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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融入到必修：英格蘭中小學情感教育課程之改革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彭致翎】 

壹、前言 

  學校教育應教什麼？根據英國一項調查研究指出，高達 90%的家長認為學校除了傳授學科知識

之外，也應培養學童情緒自主管理的能力，協助他們建立自信、舒緩壓力、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互

動，以正向積極態度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然而回歸到現實層面，教育政策之實施仍過於專注學

業成就，而忽略了學生身心康健與全人發展。多項研究證實，培養學生的生命認知、情緒管理、心

理健康，不僅對學業表現有正面的影響，也能增進良好的人際關係，訓練團隊合作精神及技能，可

發掘學生的潛能、增進未來就業力（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4）；甚且學生未來的成就與生活幸

福感取決於情緒發展（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2015）。2017 年底，英國政府發布兒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綠皮書（Green Paper），聲明所有兒童將接受心理健康和幸福教育。幸福是什麼

呢？正向心理學家 Martin Seligman 認為幸福就如同天氣和自由，無法以單一概念詮釋，故嘗試以

可 測 量 的 元 素 來 探 究 之 ， 這 些 元 素 包 括 ： 正 向 情 緒 （ positive emotion ） 、 全 心 投 入

（ engagement ） 、 人 際 關 係 （ positive relationship ） 、 意 義 （ meaning ） 與 成 就

（achievement）（Seligman, 2004），顯見追求幸福快樂與成就，皆與情感教育息息相關，情

感教育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值得我們投入更多的關注。 

  英格蘭政府致力推動情感教育多年。英格蘭國會於 2017 年通過《兒童與社會工作法案》

（Children and Social Work Bill），將情感教育與性教育（Relationship and Sex Education, 
RSE）列入中小學的必修課程，預定 2019 年 9 月開始實施（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a），其

情感教育課程改革之經驗，適可供借鏡參考。 

貳、情感教育課程之實施 

  英 國 教 育 改 革 法 案 （ 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 ） 所 制 定 之 國 定 課 程 （ National 
Curriculum），明訂各級學校課程除了培養學科知識之外，也需提升學生心靈、道德、文化、心理

及生理等各方面均衡發展（promotes the spiritual, moral, cultural, mental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pupils）。其中，「個人、社會、健康與經濟教育」（Personal, Social, 
Health and Economic Education, PSHE），在中小學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旨在透過一

系列課程設計，協助學童建立健全的人生價值觀及適切的生活技能，以培養學生適應未來社會環境

的必備能力。 

  PSHE 課程之核心主軸，包括：健康幸福（health and wellbeing）、關係（relationship）、

生活在更廣大的世界（living in the wider world）等三大項，按各個學習階段（5~7 歲、7~11
歲、11~14 歲、14~16 歲），依主軸發展設計相關知識、態度、技能等方面的學習，諸如：身份

認同（個人特質、成就等）、人際關係（與不同人在不同場合之互動關係）、健康生活型態（包含

生、心理及社會層面，飲食、消費習慣等）、風險（安全行為）、多元性別及平等、權利、責任、

改變與復原力、權力（如何適當及正確使用權力）、生涯規畫等。課程特色可歸納如下（駐英國代

表處教育組，2015）： 

【國際教育訊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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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採取融入式教學：非以設立單獨學科，而是透過融入 PSHE 課程教學，讓學生探索人生哲

學、培養責任感及正確的價值觀，幫助他們累積正面的成長經驗，達到行為、品格、道德、心靈多

方面的均衡發展。 

  二、重視及早學習：重視從幼小即培育學童挫折容忍力、正向心理、認知及技能，習得尋求諮

商輔導救助的管道與方式。 

  三、重視倫理隱私：確保學童身心安全之原則，例如保密、匿名、不預做假設的態度、可以不

回答問題的權利、尊重並傾聽他人、使用正確的語言、鼓勵發問及尋求協助諮詢、提供支持資源、

符合真實生活情境之案例學習、落實學童回饋與評鑑等。 

  四、建立專業支援網絡：邀請學者專家提供專業知識技能、建立支援網絡、分享觀點與經驗，

諸如容易影響青少年情緒健康的關鍵因素、飲食失調與障礙、自我傷害、自殺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

基本處理原則與相關資源。 

參、情感教育課程之挑戰與改革 

  一、課程實踐之挑戰情感/性教育議題向來是英格蘭中小學課程改革中，各界關注焦點與爭議之

所在。雖情感教育列入國定課程，顯示其重要性，惟以融入式教學的作法，在課程實踐上面臨若干

問題與挑戰（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3；2015；2017；2018a）： 

（一）授課時數偏低不足 

  2017 年修法之前，僅公立中學有提供情感教育與性教育必修課，導致該課程出現教學內容無法

銜接、不完整的問題。近年來研究調查顯示，16-24 歲青少年曾在學校接受相關課程的比例不到一半；

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學有安排情感教育與性教育課程。 

（二）內容不符時（實）需 

  網路科技日新月異，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使青少年有更多快速便利的交友途徑，感情的建立與交

流往往發生在鍵盤的彈指之間。社群媒體的盛行，不僅讓青少年有機會面對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的議

題，也很容易遭遇性簡訊（sexting）的騷擾、色情影（圖）片的散布與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

傳統教學內容過於陳舊已無法反映與解決青少年與兒童在現實社會中面臨的情感問題，同時學校教

師亦沒有足夠的專家資源提供諮詢。 

二、課程改革之重點方向 

  為解決上述問題與困境，英格蘭政府除了 2017 年修法將情感教育列入中小學必修課程之外，關

於如何進行課程教學，教育部於 2017 年 12 月開始進行為期 8 周的公開諮詢，廣邀青少年、家長、教

師、教育相關團體等利害相關人提供意見，以符實需（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 

  基於適性教學考量，小學階段著重在情感教育；中學課程則包含情感教育及性教育，避免鼓勵

過早發生性行為，或是特別鼓勵任何一種性傾向（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課程內容除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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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瞭解身體自主權、安全性行為與風險的知識之外，強調「同意」（consent）在情感互動與性行

為中的重要性、在現實與網路環境中保護身心情感之安全、建立與維持健康且穩定的情感關係、認

識並尊重情感關係中存在的多元性傾向、性別認同與家庭型態，以及減少對 LGBT 學生的歧視等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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