力量,不断增强自觉性和自主性。
(三)从教育学意义上审视,教师生命意识

是教师对教育与生命关系的体悟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根本价值在

于育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生命不断成

长。就教育与生命的关系而言,教育的起点是

人,因而围绕着人的生命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人生在世,终极目的是实现生命的价值。我们

开展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为了积累财

富,也不是压制束缚人的发展。相反,教育应

该促进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到底应

该追求什么以及如何去提升生命的境界。教

育应注重对生命的观照,其目的在于:一方面

使人获得生存的技能;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超

越物质满足,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充实。
受当下教育环境的影响,一些教师忘记了

教育的使命,在教育实践中只见分数不见人。

教育的根本使命是立德树人,而教师要真正成

为“人师”,担负起这一使命,就必须唤起自己

的生命意识。教师是教育实践者,教师对教育

与生命的关系的认识决定着教师的教育实践

取向。在教育实践中,如果有教师认为教育仅

仅是在规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的知识传授活

动,把教育视为自己谋生的手段,那么教育就

会变得机械无意义,难以成为教师生命中的一

部分,甚至会使教师感到厌倦、焦虑,疲于应

付。当然,教育实践中也有教师想要通过教育

来获得专业发展,但其目的是功利的。他们在

教育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专业能力,追求在

课堂中高效教学。但是当获得一定的荣誉之

后,他们在专业发展方面就会停滞不前。
教育是一种规范性活动,内含着育人的理

念、价值与智慧。教师选择了教育事业,其实

就是确定了生命发展的方向。在教育实践中,
教师不断成长,不断创造,感受生命的活力,体
验生命的丰富多彩,明确生命的意义。当教师

在教育实践中有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之后,他们

就会保持生命的活力,对教育事业有着极大的

热情,尊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超越“匠师”层
次,在教育活动中体验成为教师的幸福,使教

育活动充满生命的活力,注重生命的体验,促
进生命的成长。这是生命与教育最好的融合。
当教师的“深层自我”进入教育生活世界,每一

次课堂教学、教师与每一个学生的交往、教育

情境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给教师带来不同

的生命体验,而不是额外的负担,成为教师反

思的内容和教学改进的动力。如此,教师才能

在教育实践与专业发展中不断成长,感悟生命

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教师的生命意识是

指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对教育与生命关系的感

知和体悟。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发

展,提升生命的境界,实现生命的价值。教师

从事教育不仅要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同时还

要通过体验与反思,认识教育场域中客观存在

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对生命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教育教学中发挥主体性,实现自己的生命价

值,彰显生命的意义。
不同的学科对生命意识的理解有所不同。

心理学在讨论意识时会将其看作是外在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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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头脑中留下的映像,而人对外在事物的

反映是直接的、无条件的。这种关于意识的理

解会将人还原为信息的组织者,但人的存在远

不止于此。对教师生命意识的研究,需要从现

象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出发,对教育情境中教师

的生命价值进行分析,进而深入思考教师的教

育实践,回归教育的育人价值原点。教师的生

命意识以教师的生命活动为对象,其生命活动

主要体 现 在 学 校 教 育 实 践 中。生 命 意 识 是

“我”对生命活动的反映,是对生命存在的领悟

和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探寻。“对生命活动的

意识,不仅随着生命活动的展开而展开,而且

作为‘此在的存在的规定’又使生命活动在其

展开中展开。”[4]教师生命意识是教师的内在体

验,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对教育情境、教育现

象的觉知和反思。

二、教师生命意识的建构

(一)教师生命意识的构成要素

对教师生命意识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主
要是为了在理解教师生命意识概念的基础上

进一步揭示教师生命意识的形成过程,探索教

师生命意识的建构途径。在教育学研究中,有
学者对生命意识进行结构分析,从生命本身的

层级分类去探讨,认为生命可分为自然生命、
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生命的自觉指向自己

