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一 

幼儿健康教育 
 

 

 

 

 

 

 

 



 



 

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研究 

韦大然 

摘  要：大多数学前儿童对死亡没有形成正确的认知观念，导致出现他们对死亡认识不

够和错误地使用死亡词汇来和他人进行交流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学前儿童

对死亡的认知观念上着手，研究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情况，并帮助学前儿童正确认识死亡，

学会尊重生命以及维护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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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世界上具有高等智慧的生命体，研究人的生老病死是人类的一大课题。死亡对于成

人是生命的逝去，但是在学前儿童的认知里，并不清楚地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但又常常

会听到孩子说出一些关于死亡的词语。因为死亡这一课题的特殊性，在学前儿童的教育中，

涉及这一知识的课题也不常见。因此，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自然就得不到系统化的训练，

从而导致学前儿童对死亡缺乏正确的认识。为此，本文研究关于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是具

有一定意义的，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成人更好地了解学前儿童的内心世界，有助于教师

在执教过程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一、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现状 

（一）学前儿童对死亡没有形成正确的认知观念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指出：“学前儿童思维的内容是具体的，同时学前儿童最初掌握的概

念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各类事物的名称。”[1]。学前儿童因为受到成人的保护，不会

轻易看到死亡的残忍。大多数父母在接触死亡时，都不会让孩子目睹死亡，或是不直接告诉

孩子死亡的意义，大多数父母总是愿意为孩子编造美丽的童话。活在童话里的孩子当然不能

理解死亡是一种多么无奈的事情，因而在他们的认知范畴里死亡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所以死亡对于学前儿童仅仅只是一句话或是一种情绪，学前儿童并不能理解死亡是一种不可

逆转的状态。 

【案例一】  小轩是一名三岁半的小男孩，是某幼儿园小班的孩子；思思是一个四岁零八

个月的小女孩，在读中班；阳阳是一名六岁零三个月的男孩子，在读大班。在回答“什么是

死亡”这一问题时，三个小朋友给出的答案各不一样。小轩说：“我知道死了就是睡着了”；

思思的回答是：“妈妈说死了就是去天上了”；阳阳面带自信地告诉我：“老师，我知道死了就



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要很久才能回来”。 

虽然三个小朋友的回答各不相同，但是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在孩子的认知里，他们所认

为的就是正确的。每个孩子对于死亡的认知或多或少都是从父母或是别人处听来的，而大多

数父母对于死亡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所以在调查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时会发现每个孩子对

于死亡都有自己的理解，而对死亡概念并不是完全掌握，对死亡的认知也就停留在一个浅显

的层面。 

（二）学前儿童对死亡的理解和运用不够恰当 

由于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不够正确，所以常常会出现学前儿童使用一些关于死亡的字

眼，当孩子再说出“你去死”“我要杀死你”的时候，他们要表达的通常是一种愤怒的情绪。 

在某幼儿园见习时遇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案例二】  周五这一天，大一班的老师要求每个幼儿带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来幼儿园和

别的小朋友分享。刚吃完早餐不久准备开始集体教学活动时，笔者发现有个小朋友情绪很低

落地待在角落里，我过去低声问他。 

我：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待在这里呢？老师都叫进教室了。 

孩：我带的玩具被大二班的玩坏了，我恨死他了，我想一刀把他杀了。 

我：玩具玩坏了我们叫大二班的孩子给你道歉就好了，好不好？不可以生气了。 

孩：可是我把玩具弄坏了回家爸爸要骂我的，如果爸爸妈妈老师都不相信我，认为是我

弄坏的呢？ 

当我正准备跟他说点什么的时候，老师走过来把他带走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对于一个说

出死亡的孩子应该给予什么反应，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老师缓解了我的窘态。但是后来看

过一系列的资料，也问过那个闹情绪的小孩关于他对死亡的理解，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 

其实，在学前儿童有限的认知范围内，是没有办法正确认识死亡这回事的，所以，尽管

学前儿童常常会使用关于死亡的字眼，但这并不能代表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也就是说，当

