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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教育融入國小教學─以低年級學生為例 
黃宥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部為宣示重視生命教育之推動，於 2001 年宣布該年為「生命教育年」，

規劃從小學到大學十六年一貫的生命教育實施，奠下我國推動生命教育之重要里

程碑。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其十二項核心素養中，尊重生命為從觀察與分享對

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中，培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情懷，進而

體會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教師可以透過綜合領域課程實施生命及死亡教

育，教導學生體會生命的價值，進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 

陳錫琦（2003）發現，第一次經驗死亡的年齡以第一次經驗死亡經驗的年齡，

以 7 至 12 歲最多，而此階段孩子就讀國小。在面對死亡的環境中，成人因心理

較成熟，都有自己哀悼與抒發的方法，然而孩子年紀還小，他們會模仿與學習成

人的行為表達與觀念。因此，孩子們在面對死亡的悲傷情緒，除了透過至親的陪

伴、引導外，教師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教學活動設計 

低年級教師運用繪本教學與學生談死亡教育，教師透過《豬奶奶說再見》、《獾

的禮物》兩本繪本內容引起學生興趣，學生在聆聽繪本故事時，將故事劇情中的

內容和自我生活經驗做結合，讓孩子與書本主角及劇情產生情感共鳴，這些都是

孩子在面對處理情緒時最佳的心靈處方箋。教師藉由課程讓學生能坦然面對生命

中的生、死、離別，了解愛與悲傷的感受，也希冀能引導學生用想念取代哀傷，

用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未來，更懂得珍惜與把握生命的寶貴與美好。 

(一) 第一節課教學流程：繪本閱讀趣-豬奶奶說再見(親情)、敬老狀況劇 

師生於《豬奶奶說再見》繪本文意導讀與討論後，進行敬老狀況劇，教師請

學生分組合作設計劇本並上台演出，劇本內容以在生活中有哪些時候可以身體力

行孝親或幫助長輩為方向。小組在演出時，戲劇內容須呈現人物、地點、發生什

麼事情以及如何身體力行或幫助長者。 

策略：討論教學、實作、體驗、分享。 

第一節課教學目標：學生能專心聆聽故事，並針對《豬奶奶說再見》故事內

容進行討論與分享。在討論的過程中讓學生能了解什麼是死亡，並了解死亡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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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最後階段，降低對死亡的恐懼。接著透過狀況劇的設計，讓學生以了解如何

以實際行動關心並尊敬長輩。 

    教學放大鏡（教師觀察）：教師在說故事的同時，已有幾個學生默默在擦拭

自己的眼淚，事後也和老師表示故事內容讓他們想起自己的長輩，也很擔心自己

像豬小姐一樣，沒有豬奶奶的陪伴。但是上完課後，她們了解死亡是人生的必經

階段，她們也會用積極樂觀的態度陪伴長輩。接著，在進行敬老狀況劇時，學生

熱烈討論，並上台表演，能說出在生活中有哪些時候可以身體力行孝親或幫助長

輩為方向（如：搭捷運時，可以讓座給年長的人；年長的人跌倒了，要趕快請其

他大人幫忙等）。 

(二) 第二節課教學流程：繪本閱讀趣~獾的禮物、愛要大聲說 

師生於《獾的禮物》繪本文意導讀與討論後，進行愛要大聲說，請學生分享：

你最喜歡跟祖父母做什麼事情？你想對祖父母們說哪些感謝或關心他們的話？ 

策略：討論教學、實作、分享。 

第二節課教學目標：學生能專心聆聽故事，並針對《獾的禮物》內容進行討

論與分享。在討論的過程中，讓學生能了解對待他人應以不求回報的心態真心幫

助朋友或親人，並能珍惜與朋友或親人相處的光陰。在愛要大聲活動中，學生藉

由細數自己與祖父母們的相處時光，具體說出感謝或關心祖父母的行為，此外瞭

解透過打電話、寄信、視訊、e-mail 等方式以實際行動關心對長輩的關懷與感謝。 

    教學放大鏡（教師觀察）：在進行故事內容討論時，學生覺得獾是一個講信

用又善良熱心的動物，牠不但會教牠的朋友事情，也會主動幫助朋友。雖然獾死

了，大家很想念他，但他們都用更積極的態度過生活。接著，進行愛要大聲說活

動，學生踴躍舉手表達對自己長輩的愛與關心。 

(三) 第三節課教學流程：腦筋急轉彎、愛的延長信 

教師請各組學生腦筋急轉彎討論：1.有哪些方式可以讓我們遠離親人離去的

悲傷。2.人的生命有限，請各組討論有哪些事情是我們現在應該要把握當下，積

極去做的事情呢？接著再進行愛的延長信活動，學生化為書中角色並寫一封信與

其他角色對話，藉此讓學生學習《豬奶奶說再見》與《獾的禮物》這兩本繪本所

要傳達的精神，用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死亡。 

策略：討論教學、實作、體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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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教學目標：學生能用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死亡、能用樂觀正向的態

