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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生死教育課程介入，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之立即

性及持續性影響。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適當建議，以供學校相關單位及教師

實施生死教育之參考，並協助原住民高中生建立積極正向的人生觀。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進行，以屏東縣來義高中一年級兩個班為研究對象，

樣本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組接受研究者所設計之十六週生死教育課程，控

制組則否。 

 

本研究主要評量工具為「生命意義問卷」，兩組學生分別接受前測、後測、

追蹤測，所得量化資料採「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進分行統

計分析，α值皆定為 .05，據以考驗各研究假設，以回答研究問題；並分析質性

資料，共同解釋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對生命意義總分，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

且具有持續性的影響。 

二、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對求意義的意志，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 

     且具有持續性影響。                

三、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對存在盈實，在量化分析上，未具立即

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質性分析中，有部分學生呈現持

續性影響。 

四、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對生命目的，在量化分析上，未具立即

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質性分析中，有些學生呈現持續



性影響。 

五、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對生命控制，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 

 但卻具有持續性影響。  

六、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對苦難接納，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且

具有持續性影響。 

七、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對死亡接納，在量化分析上，未具立即

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質性分析中，也有些學生呈現持

續性影響。 

 

  關鍵字：生死教育課程、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mediate impacts and 

continual effects that life-and-death education program had on the meaning of life to 

aboriginal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 some concrete 

and pertinent suggestions were submitted for teachers and schools concerned to refer 

to in demonstrating life-and-death education program; furthermore, with a view to 

helping aboriginal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t up a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their life. 

 

To achieve the purposes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Two classes of students in the same grade from Lai-Yi Senior High School were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taking a 16-week life-and death education 

program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and a control group, not taking the program. 

 

The major measurement tool of this study was a questionnaire to survey students 

on the meaning of life. With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taking pre-test , post-test , 

and trace-test, the quantitave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by the method of ANCOVA 

One-way Analysis of Covariance. Cronbach’s alpha was set on the scale of 0.5, for the 

purpose of testifying all hypotheses to analyze qualitative data and explai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 

 

Consequences of this study are listed below： 

 

1.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immediate and evident effects on their score about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effects were continually on, after taking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program. 

 

2. After taking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progra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immediate and evident effects on their will in search of meaning of life. 

 

3. After taking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progra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immediate and evident effects. Quantitative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either 

presented instant and obvious effects on the reality of existence, nor did they show 

continual effects. However, qualitatively, some of them did.  

 

4. After taking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progra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immediate and evident effects. Quantitative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either 



presented instant and obvious effects on the purpose of life, nor did they show 

continual effect. However, qualitatively, some of them did. 

 

5. After taking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program, thoug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idn’t show immediate and clear result on the control of life, they still showed 

continual effects. 

  

6. After taking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progra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immediate and evident effects on the adoption of suffering, and the effects were 

continually on. 

 

7. After taking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progra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immediate and evident effects on the adoption of death . Quantitative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either presented instant and obvious effects on it, nor did they 

show continual effects. However, qualitatively, some of them did. 

 

Key words：life-and-death education program, the aboriginal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aning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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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整個世界都面臨了價值混淆、觀念模糊的危機當中，

人們對生活充滿迷失，對生命的價值感到迷惘，適應困難的人普遍增加，而成長

中的青少年在自我認同與自我概念的發展過程裡，很容易在這多元紛亂的社會價

值觀中迷失了自己，甚至輕忽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依據衛生署公佈民國九十四年

國人十大死亡原因，自殺已列為排行榜的第三名，而青少年自殺死亡人數有逐年

上升的趨勢，可見許多青少年在生命中遇到挫折，面臨人生難題時，往往選擇自

殺來逃避現實，這種輕易放棄生命的現象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教育部訂定民國九十年為「生命教育年」（教育部，2001），希望能透過適切

的措施，讓每個學生認識自我，尊重他人，激發生命的潛能，勇於面對人生的真

實，以建構生活的意義，具備求生的勇氣，認知死亡的智慧，更進而培養生死之

間安身立命的能力。而且目前教育部公布民國九十五年實施高中生命教育類選修

課程，訂定八項學習領域，分別為「生命教育概論」、「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

生」、「生死關懷」、「道德思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與科技倫理」

和「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教育部，2006），希望能透過教育的課程，讓高中學

生了解生命的意義，澄清生命的價值，確立人生目標，做好人生規劃，進而增進

生活品質，並提昇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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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死亡就是體會生命，透過思考死亡，將對死亡的覺知融入生活，使人活

得更積極。青少年若能從小開始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

值，熱愛並發展個人獨特的生命，就會對生命更為看重，有信心找到生命的真義。

因而能更肯定自我的價值與存在感，順利渡過青春風暴期，珍惜生命，爲自己而

活，做自己的主人。 

 

原住民是台灣少數族群，目前有十二大族群，歷來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對於

社會組織、文化內容等面向已有相當基礎，但想要規劃出良好適宜的原住民教育

措施，落實原住民教育改革的理想，一些與教育相關的問題，都亟待做進一步的

研究與釐清。台灣原住民教育政策，基本上強調原住民接受教育的機會均等，在

實際措施上也加強教育環境與設施，並提供教育特殊優惠與保障，同時也企圖以

社會福利來消除不平等現象（張建成，2000）。 

 

台灣原住民族群每個族群因其歷史淵源、文化傳承、地理環境、生活模式不

同，各有其相異的特質和精神，因此在教育的調適上，不宜視為一個同質性團體

來認識與理解。 

 

原住民排灣族父母非常尊重子女，並給予子女極大的自由（周德禎，2001）。

父母管教子女的態度與方式也比較放任，不太約束子女，讓子女自由發展，子女

到了青年期的自我發展心理時期，倘若沒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自我追尋與自我

肯定未能統合順利，生活缺乏目標，就會徬徨迷失，此時若沒指導他們建立正確

生活態度，做好生涯規劃，就容易養成消極的人生態度。 

 

生命意義的自我追尋與肯定以及存在的超越，都是生命意義最高層次心靈

的探索（何英奇，1990），需要長時間的沉澱與思考，才能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

與目的，教師若能在青年時期給予原住民高中學生適時適度的教導，使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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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及生命價值觀，並妥善規畫自已的人生，完成生命任務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原住民高中生的生死教育有實施的必要性。 

 

屏東縣立來義國民中學創立於民國五十七年，位於屏東縣大武山下，學生大

多來自來義鄉，來義鄉人口約八千人，為全縣最大的排灣族鄉。但學生國中畢業

後，意欲繼續升學者，都得負笈平地就讀高中職，不僅增加家長經濟負擔，學生

也因日常生活乏人照顧，行為易出現偏差。政府爲改善弱勢族群教育，保存原住

民文化，培育優秀原住民人才，因此，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在九十一學年度由

來義國中改制，增設高中部，成為全國唯一的原住民排灣族完全中學。目前國中

部有十三班，男生 227人，女生 198人，共計 425人；高中部有十班，男生 137

人，女生 115人，共計 252人；高三及高二各有三班，高一有體育班一班、舞蹈

班一班、普通班兩班（屏東縣來義高中，2005）。 

 

接受現代教育制度的原住民排灣族高中生，在經過生死教育課程的實施後，

對他們的生命意義是否有影響？個人認為值得研究。而研究者希望對排灣族的教

育有更多的了解，期能幫助原住民排灣族高中生了解生命的意義，並建立正向積

極的人生觀，以提供學校相關單位及人員實施生死教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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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生死教育課程介入，探討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之立即性與持續性

影響，以協助學生建立積極的人人人人生觀。其目的如下：       

 

一、探討生死教育課程介入，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之立即性影響。 

二、探討生死教育課程介入，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之持續性影響。 

三、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適當建議，以供學校相關單位及教師實施生死教育

之參考，並協助原住民高中生建立積極正向的人生觀。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待待待待答答答答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一、生死教育課程介入，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之立即性影響為何？ 

二、生死教育課程介入，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之持續性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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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一、接受生死教育課程的實驗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其「生命意義問卷」以前測

做共變量之後測結果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1：實驗組學生「生命意義總分」以前測做共變量之後測結果與控

制組比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1-1：實驗組「求意義的意志」以前測做共變量之後測結果與控制

組比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1-2：實驗組「存在盈實」以前測做共變量之後測結果與控制組比

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1-3：實驗組「生命目的」以前測做共變量之後測結果與控制組比

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1-4：實驗組「生命控制」以前測做共變量之後測結果與控制組比

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1-5：實驗組「苦難接納」以前測做共變量之後測結果與控制組比

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1-6：實驗組「死亡接納」以前測做共變量之後測結果與控制組比

較具顯著差異。 

 

二、接受生死教育課程的實驗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其「生命意義問卷」以前測

做共變量之追蹤測驗結果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2：實驗組「生命意義總分」以前測做共變量之追蹤測結果與控制

組比較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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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2-1：實驗組「求意義的意志」以前測做共變量之追蹤測結果與控

制組比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2-2：實驗組「存在盈實」以前測做共變量之追蹤測結果與控制組

比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2-3：實驗組「生命目的」以前測做共變量之追蹤測結果與控制組

比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2-4：實驗組「生命控制」以前測做共變量之追蹤測結果與控制組

比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2-5：實驗組「苦難接納」以前測做共變量之追蹤測結果與控制組

比較具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 2-6：實驗組「死亡接納」以前測做共變量之追蹤測結果與控制組

比較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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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名詞界定名詞界定名詞界定名詞界定    

    

一一一一、、、、生死教育課程生死教育課程生死教育課程生死教育課程    

 

本研究所指的生死教育課程，是研究者閱讀相關論文、研究報告後，所自編

的一套以適合高中生生命意義為主題的實驗教學課程，此課程共有十六個教學單

元，為期十六週，每週一節課，每節五十分鐘。 

 

本研究生死教育課程單元名稱為： 認識自己、生命的循環、揭開死亡的面

紗、生命從何而來、我如何看待自殺、我對死刑的看法、生命何時結束、老人安

養問題、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當生命結束時、預立遺囑、  器官捐贈、墓誌銘、

生命的禮讚、生涯規劃、自然生態與我。 

 

二二二二、、、、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高中生    

 

本研究所稱之原住民是指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台灣原住民族共有十二個部

族，分別為泰雅、賽夏、布農、鄒（曹）、魯凱、排灣、阿美、卑南、達悟（雅

美）、邵族、葛瑪蘭族和太魯閣族（原住民委員會，2006）。目前全台灣原住民族

總人數約 39 萬人，占台灣地區總人口的 1.71％。原住民族目前仍保有自己的語

言、風俗習慣和部落結構。 

 

本研究以原住民排灣族青少年為主，係指屏東縣來義高中九十三學年度年齡

介於十六到十七歲之間的高中一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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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生命意義生命意義生命意義生命意義    

 

生命意義是指個人對自己生命之意義與目的之知覺與感受的程度（何英奇，

1988）。Frankl 認為「生命意義」會因人、因時、因地而獨一無二，且各有不同（趙

可式、沈錦惠譯，2003），藉此獨特使命，導引個體生活方向，為個體生命負責。 

 

本研究所指的生命意義，係指何英奇（1990）之「生命態度剖面圖」六個因

素，其內容為「求意義之意志」旨在測量個人企求尋找自我存在的意義與目的、

「存在盈實」旨在測量個人是否有因缺乏生命的意義、人生目的，和感受游離性

空虛、焦慮所引發存在的挫折之程度、「生命目的」旨在測量個人是否具有明確

的、熱望的、有意義的人生目的，並對其生命的目的感到滿意的程度、「生命控

制」旨在測量個人能自由作生命抉擇與生命負責的程度、「苦難接納」旨在測量

個人瞭解苦難的意義及接納苦難的考驗之程度、「死亡接納」旨在測量個人對死

亡不會恐懼焦慮的程度。受試者在此六個因素上所得的分數而言：得分高者，表

示受試者感到其生命較有意義；得分低者，表示其生命意義較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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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在探討有關原住民文化與青年心理發展、生命意義與本研究生死教

育之課程設計。全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原住民文化與青年心理發展：探討原住

民歷史文化之發展、排灣族文化之內涵及青年心理發展。。第二節為生命意義治

療理論: 探討人的概念、意義治療法的哲學基礎及其相關研究。第三節為生死教

育課程之設計: 探討生死教育之意義、內涵、目標，並說明本研究所設計生死教

育課程與原住民傳統文化結合之理念。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原住民文化與原住民文化與原住民文化與原住民文化與青年期心理發展青年期心理發展青年期心理發展青年期心理發展    

    

一一一一、、、、原住民歷史文化原住民歷史文化原住民歷史文化原住民歷史文化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省思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省思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省思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省思    

 

台灣島上的原住民族別繁多，來台灣的時間也有先後的差異，根據語言學者

研究，至少可以分為以下幾批，最早一批為泰雅、鄒、邵族與「西北支」，來台

時間約在 6500 年；第二批為排灣、卑南、魯凱族，來台時間約 5000 年；第三批

為西拉雅族、阿美族，來台時間約 4000 年前；第四批為葛瑪蘭族來台時間約 3000

前；第五批為凱達格蘭族，來台時間約 2000 年前：第六批為猴猴族，距今為 1000

年前；最後為達悟族；來台時間不超過 500 年前。（許雅芬等，2002） 

 

1924 年荷蘭人在在安平建立熱蘭遮城，展開為期 39 年的殖民統治事業。1926

年，西班牙人也派兵進佔基隆，建城聖薩爾瓦多。在荷西時期，殖民政府常利用

軍事、宗教手段雙管齊下，建立統治秩序（許雅芬等，2002）。這些殖民官員與

傳教士，都留下了許多文獻記載，成為我們了解早期原住民歷史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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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中，鄭成功在 1661 年率軍攻打安平，將明代的典章制度在台灣延

續。1683 年，清朝平定三籓後，將台灣納入版圖。清朝官方對高山原住民的政策

是設置番界，防制生番出草殺人，影響平地治安，但對於生番的居住地置之不理。

同治十三年，發生牡丹事件後，清朝開始警覺生番地區的重要性，於是以軍力為

後盾，積極開拓番地，將原先的化外之地都納入版圖（許雅芬等，2002）。在短

短數十年間，台灣歷經多次的政權交替，原住民的生活文化也受到莫大的衝擊，

漸漸結束了部落自治的狀態。 

 

西元 1895 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將台灣「番

人」視為低下生物，一方面殺戮掠奪；另一方面又實施教化，企圖讓他們成為高

山上的「人種」。許多部落更是強制遷離原本生活的地方，嚴重的破壞了原住民

依附在土地上的文化，離鄉背井的原住民，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原住民社會也就

快速的崩解。原住民與日本警察之間時常發生衝突，其中最激烈也最具代表性

的，當屬 1930 年的霧社事件。（許雅芬等，2002） 

 

台灣光復後，對於原住民的政策雖較以前寬大，但在漢文化本位的影響下，

仍以同化為主要目標。而原住民的文化、語言和歷史背景，都與漢人相差很大，

同時又因原住民大量遷入都市，以及教育普及等因素影響（李亦園，1982），傳

統文化流失更為快速。 

 

現在的原住民大部分都信奉上帝，基督教在部落裡傳佈教義，對於原住民傳

統的文化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例如基督教中禁止崇拜偶像與異教神靈，雖然與

傳統的原住民信仰產生牴觸，但在現代的原住民文化禁忌中，教會提供自殺家屬

及雙胞胎家庭等的出口，在死亡祭儀中成功的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成為部落公共

事務的重要主導力量（許功明、柯惠譯，1998；許雅芬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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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來的文化衝擊著原本寧靜而傳統的生活，徜徉在山林與海濱的原住民也

開始走入大社會，他們以優異的天賦融合傳統與現代，在運動場上、藝術上與歌

壇上，吸引眾人的目光，豐富我們的心靈。 

 

目前原住民在文化上，除漢化持續作用外，因文化隔閡而造成的適應不良，

也影響了原住民在大社會的競爭力，而漢人對原住民的歧視與偏見，在多元文化

社會的當代，也逐漸改善當中。現在原住民的處境，包含階級與文化等多重因素

交互的影響，文化的傳承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全球的原住民都面臨著相似的命運，人口相對稀少、土地趨於縮減、語言逐

漸失落、社會制度及風俗習慣瀕臨瓦解等困境，這些事實顯示原住民成為弱勢族

群。台灣的原住民族在移民、拓墾、統治等外來力量的支配下，逐漸喪失主權，

成為強勢族群擄掠的對象。這種現代化過程中的弱勢，使得原住民教育始終處在

一種受宰制、依附性的地位。不但學校教育摒棄其傳統文化，教學環境也多疏離

族群文化背景，以致造成學生適應不良和低教育成就。而同化政策的長期主宰，

更使得原住民族深陷低自我認同、文化臍帶斷裂、文化傳承式微的困境。（譚光

鼎，2002） 

 

