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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現況之探討 

壹、前言 

近年來台灣由於物質文明進步、社會變遷快速，人們在物質高度享受的同時缺乏精神上

的調適，以致憂鬱症、自殺、暴力犯罪人數激增；尤其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家庭中的小孩子都

很少，父母都把最好的物質享受放在小孩身上，沒有教育小孩物質得來不易的觀念，甚至流

於溺愛；而且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小孩，不瞭解孩子心裡在想什麼，再加上電視網路媒體浮

濫且不設限，兒童們從媒體上接收了很多不正確的資訊及觀念，因此現在的孩子普遍缺乏感

恩的心，挫折容忍度低，一有不如意，小則哭鬧、大則尋死，我們可看到現在自殺與殺人者

的年齡大幅降低，甚至國小孩童自殺的人數也有逐年增多的趨勢。兒童應該是天真活潑無憂

無慮的時期，為什麼會走上自殺這條路呢？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博士非常重視「生命教育」，他在教育部長任內成立「教育部生命教

育委員會」，積極規劃推動各級學校的生命教育，並宣布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到現在

各級學校無不積極推動「生命教育」，但往往流於形式，不能深入孩子心靈深處，無法收實

質之效果。近年來佛光山位於巴西的佛寺推動「如來的孩子」教育計畫－收養巴西貧民窟的

孩子，提供給他們食、衣、住、行之所需，並安排各種課程教育他們、啟發他們，給他們家

庭的溫暖，原本頑劣的青少年都改變了，他們本來是沒有明天的孩子，生命中充滿了黑暗，

但是佛光山給他們心靈的教化，讓他們認識自己的生命之可貴，進而珍惜自己的人生，遠離

毒品、暴力，積極而快樂的生活，這是學校在推動生命教育時一個很好的典範。 

貳、文獻探討 

一、生命教育的意義 

生命教育的意義與內涵古今中外皆無定論，因為生命的體現範圍太了，無法用一個

唯一的內容去解釋它，以下是部分學者的論點： 

(一) 強調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注重倫理性格的情意陶冶，以自我實現充實生命意義，

並從人際互動中體驗生命價值。（吳宗立，1998） 

(二) 生命教育在探討整個生命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會觸發個體去思考生命的本質，並實

際運用於實際生活當中，達到生命的目標。（吳瓊如，1999） 

(三) 以積極認識生命的態度去探討生命的多元發展，從消失、死亡、失落的層面來看待

死亡的歷程態度，目的在引導個體省思生命的意義，激發對生命的欣賞、珍惜、關

懷，使人掌握積極的生命觀。（陳維真，2000） 

(四) 生命教育在引導人從有限走向無限價值，說明人對生命的渴望，開拓人在有形之外

無形的價值，從而接受生命無限的可能，發展生命的力量，達到生命的目標（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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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2000） 

(五) 生命教育的意義是指「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整合行動力」的一種有關人之所

以為人的意義、理想與實踐的教育。（孫效智，2000） 

(六) 生命教育就是與學生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利用探討的過程輔導學生認識自我，

提升對人的關懷，增進人際關係技巧，協助學生增進人生觀，做好生涯規劃，體認、

欣賞生命的可貴，進而願意珍惜自己的生命。（鄭文安，2001） 

綜合上述學者之觀點，簡而言之，生命教育就是在教導學生認識自我，珍惜生命，

尊重他人，關愛眾生，活出自己，發揮潛能，自我實現，貢獻人群。 

二、生命教育的目標 

(一) 學校實施生命教育對學生個人而言，在達成下列三個階層的教育目標（鄭崇趁，2001） 

1. 基礎目標：真愛生命－體悟人生，活得尊嚴。 

2. 第二層目標：發展生涯－建構生命願景，彩繪亮麗人生。 

3. 最高目標：自我實現－理想與現實吻合，闡揚生命光輝。 

(二) 融合教育改革六大議題（資訊教育、環境教育、兩性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家政教育），生命教育目標可分為三個向度（鄭進丁，2006） 

