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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教學實施探究－以生命教育為例 
施昱甄 

南投縣敦和國小主任 
 

一、前言 

課綱為教學實施之指引，在新課綱的特色中，以九大核心素養、探究實作、

議題融入、跨領域教學，跨領域教學以學生的面向來看稱為跨領域學習，簡稱為

跨域教學、跨域學習。新課綱之推動，強調開展學生適性教學，其目標是要培養

學生成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參與社會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2019）。教學設計時要重視學生實際生活情境及其學習脈絡。新課綱特別強

調以學習者為中心，不強調以學科本位為主體，是強調真實世界會發生的問題，

讓學生學會在生活情境中運用所學解決問題，故本跨域教學以學生生活中切身關

係之生命教育為例，首先說明生命教育的定義，接著說明跨域課程規畫歷程，最

後說明跨域課程實施困境與突破。 

二、跨域課程規畫歷程－以生命教育為例 

在跨域課程規劃之前，先說明生命教育之定義，於此參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引導手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1），
簡要說明之，生命教育主張探索生命的根本內涵，以「人生三問」為核心，有人

為何而活？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能活出應活的生命？生命教育融入主題教學包

含有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五大學習主題。在進

行跨領域教學設計時，需較一般領域學科素養導向思考更多因素，除教材內容的

融合、教學活動的可行性、教學實施的配套措施等，教學更應融合智識、情意與

技能及重視學生實踐力行的歷程。以下就生命教育進行跨域教學設計之規畫歷

程，說明教材內容融合、教學活動的可行性、教學實施進一步說明跨域課程在教

育現場實施之現況。 

(一) 跨域課程規劃首部曲－教材內容之融合 

以《龍的來信》這本繪本來進行跨域教材內容設計，考量以【哲學思考】生

E1 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終極關懷】生 E5 探索快樂與

幸福的異同；【靈性修養】生 E7 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

能力，察覺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養感恩之心。為實質內容，以國語、

綜合及輔導為跨域進行教材內容之融合。以下說明龍的來信之內容摘要如下所

述。 

這本繪本，有許多吸引孩子目光的細節，首先是亞力發現龍的畫面，畫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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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門口散發紅色的光芒，透露出不尋常的訊息,有趣的故事就此展開。其次是描述

