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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訂製救命寶寶」議題談生命教育 
林宜姍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 
 

一、前言 

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2020）表示教育的根本在於人的培育，過去教育政

策受到重功利輕人文的社會氛圍影響，偏重人才與競爭力，而漠視全人的涵養，

導致社會亂象叢生。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2019）也指出生命教育探索生命的根

本課題，包括人生目的與意義的探尋、美好價值的思辨與追求、自我的認識與提

升、靈性的覺察與人格的統整，藉此引領學生在生命實踐上知行合一，追求幸福

人生與至善境界，其實施乃全人教育理念得以落實之關鍵。 

可見，生命教育是需要探討與思辨，方能更了解自己、釐清價值觀與尋找個

人的生命意義，而探尋的範圍就是在家庭、學校與社會當中，透過教育或生活中

的議題進行討論與反思。 

二、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生命教育的範疇很廣，而且需要設定授課對象，才能聚焦主題，研究者整理

摘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

說明手冊》中，篩選國民中學的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如下表： 

表 1 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議題 

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中學 

哲學思考 思考生活、學校與社會的公共議題，培養與他人理性溝通的素養。 

人學探索 
探討完整的人的各個面向，包括身體與心理、理性與感性、自由與命定、境遇

與嚮往，理解人的主動能動性，培養適切的自我觀。 

終極關懷 反思生老病死與人生無常的現象，探索人生的目的、價值與意義。 

價值思辨 
覺察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

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靈性修養 覺察知性與感性的衝突，尋求知、情、意、行統整之途徑。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說明手冊》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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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製救命寶寶」與生命教育的關聯 

段又瑄（2010）於《姊姊的守護者》醫學人文電影欣賞座談會活動紀實中，

討論基因技術與倫理議題，部分意見認為胚胎的生存權利未受到尊重，主講臨床

基因醫學研究所蘇怡寧老師分享可從不同面向切入，當事人面對的壓力複雜程度

並非外界可以想像，旁人宜體諒並尊重當事人的決定。 

劉淑琴（2020）也曾報導〈印度首例救命寶寶骨髓移植地中海貧血 7 歲兄〉

新聞。隨著醫療的進步，某些疾病可透過他人健康的細胞而獲得拯救，但是每個

生命是否應生而平等，一個被賦予拯救他人任務而誕生的生命，相關人員的人生

意義、價值追求、自我認識、靈性覺察與人格統整是否都會受到影響？可以嘗試

從不同角色的面向進行思考，提升生命教育的深度與廣度。 

韓琇玉（2015）探討國民中學生命教育課程現況，建構整合國中生命教育架

構圖，發現師生關係是以關懷倫理學的理論基礎為原則，課程內容為引導學生適

應探索自我價值、生命意義與探究哲學人學為根本，並延伸到以一己之力，付出

關懷利他的行為與貢獻。 

陳清惠、林秀娟、趙可式、林其和（2010）認為倫理的實踐源於對生命的關

懷與尊重，培育關懷生命的道德情操實為挑戰，研究發現和病患與家屬座談會及

倫理電影欣賞的教學策略最有幫助。 

由上述文獻探討可見，國中生命教育的課程內容是要引導學生探索自我價值

與生命意義，進而展現關懷利他的行為，而電影欣賞是基於此目的運用「替代經

驗」的教學策略，所以研究者選用電影《姊姊的守護者》與「訂製救命寶寶」的

相關新聞，觸發學生的情感以加深對生命的尊重，達到生命教育的宗旨意義。 

四、從「訂製救命寶寶」議題談生命教育實例 

研究者嘗試藉由媒材發展一個生命教育主題課程，從「訂製救命寶寶」議題

談生命教育，授課對象預定為國中學生，授課所需時間為四節課的時間： 

(一) 引起動機 

透過新聞報導〈印度首例救命寶寶骨髓移植地中海貧血 7 歲兄〉導讀，引導

學生發表對於事件的想法感受，並於當天的回家作業透過文字書寫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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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過程 

1. 電影欣賞：安排欣賞電影《姊姊的守護者》。 

2. 分組討論： 

(1) 將學生分成三組，分別代表家長、患者與救命寶寶，小組討論角色可能擁有

的正負向感受與贊成或反對此舉的原因想法。 

(2) 請三組分別針對其討論內容進行報告，再讓三組輪流換位思考，透過書寫的

方式，增加各組想到的額外的感受與想法。 

(3) 讓學生發表討論過程中的感觸或聯想，強化感受對一個人想法的影響力，再

分享討論站在不同角色思考獲得的啟發。 

3. 小結：引導學生對於不同家庭成員的角色與想法多一分理解，練習從多面向

去看待一件事情。最後，點出若是一個生命的誕生是被賦予傳宗接代或是長

者期望的方式長大，是否也會影響一個人的自我的認識、生命的意義、價值

的追求、靈性的覺察與人格的統整。 

(三) 感想回饋 

請學生回去看當初第一次對新聞事件的想法感受，讓學生思考比較自己想法

感受的不同，並透過寫作的方式記錄下來。 

五、結語 

研究者設計本生命教育實例，以「訂製救命寶寶」議題引發生命教育啟發的

課程設計，並未實際安排實施，僅提供做為參考。但是課程內容同時可囊括生命

教育議題五大學習主題，課程內容選擇可引發哲學思考的公共議題、進行人學探

索的各個面向、反思終極關懷的人生意義、覺察人我關係的價值思辨、在靈性修

養覺察知性與感性的衝突。教學活動設計可促進學生思考生命議題，問題討論能

激發學生對於生命意義的探索。 

雖然本課程設定安排在國中學習階段實施，但是此議題也可安排在國小或高

中階段討論，但是，考量到學生的認知與心理發展程度，建議實施在國小高年級

以上的學生，而若是安排在高中課程，則需要增加國際視野與公共議題的部分，

以資訊與提問擴充此課程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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