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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生命教育推動的沿革過程十分

具有歷史性，自教育部宣布 2001 年為生

命教育年，生命教育的推動在校園中更

如同遍地開花似的開展。許多教師都努

力將生命教育融入於所任教的科目，期

望生命教育是符合統整性、延續性、多

元性、扎根性、全面性五大實施原則（教

育部，2014），而非僅是曇花一現的，然

而，在實際操作上，確有其難度。黃德

祥、吳沐馨(2015)指出目前臺灣生命教育

實施之時多以日常經驗為生命教育的素

材，但是卻停留於生命經驗表象的討

論，很少與學童進行對生命議題的較為

深度生命智慧思考。筆者在國小任教多

年，亦深刻感覺校園中重視生命教育的

老師不少，但學生學習領域多，學習時

間被瓜分，目前國小階段生命教育未獨

立設科，生命教育須融入各領域，課程

的編排若只是蜻蜓點水，未能進行深度

的討論，是十分可惜的，因此如何能在

現有課程中，設計能夠能深入的探討以

引導學生做到哲學的思辨與探討的生命

教育的課程，便顯得十分重要。 

二、蝴蝶飼養融入生命教育課程

實施建議 

生命是個很抽象的議題，孩子尚

未經過時間的淬煉，生命經驗十分有

限，要與孩子談生命教育，若能由具

體的生命議題導入，我想更能幫助孩

子瞭解生命。筆者曾於國小擔任自然

領域教師，近年來曾經多次帶領學生

飼養蝴蝶，發覺蝴蝶是指導中小學生

研究生命科學的最佳材料，因為蝴蝶

不僅美麗，並具備了完全變態的特

質，很容易激發學生的興趣(謝承恩，

2012)，學生能透過其中的過程，對於

生老病死有深刻之體會，也更能尊重

其他人。而在四年級自然課程，每次

進行昆蟲單元時，課程內容除了介紹

昆蟲構造、食性、居住環境……相關

知識外，也學習如何飼育各類昆蟲，

例如：竹節蟲、獨角仙、紋白蝶等昆

蟲，並帶領學童進行昆蟲飼養，學童

們對於飼養活動均十分熱衷與期待。

建議教師們在最不影響自然環境的前

提之下，可以選擇校園中經常出現的

美麗鳳蝶為主題，並將原有的飼養活

動與自然知識性教學，加入生命教育

相關議題討論。如此一來，當昆蟲飼

養課程進行時除了知識性的討論，亦

有其他如：環境保育、生與死、情緒

管理、與人合作等生命議題的討論，

使學生能從體驗出發，再藉由課堂的

公共對話進行延伸跳躍性的思考，讓

學生的學習更加活潑，促使原本知識

性的自然教學更有意義，幫助孩子體

會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以及生命

態度的轉化，且在蝴蝶飼養活動的

前、中、後與學童進行深度的對談，

讓學生不只僅僅是「知道」，更要讓他

能感動、讓他願意主動將所知實際於

生活情境「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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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以實施蝴蝶飼養融入生

