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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 110 監察院調查報告：「自殺目前在青少年十大死因中占第二位，僅次

於意外。」現代孩子的成長環境刺激多而繁雜，常充斥在網路媒體的訊息之中而

迷惘，身在少子化社會，高競爭及高期待的壓力下，孩子對於生命的課題刻不容

緩。 

如果透過生命教育，能夠幫助孩子們長出面對困境的翅膀，成為孩子們在人

生逆境中的光和熱，我們所期待教育現場的模樣，需要第一線教師的投入與重視。

然而，自教育部宣布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已經過了二十年，在課程與教學上

的探討仍有不足，教師在設計課程以及實施上常遇到許多疑惑與困難，因此，本

文以第一線教育工作者國小教師的觀點出發，以臺灣生命教育的歷史發展與實施

現況進行探究，並歸納生命教育在國小實施的困境，最後針對國小實施生命教育

提出建議。期望教育工作者能夠攜手克服困境，為國小階段的學童帶來更充沛的

生命能量，讓孩子們在面臨動盪的社會氛圍時，仍能找到自我價值，勇敢前行。 

二、臺灣生命教育發展歷史 

臺灣生命教育的先驅是「死亡教育」，1979 年國內學者黃松元撰文發表（黃

松元，1993），之後傅偉勳教授（1993）融入西方死亡學及東方以心性體為本位

的理念，發展出「生死教育」。1999 年，臺灣發生 921 大地震，超過兩千人罹難，

不僅對社會帶來極大的衝擊，也使各界更重視生命的議題。2000 年時，教育部成

立「推動生命教育委員會」，並訂定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積極規劃各級學校的

生命教育，同時明定「生命教育」為九年一貫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指定單元，是生

命教育的重要旅程碑。 

2004 年，教育部開始建構高中生命教育課綱，並於 2010 年將「生命教育」

納入必選一學分。高級職業學校則是在課程設計的實施通則內，建議各科目之教

學活動應融入生命教育議題（教育部，2011a）。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於 2019 年

開始實施，生命教育更是十二年國教中的重要議題之一；高中在綜合活動領域中，

另有生命教育選修一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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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教師實施生命教育教學之現況 

本節將國小教師實施生命教育教學之現況分為三點探討，包含課程、教學和

教師三個部分探討。 

(一) 課程 

課程分為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和潛在課程。教育部（2020）明定國小階段

「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等五大學

習主題的議題實質內涵，出版了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議題融入手冊，提供簡單教

學事例，指引教師教學需以「人生三問」為核心，並將課程融入到國語、數學、

綜合活動等各科領域當中。 

在非正式課程中，國小實施生命教育課程也常和校外團體合作，例如利用早

自習請彩虹媽媽、芯福里團體等，進行繪本導讀和情緒教育；行政處室也常邀請

生命典範舉行全校性講座。而在潛在課程中，有生命教育意識的導師會在班級經

營放入生命教育的期待，塑造良好的班級氛圍，並以自身做好生命教育的身教，

成為學生學習的楷模。 

(二) 教學 

孫效智（2009）提到，透過「戲劇、閱讀、音樂美術的陶養以及服務學習」

皆是進行生命教育的形式。觀察國小教師，亦會挑選合適的媒材來進行生命教育

教學，例如：低年級適合閱讀繪本、中高年級適合閱讀小說和觀看電影，也會結

合音樂欣賞以及新聞時事。請學生閱讀或欣賞完媒材後，教師會以講述法結合討

論法的方式進行教學，並以提問和討論的方式進行價值思辨，讓學生能主動發表

意見、甚至延伸搜尋相關資料，上台發表或是完成學單，期許學生所學能用在生

活中。比如蔡奉庭教師在高雄偏鄉森林小學推動生命教育讀書會，引導學生成長

（蔡奉庭 2006）；曾俊堯主任設計使用捷運殺人案的新聞事件，帶領國小學生角

色扮演、學習珍視生命（曾俊堯 2015）；蔡佩蓉教師於國小二年級進行生命教育

繪本之教學，過程中也使用體驗活動與短片欣賞，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蔡佩蓉

2015）。 

另一種常見的教學法，是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比如身心障礙者的體驗學習、

到養老院及教養院擔任志工等服務學習、照顧動植物體會生老病死的生命過程，

都是讓小學生實際累積不同的生命經驗，以達到生命教育的涵養，比如鳳鳴國小

校長曾俊凱提及學校的生命教育課程不只在「課堂」實施，更從「教室」 延伸

到「社區」，進行關愛長者、與老人共餐等活動（曾俊凱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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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 

