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4），頁 92-99 

 

自由評論 

 

探索幼兒園新課綱社會領域之生命教育元素 
張慧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生命是什麼？生命的意義何在？近

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生命教育具體方

案，從教育方面開啟學童思考與體認生命

價值與意義。學前幼兒正值生命中建立人

生方向的開展時期，是初次接受學校教

育，建立自我概念與認識周遭人事物的關

鍵時刻，更是思考、理解行為價值的奠基

階段。教育部（2017）當前推動生命教育

的課程重點是發展生命教育核心內涵及

多元教學實施模式，並落實生命教育課程

設計與實施。多元化的統整學習正符合幼

兒階段的學習需求，幼兒園教師必須自課

程設計中，思考如何引導孩子觀察、體驗

與學習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語文、社

會、情緒與美感各領域的學習課程。教育

部（2016）頒訂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大綱」（以下稱新課綱），各領域課程皆能

發展融入生命教育元素，其中社會領域的

課程學習目標旨在培養幼兒關懷人己、尊

重生命與愛惜環境；與發展生命教育層面

高度相關，故嘗試探索幼兒社會學習領域

中的生命教育之元素內涵。 

二、探索生命教育元素 

(一) 生命教育核心元素 

我國生命教育方案從小學到大學

開始，涵蓋層面逐漸延伸學前到成人

終身發展，其宗旨在於培養具健康身

心、理性頭腦和美麗靈魂之人，具備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社會我）、藝術

涵養與美感素養（美學我）、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知識我）、身心健全發展

（體能我）以及探詢生命意義、內化

價值觀、追求至善（超越我）等核心

素養（教育部，2015）。 

學術界對生命教育內涵或核心元

素的探討著述非常多元，其界定角度

也各自不同。孫效智（2014）針對學

前及國小階段歸納出生命教育核心素

養架構，以「人學」的探究為基礎，

參考現行高中課綱的「人生三問」理

念，與國內「兒童哲學」與「靈性教

育」學者意見，從方法與基礎、人生

三問之下，建構了哲學思考、人學圖

像、終極關懷、價值思辨及靈性修養

五個向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生命教育核心素養架構表 
向度 層面 項目 

方法與基

礎 
哲學思考 後設思考 

思考技巧與能力 
思考情意與態度 

人學圖像 人是什麼？ 
我是誰？ 
在關係中的人 

人生三問 終極關懷 人生目的與意義 
生死關懷與實踐 
終極信念與宗教 

價值思辨 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 
道德思辨及其應用 
美感素養與生活美學 

靈性修養 至善與人格修養 
幸福與人格統整 
靈性自覺與發展 

資料來源：孫效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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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琦（2016）認為生命可從生

