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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博士非常重視

「生命教育」，他在教育部長任內成立

「教育部生命教育委員會」，積極規劃

推動各級學校的生命教育，並於 2001

年宣布該年為「生命教育年」（教育

部，2001；教育部資訊網，2001）。 

曾志朗（1999）曾表示：「生命教

育的推動是教育改革最核心的一環。」

洪蘭（2004）也認為，孩子天性是善

良的，但仍需我們及早教育，讓他們

不要因為無知而作出後悔一輩子的事

來。所以在教育理想上，希望能藉生

命教育的推動，幫助學生認識自我，

學習關懷他人，尊重人我的生命，更

能愛護自我及自然環境。 

因此，如果能將生命教育融入探

討美與善的藝術課程，不但能夠符應

當前的社會趨勢，也能適時而有效的

進行生命教育，使生命教育更豐碩圓

融且臻於完美。 

二、生命教育與藝術教育的關聯

性 

生命教育是一種整合性教育，他

的目的是關注整個的教育體系要有生

命力（黎建球，2001），教導學生從觀

察與分享對生、老、病、死之感受的

過程中，體會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

值，進而培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

生命的情懷（教育部，2003）。 

藝術教育可以促進學生「建立健

康的生活方式，並培養對體藝活動的

興趣和鑑賞能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教育局，2011）。而課程的宗旨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1）：1.

發展創造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培養

美感，建立文化認知及有效的溝通能

力；2.發展藝術創作的技能、建構知識

及培養正確的價值觀態度；3.從參與藝

術創作活動中獲得愉悅、享受和滿

足；4.培養對藝術的終身興趣。因此，

藝術教育的推行不但可以培養學生的

創造思考力亦可提升學生的美感，確

實有其重要性。 

長久以來，臺灣因為升學主義與

考試制度主導教學的結果，藝術類的

科目一直並未受到學校、學生及家長

的重視。然而，藝術能陶冶人的性情，

藝術亦能培養人的創造力、想像力、

感性 與美感……等，這也是眾所皆知

的事情。 

因此，我們更應該重視藝術教育

的推行，並且與生命教育做結合。兩

者同樣都是注重情意的教育，都是以

人為主體、尊重他人、關懷生命為內

涵的課程，同時也是促進學生了解生

命的意義與內涵（教育部 2003）。所

以，如何將生命教育與藝術課程統

整，才能讓學生的學習更具意義，實

在是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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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教育與藝術教育融合之

原則與施行之策略 

生命教育融入藝術課程可採取跨

學科統整，將相關的生命教育媒體、

活動、作業融入藝術課程，一方面進

行藝術教育，另一方面進行生命教育。 

(一) 可行的原則 

1. 統整原則 

課程統整性主要是在統合學生被

分割的學習狀態，使各個學習領域的

學習得以串聯起來，以增加學習的價

值與意義性，增加學習效果（Oliva, 

2001）。教師在課程規劃時應加以統

整，將社會的問題以及學生的生活經

驗納入整個課程設計的脈絡之中，學

生可以因統整化的學習，了解到生命

教育的多個面向。 

2. 文化情境原則 

不同的文化有其不同的精神特

色，生命的意義在不同的時代或不同的

文化有著不同的表徵（黃天中，1992）。

因此融入式的課程內容，要能符合學生

的生活經驗，滿足社會文化的需求。 

3. 結合課程原則 

生命教育課程並不只是傳授知

識、內容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引導學

生養成具有批判思考及反省的能力。

因此，課程的設計除了與學生的日常

生活層面相結合，並透過藝術教育與

生命教育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學習，使

學生對生命教育有更進一步的體會。 

4. 積極性原則 

生命的啟發要有正向的典範與楷

模，故教師本身應有積極、正向的生

命理念與人生觀，才能適切的引導學

生省思「生命」的價值。 

5. 銜接性原則 

為了培養學生適應生活的能力，

課程的內容與活動必須 和社會生活

相關聯起來，才能讓學生在實際面對

問題時，知道如何解決。因此課程的

內容應儘量選擇學生熟悉的經驗，較

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教師也可藉社會

上發生的新聞事件，當作教材的內

容，提供學生討論（黃政傑，1991）。 

(二) 施行之策略 

1. 實施影片教學：透過影片的教

學，不但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 還能夠符應社會的脈動。藉由

影片教學，可讓學生們共同討論

與分享，更可幫助學生養成批判

思考與自我反省的能力 

2. 統整課程的設計：課程內容的設

計可以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並

且採取跨學科的統整，也就是將

生命教育相關的議題或是活動融

入於藝術課程，以促進學生了解

生命教育的意義與內涵，進而對

生命教育與藝術教育有更深的認

識與體會。 

由此可知，生命教育融入藝術課

程，除了採取跨學科統整外，若是能

與生活中息息相關的事件相結合將會

更具效果。教師在課程統整時，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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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編製適合學生的教材與活動，畢竟

生命教育不是教育口號，只有教師的

引導才能讓學生有情意的感受並且發

揮其功效。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教學情境中，教師是學生直接仿效

的對象，教師若具有開朗的人生觀與正

確的價值觀，自然而然就能散發正向積

極的能量。在潛移默化中，為學生樹立

熱愛生命、關懷生命的典範。在多元化

社會中，藝術與生活的關係密不可分。

而藝術活動不僅豐富民眾的日常生

活，亦能提升國民的生活品質。再者，

藝術的學習是學生多元智慧成長的要

素之一，透過藝術教學活動的實施與發

展，可將原本枯燥乏味的課程內容轉化

為生動活潑的型態。 

(二) 建議 

生命教育的推行雖然進行多年，

卻缺乏統整和規劃，大多由教師自行

規劃與實施，如何讓生命教育與藝術

教育有更緊密的連結。本文建議： 

1. 生命教育專長教師人力嚴重不

足，建議教育主管機關與各校持

續鼓勵校內其他教師取得生命教

育第二專長。 

2. 落實「將生命教育融入藝術教育

的教材」課程中確實實施。 

 

3. 定期舉辦生命教育融入教學研討

會，使生命教育和藝術教育融

合，更能透過教師們的集思廣益

而加深加廣，裨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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