目前在多元文化教育下成長的原住民青少年，由於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衝

擊，普遍缺乏自信心，他們對於社會的認定有強烈的不安定感（譚光鼎，2002）。

而且在社經地位上，家長大多屬於基層勞力工作者，往往因為職業傷害（張建成，

2000），使他們提早面對生命中的苦難與死亡，因此，研究者希望他們在生死教

育課程中談生論死後，能更加肯定自己，並體認生命的意義，建立更積極的人生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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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排灣族文化排灣族文化排灣族文化排灣族文化    

 

（（（（一一一一））））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排灣族居住於屏東縣的八個山地鄉與台東縣大武太麻里鄉一帶，人口約六萬

人。根據學者的分類，分為拉瓦爾群( Raval )與布曹爾群( Vucul )。其中三地門鄉

屬於前者，其他鄉鎮屬於後者。另一種分類方式以地域為原則，分為北、中、南、

東排灣。由於地域上的不同，在文化與生活習性上呈現了不同的面貌。如拉瓦爾

群與魯凱族為鄰，因此在文化的表現互相影響、重疊。東排灣與阿美、卑南為鄰，

吸納了兩族文化融入自主的排灣文明裡。南排灣與阿美、平埔為鄰，生活習俗、

服飾上亦有跡可循。（潘立夫，1996；許功明、柯惠譯，1998；許美智，2000） 

 

（（（（二二二二））））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社會組織    

 

排灣族是個階級分明的族群。分為頭目、貴族、勇士、平民四個階級。頭目

為世襲制，擁有土地、獵區、河流。平民為佃農，須向頭目租地耕種，並於收成

時納貢於頭目，頭目家族中以長嗣繼承，其餘兄弟姐妹為貴族。貴族以上的階級

擁有華麗的服飾及門楣雕刻的權利。勇士階級為有特殊功績或才能的平民家族，

在部落裡亦受族人敬重，如雕刻師、狩獵英雄。挑灣族是民情純樸、肯吃苦、族

性團結、和諧、重視傳統倫理及部落道德規範、禮遇部落精神領袖（頭目）的原

住民族。（潘立夫，1996；許美智，2000；周德禎，2001） 

 

（（（（三三三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宗教信仰    

 

超自然與多神祇的信仰是排灣族的宗教觀。萬物有造物主，河流、山川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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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神祇，家屋也有守護神。而與人最親近的則是祖靈信仰，貴族將祖靈信仰

與家族起源傳說表現在家中的雕柱，平民則表現在衣飾的織紋與刺繡上面。祖靈

與超自然的神祇有好、壞之分，善靈受人敬愛，惡靈敬而遠之，但同樣都要祭拜。 

（潘立夫，1996；許功明、柯惠譯，1998）    

    

（（（（四四四四））））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原住民將死亡分為善死及惡死，死於家中有親戚陪伴的就是善死，死者可以

一般的喪葬儀式辦理，原住民常將屍體埋在自家正屋的地板下，等到埋滿之後，

再找新的地方搬遷。但如果是被人殺害或是自殺、難產而死就屬於惡死，死者的

遺體會被就地掩埋，所有物品全都丟棄，為的是避免死者的靈魂回到部落危害他

人。（潘立夫，1996；許功明、柯惠譯，1998） 

 

 

周德禎（2001）認為，今日的排灣族，不僅要面對自己母文化的傳承，也要

面對漢文化作調適因應，並且更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世界全球化趨勢的挑戰，為了

要完成這樣多面向的時代任務，原住民教育必須首重向下紮，做到族群的認同、

維持母文化的存續與族群力量的凝聚；然後又必須洞察台灣整體社會發展，培養

下一代系的鍛鍊和考驗，為成為世界文化共存共榮的一環而努力不懈。 

 

 

本研究認為有怎樣的思想，就有怎樣的生活；目前原住民排灣族教育青年的

目的，在於培育具有適應現代生活能力的人。研究者希望透過生死教育，能將原

住民排灣族傳統精緻文化與現代生活契合，讓原住民排灣族教育青年認識自己存

在的意義與價值，他們才能自在快樂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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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青年期心理發展青年期心理發展青年期心理發展青年期心理發展    

    

                青年期本身有時被細分為三個時期，包括國中階段的青年早期、高中階段的

青年中期及以後的青年後期，本研究原住民高中學生即為青年中期階段。有關青

年期重要學說僅就 Erikson 的自我認證論及 Havinghurst 的發展任務論來說明： 

 

（（（（一一一一））））Erikson Erikson Erikson Erikson 的自我認證論的自我認證論的自我認證論的自我認證論    

 

Erikson 思想的發展源自於精神分析論，但在青少年發展與輔導研究上，其

所創立的心理社會論受到極高的評價，且被視為是與精神分析論有所不同的獨特

理論體系。(黃德祥，2002 ) 

 

    青少年期的心理社會危機即辨識(認定)對角色混亂；若個人對自己的瞭解深

刻，知悉個人應扮演的角色，並知道人生的意義與方向，將有助於個人價值體糸

的形成，使個人的生活哲學得以建立，並使人生具有目標與方向，不至於迷失或

產生混淆。在青少年階段中他們必須對宗教信仰、性倫理、人生價值等作各種選

擇，否則會形成負向的自我認定，而迷失自己或逃避責任。青少年也需要辨別是

與非、善與惡，以建立自我的「意識型態」，並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糸。 

    

 從 Erikson 的理論看來，青少年期的心理社會任務包含三點要義(張春興，

1991)： 

1. 1. 1. 1. 自我認同自我認同自我認同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是一種個人自我一致的心理感受，因青少年期開始後，身心

發生很大的變化，個人於是開始思考「自我」的問題：「我是誰？」「我的未

來將是如何？」青少年自此開始自我瞭解並尋求自我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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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認同危機認同危機認同危機認同危機    

「認同危機」是指在自我認同的發展過程中，在心理產生的危機感。由於

青少年期是兒童期至成人期之重要銜接階段，故此一發展危機的解決自是十

分重要；因此，若無法達到積極的正向解決，則易產生角色混淆的現象，而

迷失自我方向，產生無所適從的挫折感，過於在意他人的看法，甚至導致心

理疾病的發生。 

    

3. 3. 3. 3. 認同形成認同形成認同形成認同形成    

「認同形成」是指在自我認同的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認同狀態。Marcia 

( 1966 )以 Erikson 自我認同理論為基礎，將在自我認同中的青少年分成四種類

型：（1）認同成功者：化解發展危機而臻於定向型者。(2)尚在尋求者 : 發展

危機尚未完全化解而仍在自我追尋者。(3)認同失敗者 : 發展危機無法化解而

陷入困境者。(4)提早成熟者 : 自己無定見，未來一切由重要他人安排者。 

    

    

二二二二、、、、Havighurst Havighurst Havighurst Havighurst 的發展任務論的發展任務論的發展任務論的發展任務論    

   

  Havighurst（1972）指出青年期的發展任務如下： 

1. 接受個人的體態，並學習照顧身體和有效的運用它。 

2. 與年紀相當的男女同儕建立新的和較成熟的人際關係。 

3. 依個人性別，建立男性或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 

4. 達成情緒上的獨立，避免依賴父母或其他人。 

5. 為個人的職業做適當的準備，這包括人生目標的取捨以及接受必要的教育以

作為開端。 

6. 爲婚姻家庭作準備，發展這方面有關的正面態度、社會技巧、成熟的情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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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必須的認識與瞭解。 

7. 發展符合社會價值的社會思想，參與社區和國家相關的工作，以建立個人、

社會的地位以及負責的社會行為。 

8. 獲得規範個人行為的價值和倫理體系，這還包括了個人在政治方面的想法與

看法。 

 

      本研究認為原住民青年若要確立自己在社會的角色，他必須將過去、現在

的經驗和未來的抱負連結在一起，並且在價值上有所定向，相信他個人的目標在

這個社會中是有意義的，而且被社會所認可，這種價值定向可作為他未來人生的

支柱。在此時期，發展任務順利完成，自然能建立正確的生命意義及價值觀，達

到自我統合的目標。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Frankl   Frankl   Frankl   Frankl 的意義治療理論的意義治療理論的意義治療理論的意義治療理論    

    

本研究所使用之主要評量工具「生命意義問卷」是以何英奇（1990）根據

Viktor Frank1 的意義治療理論編製而成之「生命態度剖面圖」為測量工具，因此

本研究將以探討其理論為主。意義治療是由 Viktor Frankl(1905~ )根據存在主義與

現象學的觀點，加上他個人在集中營的親身體驗所創立的。茲將其理論說明如後

(Frank1. 1959,  1967, 1969, 1975,198I;趙可式等，2003)： 

 

一一一一、、、、人的概念人的概念人的概念人的概念    

      

人的存在是由三個層次所構成的整體，包括身體、心理與精神，其中精神層

次是人類存在的最高向度。精神層次的特徵為意志的自由、求意義的意志與生命

的意義。對於人類的瞭解不宜採化約論(reductionism)的觀點，貶低精神層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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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只不過是」氧化過程或視人「只不過是」一個剌激－反應或防衛機轉而已。 

 

二二二二、、、、意義治療法的哲學基礎意義治療法的哲學基礎意義治療法的哲學基礎意義治療法的哲學基礎    

 

意義治療法的理論基礎是一種生命的哲學，它有三個相互連鎖的基本信念

(Frankl 1959,1967)： 

      （一）意志的自由：Frankl 反對泛決定論(pan-determinism）的觀點，否認人完全

受本能、遺傳或環境所決定。人在生物、心理與社會的世界中並不自由，但人

可以超越這些限制而進入精神層次。在精神的層次裡，人的意志可以決定要屈

服於這些限制或對它挑戰，此即為意志的自由。 

 

（二）求意義的意志：Frankl 認為人類的最基本動力是求意義的意志，亦即會不

斷去發現其生命的意義與目的，而不是 Frued「緊張消除」的享樂意志和 Adler

的求權意志，也非 Maslow 自我實現。快樂與自我實現是意義實現後的副產品，

而權力只是實現意義之一種手段，這些皆非人類的最基本動力與目標。當一個

人追求意義的意志遭受挫折後，才會轉向追求快樂、權力作為補償。人愈追求

快樂與權力，愈會遭受挫敗。一個人求意義的意志，只有在意義能夠被解釋為

「本質上超越了個人為自我表現」時，才可能被引發出來。人的尋求意義與價

值可能會引起內在緊張而非內在的平衡，而這種緊張為心理健康所不可或缺的

先決條件(Frank1, 1959)。    

 

（三）生命的意義 : 生命的意義具有主觀性與獨特性，因人、因地而隨時改變。

Frank1 (1959 , 1967)認為人可以透過實現三種價值而發現生命的意義，這三種價

值分別為創造性價值(如工作)、體驗性價值(如真、善、美、愛)、態度性價值(面

對不可改變之命運所持的態度－如不治之疾、苦難、罪疚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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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人存在的本質是自由與責任人存在的本質是自由與責任人存在的本質是自由與責任人存在的本質是自由與責任    

  

    人雖不能免於生物、心理或社會上各種條件之限制，但是面對這些限制，人

卻可超越這些限制，保有選擇的自由，自由決定要順服於它，或要抵抗它。(Frank1, 

1967) 

人終極來說是自己決定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自由不是對任何事物的自由，而

是朝向責任的自由。自由與責任是一體的兩面，因為人有選擇的自由，所以必然

蘊涵承擔選擇後果的責任。人有力量去決定他生命每一刻要變成什麼。(Frank1, 

1967) 

  Frank1 強調責任重於自由，人有責任去實現個人生命的獨特意義，此外還要

對其他事物負責，不論是社會、人性、全人類、自己良心或上帝等。每一個人都

被生命所詢問，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問題，只有藉著「負責」來答

覆生命。 (Frank1, 1959, 1967)  

 

意義治療學視「責任」為人類存在本質的真正所在。因此，意義治療者要讓

病人了解自己的責任所在，讓他自由抉擇為什麼對什麼人或對什麼事負責。

(Frank1, 1959, 1967) 

  

綜合而言，自由與責任是人類存在的本質，透過自由與責任的實現，個人表

現其生命自我控制的特質。 

 

四四四四、、、、自我超越自我超越自我超越自我超越    

    

人類存在的特徵是自我超越，而不是自我實現，人的特徵「追求意義」而不

是「追求自己」。換言之，生命的真諦必須在世界中找尋，而非在人身上或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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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中找尋。自我超越也意指人能超越生物、心理層次的限制而進入精神層次。

(Frank1, 1967, 1975, 1981) 

 

人能自我解離站在高處反觀自己，開闊其生命的視野，增進其潛能，他能化

悲劇為勝利，化困難為成就。自我超越是人類面對其生命時，採取創造性觀點的

獨特能力，例如幽默與自我解嘲可幫助人以一種解離方式來看自己，從而超越自

己的困境，獲得自我控制。Frank1 的「矛盾意向法」(paradoxica1 Intention)治療技

巧即是人類這種「自我解離」能力的應用。(Frank1, 1967, 1975, 1981) 

 

五五五五、、、、苦難與死亡的意義及其接納苦難與死亡的意義及其接納苦難與死亡的意義及其接納苦難與死亡的意義及其接納    

                    

                意義治療學認為，生命的意義不只可於「工作」或「價值體驗」中發現，而

且也可從「受難」中獲得，即使是面臨不可改變的命運時(如不治之症或死亡)，

人還是被賦予一個實現可能是終其一生最深刻意義的機會，那時整個關鍵就在他

採取什麼立場和態度。如同尼采的「參透為何，迎接任何」正是最佳註腳。依

Frankl 的存在分析觀點，死亡屬於命運的一部份，生命的有限性－死亡事實，不

但不會使生命無意義，反而賦予意義。死亡是每個人必經之路，因而人人平等。

假如人能長生不死，他可能延緩任何行動與抉擇，而使「現在」沒有任何行動、

抉擇與負責的必要。就是因為人有死亡，在「人生苦短」的壓力下，反而更能增

加其責任去把握目前的每一時刻，而強化個人意義的追尋與生命意義的實現。

(Frank1， 1967,1969,1975）。 

 

    生命的短暫（死亡)絲毫無損於生命意義的多彩多姿，人在過去所做的一切

均不能披抹煞，過去就像一個貯藏室，把一個實現過的「可能」皆安置於內，永

遠留存在那裡，沒有人能從「過去」取走任何東西。這種賦予「過去」正面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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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以多少抵銷個人對老化與死亡的恐懼；並進而從中發現生命的意義(Frank1， 

1967,1969,1981）。 

 

六六六六、、、、存在空虛存在空虛存在空虛存在空虛、、、、存在挫折與心靈性精神官能症存在挫折與心靈性精神官能症存在挫折與心靈性精神官能症存在挫折與心靈性精神官能症    

 

Frank1 認為人類最原始的動機力量是「求意義的意志」。當求意義意志受挫

後，人會感到無聊與厭煩，對生命產生懷疑，此即為「存在的空虛」，他進一步

引發「存在的挫折 」。存在的挫折很嚴重的人會導致「心靈性精神官能症」，它

不同於心因性精神官能症，因前者起源於精神難題、道德衝突或存在性空虛

(Frank1, 1967)。 

 

遭遇存在挫折的人，往往藉酗酒、賭博、吸毒、犯罪、性氾濫等來彌補其心

靈的空虛，今日社會危機即導源於心靈的空虛 (Frankl , 1959)。意義治療並不僅

是協助當事人為了滿足本能，或只是為了平衡協調本我、自我、超我間的衝突，

或只是為了去適應社會與環境而已；相反的，它最關心人的最根本問題－生命意

義的實現。(Frank1, 1967, 1975, 1981) 

 

七七七七、、、、意義治療的目標意義治療的目標意義治療的目標意義治療的目標    

 

意義治療在幫助當事人發現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增進其責任感去尋找機

會，以實現創造性、體驗性與態度性等三類價值。意義治療努力協助當事人澄清

其生命意義，使其獲得統整，減少內在衝突與發展更成熟的行為。(Frank1, 1967, 

1975, 1981) 

因此，生命中的苦樂與生活的考驗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只要活著的一天，用

心體會與省思生命的意義，珍惜自己的生命，才能進而愛護別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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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生死教育生死教育生死教育生死教育課程之設計課程之設計課程之設計課程之設計 

    

一一一一、、、、生死教育之意義生死教育之意義生死教育之意義生死教育之意義    

    

  （（（（一一一一））））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的概念，起源於澳洲。1979 年在澳洲雪梨成立的「生命教育中

心」（Life Education Center；LEC），主要在致力於「藥物濫用、暴力與愛滋病」

的防治工作。（孫效智，2000） 

 

而國內推行生命教育重點，與國外不同，主要是青少年自殺與自殘的問題，

以及不尊重與傷害他人生命的暴力。這是對社會亂象的反思，如：倫理觀念的模

糊、暴力猖獗、家庭功能式微、社會不正義及財經亂象……。（吳庶深、黃麗花，

2001；孫效智，2000） 

 