1. 人與自己：認識、接納、欣賞自我，肯定自我存在之價值，進而發展自我多元潛能，

實現自我。 

2. 人與社會：增進人際關係技巧與社交技巧等社交能力，進而接納他人，欣賞他人，

肯定他人存在之價值，提升人對社會的關懷。 

3. 人與自然：嘗試體驗自然，認識環境，肯定多元生命型態，進而培養尊敬環境的態

度與愛護環境之行為。 

(三) 民國八十七年台灣省教育廳訂定學校推行生命教育之總目標 

1. 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進而尊重生命，熱愛生命，豐富生命的內涵。 

2. 輔導學生認識自我，建立自我信念，進而發展潛能，實現自我。 

3. 增進人際關係技巧，提昇對人的關懷。 

4. 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陶冶健全的人格。 

(四) 民國九十年教育部公布「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之目標 

1. 有一顆柔軟的心，不做傷害生命的事。  

2. 有積極的人生觀，終身學習，讓自己活得更有價值。 

3. 有一顆愛人的心，珍惜自己，尊重別人，並關懷弱勢團體。 

4. 珍惜家人，重視友誼，並熱愛所屬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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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尊重大自然，並養成惜福儉樸的生活態度。 

6. 會思考生死問題，並探討人生積極關懷的課題。 

7. 能立志做個文化人、道德人，擇善固執，追求生命的理想。 

8. 具備成為世界公民的素養。 

三、生命教育的實施原則 

(一) 生命教育的實施原則（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98） 

1. 各校應利用週會、班會、導師時間、空白課程等時間進行教學及實施體驗活動。 

2. 各縣市政府應依據地區特性與需要發展地區性之教材。 

3. 各校應加強教學方法之改進，配合各科情意教學，達成生命教育的目標。 

4. 各校應重視師生參與原則，透過師生積極參與，建立共識提升教學效果。 

5. 各校應統整學校及社區教學資源，營造適切的學習環境。 

(二) 國小生命教育課程設計的原則 

1. 統整原則： 

時下常談論的生命教育、生死教育與死亡教育三者名稱不同，但內容實質上差

異不大；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倫理教育與生涯規劃等主題之間具有相當部分的重

疊性，因此教師在做課程規劃時應有所統整，剔蕪存菁，統合於其他學科，如國語、

健康教育、生活與倫理與自然等課程中，在各學科之間應互相聯繫、統整，才能真

正達到良好的效果。  

2. 銜接原則： 

銜接性原則與統整原則之不同點在於強調社會性的關聯，前者是說明個人社會

化過程的統整，而後者是著重於課程之間的統整。因此，學生在學習的階段中，是

時時與現今生活銜接，而目的也在於能夠去適應未來的生活所需。因此課程設計並

未脫離生活，相反地，生命教育就是生活的與活動的課程，教師在做課程設計時應

儘量以學生生活為中心來規劃，若能配合九年一貫甚至更長時程的課程實施，將可

以進一步達到良好的銜接。 

3. 積極原則： 

本處所指的積極含有「隨機、隨時、隨地」的意思。對於生命的歷程，應教導

學生積極地去面對，了解生老病死的過程，進而能把握目前一切，即時做該做的事，

不因循拖延，浪費生命；教師於講解時，應注重教材的生活化，利用生活中的小故

事，與生活中的突發狀況，隨機教學。  

4. 慎終原則： 

要教導學生了解生死，尊重生命。一方面感謝我們祖先傳承生命，賦予形體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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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另一面，了解死亡的正面意義，絕不可隨意有輕生的念頭，以免對於關愛我

們的親人造成困擾與傷痛。使學童深切認識出生與死亡都是嚴肅的課題，不但要尊

重週遭的生命，也要對往生的親人表達追思與感恩。 

四、生命教育的內涵  

(一) 生命教育內涵是一種全人教育的培養，因此，生命教育的實施，應透過「認知、行動、

思考、情意」的方式，配合人與週遭環境的良好互動，進而認識自己，尊重人與人、

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係，發揮教育最大效果。（鄭宏財，2001，p110~111） 

