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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我們來比賽十分鐘內誰抓到蟋蟀後，一

次就能摔死的蟋蟀最多？」這是一群鄉間孩子

們的遊戲提議，「媽媽，補習班有個大哥哥給

我一個網址，大家一起上網去看，脫光光好色

情喔！」這是一個都市孩子回家與媽媽的談

話。

生活中仔細聆聽、觀察孩子們的言行舉

止，將有許多值得深思生命的問題。由統計資

料觀之，台灣地區十大死因中自殺與他殺之比

率甚高。根據民國九十四年死因統計資料：自

殺死亡是台灣地區全人口的第九大死因，卻是

15~24歲青年的第二大死因，僅次於事故傷害死
亡，1~14歲少年的第十一大死因。他殺死亡則
是1~14歲少年第六大死因，15~24歲青年的第五
大死因。（行政院衛生署，2006）以上資料，
突顯青少年生命教育之重要性。自民國九十五

年起高中課程已將生命教育納入選修課程中，

生命教育的內涵是什麼，已有諸多的討論，但

怎麼教則有待充實。本文試圖融合體驗學習、

情意教學、生活技能、共有體驗及傳統的儒家

思想建構生命教育教學模式，期能作為自殺預

防基礎教育之參考。

㆓、生命教育與生活技能

生命教育內涵是什麼？在高中生命教育

課程明訂八個選修科目：生命教育概論、哲

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生死關懷、道德思

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與科技倫

理、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但在國中、國小

則未單獨設一領域教學。

孫效智（民89）從生命教育概念詮釋的
向度探討，認為生命教育的內涵在學理上應

涵蓋人生與宗教哲學、基本與應用倫理學及

人格統整與情緒教育三個領域。張淑美（民

89）認為探討死亡的本質以及各種瀕死喪慟
之主體與現象，可以促進吾人深切省思自己

與他人、社會、自然乃至於宇宙的關係，從

而能省察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且能坦然

面對死亡，克服死亡恐懼與焦慮，進而活出

生命的意義。張美蘭（民89）參考國內外學
者專家的論述，研究結果提出國中生命教育

之課程內涵可分為五大向度：1.人與自己的
教育2.人與他人的教育3.人與自然環境的教育 
4.人與社會的教育5.人與宇宙的教育。唯如此
分類與現行九年一貫課程七大學習領域重疊

性頗高。

學者黃德祥（民89）對生命教育之詮釋
分為五大取向：1.宗教取向的生命教育 2生理
健康取向的生命教育3.生涯取向的生命教育 
4.生活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5.死亡教育或生死
學取向的生命教育。

共㈲體驗生命教育生活技能教㈻模式—
㉂殺預防的基礎教育

黃雅文／國立臺北教育大㈻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專        論

研習資訊16 第23卷第4期　95．08

黃雅文和姜逸群（民94）採用問卷調查
法以及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研究，擬訂出生

命教育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及各項能力

指標。生命教育核心概念與能力指標包括：

1.宗教、信仰與人生四個能力指標2.健康的
身心教育十八個能力指標3.生涯教育六個能
力指標4.倫理與道德教育十九個能力指標5.
死亡教育十二個能力指標。

在前述黃德祥（民89）的生命教育詮釋
中，健康取向的生命教育，強調生理、心理、

心靈。台灣地區2001年起教育部開始推動「
學校健康促進計畫」。教育部和衛生署（民

93）依據WHO列出健康促進學校的六大範
疇：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物質環境、學校社

會環境、社區關係、生活技能（Life skills）、
健康服務。其中「生活技能」為主要工作

範疇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3）將生活技能歸類為三大核心內涵：1.
溝通與人際2.下決定與批判思考的技巧3.因
應與自我管理的技巧。

生活技能原文為Life skills，於台灣譯為

生活技能。於日本則譯為「心的能力」（川

徹朗，2005），配合日本國家教育政策「
生命力」（黃雅文，2006），由Life skills研
究會，發展了“心的能力”教材與教法在各校
推動，期能提升學生的自尊心與生命價值

感。筆者以為生活技能之譯名或可譯為生

命技能，成為生命教育教學的核心之一。

㆔、共㈲體驗生命教育生活技

能教㈻模式

生命教育如何教？本文試圖綜合國外引

進的學理：體驗學習、五官距離與共有體

驗、情意教學、生命的意義感、前述的生活

技能與我國固有的儒家思想，建構共有體驗

生命教育生活技能教學模式。

（一）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circle）
體驗學習大師David Kolb（1976, 2005）

首創著名的體驗學習，其中有四大要素：

1.具體的經驗2.觀察與省思3.形成抽象概念4.
新情境中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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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b和Fry（1975）主張體驗學習圈可
始於四要素的任何一個，但要確保此連續螺