我國生命教育的發展，在民國八十六年，前省政府教育廳時期，已開始著手，

以國、高中為主。八十九年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進行生

命教育的推動。前教育部曾志朗部長曾說（1999）： 

「「「「如何才能使我們下一代走出迷惑如何才能使我們下一代走出迷惑如何才能使我們下一代走出迷惑如何才能使我們下一代走出迷惑？？？？生命教育的推動絕對是教育改革最生命教育的推動絕對是教育改革最生命教育的推動絕對是教育改革最生命教育的推動絕對是教育改革最

核心的一環核心的一環核心的一環核心的一環。」。」。」。」    

    並於民國九十年宣布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計畫進行全國性的推動，希

望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強調生命的價值，整合科學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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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死亡教育死亡教育死亡教育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一詞是沿用國外的名詞，美國死亡教育早在 1928 年即已開始

萌芽。我國在民國六十八年才有學者撰文提倡死亡教育。 

 

國外有學者認為死亡教育是探討生死關係的一個教育歷程。這個歷程包含

了文化、宗教對死亡及瀕死的看法與態度，希望藉著對死亡課題的探討，使學習

者更加珍惜生命、欣賞生命，並將這種態度反映在日常生活中（Benslev，1975）。                  

 

國內學者蔡明昌（1995）也認為死亡教育係透過有計畫的正式教學歷程或

非正式的學習方式，由哲學、醫學、社會學、心理學、宗教、文化、倫理，經濟

等各種觀點對死亡相關主題加以探討，其目的在於幫助學習者對於死亡能有正確

的認知與深入的思考，並能解決或預防因死亡而產生的種種問題，進而得以使學

習者建立積極的人生觀，提昇生命的品質。 

 

以上國內外學者之死亡教育皆以與死亡相關之主題為教育重點，目標是以

積極尊重的態度來看待死亡，進而關懷生命、珍惜生命。    

    

（（（（三三三三））））生死教育生死教育生死教育生死教育    

    

國內的「生死教育」係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民國八十七年所推動。由當時

的教育局長羅文基指示加強各級學校認識死亡方面的教育，且主導高雄市生死教

育手冊編印，羅文基(2001)並認同 : 傅偉勳(1993)認為美國之死亡學與中國心性

體認本位之生死智慧結合，可建構「現代生死學」根據生死本為一體兩面之看法，

將死亡問題擴充為生死問題，以探討現代人所面對的死亡問題、精神超克和生死

的終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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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針對有關名稱問題，國內雖有各方意見之教育學者認為以死亡為

主題之研究與教育應以「生死學」及「生死學教育」等名稱較為適宜。張淑美( 2001)

認為國人較能接受「生死教育」的名稱，「生死教育」可視為生命教育一個可行

的取向。 

 

紀潔芳(2000)認為有關死亡之研究與教育，應稱為生死學與生死教育之原因

是 : 生死乃一體，探究死亡主要是希望活得更好，以提昇生命價值，更關愛生

命、珍惜生命。 

 

吳庶深(2001)亦指出「生死學」與「死亡學」本為一家，他引述 Chlares C. Corr

的話 :「死亡教育主要目的在改善人類『生活』 品質及尋找『生命』 的意義。」

無論是「生死學」或「死亡學」都是以生命關懷為出發，因此這兩個名詞的概念

是可以相通的。 

 

蔡明昌(2002)從生命教育、生死教育、死亡教育的課程內容加以比較如下：

生命教育的課程內容重點較趨向於由欣賞悅納自己的生命開始，逐漸加入「抗壓

(挫折)」、「人我關係」、「信仰」、「道德良心」、「生死尊嚴」等議題，最後以社會

關懷與全球性的倫理與宗教為總結；而課程內涵係以生命的光明面來加強學生對

生命的熱愛，其重點在於倫理與道德，並未涉及太多的生死問題，在生命教育教

師手冊中(錢永鎮、馮珍芝，1999)即指出生命教育即是倫理教育，再環繞著環境

教育、認識自己、職業輔導、公民教育開設各種課程。死亡教育課程中所涉獵的

內容從「死亡的本質與意義」、「對死亡與瀕死的態度」、「對死亡與瀕死的處理與

調適」到「特殊問題的探討」幾乎完全圍繞著死亡議題打轉，可見其課程完全為

解決或預防因死亡而產生的種種問題而設計，甚少涉及熱愛生命與關懷生命的主

題。與前二者相較之下，生死教育的課程內容可說是介於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之

間，但大體上較偏向死亡教育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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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言，生命教育、死亡教育和生死教育的名稱雖稍有不同，但其目

的和精神是相通的，都是期望學生能尊重生命、關懷生命，並能提升生命品質。

所不同的是，生命教育強調從人生的積極光明面出發，藉由倫理與道德教育的方 

式來達成；死亡教育則強調認識死亡並以正確的態度面對死亡，再進一步地提升

生命品質；而生死教育則試著由生命的另一端「死亡」來反觀生命；「死亡教育」

一詞近年來巳有逐漸被「生死教育」取代之趨勢；「生命教育」與「生死教育」

二者在課程內涵上雖為「殊途」，在最終目標上卻可說是「同歸」（蔡明昌， 

2002）。 

 

二二二二、、、、生死教育的內涵生死教育的內涵生死教育的內涵生死教育的內涵    

    

（（（（一一一一））））有關生死教育之內涵有關生死教育之內涵有關生死教育之內涵有關生死教育之內涵，Feifel 在統整美國將近三十年的死亡與哀傷的研究

後，將死亡教育的內涵分為七大項，分別如下（ John D. Morgans.1997；引自陳

怡秀譯，2001）： 

1. 北美之社會結構與死亡態度之相互關係。 

2. 末期病症看護的哲學。 

3. 哀傷是人類對失落之正常反應。 

4. 各種年齡層－包括小孩－皆有死亡概念。 

5. 能明白指出生命的價值。 

6. 死亡對於藝術、文學和社會結構本身的影響。 

7. 自殺的問題。    

 

（（（（二二二二））））國內張淑美國內張淑美國內張淑美國內張淑美(199(199(199(1996666））））綜合國內外學者之主張，針對死亡教育之內容歸納如

下： 

1. 死亡的本質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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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倫理、哲學及宗教對死亡及瀕死的觀點。 

（2）死亡的醫學、心理、社會及法律上的定義與意義。 

（3）生命的過程及循環:老化的過程。 

（4）死亡的禁忌。 

（5）死亡的泛文化之比較。 

2. 對死亡及瀕死的熊度: 

（1）兒童、青少年及成年人對死亡的態度。 

（2）兒童生命概念的發展。 

（3）性別角色與發展。 

（4）瞭解及照顧垂死的親友。 

（5）死別與哀悼。 

（6）文學及藝術中的死亡描寫。 

（7）為死亡預做準備。 

（8）寡婦、鰥夫和孤兒的，心理調適。 

3. 對死亡及瀕死的處理及調適: 

（1）對兒童解釋死亡。 

（2）與病重親友間的溝通與照顧 : 對親友的弔慰方法，「安寧照顧」 ( Hospice)

的瞭解。 

（3）器官的捐贈與移植。 

（4）有關死亡的業務 : 遺體處理方式、殯儀館的角色與功能、葬禮的儀式

和選擇、喪事的費用等。 

（5）和死亡有關的法律問題 : 如遺囑、繼承權、健康保險等。 

（6）生活型態和死亡型態的關係。 

4. 特殊問題的探討: 

（1）自殺與自毀行為。 

（2）死亡倫理與權力 : 安樂死、墮胎、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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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外死亡：暴力行為，他殺死亡。 

（3）愛滋病。 

5. 有關死亡教育的實施方面: 

（1）死亡教育的發展及教材教法研究。 

（2）死亡教育的課程發展與評鑑。 

（3）死亡教育的研究與應用。 

 

（（（（三三三三））））釋慧開釋慧開釋慧開釋慧開( 200( 200( 200( 2004444 ) ) ) )指出生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就是有情眾生(包括個體與群

體)的「生、老、病、死」等事件與現象，以及彼等生死事件與現象所發生的時

空場域及社會文化背景。因此，其研究的範疇是從「養生」到「送死」，包括個

人與群體，乃至生物界與自然界，涵蓋了「生、老、病、死」之各項相關課題。 

 

本研究之課程內涵綜合以上所述，認為思考死亡其實是思考生命，因為在生

命裡離不了死亡，死亡讓生命變得有限，所以我們要珍惜生命；而體認死亡就是

體認生命的意義，接受死亡會讓我們承擔生命的責任。我們會藉由對死亡的認

識，思考存在的意義。研究者希望能透過生死教育的課程，讓原住民學生真正瞭

解生命的意義，澄清生命的價值，確立人生目標，珍惜自己的生命，並做好人生

規劃。 

 

三三三三、、、、生死教育之目標生死教育之目標生死教育之目標生死教育之目標    

    

（（（（一一一一））））高雄生死教育手冊高雄生死教育手冊高雄生死教育手冊高雄生死教育手冊（（（（1998199819981998））））指出生死教育之目標為： 

   1. 認清死亡本質與內涵。 

   2. 建立正確面對死亡的態度及有效之調適方法。 

   3. 幫助澄清社會上及倫理上的一些有關於死亡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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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能以審慎、理性的態度省思生命與死亡的真義，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

觀。 

   5. 能透過價值澄清與人生目標的確立，而瞭解生命的意義，珍惜生命，進而

做好人生規劃，增進生活品質並提昇生命意義。 

 

（（（（二二二二））））教育部生命教育目標教育部生命教育目標教育部生命教育目標教育部生命教育目標（（（（2001200120012001））））為： 

  1. 有一顆溫柔的心，不做傷害生命的事。 

  2. 有積極的人生觀，終身學習，讓自己活得更有價值。 

  3. 有一顆愛人的心，珍視自己、尊重別人並關懷弱勢團體。 

  4. 珍惜家人、重視友誼並熱愛所屬的團體。 

  5. 尊重大自然並養成惜福簡樸的生活態度。 

  6. 會思考生死問題，並探討人生終極關懷的課題。 

  7. 能立志做個文化人、道德人，擇善固執，追求生命的理想。 

  8. 具備成為世界公民的修養。 

 

（（（（三三三三））））高中高中高中高中「「「「生命教育類生命教育類生命教育類生命教育類」」」」課程總目標課程總目標課程總目標課程總目標（（（（2004200420042004））））為： 

   1. 引領學生進行終極課題與終極實踐的省思，以建構深刻的人生觀、宗教觀

與生死觀。 

   2. 培養學生道德思考能力，並學習「態度必須公正，立場不必中立的精神」

的精神，來反省生命中的重大倫理議題。 

   3. 內化人生觀與倫理價值觀，以統整其知情意行，提昇生命境界。 

綜合而論，生死教育的目標乃藉由生命與死亡相關議題，啟發學生瞭解生命的

意義，珍惜生命，建立正確積極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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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生死教育生死教育生死教育生死教育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的的的的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一般課程設計的模式為瞭解學生起點行為、設計教學內容、實施、評鑑與評

估五大階段。吳瓊洳（1999）曾將之應用於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情境視察   由於不同的時代與文化看待生命的意義不同，在做課程規劃

前，應對整體情境有所認識，設計出來的課程內容才能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滿

足社會文化的需求。 

 （二）教育目標的設定  必須符合學生的需要及興趣，並隨時修正。 

 （三）課程內容選擇  應盡量選擇學生熟悉的經驗，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亦可

以社會新聞事件著手，提供學生討論。 

 （四）實施模式  生命教育重視反省與實踐，教師應多以價值澄清、角色扮演、

兩難困境、問題討論等方法，來引導學生對生命的體認。 

 （五）試驗與評估  課程設計完成，實施教學後，應針對課程實施情形蒐集相

關資料，以評鑑課程的好壞優劣，是否達到原先的教學目標。 

 

    本研究為使原住民學生生死教育教學達到預期成效，首先瞭解原住民排灣族

看待生命意義的整體情境，再設立適合原住民學生的教學目標，然後再選擇原住

民排灣族學生熟悉的經驗做為教學內容，以及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教學方式，

最後實施教學並評量教學成效。 

 

五五五五、、、、生死教育生死教育生死教育生死教育教案設計教案設計教案設計教案設計主主主主要要要要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計畫（教案）通常需包括以下要素（林寶山，2003）： 

 （一）單元名稱。 

 （二）教學目標  屬於教室層級的目標，應以具體行為方式來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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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內容重點摘要  扼要摘述講授重點即可。 

 （四）教學活動及過程  通常分預備活動、發展活動及綜合活動三部分。教案

中應分別寫出，所要採行的教學方法。 

 （五）教學媒體及教材  應列出教學進行中所要用到的教材及教具。 

 （六）教學評量  教師所要採取的評量方式。 

 （七）作業  課程結束後，學生被要求回家所要做的功課。 

 

   本研究為使教學有效果，在教學前先依據課程設計步驟進行規劃，然後再以

教學者與來義高中學生為主軸設計教案，以確保教學之品質與成效。 

 

 六六六六、、、、本研究本研究本研究本研究生死教育教案設計內容生死教育教案設計內容生死教育教案設計內容生死教育教案設計內容 

     

本生死教育課程依據上述課程設計步驟及教案設計主要項目，以及研究對象

之年齡及需要，由研究者參考國內外文獻和書籍內容，綜合各學者專家之意見（莊

淑如，2001；廖秀霞；2001；陸娟，2002；董文香，2002；顏蒨榕；2002；劉香

妏，2003；紀玉足，2003；許秀霞，2003），先擬定初稿，再徵詢來義高中校長、

主任、教學組長、導師後，予以修正定稿。在實驗進行的過程中，因學生的反應

及實際需要，並做適當的調整。生死教育實驗課程之週次、單元名稱、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並說明與原住民傳統文化結合之理念，設計內容如下：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單元名稱：相見歡－認識自己 

教學目標：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及未來的生活目標 

教學內容：教師自我介紹、學生自我介紹、引導學生思考生命的意義 

說明：原住民學生對自我較沒信心，定位感較差，利用自我介紹來了解自己、認 

      識自己，進而肯定自己、尊重自己，並思考自己未來的生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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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單元名稱：生命的循環－人生四季 

教學目標：理解生命是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了解生命每個階段的變化 

教學內容：請學生觀看「人生四季之歌」影片並分享心得與感想、請學生寫出自 

      己生命的重要階段及對自己有重大影響的人。                                                                              

說明：讓原住民學生了解生命中的每各階段都很重要，尤其是青年期的「自我統 

      合」關鍵期，發展定向統合順利，就不會迷失自我，並介紹 Erikson的心

理社會期理論。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單元名稱：揭開死亡神秘的面紗 

教學目標：了解死亡的定義、能明白死亡的原因、了解原住民十大死亡原因 

教學內容：與學生討論造成人類死亡的可能原因、分享與死亡有關的感人故事、 

      請學生檢視自己面對死亡的態度及走出悲傷的作法，並發表心中的感想                                                      

說明：讓原住民學生了解原住民十大死亡原因，主要為事故傷害、疾病及自殺， 

      所以未成年騎機車、酗酒等，都會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及傷痛。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單元名稱：生命從何而來 －我看墮胎 

教學目標：教導學生尊重生命、如何做好事先防範措施 

教學內容：利用「小宇宙」、「新生命的誕生」及墮胎的影帶教學、分享觀看後心

得 

說明：原住民對兩性交往持開放態度，認為是很自然的事。原住民傳統文化認為

胎兒出生前，未接受祭師賜予生命儀式，是沒有生命的，所以對墮胎的看

法與漢人不同，認為胎兒只是器具而已，不想要，就可以丟掉。藉此單元

教學，讓學生了解應尊重新生命的誕生，而且墮胎會傷害到母親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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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 

單元名稱：我如何看待自殺 

教學目標：澄清有關自殺的迷思、提供社會協助單位、教導學生積極面對人生                 

教學內容：利用自殺案例引導學生討論並分享看法 

說明：在原住民傳統文化中，自殺是不被允許的，但現實生活中遇到困境，以自 

      殺尋求解脫的原住民愈來愈多，藉此單元釐清自殺的迷思，並教導學生積 

      極面對生命的挫折。           

         

第六週第六週第六週第六週 

單元名稱：我對死刑的看法 

教學目標：引導學生關心社會問題、利用各種理論談死刑、教導學生是非觀念並 

      愛惜生命     

教學內容：請學生蒐集有關死刑的資料、利用辯論方式釐清觀念、老師做總結 

說明：在原住民社會中，沒有死刑的判決，最嚴厲的懲罰是被放逐。故藉此單元

讓學生理解「死刑」及現代社會法律規範，並培養是非觀念。 

 

第七週第七週第七週第七週 

單元名稱：生命何時結束－談安樂死 

教學目標：探討安樂死的爭議點 

教學內容：提供有關安樂死的資料與學生討論 

說明：原住民社會很尊重生命，對於殘障的家人，他們不會排斥，也會盡心盡力 

     的照顧，但對於與安樂死，大部分原住民都能接受，認為與其拖累整個家 

     庭，不如早死早解脫。藉此單元，了解原住民學生對安樂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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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第八週第八週第八週 