(二) 二十一世紀的學校教育應以「生命教育」為基石。學校應透過有形、無形的「生命教

育」課程來整合人生哲學、宗教教育與道德教育的三大內涵。（吳永裕，2001） 

1. 生命意義、目標與理想的探問與追求：這是屬於人生哲學與宗教哲學所關懷的課

題。人生除了食、衣、住、行、育、樂、政治、經濟、社會之外，還有生命的問題

有待安頓。因此教育整體的目標不該只是幫孩子找到一份工作或職業，應該去教導

他們體悟人生的意義、追求人生的理想，從而面對人生的各種挑戰。 

2. 成熟的道德思維與擇善能力的培養：道德教育必須融合道德哲學的思辨深度與理性

反省，才能真正達到說理而不說教，並培養出成熟且具自律的精神。 

3. 知情意行的整合：價值理念內在化之後（誠於中），必須要能夠活出來，落實於外

在的實踐中（行於外）。 

參、台灣生命教育實施概況 

一、生命教育的發展 

(一) 生命教育的概念源起於澳洲（但昭偉，2001），澳洲雪梨的生命教育中心（Lif e 
Education Center，簡稱 LEC）於 1979 年正式成立，其工作重點就是「藥物濫用暴力

與愛滋病」的防治，LEC 認為只要給孩子們一個積極而正向的生命起點與動力，孩

子們就可以遠離毒品。 

(二) 「生命教育」的說法雖然也曾出現在西方國家，但它無疑是一個臺灣「在地化」的

概念。臺灣的生命教育於民國八十六年底台灣省教育廳訂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計

畫」開其端，次年由省政府教育廳正式在中等學校逐步推動，並委託臺中市曉明女

中為總推動學校。曉明是一所由天主教會創辦的績優私校，屬於國中、高中部齊備

的完全中學，在接手推動全省各國中、高中職生命教育之前，即已施行了二十餘年

的倫理教育，且是由宗教教育轉化而來。一九九七年，省教育廳在曉明女中設立「倫

理教育推廣中心」，其後更名為「生命教育推廣中心」，曾出版國一至高三共六年

十二教學單元的學習參考資料、教師手冊，以及體驗活動手冊。由此可見，臺灣的

生命教育是由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學的宗教教育，通過倫理教育轉化蛻變而來。（鈕

則誠，2004） 

(三) 民國八十九年二月，教育部宣布成立「生命教育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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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國八十八年，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提出「生命教育－教改不能遺漏的一環」，呼籲

我國教育必須從制度面的改革進而重視學生的情意教育。 

(五) 鑒於台灣整體社會環境因電視媒體與網路環境的開放，外國媒體文化大舉入侵，判

斷力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學子受其電視媒體的影響，以至觀念偏差，青少年間瀰漫著

一股頹廢、消極、不知愛惜自己、踐踏生命的偏差行為，適應困難有憂鬱症傾向的

青少年人口快數增加，暴力犯罪與自殺率大幅升高，因此教育部將民國九十年訂為

「生命教育年」，全力推動生命教育。 

二、國民小學生命教育實施概況 

(一) 在環境設施方面 

1. 成立生命教育推動組織 

2. 成立各級學校生命教育中心學校 

3. 規劃發展生命教育軟體資源 

4. 督導各級學校成立生命教育執行組織 

5. 策定生命教育倡導計畫 

6. 訂頒各級學校生命教育實施要點 

（二）在課程教學方面 

1. 融合九年一貫課程規劃發展生命教育課程綱要 

2. 規劃發展各年級生命教育教學主題 

3. 配合主題教學發展生命教育教學活動單 

4. 實施生命體驗週活動（上學期） 

5. 推動生涯發展週活動（下學期） 

6. 定期舉辦生命教育教學研究會及教學觀摩會 

(三) 在教師素養方面 

1. 全面提升教師人文素養與輔導知能 

2. 倡導人性化教學（輔導理念融入教學） 

3. 協助導師經營優質班風 

4. 鼓勵教師認輔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學生 

5. 增進教師辨識學生行為問題能力 

6. 定期辦理教師運用生命教育資源網絡觀摩研習 

(四) 在學生文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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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倡導巔峰效能 

