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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的開展需以受教者的生命為主體，讓受教者的生命整全發展，活出生命

的意義與價值。而且受教者皆需知生命之可貴，進而能尊重自己與他人之生命。

然從對生命緣起的尊敬，到對生命維護的堅持，再經過對生命成長的努力，終至

對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發揚與踐行，這些皆是生命教育之核心內涵（何福田，

2006）。觀諸臺灣生命教育的推動從 1997 年底開始，如今已然邁入第 24 個年頭

了，這其中有著許多的進展，彰顯出人們愈來愈重視生命教的推動（孫效智，

2009）。而在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 108
課綱）所揭櫫的 19 項議題，「生命教育」議題也未缺席，是 19 項議題其中之一

（教育部，2014）。基此，生命教育議題的探討在臺灣當前的教育場域有其重要

性。然而生命教育的實踐需有理念的指引，本文試圖採擷我國孔子「仁」與孟子

「惻隱之心」的理念，以建構本土化的生命教育議題，有別於援引西方思想家的

理念。 

其實，「生命教育」係指教導個體去瞭解、體會和實踐「愛惜自己」、「尊重

別人」與「關懷他人」的一種價值性活動，是以「愛」與「慈悲」為核心價值的

活動（孫效智，2009）。換言之，生命教育在陶養富有「愛」與「慈悲」的生命

個體。在上述的論題下，本文擬思考孔子「仁」與孟子「惻隱之心」在陶養富有

「愛」與「慈悲」生命個體的意涵，並以此思考為基礎開展 108 課綱的生命教育

議題之理念。 

二、孔子「仁」與孟子「惻隱之心」開展的生命教育議題理念 

(一) 孔子的「仁」 

探思孔子的思想，《論語》是必要之資料。孔子思想幾乎全在《論語》一書，

《論語》共分 20 篇，360 章。論其總字數，不出一萬六千四百多字。然兩千年

來學人對此書之解釋與闡發，其散見者不論，其成為專書者，不下四、五百部。

其中惟南宋理學大儒朱熹之注，最得《論語》之精義（林玟伶，1996；錢穆，1970）。
在《論語》中「禮」與「仁」這兩個概念的相互涵義及關係，學術界已有諸多討

論。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說，「禮」是外部規範、行為準則；「仁」是內心自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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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的合一。多數學者相信在「禮」與「仁」間，孔子更重視「仁」。所以孔子

思想的中心觀念即是「仁」，而「仁」要求人們承認於「己」之外，還有與己相

對的別人。「仁」則包括由父母之愛以至人、物之愛（王鳳喈，1961；楊一峯，

1969；顏世安，2010；顏炳罡，2001），這是生命教育需要努力的重點，並且「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孔子「仁學」的核心理念。生命教育便是要教育學生富

有同理心，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強施予別人，這便是一種尊重的生命素養。 

再者，生命教育不應該只是生理、心理的教育，還應要有對意義與價值探究

的教育，以引導學生去思考生命的本質，有勇氣去追求有意義，實現有價值的生

命，因此應讓學生瞭解在人生進程中的任務，勇於去實現生命中的任務。在孔子

思想中，孔子對人生的進程看得透徹，人生每一階段皆有其命定任務，須循序漸

進完成，因此面對終老，孔子不但不畏懼，有時甚至忘記老的存在。孔子曾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篇》）此是孔子以河川中的流水

作媒體，向周圍的學生施教，感嘆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不息，生化不

窮。人生在世不過匆匆數十寒暑，其間又生老病死，備受苦難的折磨，有德的君

子何不趁自己有為之年，自強不息開創光明前程呢！孔子此時一方面感歎時光荏

苒，如流水一去不回；另一方面也藉著韶華易逝的事實來警惕學生們，人人要把

握今朝，迎向未來，希望在有生之年完成人生責任、實踐仁義道德（王更生，1987；
游惠瑜，2002；闕瀅芬，2012）。 

(二) 孟子的「惻隱之心」 

孟子承襲孔子思想，揭櫫四端思想，端是起點之意，四端代表道德的四個起

點，分別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將此四端擴充之後，其

意指的是仁、義、禮、智，所謂之善，就是仁、義、禮、智：有仁德之心、做正

義之事、能恪守禮儀、辨明是非善惡（傅佩榮，2007）。其中，「仁，人心也」（《孟

子・告子上》），此「人心」是指人人皆有的惻隱之心。而惻隱之心便是四端之心

之一。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也是對人危難的同情心，如突然看見小孩跌入井裡，

目擊者無論是誰，皆會心生「不忍人之心」，想去營救該名小孩（廖名春，1994）。 

孟子身處價值觀多元又複雜的時代，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必須找到思想混

亂的癥結，而孟子決定由人性出發，發揚「以仁王天下」的治世之道。若人人皆

為善，則天下可平，人人為善的立論基礎點即是「人性本善」，因此證明並發揚

性善論的關鍵就在於「仁」之端、我們的惻隱之心，是發自內心的同情心。觀諸

當前社會，處於資訊爆炸、思想多元時代，比之孟子時代更加複雜，棄義重利、

傷人利己道德敗壞的事件層出不窮、時有所聞，重建道德價值觀的重要性不言可

喻，但道德重建唯有從教育著手，故生命與道德教育的重心在誘發學生的惻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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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惻隱之心可為臺灣當前生命教育議題理念的基礎，讓學生可以對他人心生同