單元名稱：老人安養問題 

教學目標：說明老人的社會問題、教導學生孝道的觀念 

教學內容：請學生分享家中與老人相處的情形、引導學生尊敬與照顧老人、討論  

      排灣族老人安養狀況    

說明：原住民社會很少有孤苦無依的老人，因為照顧老人是家族的責任，即使是 

      無家人依靠的老人，也有頭目會照顧，這也是頭目的責任。藉此單元，瞭 

      解原住民老人安養狀況，並肯定其優良傳統文化。      

  

第九週第九週第九週第九週 

單元名稱：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 

教學目標：讓學生了解安寧療護的意義與目的、讓學生了解臨終關懷的重要 

教學內容：觀看有關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影帶，以及分享心得 

說明：讓原住民學生了解現代醫療中安寧療護的意義與目的及臨終關懷的重要。 

 

第十週第十週第十週第十週 

單元名稱：當生命結束時－喪禮的安排 

教學目標：探討各宗教對死亡的看法、瞭解傳統死亡的禁忌及喪禮的儀式 

教學內容：讓學生發表自己對死亡的看法、討論排灣族傳統喪禮儀式及目前狀況 

說明：排灣族傳統文化對喪禮非常重視，儀式繁複且有許多死亡禁忌，值得深入  

      探討。 

 

第十一週第十一週第十一週第十一週 

單元名稱：預立遺囑 

教學目標：學習為死亡做準備 

教學內容：撰寫生前預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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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排灣族結婚時，會對財產及階級的傳承，立下遺囑，與一般的「預立遺囑」 

      差別何在？ 

 

第十二週第十二週第十二週第十二週 

單元名稱：器官捐贈 

教學目標：了解捐贈的意義及價值、了解相關的法令 

教學內容：介紹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說明：讓原住民學生了解器官捐贈的意義、價值及相關法令，藉此單元了解其對 

   器官捐贈的看法。 

 

第十三週第十三週第十三週第十三週 

單元名稱：墓誌銘 

教學目標：引發學生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學習以樂觀的態度看待死亡 

教學內容：課前請學生蒐集有趣的墓誌銘、想像思考自己的墓誌銘、簡短的說明     

      詮釋自己的一生 

說明：讓原住民學生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進而肯認自己。 

 

 

第十四週第十四週第十四週第十四週 

單元名稱：生命的禮讚 

教學目標：引導學生建立樂觀的人生觀、學習透過「愛」來對待生命 

教學內容：觀賞「一無所缺的人生」影片，並檢視學生自己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說明：因為許多原住民學生信奉基督教，故介紹無臂兒「蓮娜瑪麗亞」的生命歷 

      程，強調生命中的愛，就像基督的愛一樣，使人們積極面對人生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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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第十五週第十五週第十五週 

單元名稱：生涯規劃 

教學目標：了解生涯規劃的意義及重要性、協助學生思考自己未來的生活與理想 

教學內容：教師說明生涯規劃的重要、請學生自行做生涯規劃 

說明：排灣族家長很尊重子女的自由，有時幾近放任，養成散漫無生活目標的習

性，誠屬可惜。讓學生及早思考自己未來的生活與理想，做好生涯規劃。 

 

第十六週第十六週第十六週第十六週 

單元名稱：自然生態與我－鵬程千萬里 

教學目標：引導學生愛護及尊重自然生態、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教學內容：觀賞「鵬程千萬里」影片、培養學生愛護及尊重自然生態的積極態度、 

      提供正確的生命價值觀 

說明：排灣族是太陽之子，熱愛大自然，但目前因大環境改變，山地有濫墾濫伐       

   之趨勢，期盼藉此單元使原住民學生能珍愛及尊重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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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分為兩部分：問卷調查與生死教育課程之實施，本章將針對研究

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步驟與資料處理等五部分，說明本研究的設計

與實施。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並以「不等的前測－後測控制組設計」之準實驗研究實

驗法進行研究。將樣本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實驗前與實驗後以「生命意義問

卷」施測，並於課程結束後，再實施追蹤後測；實驗處理為生死教育課程之教學。

本研究設計以下表示之： 

 

 表表表表 3333----1111----1   1   1   1   實驗設計表實驗設計表實驗設計表實驗設計表    

前測 實驗 後測 追蹤 

O1 X O2 O5 

O3 C O4 O6 

 

      O1，O3＝前測分數     X 為接受本實驗課程 

            O2，O4＝後測分數     C 為未接受實驗課程 

O5，O6＝追蹤後測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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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九十三學年度就讀屏東縣來義高中高一學生為研究對象，年齡介

於十六歲至十七歲間的排灣族學生，採立意取樣，以班級為單位，一班為實驗組

為二十八人，一班控制組為二十八人，共計五十六人。實驗組接受每週一次（利

用週一下午第八節課）生死教育課程，共十六週之教學活動，控制組則否。實驗

組與控制組均為普通班學生，除實驗組接受實驗課程，兩班學生其他課程完全相 

同，也共同參與校內各項活動。研究對象背景如下： 

 

表表表表 3-2-1    研究對象背景一覽表研究對象背景一覽表研究對象背景一覽表研究對象背景一覽表 

背景項目 類別 實驗組 百分比 控制組 百分比 

男   11 性別 

女   17 

  39.3 

  60.7 

15 

13 

53.6 

46.4 

父親教育

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專以上 

  17 

  10 

  1 

  60.7 

  35.7 

  3.6 

20 

8 

0 

71.4 

28.6 

   0 

母親教育

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專以上 

  19 

  8 

  1 

  67.9 

  28.6 

  3.6 

23 

5 

0 

82.1 

17.9 

   0 

宗教信仰 父    有 

      無 

母    有 

      無 

自已  有 

      無 

  19 

  9 

  23 

  5 

  23 

  5 

  67.9 

  32.1 

  82.1 

  17.9 

  82.1 

  17.9 

18 

10 

21 

7 

23 

5 

64.3 

35.7 

75 

25 

82.1 

17.9 

家中談論

死亡情形 

從未談過 

盡量避免談論 

坦然談論 

  13 

  5 

  10 

  46.4 

  17.9 

  35.7 

5 

11 

12 

17.9 

39.3 

42.9 

是否有過

自殺想法 

有而且多次 

偶爾有過 

從來沒有 

  0 

  9 

  19 

  0 

  32.1 

67.9 

0 

13 

15 

 0 

46.4 

53.6 

自評人際

關係 

較差 

普通 

極佳 

  0 

  26 

  2 

0 

92.9 

7.1 

0 

28 

0 

 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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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2-1 得知實驗組學生及控制組學生，背景項目大致相似，但實驗組學

生有無宗教信仰、家中談論死亡的狀況、是否有過自殺的想法，應會影響其生命

意義之教學成效。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研究工具包括：「生命意義問卷」、「生死教育課程教案設計」、

「單元學習單」。以下分別說明： 

    

一一一一、、、、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意義問卷意義問卷意義問卷意義問卷    

 

本研究所採用之主要評量工具「生命意義問卷」，是以何英奇（1990）依 Frankl

的意義治療理論之主要概念編製之「生命態度剖面圖」為測量工具。此量表內部

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α值介於 0.87 至 0.65 之間，分別是：「求意義的意志」為

0.78，「存在盈實」為 0.87，「生命目的」為 0.77，「生命控制」為 0.70，「苦難接

納」 為 0.73，「死亡接納」為 0.65。重測信度為 0.85（P＜.01），由此可知本量表

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與重測信度皆佳，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一一一））））第一層因素第一層因素第一層因素第一層因素    

因素一因素一因素一因素一：：：：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    

我決心使我的未來有意義。 

我很關心如何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我覺得有需要為我的生命訂定清楚的目標。 

我以極大的期待心盼望著未來。 

我預期我的未來會比過去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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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死亡的自覺，使我覺得生命一刻比一刻更重要。 

我正在追求生活中令人興奮的事物。 

在我的一生中，有一股強大的驅力，促使我去尋找自我。 

我目前的生活是與我未來的希望緊密相連。 

   

因素二因素二因素二因素二：：：：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無挫折無挫折無挫折無挫折））））    

想到我的生命時，我常不懂我活著的理由。 

每當我注視世界與我的關係時，這世界使我迷惑不堪。 

在我的生命中，我感到一種無以名之的失落感。 

每天的生活總是千篇一律。 

我時常覺得煩悶無聊。 

生命對我而言，似乎非常機械化。 

生命的奧祕迷惑著我，並使我感到不安。 

如果我可以選擇，我寧願沒有出生。 

我感到在生命中缺乏一件值得去做的工作。 

關於自殺，我曾慎重考慮過，並認為是一種解脫之道。 

 

因素三因素三因素三因素三：：：：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 

對於生活，我有很明確的目標和計畫。 

我個人的存在是非常有意義、有目的。 

我已找到了一個滿意的生命目的。 

我發覺有一個強有力的目標在指引著我。 

 

因素四因素四因素四因素四：：：：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 

生命的意義存在於我們周遭世界。 

為尋求生命的意義、目標和使命，我很有這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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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所發生的事，我能作決定。 

我能依照我想過的方式生活。 

每個人都應為他自已的生命負責。 

我生命的成就，大部分決定在我努力的程度。 

我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人。 

 

因素五因素五因素五因素五：：：：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 

只有經歷苦難的人，才會變成完整的人。 

苦難是對我性格力量的考驗。 

經歷苦難的人必有後福。 

苦難有助於瞭解真正的人生意義。 

經歷苦難之後，我變得更能體諒別人。 

 

因素六因素六因素六因素六：：：：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 

關於死亡，我毫無準備，並且感到害拍。 

將來有一天會死的事實，使我整個人生變得無意義。 

假如我今天就去世，我會覺得我的生命毫無價值可言。 

死亡是生命的結束，再也沒有其他意義。 

    

（（（（二二二二））））第二層因素第二層因素第二層因素第二層因素    

    高層因素一高層因素一高層因素一高層因素一：：：：生命意義之追生命意義之追生命意義之追生命意義之追尋與肯定尋與肯定尋與肯定尋與肯定    

  由求意義的意志、生命控制、生命目的、苦難接納四個因素所構成。 

 

高層因素二高層因素二高層因素二高層因素二：：：：存在的超越存在的超越存在的超越存在的超越    

    由存在盈實與死亡接納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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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生死教育課程教案生死教育課程教案生死教育課程教案生死教育課程教案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教學教案內容大要為求意義的意志、生命控制、生命目的、苦難接納、存在

盈實與死亡接納六個生命意義因素。實驗課程之週次、單元目標、單元名稱、教

學目標、教學內容如下： 

 

                表表表表 3333----3333----1111                                                        生死教育課程大綱生死教育課程大綱生死教育課程大綱生死教育課程大綱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一 相見歡－

認識自己 

求意義的

意志 

生命控制 

生命目的 

了解自己的興

趣、性向及未來

的生活目標 

1. 教師自我介紹 

2. 學生自我介紹 

3. 引導學生思考生命的意

義 

二 生命的循

環－人生

四季 

求意義的

意志 

生命控制 

生命目的 

1. 理解生命是

從出生到死

亡的過程 

2. 了解生命每

個階段心境

的變化 

1. 請學生觀看「人生四季」

影片並分享心得與感想 

2. 請學生寫出自己生命的

重要階段，並分享生命

中對自己有重大影響的

人 

三 揭開死亡

神秘的面

紗 

求意義的

意志 

生命控制 

生命目的 

1. 了解死亡的

定義 

2. 能明白死亡

的原因 

3. 了解台灣地

區青年死亡

的原因 

1. 與學生討論造成人類死

亡的可能原因 

2. 分享與死亡有關的感人

故事 

3. 請學生檢視自己面對死

亡的態度及走出悲傷的

作法，並發表心中的感

想 

四 生命從何

而來你濃

我濃－我

看墮胎 

生命控制 

苦難接納 

1. 教導學生尊

重生命 

2. 如何做好事

先防範措施 

1. 利用「小宇宙」、「新生

命的誕生」及墮胎的影

帶教學 

2. 分享看畢後的心得 

五 我如何看

待自殺 

苦難接納 

生命控制 

存在盈實 

1. 澄清有關自

殺的迷思 

2. 提供社會的

協助單位 

3. 教導學生自

助及助人 

1. 利用自殺案例引導學生

討論 

2. 學生分享看法 

3. 老師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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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對死刑

的看法 

苦難接納 

生命控制 

存在盈實 

1. 引導學生關

心社會問題   

2. 利用各種理

論談死刑 

 

3. 教導學生是

非觀念，愛惜

生命 

1. 請學生蒐集有關死刑的

資料 

2. 利用辯論方式，釐清觀

念 

3. 老師做總結 

七 生命何時

結束－談

與安樂死 

苦難接納 

生命控制 

存在盈實 

1. 探討安樂死

的爭議點 

2. 學習尊重生

命尊嚴 

1. 提供有關安樂死的資料 

2. 學生討論 

3. 引導學生尊重生命 

八 老人安養

問題 

生命目的 

生命控制 

1. 說明老人的

社會問題 

2. 教導學生孝

道的觀念 

1. 請學生分享家中與老人

相處的情形 

2. 引導學生尊敬與照顧老

人 

3. 討論排灣族老人安養  

   狀況           

九 安寧療護

與臨終關

懷 

生命目的 

生命控制 

苦難接納 

1. 讓學生了解

安寧療護的

意義與目的 

2. 讓學生了解

臨終關懷的

重要 

1. 觀看有關影帶 

2. 分組討論 

3. 分享心得 

十 當生命結

束時－喪

禮的安排 

存在盈實    

死亡接納 

1. 探討各宗教

對死亡的看

法 

2. 瞭解傳統死

亡的禁忌及

喪禮的儀式 

 

 

1. 讓學生發表自己對死亡

的看法 

2. 討論排灣族傳統喪禮儀

式及目前狀況 

十ㄧ 預立遺囑 死亡接納

生命控制 

學習為死亡做準

備 

1. 撰寫生前預囑 

2. 討論 

十二 器官捐贈 存在盈實 

死亡接納 

1. 了解捐贈的

意義及價值 

2. 了解相關的

法令 

1. 介紹中華民國器官捐贈

協會 

2. 故事分享 

3.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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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墓誌銘 死亡接納 

生命目的

存在盈實 

1. 引發學生思

考自己的生

命價值 

2. 以樂觀的態

度看待死亡 

1. 課前請學生蒐集有趣的

墓誌銘 

2. 想像思考自己的墓誌銘 

簡短的說明詮釋自己的一

生 

十四 生命的禮

讚 

苦難接納 

生命控制 

生命目的 

存在盈實 

1. 引導學生建

立樂觀的 

   人生觀 

2. 學習透過

「愛」來對待

生命 

1. 觀賞「蓮娜瑪利亞的生

命歷程」影片 

2. 探討生命的價值 

3. 檢視自己的人生觀 

4. 分享心得 

十五 生涯規劃 生命控制 

存在盈實 

生命目的 

求意義的

意志 

1. 了解生涯規

劃的意義及

重要性 

2. 協助學生思

考自己未來

的生活與理

想 

1. 教師說明生涯規劃的重

要 

2. 請學生自行做生涯規劃 

3. 討論 

 

十六 自然生態

與我－鵬

程千萬里 

生命目的 

生命控制 

求意義的

意志 

1. 引導學生愛

護動物及尊

重自然生態 

2. 引導學生建

立正確的價

值觀 

1. 觀賞「鵬程千萬里」影

片 

2. 培養學生愛護動物及尊

重自然生態的積極態度 

3. 提供正確的生命價值觀 

4. 分享心得 

 

三三三三、、、、單元學習單元學習單元學習單元學習單單單單    

    

由研究者針對教學目標擬定單元學習單，於課程進行或結束時請學生填寫、

討論或分享。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    

一一一一、、、、量化統計方面量化統計方面量化統計方面量化統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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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量化量化量化量化資料統整資料統整資料統整資料統整    

 

研究者將回收之量表，分別依班別、受試者、測量階段，加以分類及編號，

逐一鍵入電腦，進行整理。 

 

（（（（二二二二））））、、、、量化量化量化量化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為考驗本研究之假設，本研究以 SPSS for window10.0 版統計軟體進行共變數

統計分析，以 P<.05 的顯著水準，進行研究假設之考驗。 

 

 1. 本研究採「共變數分析」（ANCOVA）進行統計分析，以組別為固定因子，

前測分數為共變量，後測及追蹤測分數分別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

數分析，α值皆定為 .05。共變數分析之前，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2. 若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未達顯著性差異，表示自變項

與共變項間，沒有交互作用，即進行共變數分析。 

 

3. 若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達顯著性差異，則採用 Gain 

Score 方式進行，即使用後測減前測得分之結果，進行 t 考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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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質性資料質性資料質性資料質性資料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一一一一））））質性資料蒐質性資料蒐質性資料蒐質性資料蒐集集集集    

1. 1. 1. 1. 教師觀察教師觀察教師觀察教師觀察    

         