度面對身邊的人離世。了解生命有限，進而把握當下、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教學放大鏡（教師觀察）： 一開始，學生在討論的過程中，踴躍分享自己心

愛的寵物或是親人離開自己的經驗。此外，許多學生都能具體說出若自己是獾，

希望朋友們能夠平安健康，過精采的生活，不要為自己的離開而難過。 

    課程結束後，家長與教師分享學生在家會說出即將要和好友分班的心境，並

表示自己會如同豬小姐和獾的朋友一樣，雖然豬奶奶和獾都不在身邊，但是他們

並沒有陷在悲傷的情緒裡，反而用正向積極的態度面對離別。 

三、結語與省思 

(一) 繪本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閱讀能讓學生的生命增添豐富感，並厚

植學生迎向未來的能力。繪本的內容豐富，題材廣泛，不論是故事內容或插畫表

現，皆可以提供學生無限延伸的教材。繪本的故事具有教育導向，在教學時融入

各科課程一直以來深受學生喜愛，藉由「豬奶奶說再見」與「獾的禮物」兩繪本

高潮迭起的故事劇情及老師引導討論等活動設計，讓學生們學習到死亡教育的知

識內涵。 

(二) 幫助學生澄清及了解死亡議題 

有關「死亡」這個語詞，向來均忌諱討論。孔子曾說:「未之生，焉之死。」

生命有生自有死，是自然法則，人人都無法避免遇到親人或是寵物的死亡，我們

應該擺脫過去的文化忌諱，協助學生認識生命教育。年紀越小的孩童越難以面對

死亡與克服內心的悲痛，當學生發生朋友或親人死亡之重大傷害時，身為導師的

我希冀利用此課程幫助學生坦然面對身旁至親的離去，讓學生真正理解生命的終

結和存在，對人生的意義有更多的深入思考。 

(三) 從做中學了解死亡教育的意涵 

林季玲（2009）研究發現教師透過課程引導學生以正向的態度面對生死，有

助學生提升正向的生死觀。「敬老狀況劇」活動，讓學生組內討論生活中有哪些

地方可以實際身體力行幫助長輩，討論後，組員透過演戲的方式呈現所討論的內

容。「愛要大聲說」，讓學生回想與祖父母相處的情形，進而感受長輩對自己滿滿

的愛，並在討論中了解在平時可以透過話語關心、奉茶、陪伴散步、幫忙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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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長輩不在身旁，亦可打電話、寄信、視訊、e-mail 等方式表達對長輩的關懷與

感謝。希冀學生在親身體驗中，養成孝順勤勞的好品德，領悟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四) 學生透過認識死亡的意義，降低死亡所造成的心理創傷 

陳淑霞（2002）研究指出在死亡事件的經驗中，假使未得到適時的輔導，其

內心受到創傷隱藏於心中，將會引發更多對死亡焦慮與恐懼的情緒，更有可能影

響其一生的行為與思想。學生面對至親的死亡，悲傷程度極高，他們的悲傷、焦

慮是需要被瞭解並需要讓他們適時表達悲傷情緒。在親人尚未往生之前，藉由預

防性的說明與支持，讓學生們了解死亡、接受人會死亡的事實，對學生的影響將

會較正面。在親人往生後，教師最需幫助學生接受死亡的事實，耐心陪伴他們，

予以即時的支持，也可以鼓勵學生用他們熟悉的方式表達情緒，敞開心胸和我們

一起分享心中的痛苦。透過協助學生將負面的情緒降到最低，坦然面對死亡的過

程，讓喪親的過程中避免遺憾與內疚的產生，藉由轉化學生對已逝親人的愛，減

低學生的心理衝擊，在日後的成長過程走向正面的發展。 

(五) 了解人和人相處時間的有限性，進而把握當下 

學生在二年級升上三年級時，將會面臨好朋友到三年級與自己各分東西到不

同的班別，而產生不捨的情緒，藉由此次的課程設計可以讓學生把握當下，利用

每天在一起上課的時間，共同創造美好的回憶，把握當下、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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