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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近年來，臺灣整體社會與文化變⾰快速，在教育上也產⽣許多不同的變化。教育順應潮流的改變，呈現出許多

不同的政策來因應這些時代的需求，例如：九年⼀貫、健康促進學校、友善校園、議題融入領域教學、教學正常

化、藝能科訪視、課綱微調，甚⾄⼗⼆年國⺠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年國教）等等，這些數不清的政策，希望透

過教育的改⾰在教育上產⽣變化與改⾰ （黃蕙欣，2013）。盱衡臺灣九年⼀貫課程以迄於⼗⼆年國教課程，其發

展過程中所提出的社會「議題」，係基於社會發展需要、普遍被⼤家關注，且期待學⽣應有所理解與⾏動的⼀些課

題。這些議題適合在多學⾨脈絡中探究，以藉收相互啟發與統整學習之效，裨益個體與群體⽣活，故適合採融入式

課程發展與實施。⽽教育部（2014）《⼗⼆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納入的議題，共有19項：分別為性別平

等、⼈權、環境、海洋、品德、⽣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族教育等（教育部，2014）。本文將聚焦探討上述19項之⼀的「⽣命教

育」議題課程。
1

       關於⽣命教育，臺灣⽣命教育的推動從⺠國86年底開始，如今已邁入第20個年頭了，這其中有諸多進展。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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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裡，⽣命教育（life education）在國內的推展，是由前臺灣省教育廳廳⻑陳英豪博⼠指⽰

擬訂實施計畫，於87學年度起由國中實施，再擴及於⾼中職，及國⼩等階段。⾃87學年度起在各級學校的推動下，

⽣命教育的推展已有不少的成就，包括：各種⽣命教育研習會的辦理、官⽅與⺠間編制的多元教材、學術研討會與

論文的發表、⽣命教育⼈⼒與教學資源庫的建立、⽣命教育全球資源網與電⼦報的持續發⾏等。⽽臺灣地區有關⽣

命教育的課程已在⼤專院校陸續開設，甚⾄國⼩階段也漸有課程規劃、⽣死教育⼿冊的編制等，⽬的冀能幫助學⽣

探究死亡、瀕死的情境或歷程，澄清⽣命價值的迷惘，提升學⽣的挫折容忍⼒，尤其是在個體遭受天災或意外事件

所造成的失落及哀傷（施宜煌、賴郁璿，2009；張淑美，2004）。再者，臺灣⺠國103年發⽣的北捷殺⼈事件與臺

⼤⾼材⽣殺死幼教老師女友事件，這些事件讓⼈怵⽬驚⼼，深覺犯罪者毫無⼈性，⾃⾝失卻⽣命的味道，更凸顯出

此時此刻提倡⽣命教育的重要性。我們應以⽣命的喚醒為教育的核⼼價值，讓孩⼦從⼩了解⽣命的可貴，並應尊重

他⼈的⽣命（施宜煌，2015）。

       然⽽在臺灣社會，成⼈要將⽣命教育的價值與孩⼦分享，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以孩童⽣活經驗相關的題

材，就能牽起成⼈與孩童間的交流、思考、討論，即使孩童只是童⾔童語的回應，也能由孩童時期帶給孩⼦對於⽣

命的思考（吳庶深、魏純真，2010）。再者因為兒童時期是⼈⽣智慧與⽣活經驗發展快速的時期，「⽣命教育」的

實⾏在兒童年紀愈⼩時進⾏，成效愈好。因此，本文將聚焦在國⼩低年級。但是當國⼩低年級教師在將「⽣命教

育」議題課程融入教學時需要實施哪些內涵，則是本文關注的課題。基於此，本文擬探討國⺠⼩學低年級「⽣命教

育」議題融入課程的實施內涵。

貳、國⺠⼩學低年級「⽣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的實施內涵

       吳庶深、黃麗花（2001）指出⽣命教育是關乎全⼈的教育，⽬的在促進個⼈⽣理、⼼理、社會、靈性全⾯均衡

之發展。就個體與外界的關係⽽⾔，是關乎於他⼈、與⾃然萬物、與天（宇宙主宰）之間，如何相處互動的教育。

其⽬標在於使⼈認識⽣命（包括⾃⼰和他⼈），進⽽肯定、愛惜並尊重⽣命；以虔敬、愛護之⼼與⾃然共存共榮，

並尋得與天（宇宙）的脈絡關係，增進⽣活的智慧、⾃我超越，展現⽣命意義與永恆的價值。⽽⽣命教育課程（life

education curriculum）是⼀種全⼈教育的培養，透過「認知、⾏動、思考、情意」的⽅式，進⽽讓學⽣認識⾃

⼰、珍愛⾃⼰，尊重他⼈，愛惜資源，並與⾃然環境間是處於⼀種共諧關係。⽽國⼩低年級教師在將「⽣命教育」

議題融入課程時，需要實施哪些內涵，才能讓孩童在學習中培養出認識⾃⼰、珍愛⾃⼰，尊重他⼈，愛惜資源，並

進⽽與⾃然環境間處於和諧關係。教育部（2010）所頒布《國⺠中⼩學九年⼀貫課程綱要》指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總⽬標為：「培養學⽣具備⽣活實踐的能⼒」，並發展出四⼤主題軸與⼗⼆項核⼼素養，再從⼗⼆項核⼼素養中發