命現象與生命本體來體證，本體與現

象為一體兩面，人世現象生老病死，

生滅變化交錯流轉，惟自性本體常住

不動，鄭重探索、體證生命為人生首

要之事，透過生命教育乃為體證生命

之途徑。其核心內容，可分為生命智

慧、生命關懷及生命實踐三項。在人

生經歷中，不斷的焠煉生命智慧，發

起生命關懷，精進生命實踐，活出生

命意義來。陳錫琦（2016）解析三項

核心內容：生命智慧者，使人產生終

極關懷，在變化萬千的生命現象中，

關懷何為生命本體？進而悟證、安住

生命本體，找出生命存在之根本與生

命意義。生命關懷者，以生命一體之

同體感受，發起生命關懷幫助所有的

生命，在生命現象中得以離苦得樂，

體證生命本體及各自的生命意義。生

命實踐，乃透過心之覺醒與實踐，不

困於生命現象流轉，使生命智慧、生

命關懷相生且融合為一，付諸行動以

發散生命光輝。陳錫琦（2013）主編

的生命教育相關內容分析類目表中，

將生命教育相關內容分析與統整後分

為三大領域與七大類目： 

1. 終極關懷與實踐－生命智慧 

分為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

生死關懷三類目，涵蓋了解人生哲學

價值、自我探索、宗教文化與意義、

生命意義與理念等。 

2. 倫理思考與反省－生命關懷 

共分道德思考與抉擇、性、愛與

婚姻倫理、生命與科技倫理三類目，

包含道德規範思考判斷、社會文化、

人學倫理、生態環境的關懷態度等。 

3. 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生命實踐 

其類目為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一

項，內容蘊含統整人格提升自我、培

養同理體察力、實踐高貴情操等。 

試就以上論述以教育學習之認

知、情意、技能層面與幼兒新課綱目

標分析如表 2： 

表 2 生命教育核心素養分析表 
層面 認知 情意 技能 

學者 

教育部 身心健全

發展（體能

我）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

題（知識

我）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

養（美學

我）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

識（社會

我） 

探詢生命

意義、內化

價值觀、追

求至善（超

越我） 

孫效智 哲學思考 

價值思辨 

人學圖像 

終極關懷 

靈性修養 

陳錫琦 生命智慧 生命關懷 生命實踐 

幼兒園

新課綱

總目標 

維護幼兒

身心健康 

養成幼兒

良好習慣 

豐富幼兒

生活經驗 

增進幼兒

倫理觀念 

培養幼兒

合群習性 

拓展幼兒

美感經驗 

發展幼兒

創意思維 

建構幼兒

文化認同 

啟發幼兒

關懷環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新課綱修訂背景陳述幼兒的學習

的圖像已轉化為「自信、主動、能與

人合作、對生活環境關心、有勇氣面

對問題、有能力解決問題」，強調以全

球視野發展在地化，認同本土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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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價值。其宗旨乃立基於「仁」的

教育觀，培養幼兒具有關愛人、己、

環境，迎接挑戰及實踐文化的素養，

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針對身體動作

與健康、認知、語文、社會、情緒和

美感六大領域規劃課程架構，雖未明

確指出生命教育的意涵，惟對照「教

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103－106
年）」的宗旨與目標，顯示其在培養學

生身心健康與道德實踐等具有相同的

發展方向，其中應已蘊藏生命教育的

內涵。其中「社會」領域教學關注幼

兒肯定自己並照顧自己、關愛親人、

樂於與他人相處並展現友愛情懷、樂

於體驗文化的多元現象、親近自然並

尊重生命五項目標，期望幼兒透過積

極人際與社會參與，以正向情緒感受

建立好的自我概念，人際關係獲得和

諧的發展，安住心靈的健康個體，著

重幼兒察覺自己、他人和生活環境的

狀況，反思人我的需求，培養愛人惜

物之良好態度並開展多元視野，平等

和諧對待不同種族性別與特質的人，

對人我及自然生命了解彼此依存的關

係，發展「探索與覺察」、「協商與調

整」、「愛護與尊重」三項重要社會能

力，期望幼兒好奇探索人己與生活環

境中的事物，覺察、理解其特質和內

容；在人際互動中，學習正確溝通及

同理他人方式與人協商，合宜的調整

自己回應文化價值和規範；幼兒需具

備主動關注與愛護人、己與自然生命

的態度，並培養尊重、和諧共處的關

係。 

綜上所述，筆者試以陳錫琦

（2012）生命教育發展之生命智慧、

生命關懷及生命實踐三項核心概念，

對照新課綱教學指標認知、情意、技

能三層面，據以分析探索新課綱社會

領域中的生命教育相關元素，俾便幼

兒園教師釐清概念，以為生命教育融

入課程設計之參考及幼兒園推動生命

教育多元活動的理念目標。 

(二) 社會領域中的生命教育元素 

新課綱社會領域的學習面向分為

對自己、人與人以及人與環境三項，

根據此三面向訂定五項領域目標並擬

定課程目標與學習面向如下所示： 

1. 肯定自己並照顧他人 

2. 關愛親人 

3. 樂於與他人相處展現友愛情懷 

4. 樂於體驗文化的多元現象 

5. 親近自然並尊重生命 

此五項目標與學習面向內容與前

述生命教育核心元素所涵蓋的範圍互

相重疊，筆者逐條審視新課綱社會領

域學習指標，並依據個人的教學經

驗，對新課綱社會領域的內容依據陳

錫琦（2012）生命教育內涵與核心元

素三面向為分類依據，並參考陳錫琦

（2013）所編製生命教育相關內容分

析類目表加以探索，分析其中之生命

教育內涵。並歸類統計在三大核心概

念領域項下之分布情形。如表 4、表 5、
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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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課程目標與學習面向關係表 

學習面向 自己 
 

人與人 人與環境 
領域能力 

探索與覺察 社-1-1 認識自己 社-1-2 覺察自己與他

人內在想法的不同 
社-1-3 覺察生活規範

與活動規則 

社-1-4 覺察家的重要 
社-1-5 探索自己與生活

環境中人事物的關係 
社-1-6 認識生活環境中

文化的多元現象 
協商與調整 社-2-1 發展自我

概念 
社-2-2 同理他人，並與

他人互動 
社-2-3 調整自己的行

動，遵守生活規範與活

動規則 

 

愛護與尊重 社-3-1 喜歡自

己，肯定自己 
社-3-2 保護自己 

社-3-3 關懷與尊重生

活環境中的他人 
社-3-4 尊重他人的身

體自主權 

社-3-5 尊重生活環境中

文化的多元現象 
社-3-6 關懷生活環境，尊

重生命 
參考資料：教育部，2016 

表 4 新課綱社會領域生命教育元素分析表 
教

學

層

面 

生

命

教

育

元

素 

新課綱 
課程目標 

新課綱 
學習指標 

認

知 
生

命

智

慧 

社-1-1認識自己 
 
 
 

