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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質的研究結果質的研究結果質的研究結果質的研究結果    

 

一、質的研究結果之整理     

首先將有效回收之六百零三份問卷中開放性問題質的答覆整理

結果，整理如下。 

 

(一 )基本理念 

1. 請減少生涯教育內容，避免和生涯心理發展教育心理課程重複 

2. 五大核心內涵可以更清楚的列出：文中的一至五有點混淆 

3.呈現不出五大面向與五大主題軸之對應關係 

4.要能確實落實 

5.宗教部分有所爭議沒有宗教不行嗎？   

6.太過理想化且內涵太多  

7.複雜難懂   

8.加入家庭教育的主題或觀點   

9.與九年一貫重疊  

10.多強調身心靈教育、宗教與輔導的部分   

11.再加上人格教育、文化教育的部分   

12.有些地方需要定義的更清楚  

13.最好引述憲法、教育基本法之條文  

14.911 事件並非台灣地區所面臨的天災人禍，可考慮是否

適合放入  

15.身心靈教育明顯從基督教觀點出發，其他異教徒的接受

度如何要考慮  

16.未對「人與自然」部分深入討論  

 

(二)課程目標 

1. 目標敘述過於簡化，有些不明確 

2. 取向缺少身心健康方面的目標 

3.談死的議題太太難、太抽象  

4.應與核心價值、內涵結合  

5.與九年一貫重複  

6.學習去面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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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範圍太大   

8.實踐比事實認知更為重要   

9.課程目標可以再多一點，否則有點難達到   

10.可加入性向或職業試探的課程  

11.有些目標並非所有人都可以做到 

12.宗教不易教導  

 

(三) 主題軸一 宗教教育 

1.  太深奧，不適合深入討論 

2.人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才完整，其信仰不一定為宗教，一開始應先闡

述生命的意義 

3.宗教信仰勿成迷信、要中立客觀   

4.可以多強調宗教的多元認識、尊重及包容   

5.不適合談宗教  

6.實施宗教教育的師資問題  

7.有些難以教導或是過分抽象  

8.定義不清   

9.國中小階段不易實施  

10.如何在不同宗教間取得平衡  

11.學校的宗教教育應是普世化及廣義化的教育  

12.應加強對自我的認識，遇到困難向有形的單位求助 

 

(四)主題軸二 健康的身心靈教育 2-1 愛滋病的預防 

1.為兩性教育範圍，宜刪除 

2.消除對愛滋病的刻版偏見，加以包容 

3.教導正當的性觀念及安全的性行為   

4.為何單獨提出愛滋病  

5.加強宣導的重要性  

6.增加兩性相關問題 

7.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 

8.說做不一致，需要真正落實  

9.與健康與體育領域重疊  

10.這個議題實施不易 

 

(五)主題軸二 2-2 自殺的預防 

1.國中生不易達到  

 

(六) 主題軸二 2-3 問題解決與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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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與健康與體育太多重複 

2. 內容太難、要以實用為主 

3.太過抽象、籠統  

4.要實際落實 

5.問題解決的主要內涵應可再擴大   

6.不應以廣泛性的準則教導，解決問題方法不是只有一種

也不是人人適用  

7.問題解決為何要另列？而不容入各項成為一條  

8.有些重大問題無法在課本及老師指導下認知，應  

為政府培育專門人員宣導 

 

(七)主題軸二 2-4 健康促進與健康檢查 

1. 與九年一貫重疊  

2. 建立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   

3. 有些指標過於專業或繁多  

4.技能方面未著重  

5.此項課程實施成效不彰  

6.上述流於政令宣導 

 

(八) 主題軸三 生涯教育 

1.不適合納入  

2.太過繁瑣、要簡單化  

3.應加深加廣  

4.應以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為重  

5.太過世俗化和道德化  

6.生涯教育的推廣不易  

7.缺乏大我的精神與思考  

8.可另闢生涯教育之課程  

 

（九）主題軸四 道德教育 

1.應重學生討論及親子學習  

2.增強此主題軸   

3.太難   

4.可另闢道德教育的課程   

5.融入生活議題更好  

6.若能配合人格教育雙管齊下，效果更能彰顯  

7.需要老師以身作則來影響學生 

8.多項敘述接近情意態度的培養，不完全符合「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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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 

9.民主法治素養應加強，以減少政治亂象  

10.自然環境部分太少 

 

（十）主題軸五 死亡教育 

1.不適合教導   

2.不宜過度強調死亡  

3.死亡教育很重要  

4.生命教育不可以嗎？一定要侷限在死亡嗎？  

 

（十一）生命教育的發展策略：機關部分綜合意見 

 

1.不需要，且流於空洞 

2.架構太大、太難  

3.為何司法與監察院沒有 

4.專業證照制度很好，但要更深入思考  

5.國內無一總負責機構  

6.證照制度及減稅  

再思考  

7.完善的配套措施  

 