教師於課程活動中，直接觀察學生討論、發表、參與、反應的態度與行為，

並進行記錄。 

  

2. 2. 2. 2. 訪訪訪訪談學生與教師談學生與教師談學生與教師談學生與教師    

     

 以半結構式晤談進行，學生七位，教師兩位。訪談時間於課程結束後進行，

訪談學生主要來源有二：一為學習態度較為積極者，另一為學習單中表達意見較

多或較特殊者；教師為具有原住民身份之教師，其中一位具有頭目貴族身份，兩

位教師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及家長，均有相當程度的瞭解。訪談者為研究者本

人，訪談內容事先設計「訪談指引」，並徵得受訪者同意，進行錄音。訪談指引

如表 3-5-1： 

               表表表表 3333----5555----1          1          1          1          訪談指引訪談指引訪談指引訪談指引表表表表    

1. 你關心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嗎？為什麼？ 

2. 經過苦難是否讓你成長？為什麼？ 

3. 你的生命成就，大部分決定在自己努力的程度上嗎？為什麼？ 

4. 你的生命有意義嗎？你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是什麼？ 

5. 這個世界會不會讓你迷惑不懂得活著的理由？為什麼？ 

6. 死亡的事實是否會讓你覺得人生無意義？ 

7. 你對死亡的看法？ 

8. 你對生死教育課程的看法？ 

9. 你覺得有需要再上生死教育課程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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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研究者依據單元目標及教學內容，設計學習單，透過單元學習單，了解學生

學習情況及接受程度，作為評估生死教育課程之參考。 

 

4. 4. 4. 4. 開放式開放式開放式開放式問問問問題題題題    

 

研究者在「生命意義問卷」中，依據「生命態度剖面圖」六個因素：求意義

的意志、生命控制、生命目的、苦難接納、存在盈實與死亡接納作為主軸，設計

六個問答題，以瞭解學生生命意義。題目內容如下 

 

1. 你關心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嗎？為什麼？ 

2. 經過苦難是否讓你成長？為什麼？ 

3. 你的生命成就，大部分決定在自己努力的程度上嗎？為什麼？ 

4. 你的生命有意義嗎？你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是什麼？ 

5. 這個世界會不會讓你迷惑不懂得活著的理由？為什麼？ 

6. 死亡的事實是否會讓你覺得人生無意義？ 

 

（（（（二二二二））））質性資料分析質性資料分析質性資料分析質性資料分析    

1. 1. 1. 1. 原始資料整理原始資料整理原始資料整理原始資料整理    

（1）訪談資料  研究者盡量於訪談後，當天即進行資料整理。 

    （2）問卷資料  依據前測、後測、追蹤測所得六個問答題的六個因素歸納整理。 

 （3）學習單   依據各教學單元，進行整理。 

 （4）教師觀察資料  依照日期做整理 

          為方便資料整理與分辨，研究者對所蒐集資料予以分類編號，以下為本研究

所使用之編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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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3333----5555----2    2    2    2    質性資料編碼代號質性資料編碼代號質性資料編碼代號質性資料編碼代號表表表表    

 單元學習單 L-1-1〜L-16-28 

問卷 Q-1〜Q-28 

前測 Q1111-1〜Q1111-28 

後測 Q2222-1〜Q2222-28 

  追蹤測 Q3333-1〜Q3333-28 

學生訪談 S-1〜S-7 

教師訪談 T-1〜T-2 

觀察手札 H-月-日 

 

2. 2. 2. 2. 閱讀原始資料閱讀原始資料閱讀原始資料閱讀原始資料    

      

研究者研讀所蒐集之質性資料，找出其中的意義和相關性，對資料進行選擇、

聚焦、與摘錄。 

 

 3. 3. 3. 3.    發展分析類目並進行登錄發展分析類目並進行登錄發展分析類目並進行登錄發展分析類目並進行登錄    

  

研究者一方面將有意義的詞、短語、句子、段落標示出來，一方面思考可涵

蓋資料內容屬性或意義的暫時性類目名稱，並進行初期編碼。之後進行資料分析

時，仍需不斷調整或建立新的分析類目。 

 

5.5.5.5. 進行資料分析與檢核進行資料分析與檢核進行資料分析與檢核進行資料分析與檢核    

將資料按主題進行登錄和歸檔，把相同或相近的資料放在一起，相異的資料

區別開來，也對不同屬性資料進行比較，找到事物之間的聯繫。並將所蒐集各項

資料進行相互比較與驗証，並於研究進行中，與學生討論以檢核資料，釐清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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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章就實驗前後所蒐集之資料加以彙整分析，以驗證研究假設。為使研

究更趨向整體性，並將研究過程中之質性資料匯入，以共同解釋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為量化統計結果與分析，此乃依研究設計進行實

驗教學前後，以統計分析驗證依變項相關資料。第二節為綜合討論，就生命教育

課程實驗結果進行更深入之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量化研究結果與分析量化研究結果與分析量化研究結果與分析量化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之對象採立意取樣，於實驗前以班級為單位，抽籤決定實驗組與控制

組。今為瞭解兩組成員在實驗前後是否有差異，乃將測驗結果進行平均數考驗。

為能同時考驗兩組之平均數差異情形，並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茲將

結果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生生生生死死死死教育立教育立教育立教育立即性影響分析即性影響分析即性影響分析即性影響分析    

    本研究欲探討之生命教育立即性影響，乃針對實驗課程後，實驗組與控制組

在量表後測得分差異進行分析，並據以考驗研究假設一。 

 本研究採「共變數分析」（ANCOVA）進行統計分析，以組別為固定因子，

前測分數為共變量，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α值

皆定為 .05。共變數分析之前，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若符合共

變數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項間，沒有交互作用，即進行共變

數分析。若達顯著則採用 Gain Score 方式進行，即使用後測減前測進行 t 考驗分

析。 

   以下就後測資料所進行之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做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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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後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後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後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後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表表表表 4444----1111----1  1  1  1  後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後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後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後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後測總分      

組別＊前測 301.093 1 301.093 1.796 .186 

誤差 8716.319 52 167.622  

求意義的意志    

組別＊前測  1    .003    .957 

誤差 845.921 52 16.268   

存在盈實     

組別＊前測 15.078 1 15.078   0.577 .451 

誤差 1358.254 52 26.120   

生命目的      

組別＊前測 1.699 1 1.699 .313 .579 

誤差 282.776 52 5.438   

生命控制      

組別＊前測 .249 1 .249 .027 .870 

誤差 476.278 52 9.159   

 苦難接受  

組別＊前測 8.530 1 8.530   1.270 .265 

誤差 349.201 52 6.715   

死亡接納      

組別＊前測 150.499 1 150.499  18.532 .000 

誤差 422.296 52 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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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1-1 分析結果可知，在意義的意志、存在盈實、生命目的、生命控制、

苦難接納，這五個分量表的同質性考驗均未達顯著水準，統計考驗應接受虛無假

設，拒絕對立假設，表示兩組斜率相同，符合共變數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可繼

續進行共變數分析。而死亡接納分量表，未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不適合進

行共變數分析，改以 Gain Score 進行 t 考驗分析兩組間差異。 

 

（（（（二二二二））））後測總分差異分析後測總分差異分析後測總分差異分析後測總分差異分析    

      表表表表 4444----1111----2222    「「「「後測總分後測總分後測總分後測總分」」」」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方和平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1753.683 1 1753.683 10.307 .002 

   誤差 9017.412 53 170.140  

 

                    表表表表 4444----1111----3  3  3  3  「「「「後測總分後測總分後測總分後測總分」」」」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別 平均數 事後比較 

實驗組 192.269 實>控 

控制組 181.017  

 

由表 4-1-2 分析結果可知，進行生命教育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生命意義

後測總分之得分，具有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1-3，發現實驗組

高於控制組，此結果顯示研究假設 1 獲得支持，生命教育課程對生命意義總分具

有立即性正面影響。 

 

 

 



 50

（（（（三三三三））））後測各分量表差異分析後測各分量表差異分析後測各分量表差異分析後測各分量表差異分析        

本量表由六個分量表組成，分別為求意義的意志、存在盈實、生命目的、生

命控制、苦難接納，以下就各分量表共變數分析結果做進一步說明。死亡接納則

進行 t 考驗分析。 

1.1.1.1. 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    

             表表表表 4444----1111----4 4 4 4 「「「「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130.624 1 130.624 8.184 .006 

誤差 845.969 53 15.962  

    

                                            表表表表 4444----1111----5555    「「「「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別 平均數 事後比較 

實驗組 35.806 實>控 

控制組 32.658  

 

 由表 4-1-4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求意義的意志」分量表得分

與控制組得分，具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1-5，發現實驗組高於

控制組，此結果顯示，研究假設 1-1 獲得支持，生命教育課程對「求意義的意志」

具有立即性正面影響。 

  

2.2.2.2. 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    

             表表表表 4444----1111----6 6 6 6 「「「「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101.725 1 101.725 3.926 .053 

誤差 1373.332 53 2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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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1-6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存在盈實」分量表得分與控

制組得分，未具顯著差異。代表研究假設 1-2 未能成立，換言之，實驗組生命教

育對「存在盈實」不具立即性影響成效，但因顯著性達.053，接近顯著性標準.05，

由此可見，實驗組生命教育對「存在盈實」的立即性影響之成效，亦不容忽視。 

           

3.3.3.3. 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    

             表表表表 4444----1111----7 7 7 7 「「「「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21.474     1 21.474 4,001 .051 

誤差 284.475 53 5.367  

 

由表 4-1-7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生命目的」分量表得分與控

制組得分，未具顯著差異。代表研究假設 1-3 之說法未能成立，換言之，實驗組

生命教育對「生命目的」不具立即性影響成效，但因顯著性達.051，接近顯著性

標準.05，由此可見，實驗組生命教育對「生命目的」的立即性影響之成效，值

得進一步省思。 

      

4.4.4.4. 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    

                                                        表表表表 4444----1111----8 8 8 8 「「「「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35.296 1 35.296 3.926 .053 

誤差 476.527 53 8.991  

由表 4-1-8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生命控制」分量表 得分與

控制組得分，未具顯著差異。代表研究假設 1-4 未能成立，換言之，實驗組生命

教育對「生命控制」不具立即性影響成效，但因顯著性達.053，接近顯著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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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05，由此可見，實驗組生命教育對「生命控制」的立即性影響之成效，極具

參考價值。 

           

5.5.5.5. 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    

                                                    表表表表 4444----1111----9  9  9  9  「「「「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91.490 1 91.490 13.555 .001 

誤差 357.731 53    

 

                   表表表表 4444----1111----10 10 10 10 「「「「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別 平均數 事後比較 

實驗組 14.296 實>控 

控制組 14.061  

  

由表 4-1-9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苦難接納」分量表得分與控

制組得分，具顯著差異（F = 13.555；P = .001）。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1-10，

發現實驗組高於控制組，此結果顯示，研究假設 1-5 獲得支持，生命教育課程對

「苦難接納」具有立即性正面影響。 

  

  6.     6.     6.     6.   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    

    至於「死亡接納」分量表，因同質性考驗，未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不

適合進行共變數分析，改以 Gain Score 變異數分析考驗兩組差異。所謂 Gain Score

乃為後測得分減去前測得分之結果，再將此 Gain Score 進行變異數分析以瞭解其

差異是否達顯著性，結果列於表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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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444----1111----11 11 11 11 「「「「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Gain ScoreGain ScoreGain ScoreGain Score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 

實驗組 .6429 2.8702 -.621 .934 

控制組 1.1429 3.1472 

 

由表 4-1-11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死亡接納」分量表得分與

控制組得分，未具顯著差異。代表拒絕研究假設 1-6，換言之，實驗組生命教育

對「死亡接納」不具立即性影響成效。 

 

歸納上述各項結果得知，實施生命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對「生命意義後測

總分」以及分量表「求意義的意志」、「苦難接納」具立即性正面影響。而對「存

在盈實」、「生命目的」、「生命控制」及「死亡接納」未具立即性正面影響。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下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下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下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下：：：：    

    

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 1111：：：：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    

    

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 1111----1111：：：：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1111----2222 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1111----3333 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1111----4444 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 1111----5555：：：：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1111----6666 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後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54

二二二二、、、、生命教育持續性影響分析生命教育持續性影響分析生命教育持續性影響分析生命教育持續性影響分析 

 

    本研究欲探討之生命教育持續性影響，乃針對實驗課程結束兩個月後，

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在量表追蹤測得分差異所進行之分析，並據以考驗研究假

設二。 

 

本研究採「共變數分析」（ANCOVA）進行統計分析，以組別為固定因

子，前測分數為共變量，追蹤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

數分析，α值皆定為 .05。共變數分析之前，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

考驗」。 

 

若符合共變數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項間，沒有交互

作用，即進行共變數分析。若未符合則採用 Gain Score 進行分析。 

 

 以下就追蹤測資料所進行之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做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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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追蹤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追蹤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追蹤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追蹤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表表表表 4444----1111----12 12 12 12 追蹤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追蹤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追蹤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追蹤測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後測總分 

組別＊前測 472.479 1 472.479 2.633 .111 

誤差 9332.091 52 179.463  

求意義的意志    

組別＊前測 1.665 1 1.665 .110 .741 

誤差 786.507 52 15.125   

存在盈實     

組別＊前測 64.562 1 64.562 3.491 .067 

誤差 961.561 52 18.492   

生命目的      

組別＊前測 1.699 1 1.699 .313 .579 

誤差 282.776 52 5.438   

生命控制      

組別＊前測 2.488 1 2.488 .349 .557 

誤差 370.593 52 7.127   

苦難接受      

組別＊前測 22.466 1 22.466 2.448 .124 

誤差 477.314 52 9.179   

死亡接納      

組別＊前測 143.611 1 143.611 18.563 .000 

誤差 402.291 52 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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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追蹤測總分差異分析追蹤測總分差異分析追蹤測總分差異分析追蹤測總分差異分析    

             表表表表 4444----1111----13131313    「「「「追蹤測總分追蹤測總分追蹤測總分追蹤測總分」」」」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2577.460 1 2577.460 13.933 .000 

誤差 9804.570 52 184.992  

 

            表表表表 4444----1111----14  14  14  14  「「「「追蹤測總分追蹤測總分追蹤測總分追蹤測總分」」」」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別 平均數 事後比較 

實驗組 192.017 實>控 

控制組 178.429  

 

由表 4-1-13 分析結果可知，進行生命教育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生命意義

後測總分之得分，具有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1-14，發現實驗組

高於控制組，此結果顯示研究假設 2 獲得支持，生命教育課程對生命意義總分具

有持續性或延宕性正面影響。 

 

（（（（三三三三））））追蹤測各分量表差異分析追蹤測各分量表差異分析追蹤測各分量表差異分析追蹤測各分量表差異分析    

 

以下就各分量表共變數分析結果做進一步說明： 

1.1.1.1. 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    

     表表表表 4444----1111----15 15 15 15 「「「「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116.406 1 116.406 7.828 .007 

誤差 788.172  53 1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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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444----1111----16161616    「「「「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別 平均數 事後比較 

實驗組 36.397 實>控 

控制組 33.425  

  

由表 4-1-15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求意義的意志」分量表得分

與控制組得分，具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1-16，發現實驗組高於

控制組，此結果顯示，研究假設 2-1 獲得支持，生命教育課程對「求意義的意志」

具有持續性或延宕性正面影響。 

 

2.2.2.2. 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    

    

    至於「存在盈實」分量表，因同質性考驗，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適合

進行共變數分析，考驗兩組差異是否達顯著性，結果列於表 4-1-17。 

 

   表表表表 4444----1111----17 17 17 17 「「「「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共共共共變數分析摘要表變數分析摘要表變數分析摘要表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3.567 1 3.557 .184 .67 

誤差 1026.122 53 19.361  

 

由表 4-1-17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存在盈實」分量表 得分與

控制組得分，未具顯著差異。代表研究假設 2-2 未成立，換言之，對實驗組實施

的生命教育在「存在盈實」方面，不具持續性影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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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    

               表表表表 4444----1111----18 18 18 18 「「「「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12.921 1 12.921 3.652 .061 

誤差 187.526 53 3.538  

 

 由表 4-1-18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生命目的」分量表得分與控

制組得分，未具顯著差異。代表研究假設 2-3 未成立，換言之，實驗組生命教育

對「生命目的」不具持續性影響成效。 

 

4.4.4.4. 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    

                    表表表表 4444----1111----19191919    「「「「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74.982 1 74.982 8.182 .006 

誤差 485.695 53 9.164  

 

                  表表表表 4444----1111----22220000        「「「「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事後比較摘要事後比較摘要事後比較摘要事後比較摘要    

組別 平均數 事後比較 

實驗組 27.172 實>控 

控制組 25.078  

 

   由表 4-1-20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生命控制」分量表得分與控

制組得分，具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1-21，發現實驗組高於控制

組，此結果顯示，研究假設 2-4 獲得支持，生命教育課程對「生命控制」具有持

續性正面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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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    