現場教師對於實施生命教育的自覺與熱忱異質性大，加上多數國小教師沒有

修習完善生命教育之職前訓練，得靠教師自行透過研習或期刊論文深入了解。有

實施生命教育熱忱的教師，會有自覺將生命教育融入國小學童的生活中；相反的，

若學童沒有遇到有實施生命教育熱忱之教師，可能就無法完善學習到十二年國教

課綱國小階段之內容。 

這也反映出國小教師要指導學生之內容繁多，除了生命教育，另有十八大議

題要融入於課程中。另外，還有國語、數學等學科的教學進度壓力，以及學校所

推動的校本課程，這些都會影響到國小教師實施生命教育的意願和規劃，而國小

教師對於生命教育的重視程度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生命教育的受教權。 

以上是針對國小教師實施生命教育教學現況之分析，以下將繼續論述生命教

育教學之困難。 

四、 國小教師實施生命教育教學之困難 

本節將國小教師實施生命教育教學之困難，接續以課程、教學和教師三個層

面來探討。 

(一) 課程 

教育部雖已明定生命教育五大學習主題在不同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民中

學、高級中等學校）的議題實質內涵，亦出版了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議題融入手

冊，提供簡單教學事例。然而，國小階段如能再細分低中高年級不同學習階段的

議題實質內涵，使教師在實施生命教育課程時，無論在課程設計或評量，都能有

更明確的依循。 

(二) 教學 

學校在執行生命教育活動時，例如：「護蛋活動」、「體驗活動」等實施，時

常熱鬧有餘，卻有意義和價值不足的問題，要如何在設計活動的內容中去訂定認

知、情意、行為的目標、又如何再去考察值得深思（何秀珠 2002）。這凸顯出許

多現場執行生命教育的國小教師因自身專業缺乏所面臨的問題，通常第一線的國

小教師鮮少受過生命教育教材教法的訓練，導致教師在設計活動及進行評量時，

會茫然無措，不知從何設計、尋找教材、又從何引導學生，等教學結束後亦會不

知如何評量教學，使教師對於自身教學是否有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抱持疑慮且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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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自信。 

(三) 教師 

生命教育通常在師資培育中不是必修也不是選修科目，因此現場教師對生命

教育的理念與內涵、課程教學與評量以及融入學習領域的方法都較為陌生。（徐

超聖 2018） 

根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在「國

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當中，生命教育

的課程僅被包含在「教育議題專題」的其中一項議題中，因此在師資培育的過程

中，師培生是否能接觸到生命教育，受到教育議題專題授課教師本身專長及課程

設計的影響；另外，不同大學對於生命教育重視程度有所差異，也並非每所大學

皆有單獨開設生命教育通識課程。 

如上所述，若師資培育階段沒有修習生命教育之相關學分，進入職場後亦無

進修相關領域，將使教師在實施生命教育課程時，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 

以上是國小教師實施生命教育三個層面之困難，下一節將針對此節敘述的困

難提供建議。 

五、 結論與建議 

由以上探討可知國小教師實施生命教育課程與教學的現況與困難，有以下結

論：在教學現場普遍推行各類生命教育活動，各校都收集到照片、影片等豐厚的

成果紀錄，但鮮少教師擁有評鑑生命教育課程設計與實踐的知能，造成許多教師

生命教育教學的品質無從檢核及精進，且每位教師對生命教育的熱忱與重視差異

性極大，也影響國小學生學習生命教育的成效。因此我們針對國小教師實施生命

教育課程與教學的現況與困難，以課程、教學和教師三個層面提出以下建議： 

(一) 課程 

國小階段生命教育課綱若能有國小三階段的議題實質內涵，無論是教師自身

實施生命教育，或是學校研發校本課程，以及進行生命教育課程檢核與評鑑，都

能更明確的掌握生命教育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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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 

教師教學異質性高且缺乏明確學習目標與檢核，因此建議教育行政單位可以

鼓勵學校將生命教育融入校本課程，以學校為單位凝聚向心力，成立小組共同商

議課程的設計、教學與評量，一同規劃生命教育實施的時段和階段性計畫，可以

避免教師一人孤軍奮戰且有夥伴互相檢核，確保推動生命教育的品質、減少教師

個人推動生命教育的壓力，教師也較能得到行政和家長的支持，達成有效實施生

命教育的環境。 

(三) 教師 

師資培育過程中，生命教育並非必修課程，當教師進入教學現場實施生命教

育，恐怕缺乏足夠的核心概念與教學法，因此教師需要針對生命教育有更完備的

職前教育，如師資培育的課程修訂、更豐富的具體教材與教案參考、生命教育種

子教師的培育和認證制度。 

海倫凱勒曾說：「一個人內心有飛翔的衝動，就不會滿足在地上爬行」。在資

訊混亂、動盪的社會中，孩子常會因為挫折而失去飛翔的勇氣，國小教師即是孩

子飛翔的引領者，牽起孩子的手，在摔倒過後重新翱翔去享受生命的旅程。而每

一位國小教師如何對於生命教育保有足夠的認知、熱忱和信心，整體教育環境又

如何給予國小教師支持，讓學童可以在國小教育階段達成一定品質的生命教育、

有健康的身心靈發展去適應社會、找到生命的價值，是臺灣實施國小生命教育下

一個階段需要一起努力和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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