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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2001 年，教育部宣告該年是生命教育年，提出「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四

年中程計畫」，生命教育在體制內教育漸有其理論架構。生命教育在臺灣行之有

年，特別在這多元價值的世代，更顯舉足輕重。歷經 20 年，國教階段的生命教

育目前於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架構中，以議題融入的方式落實於課程與教學，不

再單獨設科（教育部，2020a）。新課綱中，除了「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

極關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五大議題學習主題，徐超聖（2019）發現在

不同領域與課程中，也蘊有生命教育內涵。筆者分析國小階段生命教育從過去九

年一貫到現在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演變，並作出結論與建議。 

二、九年一貫課程中的生命教育 

徐敏雄（2007）說明「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四年中程計畫」由林思伶團隊引

導，研究與建議生命教育融入國高中與國小課程，並增加在大學通識教育中生命

教育的質與量；後來此份計畫由孫效智的團隊執行，他將生命教育內涵分為人生

哲學暨生死學、宗教教育、基本倫理、應用倫理、人格統整，是官方生命教育最

初的理論雛形。後歷經九五暫綱、九八課綱、九九正綱，定義生命教育為「探索

生命之根本課題並引領學生在生命實踐上達到知行合一的教育」；其內涵是「人

為什麼活著？」、「該怎麼活？」、「如何活出該活出的生命？」分別對應「終極關

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人生三問（孫效智，2019）。至此課綱中的生命

教育內涵架構大略底定。 

2001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開始實行。生命教育內容主要涵

蓋於九年一貫課綱下健康與體育、社會、綜合活動三個學習領域中（徐超聖，

2014）。2003 年，生命教育成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指定內涵。在九年一貫課程

實施期間，高中課程在人生三問的架構下，已有正式課程。國小甚至學前階段的

部分，則較多處於非正式課程或潛在課程的範疇（徐超聖，2014）。徐敏雄（2007）
說明生命教育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是「透過觀察與分享人類的生、老、病、死，

體會生命意義與存在價值」。另外，陳雅芬（2005）對照九年一貫課綱中與生命

教育有關的分段能力指標：在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是「知道並描述對於出生、

成長、老化及死亡的概念與感覺」，社會學習領域中，是「探索生命與死亡的意

義」。在這三個學習領域中，生命教育內涵偏重於生死與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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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的生命教育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2015 年公布，2019 年實施，高中生命教育課程成為 1 學

分的正式課程，官方版的生命教育定義也確立：「探索生命之根本課題並引領學

生在生命實踐上達到知行合一的教育。」這也是議題融入說明手冊中（教育部，

2020b）的三個學習目標：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的能力

與情意、增進知行合一的修養。 

此時，生命教育內涵之第二問，不再侷限於「倫理思辨」，更擴展至「價值

思辨」。內涵架構則由「人生三問」擴大為「五大核心課題（素養）」（即五大議

題學習主題）。當中新增了探究人生三問思考方法「哲學思考」與人生三問的基

礎「人學探索」（孫效智，2019）。根據《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推動手冊》，上述五

大議題學習主題應融入各個學習領域（教育部，2020a）。除上述五大議題學習主

題，徐超聖（2019）檢視十二年國教之生活課程課綱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

指出在其主題軸、主題項目、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也具有生命教育核心課題(素
養)的內涵。他建議將此二學習領域中，「悅納自己」、「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

與「尊重與珍惜生命」等主題，以五大議題學習主題的架構呈現，將蘊藏的生命

教育內涵彰顯出來。 

四、從九年一貫課程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生命教育發展 

(一) 更完整的理論架構 

根據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生命教育在理論架構、正式課程實施方

式與範圍，與課綱中的生命教育內涵有以下發展。首先在理論架構方面，九年一

貫，理論架構僅有「人生三問」；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則在此外再新增「哲學思

考」與「人學探索」，成為「五大核心課題（素養）」（即五大議題學習主題），生

命教育的理論架構更趨完整。 

(二) 更多融入正式課程的機會 

再者，在正式課程實施方式與範圍方面，九年一貫時生命教育被指定為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的指定內涵；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則以議題型態融入各學習領

域。在九年一貫中，生命教育僅在綜合活動一學習領域成為指定內涵，生命教育

在正式課程並不算顯著；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生命教育是以議題型態融入於

各學習領域，相較於舊課綱，生命教育在正式課程的實施方式不同，範圍也較廣，

在各學習領域都有融入生命教育的機會。因此，生命教育於正式課程中有更多融

入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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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領域蘊藏未指明的生命教育內涵 

在生命教育內涵方面，筆者發現在九年一貫的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社會

學習領域中，生命教育內涵圍繞在生老病死與生命意義等主題。在十二年國教課

綱中也有相關的內涵，即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中的尊重與愛惜生命。但生命教

育內涵在新課綱中不只如此，據徐超聖（2019）指出，生命教育內涵在生活課程

課綱尚有悅納自己、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且在其他學習領域應也存有生命教

育內涵。 

筆者以語文領域為例，單關於「價值思辨」的「學習表現」就有「1-Ⅱ-4 根

據話語情境，分辨內容是否切題，理解主要內容和情感，並與對方互動。」、「1-
Ⅲ-3 判斷聆聽內容的合理性，並分辨事實或意見。」、「5-Ⅲ-4 區分文本中的客觀

事實與主觀判斷之間的差別。」等。在藝術領域中，則有明顯的「人學探索」相

關的「學習表現」，如「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表達自我感受與想像。」、「3-
Ⅱ-5 能透過藝術表現形式，認識與探索群己關係及互動。」、「1-Ⅲ-5 能探索並使

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表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2-Ⅲ-5 能表達對生活

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等。據此，在新課綱的不

同領域中，淺藏著各議題面向之生命教育內容。 

五、結語 

生命教育自九年一貫課程到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發展，隨著新增「哲學思考」

與「人學探索」兩大課題，理論架構更顯完整；以議題融入的方式，在各領域正

式課程有更多進行生命教育的機會；在各學習領域中隱含不同議題面向之生命教

育內涵。依據上述生命教育理論架構、正式課程實施方式與範圍、內涵之發展，

筆者贊同徐超聖（2019）所建議的，將各個學習領域中具生命教育內涵的內容確

實標示出來，並與五大議題學習主題的架構連結。如此一來，將增進學習領域教

師對生命教育內涵的認識，能更舉體掌握之，亦避免融入學習領域時，生命教育

的內涵被忽略或淺化，致使生命教育完善地融入學習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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