2. 協助學生規劃適配生涯追求職業原鄉 

3. 協助學生適時調整「抱負水準」增益自我實現 

4. 培養學生健康安全多元休閒習慣 

5. 加強學生人際技巧增益和諧共榮文化 

6. 強化學生（體察情緒、表達情感、涵養情操）全人格教育之實施 

肆、國民小學實施生命教育之困境 

一、生命教育的終極目標模糊 

生命教育究竟是什麼？似乎仍是各說各的，彼此沒有共識，主管單位也沒有建立任

何機制來確定它的真正內涵，生命教育的理想是什麼？各級學校恐更能具體定出其目標。 

二、社會的變遷和社會的價值 

生命教育的本質不在求成就和利益，在社會變遷快速，以功利及主導的社會，生命

教育的火把該如何將之點燃，使其燃燒旺盛，照亮每個人的心房呢？ 

三、曉明女中模式的適用性 

曉明女中屬於宗教意識強烈的教會學校，而台灣的公立學校普遍沒有這種宗教意

識，若以此校的成功經驗推廣到全國恐有其適用的困擾。 

四、教材的產生困難 

生命教育沒有科目，也沒有課本，其實施是融入在各科的教學中，在九年一貫新課

授課時數減少的情形下，如何將生命教育融入各科教學之中，對於基層教師實在是一大

挑戰。其次即使教師均能融入各科的教學之中，又如何保證教學必定是有成效的。 

五、生命教育師資培育欠缺 

針對生命教育所辦的研習及種子培育的研習均不多，而研習是否有系統地規劃？分

階段地實施？這些問題在沒有得到解決方法之前，依目前的師資是否可以有效地教導生

命教育，生命教育是否可有效地落實，是值得商榷的。 

六、經費的不足 

針對教材和師資二項所需的費用，以及各級機關和學校實施生命教育所需費用，都

需要政府編列預算，而且要長期持續地辦理。依目前的政府經濟狀況，恐怕也沒有寬列

預算的本錢，在有限的經費下，如何將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更考驗主事者的智慧，

莫有經費則辦之，無經費則不辦的心理應付了事。 

七、家長缺乏生命教育之素養與體認 

由於中國人長久以來的士大夫觀念以及升學主義的作祟，一般的家長總是有「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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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錯誤觀念，只會一昧的要求孩子的成績，不去瞭解孩子心中真