 
 
 
1-2覺察自己與

他人內在想法

的不同 
 
社-1-5探索自己

與生活環境中

人事物的關係 
 
 

 

社-幼小-1-1-1覺察自己身體的部位、功能及其特徵 
社-中大-1-1-2探索自己的興趣與長處 
社-中-1-1-1覺察自己的外型和性別 
社-中大-1-1-2探索自己的興趣與長處 
社-幼小-1-1-2探索自己喜歡做的事 
 
社-小-1-2-1覺察他人的想法 
社-中大-1-2-1覺察自己和他人有不同的想法、感受、需求 
 
 
社-幼-1-5-1知道生活環境中常接觸的人事物 
社-小-1-5-1認出生活環境中常接觸的人事物 
社-大-1-5-1探索社區中的人事物、活動、場所及其與自己的

關係 
社-中大-1-5-2 覺察不同性別的人可以有多元的職業及角色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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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層

面 

生

命

教

育

元

素 

新課綱 
課程目標 

新課綱 
學習指標 

社-1-6認識生活

環境中文化的

多元現象 
 
 
 
 
 

社-2-1發展自我

概念 

社-小中-1-6-1嘗試參與各種活動 
社-小中-1 -6-3參與節慶活動 
社-中-1-6-2知道自己與他人相同或不同的生活方式 
社-大-1-6-1樂於參與各種活動 
社-大-1-6-2認識生活環境中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 
社-大-1-6-3樂於參與多元文化的活動 
 
社-幼-2-1-1表達自己身體的基本需要 
社-小-2-1-1表達自己基本的身體或心理需要 
社-中-2-1-1表達自己身體的狀況與需要 
社-大-2-1-1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及其發生的原因 
社-幼小-2-1-2學習日常的生活自理行為 
社-中大-2-1-2調整與建立合宜的自我照顧行為 
社-中-2-1-3調整自己的想法去行動 
社-大-2-1-3適時調整自己的想法與行動，嘗試完成規劃的目

標 
情

意 
生

命

關

懷 

社-1-1認識自己 
 
社-1-4覺察家的

重要 
 
社-1-5 探索自

己與生活環境

中人事物的關

係 
 
社-2-2同理他

人，並與他人互

動 
 

 
 
社-2-3 調整自

己的行動，遵守

生活      規
範與活動則 

 
 
 

社-大-1-1-1辨認自己與他人的身體特徵與性別 
 
社-幼小-1-4-1感受家人對自己的照顧與關愛 
社-中大-1-4-1覺察自己及與家人間的相互照顧關係 
 
社-中-1-5-1參與和探訪社區中的人事物 
社-小-1-5-2覺察不同性別的人都可做各種的家務分工 
社-大-1-5-3 辨識生活環境中的危險，維護自身的安全 
社-小中-1-5-3 覺察自身的安全，避開危險的人事物 
 
社-小-2-2-1表達自己的想法 
社-中-2-2-1表達自己並願意聆聽他想法 
社-大-2-2-1聆聽他人並正向回應 
社-小中-2-2-3依據活動的程序與他人共同進行活動 
社-幼小-2-2-4尋求成人協助以解決同儕衝突 
 
社-幼小-2-3-1在生活情境中學習合宜的人際禮儀 
社-中-2-3-1理解自己和互動對象的關係，表現合宜的生活禮

儀 
社-大-2-3-1因應情境，表現合宜的生活禮儀 
社-小-2-3-2聽從成人指示，遵守生活規範 
社-中大-2-3-2理解生活規範訂定的理由，並調整自己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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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層

面 

生

命

教

育

元

素 

新課綱 
課程目標 

新課綱 
學習指標 

 
 

 
社-3-2保護自己 
 

 
社-3-3關懷與尊

重生活環境中

的他人 
 
社-3-4尊重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社-3-5尊重生活

環境中文化的

多元現象 
 
社-3-6關懷生活

環境，尊重生命 
 

社-大-2-3-3與他人共同訂定活動規則，遵守共同協議 
 
社-小-3-2-1愛護自己的身體 
社-中大-3-2-1保護自己身體的隱私部位，並適時尋求協助 
 
社-幼小-3-3-1樂於與友伴一起遊戲和活動 
社-幼小中大-3-3-2尊敬長輩，喜愛與感謝家人 
社-幼小中大-3-3-3尊重與自己不同性別、年齡、身心狀態的

人 
 
社-中大-3-4-1尊重他人身體的隱私部位 
 
 
社-中大-3-5-1尊重他人所進行的各種活動 
社-大-3-5-2尊重與欣賞他人的語言與生活習俗 
 
 
社-幼小-3-6-1關懷愛護動植物 
社-中-3-6-1維護生活環境的整潔 
社-大-3-6-1樂於親近自然、愛護生命 
社-中大-3-6-2節約資源 

技

能 
生

命

實

踐 

社-2-2同理他

人，並與他人互

動 
 

 
 

