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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每一個生命都很重要，但在教育現場看到許多生命『只是在等時間過去』

而已。」台北市麗山高中藍偉瑩主任強調，這些孩子不是沒有想法，只是不自由，

就連老師也一樣，他們其實擁有熱情、才華與夢想，卻沒辦法在求學階段做自己

真心想做的事情，如果我們再不從教育去改的話，不用談競爭力，連國家生存都

有問題。（黃啟菱、王惠英，2018）。核心素養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

（以下簡稱新課綱）的發展主軸。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面對未來挑戰，

所應具備的知能與態度。著重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學以致用。無可諱言的，歷

來學校教育都太過注重於專門知識的培養，而忽略了對學生生命智慧的啟發。生

命教育的五大核心素養，就是希望能夠啟發學生對於生命的關懷與自覺，並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 

在筆者對於高級中等學校的導師、專任教師、行政人員進行一連串的訪談之

後發現：隨著少子女化的時代來臨，有不少高中職學生對於生命與自我價值感到

茫然，茫然之原因，主要來自： 

1. 家庭的支持與期望太過與不及。 

2. 學業的壓力、同儕之人際關係交互產生之結果。 

3. 先備的基礎知能不足，學習銜接與發展難以突破。 

家庭的部分，畢竟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學校對於親職教育所能施力之處較為

有限。在學業方面，國中所學知識與技能與技術型中等學校職科先備的基礎知能

之對應與銜接關係疏密不一，學生在學習時，會因為職科基礎與興趣之不同不免

產生了一些矛盾與挫折，影響自信心與人際互動。有些學生在經過訓練之後，尚

能逐步跟上進度。有些學生則是因為父母認為某些職科未來錢途光明，而被迫選

了自己沒有興趣的職科，不但學業一蹶不振，自信心大受影響，連帶而來的，對

於自己的未來茫然不知所措，取而代之的，不是沉迷於次級文化，產生反社會行

為，影響人際關係，甚至自我放棄，大好青春因之蹉跎，十分令人惋惜！而普通

高中學生雖然多以升學為取向，每班也都難免有一些同學似乎對升學也興趣缺

缺，甚至覺得來學校只是為了完成父母的期望，虛度光陰。對於未來，也不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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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本文主要探究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實施生命教育與自我價值之現況，以作為新

課綱生命教育實施之參考。 

二、新課綱生命教育於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之學分差異與問題 

筆者觀察新課綱關於生命教育課程之學分規劃時，發現了一些問題：新課綱

的生命教育課程在普通高級中學的規劃佔了一學分，屬於必修學分。在技術型高

中、綜合型高中、單科型高中的規劃也佔一學分，卻是選修學分。為何相同年齡

的學生，對於生命的自覺與發展都有著相同或類似的問題，在新課綱中的課程規

劃上卻有著差別待遇？加上新課綱中，對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生命教育的課程規

劃內涵包含以下諸多深奧內涵：如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生死關懷、倫理思

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科技倫理、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這些內容涵

蓋層面深度廣度俱足，對於很多老師來說，在師培時期培訓單位並無規劃生命教

育學分，對於這些領域也頗感到學養不足，教學與融入時難免感到困難，更何況

生命教育需要透過很多校內外的活動體驗才能理解，三年段只上一學分就夠了

嗎？這一學分就能讓他們對生命教育理解與實踐嗎？ 

三、實施生命教育所面臨到之問題 

(一)對於生命教育的內涵卻缺乏具體的共識 

筆者搜尋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得到 771 篇，由這些論述和研究可

見，學者專家對生命教育的詮釋是多面向的，或著重生理健康，或著重心理調適，

或看重生命發展，或強調生涯志業，或對焦於生死教育，或死亡教育、或重視精

神宗教。因而生命教育的推動有健康教育、倫理教育、人格教育、全人教育、發

展教育、生涯教育、生死教育、生活教育、環境教育、宗教教育等主張，其所關

心的生命，除個人自己之外，還要關注自己與他人的生命關係，自己與生存環境

的關係，個人的心靈信仰和宗教，並於其中找出個人生命的出路。其範疇涉獵廣

闊，每一個向度都需要專業，師資培育中，老師所受的訓練不足，該如何教呢？ 

(二)生命教育所涉及之許多學理與教學素養，是現行師資培育制度中所缺乏的 

教育部根據孫效智（2004）所規劃的高中生命教育課程，以三大核心議題為

課程主軸，提供教師於課程教學與發展之用，其內涵包含以下三點：  

1. 終極關懷與實踐：包括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和生死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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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倫理思考與反省：包括倫理思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科技倫理。  
3.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包含了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 