正的想法，缺乏心靈上的關懷與品格教養，成績不好的孩子無法找到成就感。 

八、缺乏生死教育 

我們中國人往往很忌諱談論「死亡」這個話題，但這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有「生

就有死」，我們一定都會面臨到「親人死亡」與「自己死亡」的過程，但由於我們從小

到大從來沒有被教導「如何面對死亡」，所以往往遇到這人生必經之路的時候慌亂而不

知所措。 

九、推動決策與執行體系的配合待加強 

國內學者孫效智認為現階段的生命教育面臨最大問題，就是相關決策與執行體系出

了問題（孫效智，2002），就技術面而言，教育部雖設有生命教育委員會，但該委員會

連在生命教育年（2001 年）的開會次數屈指可數，遑論發揮功能。甚至，生命教育的推

動可能涉及課程綱要與師資培育制度的變革，教育部似乎並無任何機制讓主管課程綱要

與師資培育的司處來瞭解或參與生命教育的工作。另外就決策面而言，推動生命教育的

這幾年，我國政府正好經歷精省和政黨輪替，部長更換快速，使得教育政策難以延續，

也阻礙生命教育的推動。 

伍、國小實施生命教育之具體策略 

依前所述，對於現代社會，「生命教育」是件很重要且時勢所趨的大事，然生命教育如

何於小學落實與實施呢？敝人認為應先說明教育當局及學校成員的角色、職責，有分權才能

求其負責。次者，釐清有關生死教育的正確理念，繼而建構良好的教育環境，經由教師選取

適用教材，運使正確的教學原理與方法，生命教育才能融入生活和課程之中，其相關具體的

做法，分敘於下： 

一、教育當局與學校成員的職責 

(一) 教育行政機關方面 

1. 召集學者研討各級學校實施生命教育的可行性，並從而了解死亡教育的重要性及必

要性，期能順應世界潮流，以及時下人民精神需求。 

2. 為落實生命教育各階段之「銜接原則」，幼教以及國中小階段的師資培育機構，應

將生命課題納入課程，或是開設生命教育相關學分供師資培育的準教師研習，讓教

師與準教師們在未來面對一貫課程統合學生全面性發展的要求下，能夠協助學生建

立正確的生命觀。 

3. 在一貫課程的要求下，教師的專業素養與能力將顯得重要，教師的自我成長與強化

勢不可免，因此加強舉辦生命教育死亡學的研討會議，辦理教師進修，或提供生命

課程以供教師研習與進修，以強化現職教師的生死教學知能。 

4. 加強生命教育的宣導工作，印製相關的文宣與動畫，多進行校園體系宣導與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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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納入學生與家長等對象，使生死的教育理念普遍地融入生活互動之中。 

(二) 學校擔負的任務 

1. 在校內成立「生命教育」教學研究會，定期研討相關問題，使生命教育順利推動，

並主動了解老師進行生命教育的困難，並予以協助。 

2. 成為與家長會之間的橋樑，經由良好的溝通與回饋，讓家長了解「生命教育」對孩

子成長的助益。 

3. 透過讀書會提昇家長與教師的覺察能力，矯正以往錯誤觀念。並經由學校教育與家

庭教育的配合，達成相輔相成的效果。 

4. 透過校園網路與資訊媒體協助，如設立相關網站、討論區等，提供多元化的生命教

育資訊。  

(三) 校長的角色與理念  

1. 校長應具有正確理念，以身作則，真正詮釋「全人教育」的理念，並且反省在校園

中發生的違反理念的事。 

2. 能正視「生命教育」的意義及重要性，並經由實際行動使全校師生產生共識，並以

學校實踐全人化的教育為榮。 

3. 配合「學習型學校」（learning school）的推展，校長應重視教師的教育知能進修，

教師於進修中可獲得新的觀念、做法，將有助於生命教育順利推動。 

(四) 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1. 教師應具備正確的死亡觀與相關知識，以及坦然面對和接受死亡的態度，同時成為

一個熱愛生命的老師。身教是最好的範本，自己對生命尊重、珍惜，才能感動學生

的心靈，使學生也一樣懂得珍惜、熱愛生命。 

2. 教師應協助家長了解「生命教育」的重要，培養家長正確觀念，使為人父母者具有

正確之態度，而能配合學校教育。在家庭中能與子女公開正確地討論生命話題，進

而成為教師教學的得力助手。 

3. 隨時掌握機會教育，注意現實社會發生的死亡事件，引以為教材，進而增進學生的

見聞，並澄清其疑慮，建立正確的死亡觀與態度。 

4. 教師應具備與死亡相關之知識，平實勤於收集教材；在相關教學活動中，能引導學

生討論，教導學生正確知識，培養正面的態度。 

(五) 建立家長與校內同仁及社區的共識 

1. 各處室的行政措施、活動設計，都應從「全人教育」的理念，加以考量（劉瑞瓊，

1999）。 

2. 推動生命教育與體驗活動時（如校外教學、影片欣賞等），所需要的軟、硬體設備，

各處室的行政工作能互相協調、溝通，積極配合教師的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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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由給家長的書面資料、電話，或者家長會、家庭訪問等溝通機會，讓家長了解「生