社-3-1喜歡自

己，肯定自己 
 
 

 
社-3-3關懷與尊

重生活環境中

的他人 

社-大-2-2-3考量自己與他人的能力和興趣，和他人分工合作 
社-小-2-2-2理解他人的感受，展現關懷的行動 
社-中大-2-2-2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展現同理或關懷的行

動 
 
社-幼小中-3-1-1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 
社-幼小-3-1-2對自己完成的工作感高興 
社-中-3-1-2欣賞自己的長處，喜歡自己 
社-大-3-1-1建立肯做事、負責任的態度與行為 
社-大-3-1-2欣賞自己的特質，喜歡自己 
 
社-中大-3-3-1主動關懷並樂於與他人分享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字體標示說明：標楷體字-學習指標領域-年齡層-能力-指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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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新課綱社會領域生命教育元素分析統計表 
生命教育領域 合

計 
占生命教

育領域百

分比 
終極關懷與實踐：生

命智慧 24 約 37% 

倫理思考與反省：生

命關懷 29 約 45% 

人格統整與靈性發

展：生命實踐 12 約 18% 

 

圖 1 幼兒園新課綱生命教育元素百分比長條圖 
 

(三) 分析結果與討論 

由表 4 中統計結果發現，由於幼

兒年齡在 6 歲以下，許多發展層面尚

處於啟蒙狀態，因此課程學習指標多

以基礎面為設定標準，再者，因研究

面向設定於幼兒社會領域方面，故其

在生命教育核心內涵中一些項目未能

發現：「生命智慧」領域下的人生哲學

--生命尊嚴、終極關懷；宗教與人生--
宗教類別、宗教文化傳統、宗教文學

藝術；生死關懷--失落與悲傷，「生命

關懷」領域下的道德思考與抉擇--倫理

道德、道德判斷；生命與科技倫理--
資訊倫理，「生命實踐」領域下的人格

統整與靈性發展--靈性發展等，與其說

未達該領域核心內涵，更有可能是筆

者未將教師課程設計的面向進一步加

以考慮進去，分析方式也較為簡略不

夠嚴謹，另外在新課綱的其他五大領

域中應能發掘其他生命教育相關內

容，有待日後再進一步探討。 

從圖 1 可看出在生命智慧與生命

關懷方面的學習指標比例較高，筆者

判斷可能是因幼兒年紀較小，在生命

實踐方面仍需從學習自我察覺和關懷

人、己、物方面基本能力開始，高層

次的靈性自覺能力對幼兒發展來說太

抽象，故學習指標設定偏向幼兒實際

能夠了解的領域。 

三、結語 

在了解生命教育相關論述之後，

深感生命教育的重要，簡單進行幼兒

新課綱中社會領域的生命教育相關內

容初步探討，藉此將生命教育內容融

入於教學活動設計之參考，在教學活

動之安排與設計上，依據新課綱的學

習指標，清楚的將生命教育核心元素

融入教學，培育幼兒具備正確的人生

態度與價值觀。設計教學活動時，在

認知層面，幫助幼兒透過各種學習主

題認識生命中之身、心、自然與人文

環境之樣貌與現象；在情意層面，引

導幼兒覺察周遭人、事、物，產生關

懷與同理之良性互動態度；在技能層

面，協助幼兒實際體驗生活，強化思

考與創造力，建立自信並實踐自我期

望。此外，更期望拋磚引玉，待專家

學者及有識之士，參考國際現況，配

合時代潮流趨勢，開發精闢實用的幼

兒生命教育教材，讓生命教育的種子

從學前開始紮根，教學現場的教師除

0

20

40

60

生命智慧 生命關懷 生命實踐

新課綱社會領域生命教育領域相關內容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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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平日教學之外，必定樂於融入生命

教育，引導學生認識生命、關懷生命

及探索生命。 

生命教育是重要的，透過生命教

育才能焠煉生命智慧，發起生命關

懷，精進生命實踐，活出各階段的生

命意義來（陳錫琦，2012）。生命的本

體是抽象的，其現象可從許多具體層

面加以探討，借助教育淬鍊使本體、

現象達到一體兩面，圓融不二之境界。 

身為教育現場的教師，充實自我

對生命認知、提升人格與靈性覺察的

素養，隨時精進自身的生命智慧，才

能用正確的生命態度引導學生學習。

再者，若能透過親師溝通，傳達教育

者對生命教育的意念和態度，家庭教

育與學校教育相互配合，經由教育的

方式紮根，以追求自我心性成長為目

標發展課程，運用多樣化的學習策略

引導學生覺察與思考，開啟對生命智

慧、生命關懷與生命實踐的學習進

路，培養學生追求身、心、靈合一的

情操，活出健康圓融的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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