亞力面對各種狀況寫信求救的歷程。最後亞力把龍送走了，這也隱含著－愛不是

佔有；主角亞力說：「我們不想跟彼此道別，可是我們知道這樣做才是對的」。 

日常生活中，孩子遇到困難或挫折時，常常會直接放棄或不會求助於他人；

或是直接跟老師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有些會想自己去試試看，還有一些不知

道該如何去做的。再者，孩子看到喜歡的寵物，會嘗試想自己養寵物，我們應讓

孩子思辨養寵物除了餵食、照顧、陪伴和清理外，當自己無法照顧寵物或者面臨

寵物死亡，必需終極關懷並與寵物告別的準備。 

(二) 跨域課程規劃貳部曲－設計理念及課程架構 

首先說明跨域課程－「與龍共舞－生命的春天」之設計理念。《龍的來信》

這本繪本，故事書裡面有來自於很多人與組織寄來的信，可以讓孩子們去練習，

在信中表達自己想說的話。在現在科技發達的社會，越來越少人使用信件進行溝

通。大部分都是使用手機的訊息或是電話視訊的方式。所以，想藉著這樣的機會，

讓孩子們練習思考並將想說的話寫下來，再從中換位思考，當你是主角，當你是

那隻龍；你會想要說些什麼?對孩子們來說，會是一個新的體驗。另外，嘗試著

讓孩子去思考，如果你是那隻龍你會？如何介紹自己？憑藉他們看過這本繪本的

印象去描述「龍」他所能有的興趣？牠的愛好是什麼？帶孩子去練習如何去站在

他人的位置、思考，學習同理他人。最後，讓孩子們去想想這隻龍的生命經驗裡，

經歷過哪些事情？他的感受又是什麼呢？培養關懷他人、同理他人的情懷，接著

帶學生回顧自己過去的生命的故事，是有哪些事件組成呢？在那個當下，他們的

感受跟心情又是什麼呢？藉由這樣的方式，讓孩子們去體驗自己的生命歷程，同

時也能去分享自己過去所擁有的體會，在交流分享當中，又能去多去了解、接觸

他人達到體驗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目的。 

其次說明跨域課程－「與龍共舞－生命的春天」之課程架構，如單元架構圖

（如圖 1）所示，首先從覺知問題來認知與龍共舞的問題，進行龍的來信與寫信

的歷程，經由繪本教學聆賞與表達，體認並感受龍生存方式與歷程，進而了解與

龍共舞所遇見的困擾，如何解決等。其次，情意發現龍與龍生活點滴－生命美好，

透過寫信求救解決問題的歷程，分享生活中美的人事物，體察每個人的多樣性。

了解每個人都有其存在價值，發掘出自己的優勢，進而能欣賞、接納他人。最後，

以寫信技能寄信給龍等待龍的回信，說明及理解愛不是佔有，以及安排龍的離去

的心情，以及生活中有助於自己的人、事、物表達關心與感謝，以自己能力付諸

行動給予回饋，並能回顧自己生命故事，發現生命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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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域課程規劃參部曲－課程實施與省思 

1. 本「與龍共舞－生命的春天」生命教育跨域課程之實施 

(1) 跨域課程實施，以國語科、綜合科及輔導專長教師跨域協作進行教學，

教學觀課中進行回饋與省思。 

(2) 教學對象，本教案以中年級為教學對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有養寵

物的經驗，有學生曾經面臨貓咪死亡的經驗，大部分的學生都有寫過問

候信件的經驗。 

(3) 教學時間，本主題課程預計實施 120 分鐘，每個活動為 80 分鐘。 

2. 教師教學省思方面 

(1) 哲學思考的同理關懷 

綜合學生寫信給龍，發現學生寫了三大方向，一是與龍共舞，一起

生活點點滴滴的回憶及感謝龍的出現陪伴。二是關心龍現在生活的狀況，

問龍過得好不好?並且要龍不用擔心，自己過得很好。三是自己長大有能

力會想辦法去拜訪龍。由此可見孩子們對於繪本帶給自己的影響，孩子

在覺知愛不是佔有，必須分開生活的事實，也從中學習到可以透過想念

或關心寫信給龍，表達自己在此歷程中的感受及生命的想望。 

(2) 對於龍之終極關懷 

綜合學生以龍的身分回信給自己活動中，大致上一是感謝來信，收

到信很開心；有的寫我廣大森林或草原生活，過得很好；有的寫說我在

這邊有認識新朋友；有的寫說約定長大後，自己可以飛回來短暫的相聚；

有的孩子希望自己可以建造大空間，與龍生活在一起。由此可見孩子們

對於繪本帶給自己的影響，孩子能分享自己生命中的美好與對於未來的

期望。這是在繪本教學後，學生從中能夠辨別快樂、幸福與對龍的期盼

等，進而掌握人生的真義及建立生命終極信念。 

(3) 對於靈性修養方面 

透過分組討論龍的生命曲線圖的想像第三組孩子的回饋過去－龍在

亞力家吃很多肉－心情很開心現在－牠住在一片廣大的草地－心情恨舒

適未來－龍長大了，回去找亞力，看到亞力變成一位爸爸－心情很激動

再引導孩子敘述自己過去、現在及未來生命中的事件。 

(4) 生命曲線的呈現 

在自我超越方面，孩子對於自己過去、現在及未來有些呈現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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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經驗例如○晴、○羽、○凱、○佑－如是比賽獲獎、有的是小時候全家