命教育」的意義及其重要性。 

4. 進行體驗教育時，可以請孩子轉達，或以書面敘述體驗內容，讓家長了解孩子正從

事什麼活動，應如何配合（劉瑞瓊，1999）。 

5. 選擇合適的體驗教育活動，邀請家長一起參與，一方面促進親子關係，一方面讓家

長實際了解「生命教育」的內容。活動過後，成果與檢討，有機會讓家長分享與了

解。 

6. 建構社區共識，於社區中提供資源，協助生命教育進行，並落實本土化的教材。 

二、生命課程的準備與營造 

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便是欲使課程的安排更具彈性和符合學校需要，給予課程設計

者更多自主性與選擇性，為此教材評鑑與營造學習環境就更突顯重要性，具體的實踐方

法有： 

(一) 生命課程與教材的選擇 

1. 教科書出版社應符應時代潮流，在教材編製上要破除「生與死」的刻板印象，符合

現實生活的需要。 

2. 老師應加強對於教科書的選擇能力，將生命教育的理念納入評鑑教科書選用的標

準。 

3. 兩性教育不可僵化的限制在正式的節數中，而應隨時隨地來施行，以符合「統整」

的美意。 

(二) 營造良好的倫理環境 

1. 塑造生活化的教育環境：現在社會的價值觀太混亂，輕生厭世的亂象叢生，學校必

須塑造生活化的教育環境，才能正確地引導學生。校內各種學藝活動、課外活動、

生活教育、勞動教育、環境教育等，應以「生命教育」為出發點，作為活動設計的

依據。 

2. 注重潛在與空白課程：校園環境的佈置、課間活動以及一些制度、典禮的規劃推行，

應配合生命教育認知的建構，潛在課程仍含教育功能，積極運用將有助於校園生命

環境的營造。 

3. 營造富有自由與仁愛氣氛的學習環境：不但要真心關愛學生，校長、主任、老師、

職員、工友，都應彼此相敬相愛，讓學生耳濡目染，自然更懂得彼此相愛，並把這

一份愛推廣到家庭及週遭的社會情境中。 

(三) 「生命教育」課程的進行  

1. 生命教育的教學，以感動學生為其根本，教師進行教學時，要具有真誠情感，才能

使學生感應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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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本身要信任自己，尊重學生，能發掘孩子的特質與優點，適時讚美學生，使其

有自信，自然會熱愛生命了。 

3. 生命課程在內容安排上應力求多元化與生活化，可分課程、活動、體驗等動、靜態

配合；以生活週遭的事例進行隨機教學，引發學生關懷與認識生活的環境。 

4. 教師在教學前備課工作要周全：包括教案的編寫、教材的熟練、教具的準備、活動

的過程接續等，都要有全盤的規劃。 

5. 教學方式要求活潑、生動和多樣化，比如：反省教學、價值澄清、兩難討論、角色

扮演、歌唱、幻燈片、投影片、影片觀賞、小組討論和分享、活動教學等不同的方

式交互利用，可以產生統整學習的效果。 

6. 體驗活動可以依學校規模，分成級段進行，或全校性進行，也可以按節令性安排，

比如四月份可以安排「祭祖」活動，五月份配合母親節可以安排「生孕體驗」。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教師的體認與省思 