命教育課程，不僅僅只是飼養觀察蝴

蝶而已，建議教師們在將蝴蝶飼養活

動融入生命教育課程時，應注意下列

重點，再行規畫： 

(一) 蝴蝶飼養前 

「老師，蝴蝶怎麼養？」這是許

多學生曾經問過筆者的問題。蝴蝶也

是生命，須注意避免在飼養過程中對

蝴蝶造成傷害，反而形成了負面的生

命教育教材，因此在進行蝴蝶飼養活

動之前，對於主題蝴蝶選擇、季節性、

先備知識與飼養技巧，均需先進行規

畫，並提醒孩子對小小生命負責，進

行飼養的承諾。 

1. 主題蝴蝶選擇：臺灣舊有「蝴蝶王

國」的美稱，近年來雖然因為蝴蝶

的棲地遭受破壞、幼蟲食草不足、

民眾對於自然生態保育觀念不

足，因而造成許多蝴蝶面臨絕種或

瀕危的命運，本課程雖因自然領域

課程需要而進行昆蟲的觀察與飼

養，但是亦應注意必須將對環境的

影響減到最低，建議可以校園現有

的蝴蝶種類進行飼養觀察，或是採

用容易種植的種植十字花科或芸

香科植物來吸引蝴蝶產卵，較不建

議以刻意捕捉蝴蝶幼蟲來進行。 

2. 季節性：蝴蝶生長及繁衍有其季節

性，一般而言在春夏兩季較為容易

進行，課程進行前須特別注意課程

時間規劃。 

3. 先備知識與飼養注意事項指導：在

飼養之前務必指導學生正確的蝴

蝶相關知識，例如：毛毛蟲食草、

蜜源植物、飼養技巧等，使學童更

懂得照顧蝴蝶，幫助蝴蝶順利羽

化。 

4. 進行飼養承諾：飼養前學童須承諾

對害怕毛毛蟲的同學尊重、負起蝴

蝶負責的責任，培養正確的生命態

度。 

(二) 蝴蝶飼養中 

飼養過程中，可能會有五花八門

的問題，須注意應將人為介入因素降

到最低，重視蝴蝶的生命，並由師生

共同解決，並引導學生仔細思考，由

學生自己說出、寫出在飼養過程中的

心得與體會，以了解學生是否從中有

所獲得。 

1. 將人為介入降到最低：飼養時，在

尊重生命的理念之下，建議將人為

因素降到最低，學校若有蝴蝶園或

校園棲地，可直接於原地進行觀

察，只需使用紗網罩住，即可在低

人為因素的情況下輕易的進行觀

察。否則再改以盆栽飼養或飼養箱

飼養，並引導學生試著由校園中的

花草樹木中，尋找鳳蝶幼蟲，透過

親手飼育蝴蝶，由卵、幼蟲、蛹一

直到羽化成蟲(蝴蝶)後，野放回大

自然。 

2. 飼養問題紀錄：飼養過程中引導學

生進行仔細觀察，例如可以讓孩子

假想自己是蝴蝶，使用第一人稱日

記的方式，讓孩子對於蝴蝶更加重

視，也能用另一種角度思考生命。 

3. 飼養問題解決：飼養的問題出現，

恰是進行生命教育的好時機，需引

導學生進行討論，進行深度思考，

以提升生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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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蝴蝶飼養後 

飼養活動尾聲，將蝴蝶野放後，

教師可針對整個蝴蝶飼養過程再行回

顧，總結本主題課程，能透過深度的

思考討論，引發內心愛惜生命、保護

生命的基本信念，促進學生正向思

考、管理情緒、勇敢說愛，進而珍惜

自己的生命，也尊重別人的生命，並

可融合其他領域進行蝴蝶回顧展，製

作蝴蝶小書、戲劇表演等活動，使活

動更加完整，並作為未來規畫相關活

動之參考。 

三、結語 

筆者深深感受到透過飼養活動的

安排設計，若是能提供孩子們不同親

身體驗的活動和親眼觀察的機會，我

們就可以開發孩子最純真善良的天

性，引導孩子用正向的觀點去尊重不

同的生命個體，讓他們有機會去體驗

更美好的世界。期望增加孩子親近自

然的機會，藉由認識生活環境中常見

的蝴蝶，學習愛護、珍惜及尊重生命，

並且可以在學習如何照顧及與其相處

歷程中，體驗飼養蝴蝶成長的樂趣、

養成負責與人合作的能力與同理心，

進一步啟發他們對於生命的感知能

力，使他們了解生命的可貴，進而珍

惜生命、保護生命。 

每當進行飼養活動時，孩子們總

是小心翼翼的保護幼蟲及蝴蝶；在課

程中學生們主動的撰寫飼養日記、課

堂中熱烈精彩的討論，顯示出對於小

小生命的重視與尊重，學生透過與人

合作照顧昆蟲之中學習到珍惜自然環

境，對於不喜歡昆蟲的人也能予以尊

重，尤其有幾位學業成就不佳的孩

子，因為從中所獲的成就感而對自我

更加有自信，令我印象深刻。每當蝴

蝶順利羽化時，親手野放順利羽化的

蝴蝶時，孩子們驚喜的表情總自然展

現，溢於言表，我經常聽到孩子們在

讚嘆生命的美好，「老師！蝴蝶從蛹裡

面出來了」、「好神奇喔！」、「哇！蝴

蝶好美啊！」、「老師，牠會去哪裡？

希望牠可以順利找到對配對的蝴蝶。」

孩子們對生命應予的尊重，透過行動

付出，相信早已深植於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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