旋，通常始於具體體驗行動。Kolb（1976）

將人置於具體體驗與抽象概念化連線間、主

動實踐與省思觀察連線間，並將人區分為四

個基本的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

學習風格 學習特色 描述

聚合者（Converger）
抽象概念化

主動實踐

‧理念能務實應用

‧能輕度推論演繹特殊問題上

‧不易動感情的

‧興趣狹小

偏離者（Diverger）
具體經驗

省思觀察

‧富有想像力的

‧有創意、由不同觀點看事情

‧對人有興趣

‧寬廣的文化興趣

吸收者（Assimilator）
抽象概念化

省思觀察

‧強而有力的能力於創造理論模式

‧精於歸納

‧關心抽象概念而不是人

適應者（Accomodator）
具體經驗

主動實踐

‧最大的長處在於“做”
‧更能承擔危機

‧當被要求立即狀況反應時能表現得很好

‧直覺地解決問題

體驗學習的理論甚廣，但也不少批判

者、修改者。其中Javis（1987, 1995）主張
具體經驗後應有推理（reasoning）、反思（
reflecting）、生活實踐後應予以評價。
（二）五官距離與共有體驗

日本生命教育研究會會長近藤卓（2005）
主張共有體驗、共視論，即喜怒哀樂、不

安、絕望、死亡等經驗，不宜由一人孤獨的

經驗，累積「我與某人共有的感情經驗」，

就感覺「我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而且能

接受「我就是現在的樣子也可以」，更能接

納自己。

在近藤教授的書中亦論及「五官距離」。

有一個8歲的女孩在媽媽的背上說「有聞到
媽媽的味道」，媽媽以為是汗臭或香水味，

就問：什麼味道？孩子回答：「柔柔的味

道，聞起來好舒服的味道、輭輭的，聞起來

令人放心」。嗅覺為五官感覺之一，不靠近

距離無法聞到，這是五官能傳達到的距離與

心靈觸動的秘密。五官以味覺最近、觸覺次

之，其他依次為嗅覺、聽覺、視覺。

（三）情意教學

情意教學是生命教育的基礎。鍾聖校（

民89）提出情意溝通教學理論中指出情意教
學之本質在於理性感性協調統整，溝通理性

與感性之教學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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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秀慧（2006）以國文課為例，將情意
教學的實踐聚焦在「感動」使之成為教學目

標、意義和價值。因為感動後就會融入行動，

進而內化成生命素質，透過反省的體悟，人

生目標就更明確。其研究結果學生不只獲得

國文相關知識，也能培養對個人、社群及生

存環境會有正向積極的價值觀、態度與行

為，且情意教學以「模擬體驗」及「實作

體驗」作為教學活動設計主軸，都能達到「

感動」的目標及其他的情意目標（歐秀慧，

2006）。張利中（2001）認為「情意教學」

是經由教學互動，讓學生對正向價值觀、操

守與行為下決心及作承諾的歷程。

（四）儒家思想的生命教育（黃俊傑，民85）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

而已。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

達且調和是也。人之能力分為內外二者：一

曰身體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而精神之

中又分為三部：知力、感情與意志是也。對

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也。教育之事亦分

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

情意）。（王國維，1906）

經歷事件

感性體驗

情感流露與覺察

理性溝通反省

理性感性統整

邁向美感的人生 邁向理論的人生

寬容     欣賞 尊重     關懷

●  實作（如角色扮演、戶外教學、社區服務）

●  透過視聽媒體經歷（如聽故事、看影片）
●  表達情緒、感受 ● 細微地體驗情緒感受

●  描述情緒內容 ● 呈現價值判斷
●  發現自己與他人意見、情緒不同
●  感受價值觀不同的新奇與迷惑

●  適當表達情緒
●  冷靜面對情緒背後不同的價值判斷
●  嘗試認知、了解和同理不一樣的價值觀

●  發揮情意於積極的導向

圖㆒ 溝通理性感性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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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傑（民85）分析儒家觀點下的「全
人教育」，包括三個互有關連並交互滲透的

層面：1.身心一如2.成己成物不二：人與自
然世界及文化世界貫通而為一體。3.天人合
一。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從其大體