学前儿童说出想让某某人去死的时候，在他们的大脑里并不知道死亡是一种怎样的后果。 

学前儿童在使用死亡一词时并不理解真正的含义，那促使学前儿童说出让对方去死的原

因又是什么呢？在询问中发现，大多数使用死亡词汇去攻击别人的学前儿童都是因为模仿别

人。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把观察学习过程分为注意、

保持、动作复现、动机四个阶段，简单地说就是观察学习须先注意榜样的行为，然后将其记

在脑子里，经过练习，最后在适当的动机出现的时候再一次表现出来。模仿是学前儿童学习

的一种主要方式，他们模仿的对象有影视作品中的人物，也有现实生活中使用语言暴力的人。

虽然说模仿可以使孩子获得新的知识经验，但是这种不健康的模仿反而会使学前儿童错误的

认识死亡，不能正确理解死亡。所以成人对死亡这一词汇的运用要恰当，如果一个孩子生活

在充满暴力语言的环境里，自然就潜移默化地模仿暴力语言。 

（三）学前儿童认为死亡可以逆转 

在成人的认知里，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于学前儿童而言，他们并不能知道死亡就是生



 

命的尽头。在询问学前儿童对死亡的理解时，得到的答案是“睡着了”“离开了”“休息”等

等。学前儿童总是认为死亡是一种可以逆转的状态，并不是无可挽回的生命消逝。 

【案例三】  中二班的小明今年四岁半，有一天他爬到很高的栏杆上，站在他下面的小华

对他说：“你快下来，我妈妈说爬高高会摔死的。”小明笑嘻嘻地回答小华：“我才不怕，我知

道死了可以睡觉，醒来就好了。”老师看到这一幕后立即制止了小明，并叫他下来跟他解释了

什么是死亡。下午老师以此为契机开展了一次以生命安全教育、认识死亡为主题的集体教学

活动，引导孩子正确认识死亡并学会保护自己。 

学前儿童对于死亡的错误认知会影响学前儿童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让学前儿童对死亡

形成一种正确的认知有利于对学前儿童进行生命安全教育的，也有利于培养学前儿童珍爱生

命的意识。基于学前儿童对死亡的错误认知，对学前儿童进行死亡认知研究，并根据研究开

展适合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死亡认知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学前儿童在面对死亡时产生的心理变化 

在成人的世界里提到死亡大多是说某一个人的逝去，而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当然不能理

解一个人不存在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或是消失都是离开的一种状态，在研究学前

儿童对死亡的反应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从学前儿童最喜欢的宠物来试探学前儿童对于死亡

的感受。 

【案例四】  在幼儿园里，学前儿童对自然角饲养的小动物都很喜爱，也都愿意把小动物

当成自己的朋友。大一班的自然角区域养了三只小金鱼，值日的小朋友每天都会给小金鱼换

水、喂食，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三只小金鱼。周五的早上，值日的小朋友正准备给小金鱼喂食

时突然发现一只小金鱼不动了。值日的小朋友心里很着急，不知道怎么办，垂着小手不安地

站在鱼缸前，直到老师注意到走过去问他时，这位小朋友才支支吾吾地告诉老师小金鱼死掉

了。在老师的安慰下，过了好久之后这位小朋友才慢慢地恢复过来，可是这位小朋友一整天

都闷闷不乐地待在自己的座位上。 

这一案例表明了学前儿童在面对死亡时的一种焦虑状态，案例中的值日生因为发现小金

鱼的死而情绪突变，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直至老师发现这位小朋友并安慰他后，这

位小朋友焦虑不安的情绪才得以平复。当死亡被赤裸裸地摆在小朋友的面前时，抽象的死亡

瞬间被具体化，一时难以接受的孩子才会表现出这样一种焦虑的状态。 

当学前儿童在接触死亡时也会像成人一样出现情绪的波动。如果我们的亲人去世了，悲

伤的氛围就会笼罩整个家庭，而学前儿童在听到死亡这一消息时也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难过。

虽然学前儿童对死亡没有形成正确的认知，但是死亡这一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事实也确实能

影响到学前儿童的情绪。上文中提到的小金鱼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小朋友在最初的焦虑

得以缓解后仍然会保持一段时间的低落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就是学前儿童对死亡的感受和理

解的表露。 

成人在安慰面对死亡而感到难过的学前儿童时，应正确解释死亡的不可抗性，让学前儿

童了解死亡是伴随生命而来的，有生命的物体都终将会面临死亡。并让学前儿童从别的生命

消逝过程中认识到生命的美丽，适时开展学前儿童生命安全教育工作，让学前儿童从小养成



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意识。 

三、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受外界影响并不断发展 

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不断受外界对其潜移默化的过程，是

在一次次地面对死亡、感受死亡后不断发展建立起来的认知系统。 

（一）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受外界影响 

学前儿童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学前儿童对世界的认知都会受其生活的因素影响。而

影响学前儿童对死亡认知的因素很多，在研究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时，每一个因素都不能