去旅遊、有的是獲得生日禮物的經驗等；在愛與被愛方面，對於過去有

一些不愉快的生命記憶例如○璇、○杰、○景、○琪、○娜；對於未來仍有

對於自己有所期待○景、○杰、○晴、○羽。如有的的過去不愉快的經驗是

感冒、生病、小時候跌倒；對於未來有的期盼去旅遊、認真讀書、當畫

家。 

 
圖 1 課程架構圖 

三、跨域教學之困境與突破 

此次生命教育「與龍共舞－生命的春天」主題式跨域課程之實施困境與突破

策略說明如下： 

(一) 跨域教學規劃的迷思困境與突破 

規劃生命教育「與龍共舞－生命的春天」主題式跨域課程時，遇到一些困境，

在選擇以《龍的來信》繪本進行規劃時，跨域教學如何去去跨領域及要跨哪些領

域產生一些質疑與迷思。課程架構如（圖 1）呈現，是否符合教師本身專長及學

生現階段認知、情意及技能，這些都應一起評估。如培養學生同理、關懷與傾聽

與如何分辨快樂、幸福及掌握人生意義；達到終極關懷之自我超越等。此為規劃

迷思之。 

突破一：透過繪本教學進行哲學思考及價值思辨，寫信給龍與等待龍的來信，

我們希望透過寫信換位思考的寫信，同理關懷龍的處境及理性溝通解決問題，也

與龍共舞－
生命的春天

生命的美好

寫信求救
解決問題

愛不是
佔有

寫信給龍

龍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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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教學活動讓學生愛與被愛的重要與尊重。突破二：透過生命曲線引導，呈現

學生所遇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回應與建立人生，理解知行合一的正向思考。 

(二) 跨域教學規劃課程的延伸困境與突破 

課程架構而言，跨域教學實施重在課程後續發展及延伸，於實施跨域主題教

學後，應就學校情境、學生學習背景等相關整合與實踐力行。以跨域主題教學亦

應將教師專長及社群為主。突破一：引進輔導團者進駐有效提供跨域教學案例行

政端有效運用縣網輔導團，由施仁國輔導員進行教學案例設計規劃與研習，提供

協助跨域課程的規劃、聚焦、對話中一次一次的高峰對話，並提供跨域教學手冊

演練，提升教師專業自信，建立教師對於跨域教學設計的基礎。突破二：善用教

師專業社群，學校教師在共同擬定跨域課程時，分別經過跨領域專業社群的共備

研習，先由幾位老師專業進修自主參與南投縣跨領域社群與共備，更有教師參與

國語領域、數學領域、自然領域、科技領域等夢 N 跨校社群，攜手為教師專業經

驗精進與分享。不斷地從教師備、觀、議課中成長與學習。 

四、結語 

面對多元跨域教學規畫實施方面提出以下建議：首先，應可善用學校專業學

習社群之規劃，依照學校教師專長領域，以學生生活情境整合、規劃學習歷程與

實踐力行策略相呼應，透過社群領頭羊的引導聚焦，讓跨域主題課程與教材內容

設計、教學實施與跨域主題實施評量。其次，結合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發展符

合在地特色課程之跨域教學模式，讓跨域教學之精神得以實踐。最後，在跨域主

題課程發展中突破困境與專業對話，擬定依照在地資源與學生共同需求為落實跨

域主題課程之與時俱進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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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說明跨域課程－「與龍共舞－生命的春天」之設計理念。《龍的來信》這本繪本，故事書裡面有來自於很多人與組織寄來的信，可以讓孩子們去練習，在信中表達自己想說的話。在現在科技發達的社會，越來越少人使用信件進行溝通。大部分都是使用手機的訊息或是電話視訊的方式。所以，想藉著這樣的機會，讓孩子們練習思考並將想說的話寫下來，再從中換位思考，當你是主角，當你是那隻龍；你會想要說些什麼?對孩子們來說，會是一個新的體驗。另外，嘗試著讓孩子去思考，如果你是那隻龍你會？如何介紹自己？憑藉他們看過這本繪本的印象去描述「龍...
	其次說明跨域課程－「與龍共舞－生命的春天」之課程架構，如單元架構圖（如圖1）所示，首先從覺知問題來認知與龍共舞的問題，進行龍的來信與寫信的歷程，經由繪本教學聆賞與表達，體認並感受龍生存方式與歷程，進而了解與龍共舞所遇見的困擾，如何解決等。其次，情意發現龍與龍生活點滴－生命美好，透過寫信求救解決問題的歷程，分享生活中美的人事物，體察每個人的多樣性。了解每個人都有其存在價值，發掘出自己的優勢，進而能欣賞、接納他人。最後，以寫信技能寄信給龍等待龍的回信，說明及理解愛不是佔有，以及安排龍的離去的心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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