             表表表表 4444----1111----22221111    「「「「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別    56.069 1 56.069 5.946 .018 

誤差 499.781 53 9.430  

 

   

                       表表表表 4444----1111----22222222    「「「「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別 平均數 事後比較 

實驗組 21.128 實>控 

控制組 19.122  

 

由表 4-1-22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苦難接納」分量表得分與控

制組得分，具顯著差異（F=5.946；P=.018）。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1-23，發

現實驗組高於控制組，此結果顯示，研究假設 2-5 獲得支持，生命教育課程對「苦

難接納」具有持續性顯著影響。 

 

 

6.6.6.6. 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    

 

   至於「死亡接納」分量表，未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不適合進行共變數

分析，改以 Gain Score 變異數分析考驗兩組差異。所謂 Gain Score 乃為後測得分

減去前測得分之結果，再將此 Gain Score 進行變異數分析，以瞭解其差異是否達

顯著性，結果列於表 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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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444----1111----22223333    「「「「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Gain ScoreGain ScoreGain ScoreGain Score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 

實驗組 1.0714 2.6933 .079 .669 

控制組 1.0000 2.7889 

  

由表 4-1-24 可知，進行生死教育後，實驗組在「死亡接納」分量表得分與

控制組得分，未具顯著差異。代表研究假設 2-6 未成立，換言之，實驗組生命教

育對「死亡接納」不具持續性影響成效。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下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下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下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下：：：：    

    

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 2222：：：：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    

    

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 2222----1111：：：：實驗實驗實驗實驗組組組組「「「「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2222----2222 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2222----3333 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 2222----4444：：：：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    

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接受研究假設 2222----5555：：：：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顯著高於控制組。。。。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2222----6666 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追蹤測結果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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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在上一節量化統計分析中，對本研究之假設進行驗證後，已獲得初步結論。

現將各依變項變化情形整理於表 4-2-1，以便進行本節之綜合討論。 

 

表表表表 4444----2222----1  1  1  1  生生生生命意義影響表命意義影響表命意義影響表命意義影響表    

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    立即性影響立即性影響立即性影響立即性影響    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    

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                    ＋＋＋＋                                    ＋＋＋＋    

求意義之意志求意義之意志求意義之意志求意義之意志                    ＋＋＋＋                                    ＋＋＋＋    

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                    ＋＋＋＋                                    ＋＋＋＋    

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                    －－－－                                    ＋＋＋＋    

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                    －－－－                                    －－－－    

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                    －－－－                                    －－－－    

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                    －－－－                                    －－－－    

＋：＋：＋：＋：表示共變數分析結果呈顯著差異表示共變數分析結果呈顯著差異表示共變數分析結果呈顯著差異表示共變數分析結果呈顯著差異（（（（P＜＜＜＜.05））））    

－：－：－：－：表示共變數分析結果未呈表示共變數分析結果未呈表示共變數分析結果未呈表示共變數分析結果未呈現現現現顯顯顯顯著著著著差異差異差異差異（（（（P＞＞＞＞.05）））） 

 

    由上表可知，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生命意義總分」以及「求

意義的意志」、「苦難接納」兩分量表，不但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且具有持續性

影響。而「生命控制」分量表，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但卻具有持續性影響。

至於「生命目的」、「存在盈實」、「死亡接納」這三個分量表，既不具立即性顯著

效果，亦不具有持續性影響。為進行深入探究，茲分析歸納質性研究資料，以便

共同解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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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    

   

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生命意義總分」」」」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皆呈現立即性和持皆呈現立即性和持皆呈現立即性和持皆呈現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續性影響續性影響續性影響。。。。    

 

    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生命意義的企圖，而生命的意義是具有主觀性與獨特性

的，會因人、因地而隨時改變。Frank1 (1959 , 1967)認為人可以透過實現三種價值

而發現生命的意義，這三種價值分別為創造性價值、體驗性價值、態度性價值。

本研究透過一學期十六週的生死教育課程的教學，盡可能提供創造性價值、體驗

性價值、態度性價值的學習，發現生死教育對原住民高中生實驗組學生生命意

義，具有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而且學生的生命意義具有個人的主觀性與獨特

性，也會因人、因地、因時而改變。 

 

    本研究所使用之生命意義問卷量表，涵蓋了 Frankl 意義治療理論的生命意

義核心概念： 

高層因素一：生命意義之追尋與肯定 

      包含四個因素：求意義的意志、苦難接納、生命控制、生命目的。 

高層因素二：存在的超越 

      包含兩個因素：存在盈實、死亡接納。 

 

    現在就實驗組學生，在生死教育課程實施過程中，構成生命意義之六個因素

的改變情形，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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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求意義之意志求意義之意志求意義之意志求意義之意志    

            

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求意義之意志求意義之意志求意義之意志求意義之意志」」」」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皆呈現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皆呈現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皆呈現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皆呈現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測量工具，生命意義問卷中「求意義之意志」分量表旨

在測量「個人企求尋找自我存在的意義與目的」而與分量表有關的問答題是：「你

關心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嗎？為什麼？」現在將實施生命教育前後，有關的質性

資科及學生的反應歸納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更關心過有意義的生活更關心過有意義的生活更關心過有意義的生活更關心過有意義的生活 

 

很高興課程的安排都很順利很高興課程的安排都很順利很高興課程的安排都很順利很高興課程的安排都很順利，，，，真得非常感謝來義高中的校長真得非常感謝來義高中的校長真得非常感謝來義高中的校長真得非常感謝來義高中的校長、、、、主任主任主任主任、、、、老師們的幫老師們的幫老師們的幫老師們的幫

助助助助。。。。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為了讓學生暸解我為了讓學生暸解我為了讓學生暸解我為了讓學生暸解我，，，，也讓我認識他們也讓我認識他們也讓我認識他們也讓我認識他們，，，，我特別安排我特別安排我特別安排我特別安排「「「「認認認認

識自己識自己識自己識自己」」」」這個單元這個單元這個單元這個單元，，，，並且並且並且並且讓學生瞭解這學期的生死教育課程的目的及教學內容讓學生瞭解這學期的生死教育課程的目的及教學內容讓學生瞭解這學期的生死教育課程的目的及教學內容讓學生瞭解這學期的生死教育課程的目的及教學內容，，，，

希望他們能希望他們能希望他們能希望他們能透過這些課程認識生命的意義透過這些課程認識生命的意義透過這些課程認識生命的意義透過這些課程認識生命的意義，，，，進而珍惜生命進而珍惜生命進而珍惜生命進而珍惜生命，，，，建建建建立正確的人生觀立正確的人生觀立正確的人生觀立正確的人生觀。。。。

（（（（HHHH－－－－3333－－－－7777））））    

 

    對研究者而言，打破師生之間陌生的僵局，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我介紹。而一

開始上課就把課程目的、內容、時間講解清楚，讓學生明確知道學習目標，對往

後的學習效果會有影響。 

 

以前從來沒想過我的生命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以前從來沒想過我的生命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以前從來沒想過我的生命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以前從來沒想過我的生命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說真的說真的說真的說真的，，，，在山裡長大的我在山裡長大的我在山裡長大的我在山裡長大的我，，，，每天每天每天每天

都過一樣的日子都過一樣的日子都過一樣的日子都過一樣的日子，，，，上了老師生死教育的課後上了老師生死教育的課後上了老師生死教育的課後上了老師生死教育的課後，，，，我就會想生命的問題我就會想生命的問題我就會想生命的問題我就會想生命的問題，，，，也會想說我也會想說我也會想說我也會想說我

的人生要如何過呢的人生要如何過呢的人生要如何過呢的人生要如何過呢？？？？我就這樣平平淡淡的過一生嗎我就這樣平平淡淡的過一生嗎我就這樣平平淡淡的過一生嗎我就這樣平平淡淡的過一生嗎？？？？到底我要怎樣才會過有意到底我要怎樣才會過有意到底我要怎樣才會過有意到底我要怎樣才會過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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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生活呢義的生活呢義的生活呢義的生活呢？（？（？（？（SSSS－－－－3333））））    

    

老師上課說我們原住民死亡最主要的是事故傷害老師上課說我們原住民死亡最主要的是事故傷害老師上課說我們原住民死亡最主要的是事故傷害老師上課說我們原住民死亡最主要的是事故傷害，，，，包括未成年無照騎機車啦包括未成年無照騎機車啦包括未成年無照騎機車啦包括未成年無照騎機車啦！！！！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小小小小舅舅也是因為騎機車被後面的汽車撞到舅舅也是因為騎機車被後面的汽車撞到舅舅也是因為騎機車被後面的汽車撞到舅舅也是因為騎機車被後面的汽車撞到，，，，翻倒在路面翻倒在路面翻倒在路面翻倒在路面，，，，又被另一輛車輾過死又被另一輛車輾過死又被另一輛車輾過死又被另一輛車輾過死

掉的掉的掉的掉的，，，，那麼年輕就這麼走了那麼年輕就這麼走了那麼年輕就這麼走了那麼年輕就這麼走了，，，，什麼都沒留下什麼都沒留下什麼都沒留下什麼都沒留下，，，，那時候我很傷心那時候我很傷心那時候我很傷心那時候我很傷心，，，，現在想起來真的現在想起來真的現在想起來真的現在想起來真的

覺得覺得覺得覺得生命是可貴的生命是可貴的生命是可貴的生命是可貴的，，，，自己要好好珍惜自己要好好珍惜自己要好好珍惜自己要好好珍惜，，，，我希望自己能生活得更有意義我希望自己能生活得更有意義我希望自己能生活得更有意義我希望自己能生活得更有意義，，，，必竟人生必竟人生必竟人生必竟人生

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只有一次。（。（。（。（SSSS－－－－5555））））    

 

    有些原住民學生很少去思考生命是否有意義，經過生死教育課程教學的過

程，像（S－3）（S－5）這兩位學生開始會思考自己生命的意義，更關心自己生

命的意義。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想過沒想過沒想過沒想過。」（。」（。」（。」（QQQQ1111－－－－2525252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還在體會還在體會還在體會還在體會。」（。」（。」（。」（QQQQ2222－－－－2525252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因因因為總想做一點有意義的事為總想做一點有意義的事為總想做一點有意義的事為總想做一點有意義的事。」（。」（。」（。」（QQQQ3333－－－－25252525））））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反正是過生活嘛反正是過生活嘛反正是過生活嘛反正是過生活嘛!!!!有意義沒意義沒差有意義沒意義沒差有意義沒意義沒差有意義沒意義沒差!!!!」（」（」（」（QQQQ1111－－－－22222222））））    

「「「「會吧會吧會吧會吧!!!!因為有意義的生活因為有意義的生活因為有意義的生活因為有意義的生活，，，，才比較像人生才比較像人生才比較像人生才比較像人生，，，，不然等於行屍走肉一樣不然等於行屍走肉一樣不然等於行屍走肉一樣不然等於行屍走肉一樣。」（。」（。」（。」（QQQQ2222－－－－22222222））））    

「「「「會會會會，，，，這這這這樣人生才活得有意義樣人生才活得有意義樣人生才活得有意義樣人生才活得有意義。」（。」（。」（。」（QQQQ3333－－－－22222222））））    

    

「「「「是是是是，，，，我關心純粹使自己過得愉快的生活我關心純粹使自己過得愉快的生活我關心純粹使自己過得愉快的生活我關心純粹使自己過得愉快的生活。」（。」（。」（。」（QQQQ1111－－－－6666））））    

「「「「是是是是，，，，若活著沒意義若活著沒意義若活著沒意義若活著沒意義，，，，使形同死人一般使形同死人一般使形同死人一般使形同死人一般。」（。」（。」（。」（QQQQ2222－－－－666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有有有有意義的生活意義的生活意義的生活意義的生活，，，，會使我的人生多采多姿會使我的人生多采多姿會使我的人生多采多姿會使我的人生多采多姿。」（。」（。」（。」（QQQQ3333－－－－6666））））    

 

    以上（Q－25），（Q－22）兩位學生，前測時，還沒想過這個問題，覺得反

正是生活嘛!活著就這麼回事，所抱持的是過一天算一天的態度，可是後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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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表現出開始思考生活的意義。（Q－22）還驚覺沒有意義生活的人生，像行屍走

肉。兩個月後的追蹤測，兩人的反應是關心，而且肯定有意義的生活。 

    而（Q－6）在前測時，只關心自己是否生活愉快。後測呈現出會思索：「活

著若沒意義，如同死人般。」。追蹤測時，則肯定有意義的生活，會使他的人生

多采多姿。 因此，實施生命教育後，從問答題中也呈現出有些學生會更關心過

有意義的生活。 

 

（（（（二二二二））））為生命訂定清楚目標為生命訂定清楚目標為生命訂定清楚目標為生命訂定清楚目標    

    

沒想到學生上課的表現很認真沒想到學生上課的表現很認真沒想到學生上課的表現很認真沒想到學生上課的表現很認真，，，，我要他們上台自我介紹我要他們上台自我介紹我要他們上台自我介紹我要他們上台自我介紹，，，，他們雖然很靦腆他們雖然很靦腆他們雖然很靦腆他們雖然很靦腆，，，，但都但都但都但都

還大方還大方還大方還大方，，，，有些學生在台上說話有些學生在台上說話有些學生在台上說話有些學生在台上說話，，，，因為緊張發抖因為緊張發抖因為緊張發抖因為緊張發抖，，，，聲音聲音聲音聲音很小很小很小很小，，，，但我還是讓他們把話但我還是讓他們把話但我還是讓他們把話但我還是讓他們把話

說完說完說完說完，，，，才下台才下台才下台才下台。。。。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時間有些緊迫時間有些緊迫時間有些緊迫時間有些緊迫，，，，不過看起來不過看起來不過看起來不過看起來學生都很喜歡上台表現學生都很喜歡上台表現學生都很喜歡上台表現學生都很喜歡上台表現。。。。我希我希我希我希

望望望望學生透過學生透過學生透過學生透過「「「「認識自己認識自己認識自己認識自己」，」，」，」，進而思索自己未來的生活目標進而思索自己未來的生活目標進而思索自己未來的生活目標進而思索自己未來的生活目標，，，，不但寫下來不但寫下來不但寫下來不但寫下來，，，，而且說而且說而且說而且說

出來出來出來出來，，，，告訴全班同學和我告訴全班同學和我告訴全班同學和我告訴全班同學和我。（。（。（。（HHHH－－－－3333－－－－7777））））    

 

在「認識自己」這個單元，研究者希望學生除了能瞭解自己之外，還能去思

索自己的生命意義，所以用未來的生活目標作導引，當學生思索這個問題時，就

己經在探索生命的意義了。 

 

這是我第一次上台說話這是我第一次上台說話這是我第一次上台說話這是我第一次上台說話，，，，雖然老師先要我們寫下來雖然老師先要我們寫下來雖然老師先要我們寫下來雖然老師先要我們寫下來，，，，再上台報告再上台報告再上台報告再上台報告，，，，可是我還是很可是我還是很可是我還是很可是我還是很

緊張緊張緊張緊張，，，，心都快跳出來了心都快跳出來了心都快跳出來了心都快跳出來了，，，，全班同學都看著我全班同學都看著我全班同學都看著我全班同學都看著我，，，，我不知道我是怎麼下台的我不知道我是怎麼下台的我不知道我是怎麼下台的我不知道我是怎麼下台的，，，，這真是這真是這真是這真是

難難難難得的經驗得的經驗得的經驗得的經驗。。。。我覺得要我我覺得要我我覺得要我我覺得要我現在去想未來的生活目標實在很難現在去想未來的生活目標實在很難現在去想未來的生活目標實在很難現在去想未來的生活目標實在很難，，，，我只希望將來能過我只希望將來能過我只希望將來能過我只希望將來能過

無憂無慮的生活無憂無慮的生活無憂無慮的生活無憂無慮的生活。（。（。（。（SSSS－－－－4444））））    

    

我嚮往自由自在的悠閒生活我嚮往自由自在的悠閒生活我嚮往自由自在的悠閒生活我嚮往自由自在的悠閒生活，，，，希望將來每天充滿歡笑希望將來每天充滿歡笑希望將來每天充滿歡笑希望將來每天充滿歡笑，，，，和家人快樂地生活在一和家人快樂地生活在一和家人快樂地生活在一和家人快樂地生活在一

起起起起。（。（。（。（LLLL－－－－1111－－－－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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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來的生活目標是能堅守信仰我未來的生活目標是能堅守信仰我未來的生活目標是能堅守信仰我未來的生活目標是能堅守信仰，，，，有快樂的家庭有快樂的家庭有快樂的家庭有快樂的家庭，，，，穩定的工作穩定的工作穩定的工作穩定的工作，，，，以及健康的身體以及健康的身體以及健康的身體以及健康的身體。。。。

（（（（LLLL－－－－1111－－－－5555））））    

    