由以上生命教育之內涵得知，諸如：倫理學、生死學、宗教學等哲學問題，

多半教師在師培時期師培機構並無安排這些課程，教師參與的也是零星的生命教

育相關研習，並無充足完整的生命教育教學概念，教師對於生命教育的指導經常

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 

(三)以「融入」的方式進行，容易流於自由心證 

並非每種科目都適合「融入」生命教育，有些知識性學科，本身已具系統性，

如：數學、物理、化學……等，要牽強附會式地融入，似乎也沒必要。加上每位

教師的生命素養不同，融入的能力、意願和內容多少也難免參差不齊，甚至融著

融著就消失了。就目前新課綱對於生命教育的課程規劃之內容觀之，實施生命教

育課程時需具備道德哲學、生命倫理學、婚姻哲學、婚姻倫理、資訊倫理、科技

倫理等等背景知識，並非每位老師都有這樣的教學素養。而「生命教育」不僅概

括倫理方面或爭議性的公共議題之批判思考，還包含詮釋生命意義、人生信念、

生死關懷、幸福定義與至善理想、美感教育與人品涵養等傳統知識性學科所欠缺

的重大生命課題，這些重要的哲理，並非說「融入」就能融入的。 

(四)生命教育缺少跨界合作 

生命問題起於家庭，發展於學校，終於社會。在教學現場，筆者很清楚地看

到許多家庭教育正常的學生，在校表現較能呈現正向發展。反之，有不少行為異

常的學生，探其問題根源，則發現其問題源自家庭。有些問題經過親師溝通，尚

能有一些成效，有些問題則因為一些特別的家庭因素，影響了學生在學校學習狀

態，即使社工介入，成效也十分有限。若能藉由社會各界成功人士的生命經驗分

享，可以讓學生感觸深刻，而激發生命自覺。但是在這個資訊傳播迅速的時代，

新聞媒體報導內容參差不齊，在思辨能力尚未建立之前，也可能產生一些無法預

期的生命問題。 

四、解決之道 

(一)生命教育的課程規劃需要調整 

生命教育的核心素養強調培養思辨能力，目前新課綱規劃的內容頗能切中要

點，但是在內容上應考慮到授課時間與教師與學生生命教育素養之基礎是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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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才不致流於形式。目前只有普通高中將生命教育列為必修，而技術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單科型高中的學生也有提升思辨能力的需求，卻只能選修，疑似忽

略了生命教育在後三者高中學生之必要性。 

(二)全面性培訓生命教育師資 

生命教育內含包羅萬象，在各個學習階段該教那些？該教多少？尚無明確指

標。若要適當融入各科，融入那些內容？如何融入？各科教師也應要有充足的認

知與信念，才能提升生命教育的質量。故全面性培訓生命教育職前與在職師資是

迫不及待的工作。 

(三)生命教育需以系統化架構為主，輔以各科融入式教學 

生命教育各校使用之人力資源、教材、教法皆不相同，是否能夠達到部定總

體目標？尚無檢核標準。在起點不一的情況下，高中、大學再接續頗具思考性與

爭議性的倫理哲學內容，其系統性架構之完整性，有待商榷。故建立一個較為明

確的系統性架構，再輔以各科融入方式，有助於提升生命教育的質與量。 

(四)生命教育需跨領域合作 

生命教育是整體教育問題及重大社會問題，吾人皆知：「預防重於治療。」，

但經常是學生出現生命問題時，才採取危機處理，經由訓導和輔導手段，進行補

救，如此一來，只是窄化生命教育之意義，處理成效自然相當有限。生命教育應

當成為正式課程，課程經由整體之規劃、設計與實施，才有助於提升學生解決所

面臨的生命問題。 

生命教育課程的有效實施還需要其他教育面向的支援，例如行政、輔導、經

費、活動、人力等，才能對學生的生命發揮整體力量。生命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

而學生在學校顯現的生命問題，常來自於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學校、家庭、社會

和其他機構協力合作，才能有效實施生命教育。如果家庭與社會無法提供正向教

育，學校教育能施力之處也會受到侷限。 

五、結語與建議 

(一)結語 

  如何培養學生面對與解決生命問題，以提升自我價值？就學校能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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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期待新課綱能重新思考與調整高中階段生命教育的內容、課程規劃、學分數、

學分必修性、師資……等，在規劃前建立生命教育的評量系統與相關配套措施，

應該是最實際的作為。 

(二)建議 

1. 對主管教育機關之建議： 
(1)調整生命教育在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為 6 學分。 
(2)將技術型高中、綜合型高中、單科型高中之生命教育學分列為必修。 
(3)廣泛且有計畫地培育生命教育的師資，以提升生命教育的授課品質。 

2. 對學校之建議： 
完整建構兼顧主體性、有特色、跨領域與系統性融入的生命教育課程架 
構與教材。 

3. 對教師之建議： 
積極進修生命教育專業知識，建立生命教育社群，分享教學經驗與評量 
學生生命教育的起點行為，在班級經營與個案輔導中適時融入生命教 
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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