「生死之痛，其實就如同一滴燭淚落下」（釋證嚴，1990）。生死是一條單行道，

無法重新來過，要善於經營，珍惜現在所擁有的。教師此時應積極發揮引領的功能，以

協助學童提昇生命的價值。 

教師肩負教學成敗的重責，除了充實基本的傳授生命教育知能外，更必須對教育工

作有正確的觀念與體認，縝密規劃設計生命教育的課程並落實施教，方有可能讓學生體

悟生命無常，經常保持感恩的心。教學情境中，教師是學生直接仿效的對象，教師若具

有開朗的人生觀與正確的價值觀，自然間就能散發正向積極的生死觀點，在潛移默化中，

為學童樹立熱愛生命、關懷生命的範典。畢竟生命教育不是教育新口號，更非教科書的

既定課程，唯有潛在課程裡的情意感受、引導才能真正發揮功用。 

再者如前言所述，教師從事生命教育應把握「隨機教育」的機會，教材其實充滿在

生活四周，若是與週遭息息相關的事件將會更具效果；而開發本土化教材的趨勢亦是刻

不容緩的一環，現行資料與教材大都翻譯自外國，教師在整合科際教學之時，更可以藉

此蒐集資訊，自行編製本土化且適合該年級學生的教材與活動，一來落實行動研究的精

神，二來可與同仁互相分享，建立生命教學支援系統，一來協助孩子們走出狂亂迷思，

參透生死真義。若能搭配一貫課程實施，落實社區特色發展，更是深具意義的教育工作

呀！ 

二、建議：生命教育融入各科教學的具體做法 

(一) 教學生做一個怎樣的「人」 

進行「生活與倫理」課時，除了課本的照本宣科外，更應該讓學生知道「人是什

麼？」，教師可以與學生一起來思考德國哲學家康德所提出的四個基本問題：「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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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什麼？我應當做什麼？我可以期望什麼？人是什麼？」或是經由詰問法，讓學生