的生命、他者的生命和对生命所处的环境的觉

知[5]。每一层次的生命认识又包括生命认知、
生命引导、生命关怀、生命自主、生命价值和生

命发展。这一分析是从宏观的角度探究人的

生命本质,即生而为人,生命不应该停留在物

质层面,而应该到达更高的生命层次,提升生

命境界。虽然通过这样的分析能够使我们认

识到人类生命的多层次性和超越性,但是我们

仍然无法理解教师生命意识在教育实践中是

如何形成的,因而有必要详细分析教师生命意

识的构成要素,厘清各要素在生命意识形成过

程中的相互关系。
在现象学理论的基础上讨论教师的生命

意识,有助于分析教师生命意识的构成要素。
本文尝试借用现象学对意识的结构分析来构

建教师的生命意识。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意识

的意向性的结构被划分为纯粹自我、意向相关

性和意向活动三个要素。纯粹自我不是生理

自我,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与客体相对立的自

我。自我与每一体验和反思相关联。“每一

‘我思’,在特定意义上的每一行为都具有自我

行为的特征。”[2]232“在所有这些行为中,我都实

显 地 在 那 儿。在 反 思 中 我 将 自 己 领 悟 为

人”[2]232-233。体验和反思“朝向”自我,当个体在

体验和反思时,自我必定显现。意向性注重

“自我”与“世界”的关系[6]11,是一切意识活动

的条件。自我和世界是认识的两极,通过意向

性,世界方可进入意识之中[6]12。
基于此,教师生命意识的构成要素包括

“教师自我”“我思”和“我思对象”。教师作为具

体的人,在教育实践中与其他主体交往,产生

感知、判断、想象等意识活动,使教师获得感

悟,并成为意向性行为的来源。通过“我思”,
教师将教育实践中的体验以某种方式在“我”
的意识中显现而成为“我思对象”。

“教师自我”“我思”和“我思对象”三者是

不可分离的。首先,教师自我不能与教育实践

相分离。如果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将自我

隐藏起来,那教育活动就仅仅是自己的工作,
是被外界要求完成的任务,不能与真正的自我

联系起来,而教师的自我就会分裂。分裂的自

我总是使自己与他人隔离,甚至为了维护那脆

弱的自身认同去伤害他人[7]。教师自我是“我
思”的主体,是使教育生活体验成为“我的意识

对象”的前提条件。其次,“我思”需要丰富的

素材,这些素材可以是教师在实践中形成的实

践性知识,也可以是教育情境中所发生的对教

师有特殊意义的教育事件。最后,这些素材只

有进入教师的自我反思中才能成为“我思对

象”。如果这些素材没有通过“我思”显现出

来,那么教师就不会有关于这些事物的意识,
也就是说教师没有关于这些事物的意识。

为了深刻地诠释和直观地理解教师生命

意识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笔者绘制

了图1,以进一步揭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

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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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师生命意识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

  (二)教师生命意识的建构途径

思考如何构建教师生命意识的问题既是

对已有研究的反思,也是对教师生命意识的建

构途径的探索。通过阅读已有的关于教师生

命意识的文献发现,部分研究者采用问卷法、
访谈法来搜集资料。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是

