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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生育率逐年降低，2022 年的總生育率僅 0.87，有過半的家庭僅有獨生

子女；老年人口、單人居住與僅夫妻同住之比率上升（內政部戶政司，2023；國

家發展委員會，2023），相較以往強調團結與多子多孫的農村社會，當代的人們

少了許多家庭與家族間的人際連結，對於國中生而言家有寵物比家有弟妹的機率

或許來得高，也有更高機會將情感連結投注於家庭所飼養的寵物上，與寵物成為

深厚情感連結的家人或朋友，是為「伴侶寵物」（companion animal）。 

然而，寵物的平均壽命通常低於人類平均壽命，例如家犬平均壽命 12 歲，

家貓平均壽命 15 歲（Grimm, 2015），這數字呈現出家庭中有飼養寵物的國中生，

均可能會面臨到與寵物的離別，以及寵物年老安養、臨終階段的挑戰。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明訂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重要性，

而議題融入說明手冊指出生命教育之學習主題其一為「終極關懷」，強調反思生

老病死與人生無常的現象，探索人生的目的、價值與意義（教育部，2019），本

文將淺談伴侶寵物臨終對於國中生之影響，並提供因應策略，以提供生命教育中

「終極關懷」之教育啟發。 

二、伴侶寵物的意義與對青少年之影響 

在古代，人類所馴養的動物在不同國土與民族中有其不同意涵，然主要是工

具性之功能，包含視之為財產、食物、提供勞務、位階的象徵、與神靈溝通之媒

介、狩獵與牧人的保護者等（Walsh, 2009）。隨著近代社會形態的轉變，例如國

民不婚、不生子的比率升高、國民壽命提高等影響，寵物成為了人類重要的陪伴

與情感依附對象，角色從過往工具性或主僕關係轉變為「家人」與「朋友」（李

珮華，2009；Wong et al., 2019；Zilcha-Mano et al., 2011）。 

Wells 與 Perrine（2001）統計指出，有 95%的飼主認為寵物是朋友，87%認

為寵物是家人；我國年近期的研究也指出，多數飼主會將寵物視為家庭成員，且

彼此擁有緊密的關係與連結（陳昱霖，2021）。可見寵物早已成為人類重要的依

賴與陪伴對象，即為伴侶寵物。而其對於人們與青少年之影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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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心理層面 

對於兒童、青少年而言，伴侶寵物既是玩伴也是孤單寂寞的陪伴者（吳銘祥，

2010），並能開啟接觸生命的興趣與潛能、學習尊重生命、促進催產素（Oxytocin）

生產以降低壓力等（馬大元，2022）。 

對於成年人與老年人而言，在生理上有益於其提升活動力、促進血壓與心率

的穩定，心理方面則為穩定的安全感來源、提升生活品質、減輕憂鬱與焦慮等精

神症狀、減緩癡呆（Beck & Madresh, 2008；Hughes et al., 2020）。 

(二) 關係互動層面 

以社會角色理論而言，兒少在生活中相較於成人擔任的角色數量較少，故對

於與寵物的依附關係更顯重要性（Netting et al., 1987），且當代社會少子化的趨

勢使得獨生子女的家庭增加（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寵物對兒少的陪伴將日

益提升。 

以系統觀點而言，家庭中每個成員皆影響著家庭動力，而身為家中一員的伴

侶寵物，關於其飼養、依附與離世不僅影響家庭中的個體，亦會牽動家庭之互動

（袁翠苹，2007；謝昀庭，2020）。對於成年人而言，同居的伴侶飼養寵物以營

造出家庭氛圍，婚後無子女的夫妻也能將飼養寵物視為養育子女的情感關係（李

鴻昌、陳渝苓，2009）。當老夫妻面臨子女離家的空巢期時，寵物能減緩空虛寂

寞，成為一種情感轉移的替代（李鴻昌、陳渝苓，2009）。 

綜上述，伴侶寵物可作為人們身心靈的陪伴與安全感來源，並牽動著家庭動

力，影響家庭中的每個人。然而，隨著寵物年齡增加，面臨寵物臨終與病老過程

也是未來可預測的，對於生離死別經驗較少之國中生群體而言，可能會是巨大的

離別衝擊。 

三、面對伴侶寵物臨終之壓力 

當伴侶寵物開始老化，腫瘤癌症、心臟病、腎臟病或相關慢性疾病皆會快速

成長，在這些過程中飼主將可能面臨到寵物生理狀態的惡化，如呼吸困難、慢性

疼痛、紅腫褥瘡等護理問題、情緒不安與焦躁等（蔡素娟、洪意華，2022；戴碧

玲、翁淑娟，2019；Mori et al., 2020），李珮華（2009）指出飼主面對這些寵物

臨終的痛苦，或許就如同親人經歷病痛或即將離世之感受，伴隨而來的負向情緒、

壓力與責任，若未適時疏導，將可能演變成創傷經驗。故，寵物臨終階段會給予

飼主若大的壓力，儘管對於家中有飼養寵物的孩童與青少年族群而言，並非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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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照顧者，但卻是一個如同重要他人即將離世的難熬階段。下列整理出國中生