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

思，思則得之。」孟子強調作為「大體」的

「心」具有「思」的能力，而作為「小體」

的「耳目之官」則欠缺「思」的能力。又說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

盡心上》）

孔孟及其他古代儒家論教育，首重培育

「心」之價值判斷能力，建立「心」支配「

身」的理論基礎。孟子後學在《五行篇》

工夫論，則主要集中在兩個概念：一是「

思」，一是「慎獨」。

朱子所訂《大學》第六章云：君子必慎

其獨也！人透過「慎獨」與「思」完成「以

心攝身」、「身心一如」之境界。

「全人教育」的第二個面向：成己成物

不二。孔子指出「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

人」，島森哲男（1976）稱孔子思想中的自
我是一種「反省自覺的主體性」。個人與社

會是一個連續體，如何從「成己」的個人通

向「成物」的社會，孟子說人生而具有「不

忍人之心」，這種道德心表現而為「惻隱之

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與「是

非之心」等他所謂的「四端」。孟子說：「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衝之矣。」（《

孟子‧盡心上‧1》）
「惻隱之心，仁也。善惡之心，義也。

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

引用《尚書》在「天聽」「天視」與「民聽」

「民視」之間，建立連續性。凡是切斷這種

連續性的統治者，孟子斥之為「獨夫」。

《孟子‧盡心下‧24》：「聖人之于天

道也，命也」，「全人教育」的第三個面向

「尊重自然與人性的尊嚴」。「全人教育」

的根本基在於心之覺醒（黃俊傑，民85）。
（五）生命的意義感（弗克蘭著/趙可式、
沈錦恵譯，民93）（法蘭可著/鄭納無譯，
民91）

尼采言：「參透『為何』，才能迎接『

任何』。」（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er almost any "how"）

精神醫學家意義大師Victor E. Frankl經
常問劇痛的病人：「你為什麼不自殺？」病

人的答案，有的是為了子女，有的是因為某

項才能尚待發揮。利用這些纖弱的細思，為

一個傷心人編織出意義和責任─這便是弗蘭
克博士在現代存在分析上的創見：「求意義

的意志」（a will to meaning），意義治療（
logotherapy）的目標。除非能幫助當事人由
狀似毫無意義的痛苦中看出一些道理來，否

則乃不足以鼓舞生存意志。心理健康是奠基

於某種程度的緊張：人「已經達成」與「還

應該完成」二者之間的緊張；或者是：人「

是什麼」與「應該成為什麼」之間的緊張。

以為人最主要的需求是「平衡」是心理衛生

上一種危險的錯誤觀念。人真正需要的不是

不惜任何代價地解除緊張，而是喚醒那等待

他去實現的潛在意義。人所需要的不是生物

學的平衡，而是「心靈動力學」─心靈動力
在緊張的兩極之中，一極代表需實現的「意

義」，另一極代表必須實現此意義的「人」。

生命絕對是有意義的，我們的任務就

是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一九二九年

Frankl發展出三類價值（或者說三種可能
性）來找出生命的意義：做一件事，亦即

成就一種創造；一種經驗，亦即人的相會

與相愛；或者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譬如得

了絕症，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能賦予

生命意義，將苦難轉化成人類成就的能力。

生命的意義是會改變的，按照意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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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我們能以三種不同的途徑去發現這意義：

1.藉著創造、工作2.藉著體認價值3.藉著受
苦。第一種，顯然是功績或成就之路。第二

種途徑是經由體驗某種事物，如工作的本質

或文化；或經由體驗某個人，如愛情，將發

現生命的意義。

（六）共有體驗生命教育生活技能教學模式

生命教育在培養理性感性協調的人，並

且幫助人喚醒生命的意義。綜合上述體驗學

習圈、情意教學、生命意義之理論基礎，作

者試提共有體驗生命教育生活技能教學模式

如下圖：

共有體驗的
具體經驗

產生抽象概念
喚醒生命意義

主動實踐
創造、工作

行動中省思 感性體驗

理性溝通與反省

●  評價

●  慎獨：自己
●  邁向美感人生

   寬容  感恩                                         

   欣賞（讚美、喜愛、感動）

   創造、工作
●  邁向倫理人生

   尊重（自己、別人、大自然）

   關懷

   因應

   自我管理

●  實現生命的意義

 （實踐待實現的潛在意義）

● 價值判斷：仁、義、禮、智
● 適當表達情緒
● 推理講理
● 理性（思考）、反省自覺
● 批判思考
● 下決定
● 問題解決

身：（五官）（與某人共視、共聽⋯）
● 模擬體驗：例聽故事、看影片
● 實作體驗：例角色扮演、戶外教學、

                 社區服務、自然體驗（受苦）

● 理性感性之統整
● 產生喚醒等待實現的潛在意義
● 找到生命的意義
● 生命的價值

（與某人共有的感情經驗）
● 感動：心、靈
● 表達情緒、感受
● 體驗「愛」情緒感受
● 溝通與人際

圖㆓ 共㈲體驗生命教育生活技能教㈻模式（黃雅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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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結語

自殺已成為台灣社會、國際社會最急需

面對的問題。其問題解決之道需要各領域投

注心力去思考，去研發對策。作者主張「生

命教育」是自殺預防的基礎教育。亦從體驗

學習、共有體驗、情意教學、生活技能、生

命意義等多元理論發展出「共有體驗生命教

育生活技能教學模式」，期能提供生命教育

課程與教學、健康促進學校推展健康心理議

題、及國家自殺預防中心的參考。

㈤、謝詞

作者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感謝日本生

命教育研究會會長，也是日本東京大學校

友，現任日本東海大學臨床心理教授，日本

學校心理健康學會會長的近藤卓於95年7月

在學士會館親自為本人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研究生等一行八人賜教其「共有體驗」學

說，並贈予大作拜讀。本文之靈感得自於

此，深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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