将教师看作是被调查的对象,调查者事先带着

自己的观念和预测来编制调查问卷,教师的回

答是证实研究者对教师生命意识的假设,判断

自己的认识是否与其他历经者的认识相符,并
且用数据来衡量教师生命意识觉醒的程度。
采用问卷法的目的是想获得具有普遍性、代表

性、准确性的结果,这是在科学主义认识论影

响下展开实证研究的特点。但是这种方法并

不适用于生命意识的建构。教师的生命意识

是教师在教育生活世界中的体验,具有连续性

和个体性。每个教师觉察到、意识到的内容是

不一样的,并且意识的产生与建构过程是无法

用问卷中的问题加以说明的。我们处在生活

世界中,通过自身体验,相对地、“视域性”地意

识到事物。科学试图超越我们与世界的相互

作用,超越经验的模糊性和相对性。胡塞尔批

判实证科学追求的客观主义,他认为这一认识

论已经模糊了“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有意义

的和好的”等问题。科学追求与主观的第一人

称视角脱离一切关系的、严格的、客观的知识

理念,但这显然与我们的认识是相悖的。基于

客观主义的立场,教师的生命意识被看作是在

教育实践中对生命的体验和对客观事实的反

映,而教师关于这些事实的意识和赋予的意义

将被掩盖。
再回到研究对象上来,意识是使“我思对

象”得以显现的条件,同时也是认识者对认识

对象的意义建构。意识不同于外在客观事物,
不具有可量化的属性。教师生命意识是教师

在教育实践中的体验。“生活体验与‘我’共
在,‘我’直 接 占 有 它,因 此 体 验 完 全 属 于

‘我’。”[8]既然体验属于“我”,那么“我”就是体

验者,而不是通过他者的旁观来证实。“我们

要认识、思考、研究意识,反思就是最直接的、
也是最可靠的方法。”[9]“反思”在胡塞尔现象学

理论中指的是对自身体验的“反身性思考”(自
我反思)。只有当教师对体验进行反思时,体
验才会作为意识对象被“看”到。在反思过程

中,体验过的事物成为显然可把握和可分析的

意识对象。反思有助于教师认识体验过的事

物与纯粹自我的相关性问题。教师要建构生

命意识就必须重视反思,注重体验在意识中的

自我显现。教师的反思,是对自己职业生活的

反思,是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探

讨[10],是主体性彰显的前提。反思不是回忆,
也不是心理学所讲的内感知。反思是自我审

思,应注重价值判断,而回忆则讲求事件的真

实发生。很显然,教师的反思具有个体性和一

定的价值取向。因此,研究者按照自然科学的

客观性去评价教师的反思行为是不可取的,而
试图通过调查法、实验法来建构教师的生命意

识也是不合适的。
当前,我们在研究教师专业发展时,会提

到教育叙事。教育叙事是教师通过叙述教育

教学中的真实情境而体悟教育真谛的一种方

法。叙事与自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叙

事是将记忆、体验同“我”贯通起来的中介。在

叙事学看来,“主体的生命就像是一个文本,为
了被理解,我们需要不断反思生活的各个部分

以及它们与生活整体的关系”[11]。教育叙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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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主体性、伦理性、时间性。在叙事的过程中,
教师的自我变得具体和情境化,自己的行动不

再是匿名的行动,而且他者在自己的生活中产

生一定的影响,成为自己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来

源。教育叙事分为自我叙事和他者叙事。自

我叙事是个体对自我经验的描述,其中反思性

写作(reflectivewriting)是一种自我叙事的方

法。“现象学的目的是将生活经验的实质以文

本的形式表述出来……文本的效果立刻成为

有意义事物的重新体验和反思性拥有。”[12]教
师的反思性写作,是符合研究对象特点的描述

性本质分析方式,同时也是教师的生存方式。
“一般来说,现象学的反思性写作文本包含了

自己对于情境、人物及其关系、情节、内心事件

以及体验等等的尽可能准确的语言、尽可能细

致的描述。”[13]反思性写作其实是教师与自己

的对话,使自己能够从学校教学的繁忙之中抽

身,静思自己的实践与体验。与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的其他方法相比,反思性写作注重批判性

思维,与现代教育理念提出的教师要做“哲人

教师”的目标相呼应[14]。反思是教师对教育与

生命的关系的思考,是对生活世界客观事物的

认识,是对自己的教育实践育人价值的肯定。
反思性写作不是教师每天生活的随意记录,也
不是寻求写作的技巧,而是不断总结教育智

慧,寻找教育实践体验背后的教育价值与教育

真谛。在反思性写作的过程中,教师曾经的体

验和当下的体验通过回忆和反思促进生命意

识的建构,不断增强教师的生命意识。因此,
教师的生命体验就不会被物理时间分割而变

得零散。相反,反思性写作有助于教师将自己

的体验连接起来深入思考,不断增强生命意

识。教育反思性写作是促进教师生命意识建

构的有效途径。然而,当教师的工具价值不断

被强化[15],当教师处于忙碌和焦虑的状态时,
反思就会被抛之脑后。因此,研究者要进一步

思考如何引导教师注重生命体验、生命意识,
如何促进教师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增强教师