思考「人與動物的異同、人存活的目的、自己的一生有無意義」等問題，有時候甚至

教師也無法提供明確的解答，不過這即是教學相長的過程（錢永鎮，1999）。當學生

能在內心產生自覺，那麼人的價值與尊嚴才能真正獲得釐清，進而發掘個人存在的目

的。 

(二) 學習認識生命延續的過程 

哲學家叔本華曾說：「一個人若不能仁慈地對待動、植物，必不會對人類仁慈。」

因此教師可以透過教導學生栽種植物的過程做起，如四年級的自然科課程「植物繁殖」

的單元裡，觀察各種植物繁殖的型態，尤其在每個小朋友種植的植物中，可以看到以

插莖、地下根、葉片繁殖不同型態繁續下一代生命，教師可以在綠意盎然的植物群中，

指導小朋友親自去認識生命的延續，與欣賞生命成長的美好。 

(三) 思考古今議題，建構生死觀點 

進行國語課時，教師可由「莊子大鵬鳥」與「莊周夢蝶」的楔子來與學生的經驗

相印證，使學生能進一步地深入思考生與死的議題，從中國傳統的生死觀中，擷取精

華片段讓學生深思咀嚼；再者，可提出現代社會中的生命倫理的爭議點，如「人造羊」

與「安樂死」等問題的出現，將對個人生命以及社會的生活有何相關之處？這些都是

生命教育在課程與時事相交融的例子。 

(四) 引領學生愛護動物，尊重生命  

生命無所不在，不需刻意外求，越真實的情境，才更有「境教」價值。在二年級

的自然科課程「可愛的動物」裡，可以鼓勵小朋友將家中飼養的小動物，帶到學校讓

同儕一起分享照顧寵物的過程，並從中認識動物的身體各部位，進而指導小朋友愛護

生命。筆者學校中的一位實習教師，撿拾一隻幾乎殘障的小狗，在小朋友自發性地照

顧與醫療後，獲得重生。班上學生由此一經歷，而更互相愛護，明顯減少口角與小動

作之行為。  

(五) 使學生接近自然，了解生命 

大自然孕育生命，因此自然界即是生命教育的最佳導師，日常生活中的一草一木

都是學習的好材料，在自然課或是其他課程中引領學生走入大自然，或許對人生真諦

有不同的感觸。當引領學生親自「走過林間小路，聽風來竦竹的沙沙聲…，越過菅芒

花盛開的長橋，看那溪水潺潺流逝，看操場旁的桃花心木落葉繽紛，像雪花旋舞落

下…」（黃義良，1999）此時心中應有另一層的體會。因此，要鼓勵學生細心觀察，

老師加以引導，讓學生把所見所感紀錄下來，一同分享，學生應該都有一些不同於電

視、電動等聲光娛樂之外的收穫與興趣，也許也會對生命有不同的領悟與理解。 

(六) 欣賞動人的音樂故事 

配合音樂課的實施，教師可播放有特殊故事背景的音樂，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階

段與接受程度，例如本人曾安排「音樂說故事」時間，讓五年級學生傾聽陳昇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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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歌曲「一百萬」，學生重複聽了兩次之後，以自己的話編寫這首歌曲的故事，並

提出自己的想法；經由實際的教學過程發現五年級的學生，大致能清楚地說出這故

事。「與奶奶相依為命的年輕人，立志要賺一百萬，搭上火車遠離家鄉，後來奶奶在

月台看見孫子被通緝的照片，哭著說道，不期待孫子為她買新衣，只要他能平安回

來…」，部分學生的感言非常簡潔深刻，如「珍惜有用生命，勿貪求分外之財」等，

更能道出重點。 

(七) 觀賞感人的影片 

配合生活與倫理、美勞課等的實施，教師可以播放與人生、生命主題有相關聯的

影片，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階段與接受程度，例如安排「獅子王」的動畫錄影帶，讓

四年級學生觀看，由其中獅王辛巴父子的對話，陰陽相隔，卻能激盪出對於生命熱情

的期望，藉此帶給學童們正向的心靈引導。安排「美夢成真」的影帶，提供六年級學

生觀賞，並使其提出看法；透過實際的教學過程中發現四年級與六年級學生，在老師

的從旁註解後，得以更深入的領悟珍惜生命的重要性，尤其是六年級學生對於「美」

片中的生與死、自殺與捨身成仁…等異同的問答，更會有您意想不到的見解。 

(八) 能肯定生命、把握生命 

配合社會新聞報導，讓小朋友討論：自殺能解決問題嗎？面對問題應如何解決？

時下很多青少年為了追求刺激，以致作出飆車、吸毒…等等偏差行為，不勝枚舉，不

但傷害了自己，也常常威脅到他人的生命。並能使學生保握生命，即時去做有意義的

事：小朋友喜歡說「將來我要怎樣」，其實長大有長大的做法，目前有目前的做法。

生命是無法等待的，一定要把握當下即時去做，才不會造成遺憾。  

(九) 讓學生了解死亡是生命的自然歷程 

譬如國小三年級的自然科課程中，小朋友養蠶的經驗。從蠶的一生中，不難體會

出生命中有生必有死，破繭而出的蛾交配後，雄蛾不久即死亡，雌蛾產卵後開始不吃

東西而死，可是所孕育出來的新生命，卻能創造出綿延不盡的希望與新價值。其他可

以相配合的單元還有四年級的種豆子、養大肚魚與製作動物標本等，西方諺語：「一

粒麥子，若掉進土裡而未腐爛，就可能重新長出一株結滿麥穗的麥子。」這些過程皆

使人對死生之間印象深刻，有助於學童解開對於死生的迷惘，更積極去愛護身旁的每

一個生命呀！ 

(十) 在閱讀語文教學上－童繪本在生命教學的應用 

童繪本有明確旳主題，文字簡潔、親切，可以貼近讀者的內心深處，可以作為生

死教育的輔助教材。童繪本在生命教育教學應用的範例可以帶領孩子討論「我為什麼

會死？」、「怎麼死？」、「死了到哪裏去？」等問題。例如：生命有多長：書中介

紹各種生物的生命長度，讀過這本書後，有一個學生在路上看到一隻蚯蚓，小心翼翼

地將牠移到草地上，說：「老兄，你可以活六年，請遵守交通規則，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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