忽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徐方忠曾说过：“少年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根据年龄，

家庭教育的不同和外界因素的影响，表现也完全不同。”① 

第一，受影视作品、游戏的影响。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

学前儿童接触的影视作品也越来越多样化。在影视和网络时代发达的今天，学前儿童必然会

受到影响。有些小孩甚至会受到游戏里打打杀杀的情节影响，对死亡这一词汇做出错误的理

解。在某些影视作品中，对死亡的描写过于夸张，从而错误地引导学前儿童对死亡的理解。

当然，这也不是全盘否定影视作品，大多数影视作品是有教育意义的，这就需要家长在允许

孩子观看视频时选择符合学前儿童认知发展观的，选择有正面教育意义的。除此之外，现在

的一些游戏也会对学前儿童有影响，游戏中的角色死亡之后的复活是轻而易见的，这会给学

前儿童造成一些错误的认知，所以在学前儿童游戏过程当中要适时对学前儿童实施正确的死

亡教育。 

在关注时代进步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时，也要注意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学前儿童

进行正确的死亡教育，学前儿童教师更应抓住各种对学前儿童实施死亡教育的机会。 

第二，受家庭的影响。家庭是学前儿童接触世界的开始，父母的启蒙教育也是每个学前

儿童发展的奠基石，家庭教育伴随孩子的一生。家庭给予孩子的除了教育之外，父母的一言

一行都是学前儿童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也许父母不是直接地教给学前儿童知识，但是潜移默

化恰恰也是一种教育的方式。所以，父母对死亡持什么态度对学前儿童来说是一种最直接的

影响，有的父母出于保护孩子的心理，不愿意孩子在小小年纪就知道死亡这一概念，更不愿

意让孩子去讨论死亡这样的禁忌话题。但也有些父母乐于教给孩子死亡的一些相关知识，并

让孩子从小认识到死亡是生命不可逃避的一种终结方式。显然，对于心理认知还处在不成熟

阶段的孩子们，死亡教育是一个严肃而又不可回避的话题。 

成人在给学前儿童进行死亡教育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让孩子知道生命

的特征和死亡是不可逃避的。在孩子的理解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死亡教育或是生命安全教育都

是必要的，消除孩子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同时又要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 

第三，受教育机构的直接影响。幼儿园和幼教机构对孩子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学前儿童

处于对外界充满好奇心的年龄，教育机构对学前儿童实施什么样的教育直接影响学前儿童对

世界的认知。学前儿童还处在没有自我探究能力的年龄段，老师的言行就是学前儿童认识世
                                                         

① 引自 2012 年 7 月 4 日浙江新闻《孩子想不通 家长解释不通 你会怎么向孩子说“死亡”》。  



 

界的标准，甚至老师的话就是权威，基于这一点，学前儿童教师在孩子认识未知事物方面起

着很重要的桥梁作用。所以，学前儿童教师对学前儿童的教育一定要符合实际，应当善于把

科学的理论转化为易于学前儿童接受的简单道理，在进行死亡这一话题的教育上也不例外。 

学前儿童不仅仅是因为要认识死亡而接受死亡教育，更多的是从接受死亡教育的过程中

认识到生命的伟大，在学前儿童认识死亡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教育者要有很好的耐心，允许

孩子犯错，也要允许孩子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学前儿童是幼教机构的主体，所有的资源都

是为这一主体服务的。关注学前儿童的健康包括学前儿童的心理、生理健康，而正确的死亡

教育可以让学前儿童认识生命、敬畏生命。孩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的能力，而如

何发展这一能力就是每一个学前儿童教师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小、中、大班学前儿童对死亡认知的发展过程 

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发展

是随学前儿童年龄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人的一生中，3～6岁是发展最快速的时期，也是各种

个性养成的关键时期，在这时期让学前儿童正确地认识死亡这一必经的生命过程是对学前儿

童生命观的保障。在幼儿园里，大中小班的学前儿童因为自身年龄特点不同，对死亡的认知

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这样的差距存在是合理的，每个年龄段的学前儿童能掌握的知

识概念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总体来看，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趋向成

熟的。 

第一，小班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早期研究表明，2～3岁的学前儿童对死亡这一概念

已有模糊的认识，而幼儿园小班的学前儿童大多都是 3～4岁这一阶段，死亡对他们来说已经

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小班的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还停留在认识的初期，他们知道有死亡