展出能⼒指標，⽽「尊重⽣命」便是⼗⼆項核⼼素養之⼀，其內涵為「從觀察與分享對⽣、老、病、死之感受的過

程中，培養尊重和珍惜⾃⼰與他⼈⽣命的情懷，進⽽體會⽣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兒童屬於國⺠⼩學階段，國

⼩階段為前三項階段能⼒指標，低年級從⾃⾝出發分享⽣命誕⽣的喜悅。另黃德祥（2000）指出國⼩實施⽣命教育

必須考量到學⽣的⾝⼼發展原則，發展適合國⼩兒童學習的⽣命教育內涵。並指出國⼩低年級階段⽣命教育內涵可

如表1所⽰：

表1

國⼩低年級⽣命教育內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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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階段 內涵

低年級

（1）⼈與⾃⼰的教育：教導學⽣認識⾃⼰、尊重⾃⼰。

（2）⼈與他⼈的教育：教導學⽣明⽩⼈際關係的重要，重視⼈與⼈間的倫

理關係。

（3）⼈與環境的教育：教導學⽣認識、珍惜⽣存環境。

資料來源：黃德祥（2000）。

       因之，國⼩低年級教師在將「⽣命教育」議題課程融入教學時需要實施哪些內涵，筆者認為在⼩學低年級階段

實施⽣命教育可以從⼈與⾃⼰、⼈與他⼈、⼈與環境等3個⾯向來說明之：

⼀、⼈與⾃⼰的教育

      ⼈與⾃⼰的教育：在教導學⽣認識⾃⼰、尊重⾃⼰（黃德祥，2000）。所以，教導低年級學⽣認識⾃⼰時，可

以讓學⽣觀賞與討論《精卵受孕過程》、《⺟親懷孕過程》的影片，讓學⽣了解「⼈」是怎麼產⽣的？「⼈」的⽣

命是如何誕⽣。這樣透過影像呈現的過程，讓低年級學⽣了解⽣命的起源，也對⾃⼰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再者也藉

此提醒學⽣⺟親受孕過程的辛苦，讓學⽣深刻體認⺟親的偉⼤，進⽽感恩⽗⺟的⽣育與養育之恩，將來可以好好報

答⽗⺟的恩情（施宜煌，2014）。低年級教師如何融入於⾃⼰的課程實踐中呢？其實可以在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

裡，邀請班上正懷孕的家⻑，讓其到班上與學⽣⾒⾯，讓孩⼦真正與孕婦媽媽互動，在與孕婦媽媽對話的過程，相

信可以更增進低年級學⽣對於⽣命的認識，並涵養孩童的⽣命素養。實踐⼗⼆年國教強調的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

法。

⼆、⼈與他⼈的教育

       ⼈與他⼈的教育：教導學⽣明⽩⼈際關係的重要，重視⼈與⼈間的倫理關係（黃德祥，2000）。⽽⽣命教育來

⾃對他⼈的感動，尤其是對⽗⺟的感動。因為⽗⺟之恩重如⼭深似海，⾝為⼈者對⽗⺟的恩情應該感動，如此才是

有情有義之⼈。教師可以播放莊明達先⽣的《⺟愛最美》的動態沙畫，讓學⽣了解⺟親的偉⼤，⺟親從在襁褓中便

對我們無微不⾄的照護，深怕我們受到傷害，⺟親真的很偉⼤，世間⾄情⺟愛最美（施宜煌，2014）。再者，教師

於九九重陽敬老活動，配合社區課程的實踐，帶領孩⼦敦親睦鄰拜訪社區中的安養中⼼、參與園內外關懷兒童相關

活動、社會融合運動會，帶領孩⼦主動關懷以實際⾏動，為阿公阿媽服務，如幫阿公阿媽搥背按摩、團康遊戲同

樂、感恩奉茶。，並涵養孩童的⽣命素養。實踐⼗⼆年國教強調的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法。

三、⼈與環境的教育

       ⼈與環境的教育：教導學⽣認識、珍惜⽣存環境（黃德祥，2000）。「親近⾃然、體驗⾃然」⼀直是受歡迎的

休閒活動，無論是通俗作家還是⼼理、社會與休閒專家，⼀談到紓解壓⼒、克服焦慮憂鬱，總是說要「親近⼤⾃

然」，眾⼈⼀致認為⼤⾃然如洗衣機，「髒衣服丟進來會洗乾淨」，壞情緒在⼤⾃然就能清除。這樣的普遍的想望

或想法，說明了⼈們對⼤⾃然對⼈滋養、洗滌的期待。很多⼈會說「我喜歡⾃然」，許多⼈在休閒時，以「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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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為樂（涂淑芳，2013）。