    Frankl 認為人類的最基本動力是求意義的意志，所以個人會不斷去發現其生

命的意義與目的。一個人求意義的意志，只有在「本質上超越了個人為自我表現」

時，才可能被引發出來。個人的尋求意義與價值，可能會引起內在緊張，而這種

緊張為心理健康所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Frank1, 1959)。個人在尋求、探索其生命

意義與目的時都會產生內心的緊張，而（S－4）還要上台表現，就會更增加他的

焦慮。（L－1－12）與（L－1－5）經過思索都提出他們自己明確而具體的生活目

標。 

 

「「「「當然囉當然囉當然囉當然囉!!!!因為我希望自己每天的生活都能過得非常有意義因為我希望自己每天的生活都能過得非常有意義因為我希望自己每天的生活都能過得非常有意義因為我希望自己每天的生活都能過得非常有意義。」（。」（。」（。」（QQQQ1111－－－－27272727））））    

「「「「有有有有，，，，因為過有意義的生活因為過有意義的生活因為過有意義的生活因為過有意義的生活，，，，這樣自己才會成長這樣自己才會成長這樣自己才會成長這樣自己才會成長。」（。」（。」（。」（QQQQ2222－－－－27272727））））    

「「「「很關心很關心很關心很關心，，，，因為父母和朋友都愛我因為父母和朋友都愛我因為父母和朋友都愛我因為父母和朋友都愛我，，，，我不能讓他們失望我不能讓他們失望我不能讓他們失望我不能讓他們失望，，，，我一定要好好用功讀書我一定要好好用功讀書我一定要好好用功讀書我一定要好好用功讀書，，，，

將來考上大學將來考上大學將來考上大學將來考上大學。。。。」（」（」（」（QQQQ3333－－－－27272727））））    

 

「「「「有有有有，，，，因為我家庭複雜因為我家庭複雜因為我家庭複雜因為我家庭複雜，，，，有很多事都使我想有很多事都使我想有很多事都使我想有很多事都使我想要改變這樣的生活要改變這樣的生活要改變這樣的生活要改變這樣的生活。。。。」（」（」（」（QQQQ1111－－－－23232323））））    

「「「「有有有有，，，，希望我不要浪費我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希望我不要浪費我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希望我不要浪費我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希望我不要浪費我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QQQQ2222－－－－23232323））））    

「「「「有有有有，，，，考上好學校考上好學校考上好學校考上好學校，，，，將來找到好的工作將來找到好的工作將來找到好的工作將來找到好的工作，，，，然後養我的爺爺然後養我的爺爺然後養我的爺爺然後養我的爺爺、、、、奶奶奶奶奶奶奶奶，，，，我想給爺爺我想給爺爺我想給爺爺我想給爺爺、、、、

奶奶一個好的生活奶奶一個好的生活奶奶一個好的生活奶奶一個好的生活。」（。」（。」（。」（QQQQ3333－－－－23232323））））    

 

   （ Q－27）從「希望」過有意義的生活，到認為這樣才能自我成長，最後決

定「要好好用功，將來考上大學」。而（Q－23）因父母離婚，依靠爺爺、奶奶 

生活，他從想改變現狀，到體悟「不要浪費生命」，最後也提出「考上好學校，

找到好工作，想給爺爺、奶奶過好的生活。」觀察這兩位學生的改變，發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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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為生命訂定了清楚具體的目標。 

 

 

（（（（三三三三））））期盼未來過得更好期盼未來過得更好期盼未來過得更好期盼未來過得更好    

    

EriksonEriksonEriksonErikson 的青年期心理發展理論很吸引我的青年期心理發展理論很吸引我的青年期心理發展理論很吸引我的青年期心理發展理論很吸引我，，，，我覺得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現在這我覺得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現在這我覺得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現在這我覺得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現在這

個階段個階段個階段個階段，，，，如果現在我能好好努力如果現在我能好好努力如果現在我能好好努力如果現在我能好好努力，，，，每一天都活得很充實每一天都活得很充實每一天都活得很充實每一天都活得很充實，，，，相信我在這個階段發展相信我在這個階段發展相信我在這個階段發展相信我在這個階段發展

順利的話順利的話順利的話順利的話，，，，將來一定會過得更好將來一定會過得更好將來一定會過得更好將來一定會過得更好。（。（。（。（LLLL－－－－2222－－－－1111））））    

    

我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是現在我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是現在我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是現在我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是現在，，，，因為青年期是自我統合的時期因為青年期是自我統合的時期因為青年期是自我統合的時期因為青年期是自我統合的時期，，，，我希望自己在這個我希望自己在這個我希望自己在這個我希望自己在這個

時期時期時期時期，，，，能平安順利發展能平安順利發展能平安順利發展能平安順利發展，，，，肯定自己肯定自己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生活有目標生活有目標生活有目標生活有目標，，，，將來能夠有幸福美滿的生活將來能夠有幸福美滿的生活將來能夠有幸福美滿的生活將來能夠有幸福美滿的生活。。。。

（（（（LLLL－－－－2222－－－－4444））））    

   

有些學生（L－2－1）（L－2－4）對「生命的循環－人生四季」中，研究者

所介紹的 Erikson 心理社會期發展理論很有興趣，也非常關心自我的發展，希望

自己在青年期這個重要階段發展順利，統合成功，期盼未來會過得更好。  

 

「「「「Of courseOf courseOf courseOf course，，，，一個無意義的生活一個無意義的生活一個無意義的生活一個無意義的生活，，，，乏味極了乏味極了乏味極了乏味極了。」（。」（。」（。」（QQQQ1111－－－－18181818））））    

「「「「是是是是，，，，應當過得有意義應當過得有意義應當過得有意義應當過得有意義，，，，才不會白活才不會白活才不會白活才不會白活。。。。」（」（」（」（QQQQ2222－－－－1818181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關心生活的品質我關心生活的品質我關心生活的品質我關心生活的品質，，，，希望將來的生活會更好希望將來的生活會更好希望將來的生活會更好希望將來的生活會更好。。。。」（」（」（」（QQQQ3333－－－－1818181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為若過著一個沒有意義的生活因為若過著一個沒有意義的生活因為若過著一個沒有意義的生活因為若過著一個沒有意義的生活，，，，那有什麼用呢那有什麼用呢那有什麼用呢那有什麼用呢？？？？我想這是會被社會給我想這是會被社會給我想這是會被社會給我想這是會被社會給

淘汰的淘汰的淘汰的淘汰的。」（。」（。」（。」（QQQQ1111－－－－10101010））））    

「「「「有有有有，，，，假如我過著一個沒意義的人生假如我過著一個沒意義的人生假如我過著一個沒意義的人生假如我過著一個沒意義的人生，，，，那我出生幹嘛呢那我出生幹嘛呢那我出生幹嘛呢那我出生幹嘛呢!!!!」（」（」（」（QQQQ2222－－－－1010101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這樣才不會好吃懶做這樣才不會好吃懶做這樣才不會好吃懶做這樣才不會好吃懶做，，，，能使自己未來的生活更好能使自己未來的生活更好能使自己未來的生活更好能使自己未來的生活更好，，，，更充實更充實更充實更充實。」（。」（。」（。」（QQQQ3333－－－－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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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有有，，，，這影響我對自己生活的看法這影響我對自己生活的看法這影響我對自己生活的看法這影響我對自己生活的看法。」（。」（。」（。」（QQQQ1111－－－－999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要把握當下我要把握當下我要把握當下我要把握當下，，，，規劃未來規劃未來規劃未來規劃未來，，，，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件事每一件事每一件事。」（。」（。」（。」（QQQQ2222－－－－999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因因因為自己現在是否過得有意義為自己現在是否過得有意義為自己現在是否過得有意義為自己現在是否過得有意義，，，，關係到自己未來的發展關係到自己未來的發展關係到自己未來的發展關係到自己未來的發展。」（。」（。」（。」（QQQQ3333－－－－9999））））    

    

    觀察（Q－18）的變化，開始認為「無意義的生活，很乏味」。進行生命教育

後，發覺「應當過得有意義」。兩個月後，呈現出會「關心未來生活的品質」很

明顯的正面影響。而（Q－10）則從擔心「會被社會淘汰」的認知，到內省自己

生命的意義，最後期望自己未來的生活更好、更充實。（Q－9），最初體悟到關

心自己的生活是否有意義會對自己生活態度有影響；後測時，表現出「要把握當

下，規劃未來」；追蹤測則表示「有意義的生活會關係到自己未來的發展」。這三

位學生，都表現出「期盼未來過得更好」的心聲。 

 

（（（（四四四四））））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    

    

老師說得對老師說得對老師說得對老師說得對，，，，人的死亡不一定是自然老死人的死亡不一定是自然老死人的死亡不一定是自然老死人的死亡不一定是自然老死，，，，有人病死有人病死有人病死有人病死，，，，也有人意外死亡也有人意外死亡也有人意外死亡也有人意外死亡。。。。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生命的長短生命的長短生命的長短生命的長短，，，，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有很多人年紀輕輕的就去世了有很多人年紀輕輕的就去世了有很多人年紀輕輕的就去世了有很多人年紀輕輕的就去世了，，，，什麼都沒做什麼都沒做什麼都沒做什麼都沒做，，，，

就離開人世就離開人世就離開人世就離開人世，，，，我可不想這樣我可不想這樣我可不想這樣我可不想這樣，，，，我要讓自己每一天都過得充實我要讓自己每一天都過得充實我要讓自己每一天都過得充實我要讓自己每一天都過得充實，，，，好好把握住每一天好好把握住每一天好好把握住每一天好好把握住每一天、、、、

每一刻每一刻每一刻每一刻，，，，讓自己活得不後悔讓自己活得不後悔讓自己活得不後悔讓自己活得不後悔。（。（。（。（LLLL－－－－3333－－－－19191919））））    

    

有些人為什麼要自殺呢有些人為什麼要自殺呢有些人為什麼要自殺呢有些人為什麼要自殺呢？？？？真是想不開真是想不開真是想不開真是想不開，，，，生命是很寶貴的生命是很寶貴的生命是很寶貴的生命是很寶貴的，，，，我們要好好愛護自己的我們要好好愛護自己的我們要好好愛護自己的我們要好好愛護自己的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老師說得沒錯老師說得沒錯老師說得沒錯老師說得沒錯，，，，書讀得好不好沒關係書讀得好不好沒關係書讀得好不好沒關係書讀得好不好沒關係，，，，只要自己盡力了只要自己盡力了只要自己盡力了只要自己盡力了，，，，沒浪費時間就好沒浪費時間就好沒浪費時間就好沒浪費時間就好

了了了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只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只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只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只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去充實的活著去充實的活著去充實的活著去充實的活著，，，，就沒有白活了就沒有白活了就沒有白活了就沒有白活了。（。（。（。（LLLL－－－－3333－－－－4444））））    

 

在「揭開死亡神秘的面紗」中，（L－3－19）有深刻的領悟，覺得每天都充

實的活著，才能把握生命。（L－3－4）因為考試不理想而沮喪，正好看到媒體報

導，有高中生功課沒有達到自我要求，而自殺的新聞，有感而發，還好該生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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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是正面的思考。 

 

「「「「是是是是，，，，因為我不想虛度一輩子因為我不想虛度一輩子因為我不想虛度一輩子因為我不想虛度一輩子，，，，浪費時間浪費時間浪費時間浪費時間。」（。」（。」（。」（QQQQ1111－－－－1111））））    

「「「「有有有有，，，，因為我想把握每一因為我想把握每一因為我想把握每一因為我想把握每一秒去活著秒去活著秒去活著秒去活著。」（。」（。」（。」（QQQQ2222－－－－1111））））    

「「「「有有有有，，，，因為既然活在這世界上因為既然活在這世界上因為既然活在這世界上因為既然活在這世界上，，，，就應該把握著活著的每一秒就應該把握著活著的每一秒就應該把握著活著的每一秒就應該把握著活著的每一秒。」（。」（。」（。」（QQQQ3333－－－－1111））））    

    

「「「「對對對對，，，，如果我就這樣毫無意義過生活如果我就這樣毫無意義過生活如果我就這樣毫無意義過生活如果我就這樣毫無意義過生活，，，，那太浪費這一生了吧那太浪費這一生了吧那太浪費這一生了吧那太浪費這一生了吧!!!!」（」（」（」（QQQQ1111－－－－7777））））    

「「「「關心呀關心呀關心呀關心呀!!!!我一定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意義的事我一定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意義的事我一定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意義的事我一定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意義的事。」（。」（。」（。」（QQQQ2222－－－－7777））））    

「「「「YES!YES!YES!YES!因為一個有意義的生活因為一個有意義的生活因為一個有意義的生活因為一個有意義的生活，，，，才能讓我生命中的每一刻活得充實才能讓我生命中的每一刻活得充實才能讓我生命中的每一刻活得充實才能讓我生命中的每一刻活得充實。」（。」（。」（。」（QQQQ3333－－－－7777））））    

    

「「「「關心關心關心關心!!!!因為我很在意自己的生活因為我很在意自己的生活因為我很在意自己的生活因為我很在意自己的生活，，，，尤其是生活是否充實尤其是生活是否充實尤其是生活是否充實尤其是生活是否充實。」（。」（。」（。」（QQQQ1111－－－－4444））））    

「「「「是是是是，，，，因為關係到我的時間因為關係到我的時間因為關係到我的時間因為關係到我的時間，，，，人的死亡是無法預期的人的死亡是無法預期的人的死亡是無法預期的人的死亡是無法預期的。」（。」（。」（。」（QQQQ2222－－－－444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為我在世上的任何時間都是重要的因為我在世上的任何時間都是重要的因為我在世上的任何時間都是重要的因為我在世上的任何時間都是重要的，，，，而且而且而且而且不可以浪費生命中的每一不可以浪費生命中的每一不可以浪費生命中的每一不可以浪費生命中的每一

刻刻刻刻；；；；而追求一種充實的生活而追求一種充實的生活而追求一種充實的生活而追求一種充實的生活，，，，變成為我生命的任務變成為我生命的任務變成為我生命的任務變成為我生命的任務。」（。」（。」（。」（QQQQ3333－－－－4444））））    

 

    以上三位學生，雖然在前測時都很關心自己是否能過有意義的生活，但都比

較消極。（Q－1）不想虛度此生；（Q－7）認為如果過無意義的生活，太浪費人

生；而（Q－4）雖很在意生活是否充實，但還不具體。進一步觀察後測及追蹤

測的反應，發現這些學生都意識到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很重要，讓生命活得有意

義，活得充實，就要及時把握生命中的當下。 

 

      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發現學生在生發現學生在生發現學生在生發現學生在生死死死死教育實施後的轉變為教育實施後的轉變為教育實施後的轉變為教育實施後的轉變為：：：：    

（（（（一一一一））））更關心過有意義的生活更關心過有意義的生活更關心過有意義的生活更關心過有意義的生活    

（（（（二二二二））））為生命訂定更清楚的目標為生命訂定更清楚的目標為生命訂定更清楚的目標為生命訂定更清楚的目標    

（（（（三三三三））））期盼未來過得更好期盼未來過得更好期盼未來過得更好期盼未來過得更好    

（（（（四四四四））））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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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轉變顯示生死教育課程中的教學單元：「認識自己」、「生命的循環－人

生四季」、「揭開死亡神秘的面紗」中的單元目標中，思考並了解自己未來的生活

目標、思考並了解自己生命的重要階段並能及時把握、能尊重生命並愛惜自己等

方面，已達到教學成效，而且持續內化，使學生體認生命的重要，激發學生追求

生命的意義。因此學生在「求意義的意志」分量表上，不但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

並且具有持續性影響。 

 

三三三三、、、、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 

         

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方面方面方面方面，，，，皆皆皆皆

呈現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呈現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呈現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呈現立即性和持續性影響。。。。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測量工具，生命意義問卷中「苦難接納」分量表旨在測

驗「個人瞭解苦難的意義及接納苦難的考驗之程度」，而有關的問答題是：「經過

苦難是否讓你成長？為什麼？」現在將實施生命教育前後，有關的質性資料以及

學生的反應歸納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經歷苦難經歷苦難經歷苦難經歷苦難，，，，成為完整的人成為完整的人成為完整的人成為完整的人 

 

在影片中在影片中在影片中在影片中，，，，看到蓮娜瑪利亞沒有手看到蓮娜瑪利亞沒有手看到蓮娜瑪利亞沒有手看到蓮娜瑪利亞沒有手，，，，卻能完成很多事卻能完成很多事卻能完成很多事卻能完成很多事，，，，最神奇的是她還會開車最神奇的是她還會開車最神奇的是她還會開車最神奇的是她還會開車。。。。

真感到慚愧真感到慚愧真感到慚愧真感到慚愧，，，，因為我常常在生活上遇到一點小挫折因為我常常在生活上遇到一點小挫折因為我常常在生活上遇到一點小挫折因為我常常在生活上遇到一點小挫折，，，，就經不起考驗而放棄學習就經不起考驗而放棄學習就經不起考驗而放棄學習就經不起考驗而放棄學習。。。。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苦難就是一種磨練苦難就是一種磨練苦難就是一種磨練苦難就是一種磨練，，，，像蓮娜瑪利亞像蓮娜瑪利亞像蓮娜瑪利亞像蓮娜瑪利亞，，，，沒有手是她生命的苦難沒有手是她生命的苦難沒有手是她生命的苦難沒有手是她生命的苦難，，，，可是可是可是可是當她克當她克當她克當她克