面臨寵物臨終階段之壓力： 

1. 負向情緒經驗：重要依附對象的即將離世而出現的恐懼、焦慮與悲傷；面對

寵物不可逆的健康狀況所產生的無能為力感；因為時間與能力上的限制，無

法全心陪伴寵物臨終的愧疚等。 

2. 生活失序：影響學習、休閒、人際互動等層面的時間安排。 

3. 家庭動力變動：如同面對家人臨終時的狀況，伴侶寵物不再是活力充沛的陪

伴，轉而是即將消逝的情感依附，對於整個家庭動力有所影響，給予家中每

個成員不同程度的壓力感受。 

四、面對伴侶寵物臨終的因應策略與教育意涵 

Crawford 等人（2021）針對英國失去寵物的孩童研究指出，曾接觸寵物死亡

之孩童與未來出現憂鬱症狀具有顯著相關，並有可能會造成心理創傷。且根據

Piaget（1970）認知發展論而言，12 歲以後的青少年處於形式運思期階段，具有

抽象思維能力，開始能對於死亡議題有更深層的看法與理解，發展自我對生命的

價值觀。是以，提前於寵物臨終階段即介入教育與輔導，提升青少年面臨寵物離

別的預備程度與心理韌性，以期待降低面臨寵物離世之嚴重憂鬱狀態並擴展生命

意義有其重要性。 

國中生命教育議題融入中，列為學習主題其一的「終極關懷」，強調生命反

思，透過帶領學生面對伴侶寵物臨終階段的探討，使其從中轉化生命意義與成長。

下列從存在主義概念以探討因應策略與教育意涵： 

(一) 「負向情緒經驗」壓力層面之因應 

1. 凝視死亡焦慮 

(1) 面對寵物臨終時，會感受到死亡逐漸逼近，不管是正在經歷、曾經經歷

或未曾經歷之學生，師長均能引導連結相關經驗或藉由影片與繪本之媒

材，進行寵物臨終階段之死亡無存議題的討論。 

(2) 透過接觸與理解自我情緒，處理失落悲傷，尋找合適之排解情緒之減壓

策略。師長能針對負向情緒的接觸、理解、接受、共處、排解等階段進

行輔導。 

(3) 對於觸發強烈悲傷的國中生，建議能轉介輔導室之諮商輔導資源，以降

低創傷經驗或複雜性悲傷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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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自由與責任 

(1) 體認臨終階段為生命必經之路，美國動物醫院協會（AAHA）指出當獸醫

意識到寵物面臨到不可逆、無法救治的情況時，必須與飼主討論寵物的

臨終關懷護理與人道安樂死可能性，以制定臨終階段的安寧計畫（Bishop 

et al., 2016）。故教師能於課堂中導入安寧計畫的規劃與思考，促進國中

生積極面對生命與負責，並學習於各項限制中找尋辦法。 

(2) 決定何時啟動安寧療護、積極治療與否，或是安樂死的時程，永遠沒有

最好的時機，做足與獸醫的討論後，並理解自己家庭成員的盡力與非全

能，以降低愧疚感或彼此怨懟的形成。教師能於課堂中進行寵物臨終計

畫的模擬討論，透過臨終計畫與安樂時程等討論，整理自我選擇與價值

觀，並從他人之觀點進行省思。 

3. 追尋意義 

將重心放在臨終階段的陪伴，細數過往的幸福經驗；學習道歉、道謝與道別，

從這些過程中重新認識死亡的意義，從不捨到放下與感恩。教師能協助學生討論

與寵物的幸福時刻，發覺與寵物相處的生命意涵；並進行道歉、道謝與道別之活

動，協助更完整的體認生命互動有其美好與失落。 

(二) 「生活失序」壓力層面之因應 

與家人討論照護的分工，彼此分擔照護寵物的心力，更有意識地分配生活各

個層面的時間分配。教師能協助學生預想可能發生的變動及影響層面，使其更貼

近現實狀況，以提升劇烈變動之下的生活規劃與因應能力。 

(三) 「家庭動力變動」壓力層面之因應 

伴侶寵物是家庭成員重要的依附對象，寵物的臨終階段是家庭關係中的重要

事件，家庭成員藉由家庭重大事件的討論，經歷彼此陪伴與安慰，分享憂愁與失

落，以促進家庭關係與團結。故教師能導入溝通技巧與同理心之應用，以提升學

生面臨家庭動力變動之因應。 

五、結語與建議 

伴侶寵物對於一個家庭有深厚之影響，伴侶寵物的臨終階段或許會造成國中

生產生負向情緒經驗、生活失序與家庭動力變動等壓力，建議師長能協助其真誠

面對死亡的焦慮、與家人共同規劃制定安寧療護計畫，並提升與家庭成員彼此的

溝通與陪伴能力，即能轉化悲傷的負向經驗，從中獲取生命的意義與成長，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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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關懷」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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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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