       其次，⼤⾃然是最好的⽣命教育道場，⾃然裡提供了奧妙的情境與內容，讓我們從中得以學習成⻑的美妙與奧

祕；⼤⾃然裡提供機會，讓我們能深刻的學習接納、包容與愛。每個⼈的⼼中有親近⾃然的需要、欲望與⾏動。

「親⽣命說」(或稱「愛⽣命說」)描述了⼈類與⼤⾃然接觸的需求。透過親近⾃然，體驗⾃然活動，可以喚醒每個

⼈⼼底深處的「⾃然之愛」。透過⾃然中的⽣命故事，幫助理解⽣命的意義與價值；藉由⾃然觀察和體驗，去經驗

和感受真實⽣命的張⼒，會更加懂得珍惜⽣命、悅納⾃⼰、學習⾃我控制、提升挫折容忍能⼒，對⼈感恩、對物珍

惜、對事負責（張菁砡，2010）。

       ⾄於，教師如何實踐？可以「親近⼤⾃然」，讓家⻑與孩童有機會⼀起到海邊進⾏淨灘。也可以讓孩⼦把住家

附近的環境打掃整理乾淨，對於低年級學⽣來說，是更具體可⾏⽣命的實踐⽅式，並涵養孩童的⽣命素養。實踐⼗

⼆年國教強調的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法。

參、結論

       ⼗⼆年國⺠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教育的精神，以「⾃發」、「互動」及「共 好」為理念，強調學⽣是

⾃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妥善開展與⾃我、與他⼈、與社會、與⾃然

的各種互動能力，協助學⽣應⽤及實踐所學、體驗⽣命意義，願意致力社會、⾃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

此的互惠與共好。依此，本課程綱要以「成就每⼀個孩⼦—適性揚才、終⾝學習」為願景，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

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異、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命的喜悅與⽣活的⾃

信，提升學⽣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國⺠責任並展現共⽣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力與應變力的終⾝學習

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活 和⽣命更為美好（教育部，2014）。⽽社會的快速變遷使得受關注的議題不斷增加，

因其具有社會需要、國家關注或跨學科等性質，故學校若實施議題課程將可加強與社會的緊密連結，培養學⽣批判

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故研修的《⼗⼆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將議題整合融入各領域／科⽬內實施，使議題

與領域科⽬的理念及內涵緊密結合，不再另設議題課綱。在此脈絡之下，教師如何落實議題融入教學 （劉欣

宜，2015）？這便是教師課程轉化實施重要的課題。⽽本文擬探討國⺠⼩學低年級「⽣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的實

施內涵。⽽「⽣命教育」係指教導個體去了解、體會和實踐「愛惜⾃⼰」、「尊重別⼈」、「關懷他⼈」的⼀種價

值性活動。⽽如何涵養國⼩學童「愛惜⾃⼰」、「尊重別⼈」、「關懷他⼈」，本文分別從⼈與⾃⼰、⼈與他⼈、

⼈與環境等三個⾯向來說明之。

⼀、實施重點⽅⾯

       ⾸先，教導低年級學⽣認識⾃⼰、尊重⾃⼰。其次，教導低年級學⽣明⽩⼈際關係的重要，重視⼈與⼈間的倫

理關係。最後，教導低年級學⽣認識，並且珍惜我們所⽣存的環境。

⼆、實施⽅法⽅⾯

      （⼀）影片欣賞與討論

       可以讓低年級學⽣觀賞與討論《精卵受孕過程》、《⺟親懷孕過程》等等的影片，讓孩⼦了解「⼈」是怎麼產

⽣的？「⼈」的⽣命是如何誕⽣。再者，低年級教師可以播放莊明達先⽣的《⺟愛最美》的動態沙畫，讓低年級學

⽣了解⺟親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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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物的教學

       低年級教師可以在綜合活動領域的教學裡，邀請班上正懷孕的家⻑，讓其到班上與學⽣⾒⾯，讓孩⼦真正與孕

婦媽媽互動。

      （三）社區課程的實踐

       配合社區課程的實踐，帶領孩⼦敦親睦鄰拜訪社區中的安養中⼼、參與園內外關懷兒童相關活動、社會融合運

動會，帶領孩⼦主動關懷以實際⾏動，為阿公阿媽服務，如幫阿公阿媽搥背按摩、團康遊戲同樂、感恩奉茶。再

者，也可以讓孩⼦把住家附近的環境打掃整理乾淨，對於低年級學⽣來說，是更具體可⾏⽣命的實踐⽅式。

      （四）「親近⼤⾃然」課程的實踐

       讓家⻑與孩童有機會「親近⼤⾃然」，例如⼀起到海邊進⾏淨灘，實踐愛護⼤⾃然的⾏為。

       希冀以上的探究，可以讓國⺠⼩學教師在實踐「⽣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時，有著可以依循的⽅針。在這樣的

實踐基礎上，低年級學⽣可以更加認識⾃⼰、關懷他⼈，並愛護我們所⽣活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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