这一概念的存在，但是不能理解死亡的具体特征。比如，小班学前儿童在听到死亡这一词语

时，没有对死亡这个话题表示惊讶，但是当问及他们什么是死亡时，他们并不能正确回答老

师的这个问题，少数孩子甚至不愿意回答。因为小班的学前儿童在这一时期的心理、语言各

方面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对这一概念不能进行一个整合。 

第二，中班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感受。在中班对学前儿童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

答案就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孩子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很积极，愿意表达自己对死亡的感受，也

知道死亡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这一年龄段的学前儿童经过小班的锻炼，各方面都有明显的

进步，他们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对概念也有自己初步的解释。当中班学前儿童在面对小宠

物的死亡时，能告诉老师或者小朋友自己心里不舒服，知道死亡伴随的是一种悲伤的情绪。

也愿意让老师和小伙伴知道自己心里的难过，愿意接受老师的安慰，这一年龄段的学前儿童

也具备与人交往的基本能力了。 

在这一年龄段的学前儿童对自己的亲人离世会感到悲伤，大多数孩子在面对亲人的死亡

时能明白地表达对亲人的不舍和对死亡的无奈。例如，中班的孩子在得知父母生病的时，就

会明确地表达出“我不要你死”，这句话表明了中班孩子知道疾病会导致死亡，担心父母会离

开自己。说明孩子不光知道死亡，还知道伴随死亡的一系列后果。 

第三，大班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理解。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在小班和中班的基础上，

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在面对死亡时会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大班的孩子由于对世



界的好奇心和具有一定的探究能力，对死亡这一问题不仅仅有了自己的感受，还会提出一些

关于死亡的问题。比如他们会问：“死了以后会去哪里？会不会像现在一样？死是怎么样的感

受？”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表明了这一年龄段的学前儿童对死亡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老师或

是父母教给的知识经验，学前儿童会有探究的欲望，想要知道更多自己不知道的关于死亡的

事情，这是大班学前儿童最显著的特点。这一特点有利于开展学前儿童对死亡认知的教育活

动，在大班开展这样的活动也比较容易被接受，大班孩子对死亡的探究欲望也更有利于活动

的开展。 

大班学前儿童能理解死亡是生命的一种状态，对死亡概念的掌握较之小班、中班要高得

多，大多数大班学前儿童都能说出死亡的意思。他们知道死亡是一种长久的离开，也知道死

了以后就见不到摸不到了，明白死亡是让人们感到难过和痛苦的。虽然，大班学前儿童对死

亡的认知有了很大发展，但并不表示大班学前儿童对死亡的所有特征都掌握了。有研究表明

3-6 岁的学前儿童均不能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逆性，即不明白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即使大班

的孩子对死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但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死了就回不来了”这一深奥的

问题。 

因此，对于学前儿童这一特殊的群体，我们要根据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给与学前儿

童正确的教育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死亡本身是一个很特殊的话题，也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这一点并不符合学前儿童掌握概念的特点，所以让学前儿童了解死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学前儿童教师在给学前儿童灌输这一知识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学前儿童能接受的程度，不能操

之过急。当然，这一过程并不只是在幼儿园就能完成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家庭

教育方面，父母需要配合学前儿童教师的教学方式。 

四、结论及建议 

（一）关于学前儿童对死亡认知研究的结论 

第一，大多数学前儿童在学前期并没有形成正确的死亡认知观念。这一结论对于开展学

前儿童死亡认知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只有在清楚学前儿童对于当前知识的需求以及掌

握程度后才能有效地制定出针对学前儿童对死亡认知的教育方案。 

第二，大多数学前儿童认为死亡是一种可以逆转的状态。对于这一结论首先是要改变学

前儿童的错误认知，并逐步帮助学前儿童建立正确的死亡认知观念。 

第三，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受外界和自身生活经验影响。 

第四，学前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发展过程与其认知发展特点相适应，并随认知发展而发展。 

（二）关于学前儿童对死亡认知教育的几点建议 

第一，对学前儿童实施正确的死亡认知教育。在幼儿园的工作当中，教师对学前儿童起

着非常重要作用，死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那么死亡教育当然也是不容忽视的。知识的

科学性要求教给学前儿童的知识一定是准确无误的，不能因为保护学前儿童而改变死亡的本

质，只有让学前儿童接受正确的死亡知识，他们才会认识到死亡的重要意义。在学前期，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