的生命意识。

三、结 语

通过考察当前教师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

看到教师缺乏生命意识的现象普遍存在。在

选择教师这一职业时,教师的价值取向是功利

的,其从教的目的是谋取生存。在教育实践

中,教师无法与生活世界中的人“相通”,也无

法使客观事物进入自己的意识中。久而久之,
教师的内心状态会从丰盈变得干涸,从开放变

得封闭。焦虑、迷茫、漠视等消极情绪影响着

教师。更为严重的是,缺乏生命意识的教师不

仅使自己专业发展受阻,还会对学生的身心成

长和整个教育生态造成消极的影响,忘记教育

的初心和教师的使命,忽视人的存在。教育是

促进生命成长的活动,教师是专门从事教育的

人员。因此,要纠正教育的异化现象,回归教

育立德树人的初心,就要唤醒教师的生命意

识。教师生命意识强调生命的体验、时间的连

续性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理论上审视

教师生命意识,厘清教师生命意识的内涵,有
助于教师生命意识的建构。教师生命意识是

教师的内在生命体验,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对

教育环境、教育现象的觉知和反思。随着生命

意识的不断增强,教师就会将教育看作是自己

生命的组成部分。“在创造性活动中,教师的

自我 实 现 与 教 育 活 动 的 价 值 实 现 是 一 体

的。”[16]厘清教师生命意识的内涵,明确教师生

命意识所包含的“教师自我”“我思”和“我思对

象”这三大要素,有助于教师生命意识的觉醒

与建构。教师的角色并不仅仅是传播知识的

理性人,每一位教师都是活生生的人,在生活

世界中会与他者打交道,其生命活动就是实施

教育的过程,而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促进学

生绽放生命的光彩以及寻找存在的意义。教

师的生命意识离不开教师的自我意识。教师

的生命意识注重发挥教师的主体性。“我思”
是自我的体现与支撑,如果离开了“我”对生命

活动的反思,那“我”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生

命的意义。“教师自我”并不是被动的,生活的

周遭都可以成为“我思”的对象。教师在体验

教育实践和体验生命的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
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升自己的教育境界。
审视教师的生命意识,关注教师生存境遇,更深

入地思考教育对于人存在的意义,旨在破除教育

的功利化,尊重教育规律和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

性,回归教育初心,彰显育人价值,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让教师成为真正的育人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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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andConstructionof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

LIUS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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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present,utilitarianeducationprevails,andtheoriginofeducationalactivitieshasbeenfor-
gotten.Inordertopromotethegrowthofstudentslife,wemustcorrectthealienationofeducation
ignoringlife,andleteducationreturntoitsoriginalvalueandgiveplaytotheeducationalfunction
thatitshouldhave.Thekeytorealizethevalueof“educatinglife”ineducationliesinteachers,soitis
necessaryforteacherstohavelifeconsciousness.A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isateachersexperi-
enceoflifeineducationalpractice,areflectionofeducationalfacts,theintentionalityoflife,andhisor
herunderstandingoftherelationshipbetweeneducationandlife.Strengtheninglifeconsciousnesswill
helpteacherstogrowintoexcellentteacherswithautonomyandahigherliferealm,andhelpteachers
tobeawareoflife,careforlife,andpromotethedevelopmentandgrowthofstudentslifeineduca-
tionalpractice.Thestudyof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notonlybroadenstheunderstandingofteach-
ersandtheireducationalpracticeintheory,butalsoestablishesthepracticalstartingpointofteachers
professionalindependentdevelopment.Thispapertriestoclarifytheconnotationofteacherslifecon-
sciousnessandbuildatheoreticalframeworkof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Specifically,theresearch
willbediscussed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firstistheconceptof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
andthesecondisthestructureconstructionof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andtheconstructionofre-
searchmethodsof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Intheprocessofanalyzingthesecontents,westriveto
deepentheunderstandingof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andthenchooseappropriateresearchmeth-
odsforresearch.Thestructureof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includesteachersself-conception,self-
thinkingandobjectsofself-thinking.Educationisanactivitytopromotestudentslifegrowth,and
teachersarespecializedineducation.Toovercomethealienationofeducationandreturntotheorigin
ofeducation,weneedtoawaken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Educationalnarrativeisawaytoawaken
lifeconsciousnessbyintegratingteachersownexperience.Teachersreflectivewritingisnotonlya
waytoenhanceteacherslifeconsciousness,butalsoawayoflifeforteachers.Ateacherisnotjusta
rationalpersonwhoseroleistospreadknowledge,butalsoalivingpersonwhodealwithothersinthe
life.Thevalueofhisorherlifeactivitiesisreflectedintheprocessofeducationalpractice.Thesignifi-
canceofhislifeistopromotethegrowthofstudents,bringoutthebestinstudents,andfindthe
meaningofexistence.
Keywords:teacher;lifeconsciousness;lifegrowth;educationalnarrative;reflective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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