（十二）生命教育的發展策略：學校部分綜合意見 

 

1.分層負責達成專業分工，各司其職，落實在校園和生活中，透過親師

生多元參予作長期性、漸進性、全面性的持續發展     

2.要有完整的教材和師資培訓，讓教師有能力規劃生命教育課程    

3.生命教育的推動 

本意良好，但不 

要用獎罰來管學 

生          

 

（十三）生命教育的發展策略：社會團體部分綜合意見 

1.建議學會或協會 

張老師、生命線、紅十字會、慈濟獅子會、醫療組織、得榮生命教育

基金會、中華民國生命教育推廣協會  

2.應多作有效的監 

督，避免預算的浪費 

3.可成立「全民生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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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協會 

5.不認為需全部的學會、協會都需要參加，但是相關的學會、協會應鼓

勵加入。其他則歡迎加入，不強迫。 

6.政府編預算，鼓勵社團參與。績優單位予以獎勵。 

7.請媒體自律，並常報導各地方腳踏實地的努力工作認真生活的基層百

姓，將有助帶動優良風氣。 

 

（十四）生命教育的發展策略：企業能夠做些什麼之綜合意

見  

 

1.可以提供經費、捐款 

2.提供員工相關課程作為在職進修，以做好企業管理，推動宣導生命教

育 

3.保障員工免受生命安全之威脅，建立人性化的工作環境與時數，減少

死亡可能性    

4.推廣社區講座，協助社區發展  

 

（十五）生命教育永續之發展媒體之策略 

1.報紙廣告 

2.演講、座談會   

3.拍攝錄影帶、光碟   

4.卡通漫畫   

5.社團活動   

6.公共場所跑馬燈   

7. 在教科書的封面內頁或與廠商合作，印在聯絡簿、墊板、桌歷，製

作學生喜愛的記事本   

8.傳單 

9.手冊 

 

（十六）生命教育永續之發展方式之策略 

1.對於不同消費者的促銷方式亦要不同 

2.社區推動似乎成效難以彰顯 

3.社區村里長與幹事必須接受生命教育訓練社區中應推廣成效加考核

及獎勵  

4.重點在學校，其次是企業界，醫療院所則注重在職訓練，里長的部分

也是注重在職訓練即可。至於學生和協會則可鼓勵加入研習活動。 

5.促銷不能強迫每個單位去推廣 

6.可加入企業機構或慈善團體相互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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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應有統籌單位 

8.教育單位可與商業機構共同推動 

9.培育專業人員落實推動生命教育 

10.在義工的培訓方面較為贊同 

11.發掘原社區中與生命教育相關的互動方式，並加強之 

 

（十七）生命教育永續之發展地點之策略 

1. 要融入生活的每個層面，因此每個場地都很重要，無處不是推動生

命教育的地點。 

2.家庭   

3.學校   

4.醫療院所  

5.宗教團體  

6.在社區成立委員會、義工訓練及社區環境規劃，以致推動到每個家庭   

 

（十八）生命教育永續發展之評量策略  

1. 生命教育難以用具體指標評估 

2.用具體行為實踐    

3.表或問卷方式測量 

4.不應該要考核，否則會流於形式 

5.生命教育的對象無法使用價格來評量 

6.教育部對教育機構給予評鑑與獎勵 

7.生命教育應轉化生命的態度，學校考試中應加入此項評

量，使家長正視其重要性。  

 

（十九）生命教育永續之發展策略綜合意見 

 

1. 要妥善規劃師資培育和在職訓練 

2. 每一個人對推動生命教育都有無可推諉的天職 

3.促進社會資源有效的整合與運用，建構出社區支援系統 

4.有部分不需太細的卻太細、太多了 

5.運用教育、媒體，改變民眾觀念 

6.從學校整體教育，回歸教育本質，追求人性的價值 

7.從小就要建立觀念，家庭間開始教育，延伸到學校教育 

8.發展生命教育是必 須的，但其中的成本、資源及問題，需嚴格審核。 

9.應開設相關課程，讓學生修習，成為必修之學分 

10.提供學習的需要，讓全民都能參與生命教育的推廣 

11.生命教育課程中，除了教材，另一個頗具特色的就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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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活動」  

12.擴展生命教育的普及面 

13.生活化原則、整體、多元化原則、適性化原則  

14.以學生能負荷為原則 

 

 

二、 質的研究結果之處理 

   質性意見的部分，專家們有相似的意見，但也呈現出許多相異的意

見，若由研究者自行決定採用何者，不符合研究嚴謹性。因此本研究將

質性意見的整理結果，包括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能力指標、發展策略，

一併提供給第二次參與焦點團體討論之專家進行逐題的討論，經由專家

們共同討論修正後，呈現出最後完整的結果（詳見 期末報告第四章第

四節綜合結果）。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量的研究結果量的研究結果量的研究結果量的研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