情心，這樣人與人間的互動將有「愛」與「慈悲」的交流，生命與生命間更為和

諧圓融，我們的社會將更趨向和諧，更富有生命的味道（施宜煌、林麗卿，；劉

哲富，2006）。 

三、孔子「仁」與孟子「惻隱之心」在生命教育議題之教與學的探討 

108 課綱規劃的生命教育議題旨在落實全人教育，引領學生實踐知行合一的

完美生活（教育部，2019）。其整體架構包含：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懷、

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孔孟思想本身能對上述架構有四項貢獻： 

第一，關於「人是什麼？」、「我是誰？」等議題的探究上，孔子「仁學」的

核心理念體現出同理心與尊重生命的內涵。孟子的「惻隱之心」旨在增進人與人

互動的和諧圓融，這些積極的人性觀有益於發展正向管教與輔導、提升差異化學

習品質及包容多元差異的學校教育環境。 

第二，關於生命終極課題的教育，誠如孔子說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論語•子罕篇》）生命終極信念的發展與人是否能把握當下有關，教師應該引

導學生思考生命的本質，使學生能自我賦能（self-empowerment），勇於追求生命

的意義與價值。另一方面，孟子的惻隱之心著眼於性善的終極關懷，其有助於發

展學生的良知良能，並追求高層次的道德自主。 

第三，在價值思辨的範疇，孔子的「仁」則包括由父母之愛以至人、物之愛

的倫理觀，有利於啟發學生探索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之諸

種關係存在的價值課題（孫效智，2014）。而孟子的惻隱之心可為引導學生從更

廣泛且變化迅速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面思考時代所需的價值議題。 

第四，對靈性修養而言，孔子的「仁」是內心自覺，志與情的合一，其鼓勵

學生探索人生進程中的任務，逐漸落實知行一致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不僅包含生

理與心理的教育，也需要每個學生勇於實踐有意義與價值的生命。對惻隱之心的

發展來說，教育工作可從認知、情意和動作技能層面培養學生「愛」與「慈悲」

的修養，並鼓勵學生運用在生活中，增進生活的幸福感。 

除了 108 課綱的生命教育議題與孔孟思想有連結，教育部亦在《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闡明課程大綱之宗旨在陶養幼兒具備「仁」的教育觀，承續孝悌

仁愛文化，愛人愛己、關懷環境、面對挑戰、踐行文化的素養，並奠定終身學習

的基礎，進而成為會包容的健康未來社會公民（教育部，2017）。由此可見，《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已著手幼兒生命教育議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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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生命教育是臺灣當前教育場域沸沸揚揚的議題，是以生命關懷為

中心的教 育。生命教育在幫助學生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的

價值，進而不斷擴充、培養學生的仁心與惻隱之心，展現對生命的同情心，莫讓

學生變得沒有不忍人之心，對生活周遭人事物麻木不仁。 

四、結語 

孔子「仁」與孟子「惻隱之心」思想在我國文化開展的過程影響深遠，是我

國思想的精隨，有其深刻的生命蘊意。本文思考了孔子「仁」與孟子「惻隱之心」

在陶養富有「愛」與「慈悲」生命個體的意涵，並以此思考為基礎開展 108 課綱

的生命教育議題理念—生命教育的內涵包含教育學生尊重別人，圓融人際關係，

啟發學生的良心（仁心），喚起學生的惻隱之心，進而在生活中付諸實踐。生命

教育是一項「良心的教育」，意指有了良心，才能成為一個人，展現仁心。人為

什麼會沒有良心，孟子說一個人沒良心是因他/她被蒙蔽了。可能從小到大，周

遭的人都沒有提醒他/她那「不忍之心」；父母師長沒有教育他，或常在媒體上看

到很多殘忍的鏡頭，慢慢就可能沒有不忍之心，變得麻木不仁。並且，生命教育

是「意志自由的教育」， 意指要提醒學生，仁心就在每人身上，你是自由的，是

你行為的主人，不要做任 何事都認為是受到環境影響，受別人的壓迫。事實上

你的行為是可以出自你的自由意志，它的基礎來自理智（教育部，2010；錢永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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