服了這個困難服了這個困難服了這個困難服了這個困難，，，，我們不會看到她的沒有手我們不會看到她的沒有手我們不會看到她的沒有手我們不會看到她的沒有手，，，，而只看到她成為一個克服苦難的完整而只看到她成為一個克服苦難的完整而只看到她成為一個克服苦難的完整而只看到她成為一個克服苦難的完整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LLLL－－－－14141414－－－－13131313））））    

    



 71

上帝用苦難來考驗蓮娜瑪利亞上帝用苦難來考驗蓮娜瑪利亞上帝用苦難來考驗蓮娜瑪利亞上帝用苦難來考驗蓮娜瑪利亞，，，，她生下來就沒有雙手她生下來就沒有雙手她生下來就沒有雙手她生下來就沒有雙手，，，，可是她卻學會用腳開車可是她卻學會用腳開車可是她卻學會用腳開車可是她卻學會用腳開車、、、、

打毛衣打毛衣打毛衣打毛衣、、、、做家事做家事做家事做家事、、、、繪畫繪畫繪畫繪畫，，，，她通過了上帝的考驗她通過了上帝的考驗她通過了上帝的考驗她通過了上帝的考驗，，，，克服萬難克服萬難克服萬難克服萬難，，，，証明她是一個完整的証明她是一個完整的証明她是一個完整的証明她是一個完整的

人人人人。。。。我非常佩服她我非常佩服她我非常佩服她我非常佩服她，，，，在我們的生命中在我們的生命中在我們的生命中在我們的生命中，，，，也許會遇到許多挫折也許會遇到許多挫折也許會遇到許多挫折也許會遇到許多挫折，，，，我們應該向她學習我們應該向她學習我們應該向她學習我們應該向她學習，，，，

勇敢地面對人生的挑戰勇敢地面對人生的挑戰勇敢地面對人生的挑戰勇敢地面對人生的挑戰，，，，才會擁有豐富的人生才會擁有豐富的人生才會擁有豐富的人生才會擁有豐富的人生。（。（。（。（LLLL－－－－14141414－－－－18181818））））    

    

有些人遇到生活上的挫折有些人遇到生活上的挫折有些人遇到生活上的挫折有些人遇到生活上的挫折，，，，就想用自殺來解決問題就想用自殺來解決問題就想用自殺來解決問題就想用自殺來解決問題，，，，我覺得那是很笨的行為我覺得那是很笨的行為我覺得那是很笨的行為我覺得那是很笨的行為，，，，人人人人

生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生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生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生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人要經得起考驗人要經得起考驗人要經得起考驗人要經得起考驗，，，，才有資格稱得上是一個人才有資格稱得上是一個人才有資格稱得上是一個人才有資格稱得上是一個人。。。。（（（（SSSS－－－－1111））））    

    

自殺其實沒有解決人生的困境自殺其實沒有解決人生的困境自殺其實沒有解決人生的困境自殺其實沒有解決人生的困境，，，，只是讓家人以及愛你的人更傷心難過而己只是讓家人以及愛你的人更傷心難過而己只是讓家人以及愛你的人更傷心難過而己只是讓家人以及愛你的人更傷心難過而己，，，，遇到遇到遇到遇到

挫折挫折挫折挫折，，，，碰到問題碰到問題碰到問題碰到問題，，，，就要想辨法去解決才對就要想辨法去解決才對就要想辨法去解決才對就要想辨法去解決才對，，，，一個人要面對困難一個人要面對困難一個人要面對困難一個人要面對困難，，，，才像個人才像個人才像個人才像個人，，，，而不而不而不而不

是逃避是逃避是逃避是逃避，，，，跑去自殺跑去自殺跑去自殺跑去自殺，，，，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SSSS－－－－2222））））    

 

（L－14－13）（L－14－18）兩位學生從「生命的禮讚」，影片觀賞「一無所

缺的人生－蓮娜瑪利亞」中，得到生命真諦的啟示，身體的殘缺並不重要，能克

服困難，經過苦難的洗禮而不屈服、退縮，所展現出來的毅力，才令人敬佩，所

以夠資格稱得上是一個「完整的人」。（S－1）和（S－2）認為會去自殺的人，沒

有勇氣面對生活的苦難，那種逃避的行為是很不智的，他們是不恥的，他們一致

認為能勇敢面對人生困境，解決問題，克服困難的人，才算是一個人。 

 

「「「「是是是是，，，，這令我更能包容一些我不太同意的事這令我更能包容一些我不太同意的事這令我更能包容一些我不太同意的事這令我更能包容一些我不太同意的事，，，，心情也比較愉快了心情也比較愉快了心情也比較愉快了心情也比較愉快了。」（。」（。」（。」（QQQQ1111－－－－1111））））    

「「「「是是是是，，，，因為能記取教訓得到一個全新的經驗因為能記取教訓得到一個全新的經驗因為能記取教訓得到一個全新的經驗因為能記取教訓得到一個全新的經驗。」（。」（。」（。」（QQQQ2222－－－－1111））））    

「「「「是是是是，，，，因為苦難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因為苦難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因為苦難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因為苦難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經歷後經歷後經歷後經歷後，，，，會使人心思變得更縝密成為完會使人心思變得更縝密成為完會使人心思變得更縝密成為完會使人心思變得更縝密成為完

整的人整的人整的人整的人。」（。」（。」（。」（QQQQ3333－－－－1111））））    

    

「「「「YYYYeseseses！！！！這倒點醒了怕吃苦的我這倒點醒了怕吃苦的我這倒點醒了怕吃苦的我這倒點醒了怕吃苦的我。」（。」（。」（。」（QQQQ1111－－－－18181818））））    

「「「「有苦難可能是一個天降大任於我的考驗吧有苦難可能是一個天降大任於我的考驗吧有苦難可能是一個天降大任於我的考驗吧有苦難可能是一個天降大任於我的考驗吧！」（！」（！」（！」（QQQQ2222－－－－1818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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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苦難會造就一個完全的人苦難會造就一個完全的人苦難會造就一個完全的人苦難會造就一個完全的人。」（。」（。」（。」（QQQQ3333－－－－18181818））））    

                    

   （Q－1）在進行生命教育之前，對苦難採取包容的態度；後測呈現出苦難是

教訓、是經驗；兩個月後，認為苦難是可貴的經驗，會使人心司更縝密成為更完

整的人。而（Q－18）原本是怕吃苦的，到最後也肯定苦難的磨練能造就「完全」

的人。 

    

（（（（二二二二））））苦難是能力的考驗苦難是能力的考驗苦難是能力的考驗苦難是能力的考驗，，，，使人成長使人成長使人成長使人成長 

    

我反對安樂死我反對安樂死我反對安樂死我反對安樂死，，，，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有生命處有生命處有生命處有生命處，，，，就有希望就有希望就有希望就有希望」，」，」，」，生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生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生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生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安樂死安樂死安樂死安樂死

像處置一個沒有還手能力的弱者一樣的像處置一個沒有還手能力的弱者一樣的像處置一個沒有還手能力的弱者一樣的像處置一個沒有還手能力的弱者一樣的不道德不道德不道德不道德，，，，那是被人瞧不起的那是被人瞧不起的那是被人瞧不起的那是被人瞧不起的。。。。家裡有生病家裡有生病家裡有生病家裡有生病

的植物人的植物人的植物人的植物人，，，，我們更要盡心盡力地照顧他我們更要盡心盡力地照顧他我們更要盡心盡力地照顧他我們更要盡心盡力地照顧他、、、、愛護他愛護他愛護他愛護他，，，，照顧的困難照顧的困難照顧的困難照顧的困難，，，，就是一種能力的就是一種能力的就是一種能力的就是一種能力的

考驗考驗考驗考驗，，，，証明我們有能力照顧弱者証明我們有能力照顧弱者証明我們有能力照顧弱者証明我們有能力照顧弱者。。。。（（（（LLLL－－－－7777－－－－15151515））））    

    

原住民是尊重人性尊嚴的族群，他們認為生命是神聖的、珍貴的，沒有人可

以判別人死刑，依原住民習俗，他們會等待人自然死亡，不可能安樂死。如果家

裡有病人、殘障者、甚至植物人需要照顧，他們會理所當然的負起照顧的責任。

從（L－7－15）的陳述中，看得出，他認為善盡照顧之責，是能力的考驗，也是

能力的証明，會使人成長。這就是為什麼人在某些情況下，寧願受苦，只要他確

定自己的苦難具有意義。 

    

自殺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自殺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自殺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自殺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其實遇到人生的苦難其實遇到人生的苦難其實遇到人生的苦難其實遇到人生的苦難，，，，正是考驗我們有沒有能正是考驗我們有沒有能正是考驗我們有沒有能正是考驗我們有沒有能

力克服困難的時候力克服困難的時候力克服困難的時候力克服困難的時候，，，，既然有勇氣跑去自殺既然有勇氣跑去自殺既然有勇氣跑去自殺既然有勇氣跑去自殺，，，，為什麼沒為什麼沒為什麼沒為什麼沒有勇氣去面對苦難有勇氣去面對苦難有勇氣去面對苦難有勇氣去面對苦難，，，，那也是那也是那也是那也是

一種學習一種學習一種學習一種學習，，，，可以使人成長呀可以使人成長呀可以使人成長呀可以使人成長呀！（！（！（！（SSSS－－－－4444））））    

    

    對原住民而言，自殺是非正常死亡，被視為是惡死，會帶給家人很大的苦難，



 73

而且家人沒法正常祭拜。如果家中有人自殺，在部落中往往會被排斥，大家都會

躲他們，不理他們，會被孤立，所以，對整個家族而言，也是很丟臉的事。（S

－4）強烈表示自殺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隱含著不只對自己，也對整個家族

的不負責，人生總會遇到困境，只要勇敢地面對克服困難，就是對自己能力的考

驗，也是成長的學習。 

    

我覺得蓮娜瑪利亞真得很了不起我覺得蓮娜瑪利亞真得很了不起我覺得蓮娜瑪利亞真得很了不起我覺得蓮娜瑪利亞真得很了不起，，，，她的父母更偉大她的父母更偉大她的父母更偉大她的父母更偉大，，，，生下殘障的她生下殘障的她生下殘障的她生下殘障的她，，，，非但沒有非但沒有非但沒有非但沒有棄棄棄棄

養養養養，，，，而且還把她教得比一般人還健康而且還把她教得比一般人還健康而且還把她教得比一般人還健康而且還把她教得比一般人還健康，，，，教她堅強的面對人生的困難教她堅強的面對人生的困難教她堅強的面對人生的困難教她堅強的面對人生的困難，，，，學習克服生學習克服生學習克服生學習克服生

活上的諸多不便活上的諸多不便活上的諸多不便活上的諸多不便，，，，樂觀開朗的去面對自己的生命樂觀開朗的去面對自己的生命樂觀開朗的去面對自己的生命樂觀開朗的去面對自己的生命。。。。苦難對她而言苦難對她而言苦難對她而言苦難對她而言，，，，是能力的考驗是能力的考驗是能力的考驗是能力的考驗，，，，

讓她學習成長讓她學習成長讓她學習成長讓她學習成長。（。（。（。（LLLL－－－－14141414－－－－27272727））））    

 

在「生命的禮讚」單元教學中，（L－14－29）表達出他對蓮娜及她父母的敬

佩，欣賞他們樂觀開朗面對生命苦難的態度，並肯定苦難是蓮娜學習成長能力的

考驗。 

 

「「「「是是是是，，，，我才會瞭解自己的本份我才會瞭解自己的本份我才會瞭解自己的本份我才會瞭解自己的本份，，，，也不會那麼幼稚了也不會那麼幼稚了也不會那麼幼稚了也不會那麼幼稚了！」（！」（！」（！」（QQQQ1111－－－－4444））））    

「「「「是是是是，，，，這樣才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需要加強這樣才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需要加強這樣才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需要加強這樣才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需要加強。」（。」（。」（。」（QQQQ2222－－－－4444））））    

「「「「是是是是，，，，因為苦難讓我越挫越勇因為苦難讓我越挫越勇因為苦難讓我越挫越勇因為苦難讓我越挫越勇，，，，而且而且而且而且經過苦難後經過苦難後經過苦難後經過苦難後，，，，更能堅強的面對人生更能堅強的面對人生更能堅強的面對人生更能堅強的面對人生的風浪的風浪的風浪的風浪。」。」。」。」

（（（（QQQQ3333－－－－4444））））    

    

「「「「偶爾偶爾偶爾偶爾，，，，因為人總在失敗中成長因為人總在失敗中成長因為人總在失敗中成長因為人總在失敗中成長。」（。」（。」（。」（QQQQ1111－－－－7777））））    

「「「「是是是是，，，，因為人在失敗中才能記取教訓，使自己更堅強。」（。」（。」（。」（QQQQ2222－－－－7777））））    

「「「「是是是是，，，，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可以從苦難中學到一些教訓可以從苦難中學到一些教訓可以從苦難中學到一些教訓可以從苦難中學到一些教訓，，，，體會生命的價值體會生命的價值體會生命的價值體會生命的價值，，，，磨練自己的意志磨練自己的意志磨練自己的意志磨練自己的意志，，，，讓讓讓讓

自己更有力量面對人生自己更有力量面對人生自己更有力量面對人生自己更有力量面對人生。」（。」（。」（。」（QQQQ3333－－－－7777））））    

    

「「「「畢竟每個人都不同畢竟每個人都不同畢竟每個人都不同畢竟每個人都不同，，，，遇到苦難遇到苦難遇到苦難遇到苦難，，，，有人選擇逃避有人選擇逃避有人選擇逃避有人選擇逃避，，，，因此無法立足於社會因此無法立足於社會因此無法立足於社會因此無法立足於社會。。。。但也有但也有但也有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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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擇面對人選擇面對人選擇面對人選擇面對，，，，因而成長因而成長因而成長因而成長。」（。」（。」（。」（QQQQ1111－－－－20202020））））    

「「「「是是是是，，，，苦難是很好的磨練苦難是很好的磨練苦難是很好的磨練苦難是很好的磨練，，，，遇到苦難遇到苦難遇到苦難遇到苦難，，，，我選擇面對我選擇面對我選擇面對我選擇面對，，，，因為我覺得這對我的成長有因為我覺得這對我的成長有因為我覺得這對我的成長有因為我覺得這對我的成長有

幫助幫助幫助幫助。」（。」（。」（。」（QQQQ2222－－－－2020202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經過苦難就會成長經過苦難就會成長經過苦難就會成長經過苦難就會成長。」（。」（。」（。」（QQQQ3333－－－－20202020））））    

    

「「「「是是是是，，，，多瞭解新的多瞭解新的多瞭解新的多瞭解新的學習方向學習方向學習方向學習方向」（」（」（」（QQQQ1111－－－－25252525））））    

「「「「是是是是，，，，因為當你懂得處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時因為當你懂得處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時因為當你懂得處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時因為當你懂得處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時，，，，證明你已經學會怎麼照顧自己證明你已經學會怎麼照顧自己證明你已經學會怎麼照顧自己證明你已經學會怎麼照顧自己

了了了了。」（。」（。」（。」（QQQQ2222－－－－2525252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克服了困難證明你已成長許多克服了困難證明你已成長許多克服了困難證明你已成長許多克服了困難證明你已成長許多。」（。」（。」（。」（QQQQ3333－－－－25252525））））    

    

    仔細觀察（Q－4）、（Q－7）的改變發現他們都認為經歷苦難的洗禮，會使

自己更堅強，更有能力面對人生的考驗。而（Q－20）、（Q－25）則認為克服苦

難、就是成長的證明。 

 

（（（（三三三三））））苦難有助於瞭解真正的人生意義苦難有助於瞭解真正的人生意義苦難有助於瞭解真正的人生意義苦難有助於瞭解真正的人生意義    

    

上帝賦與我們寶貴的生命上帝賦與我們寶貴的生命上帝賦與我們寶貴的生命上帝賦與我們寶貴的生命，，，，不是要我們用自殺來踐踏的不是要我們用自殺來踐踏的不是要我們用自殺來踐踏的不是要我們用自殺來踐踏的，，，，人生本來就有順境和逆人生本來就有順境和逆人生本來就有順境和逆人生本來就有順境和逆

境境境境，，，，當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當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當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當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那是那是那是那是上帝要通遇苦難來考上帝要通遇苦難來考上帝要通遇苦難來考上帝要通遇苦難來考驗我們驗我們驗我們驗我們有沒有面對困難有沒有面對困難有沒有面對困難有沒有面對困難

的毅力的毅力的毅力的毅力，，，，能通過考驗才領受得到真正的人生意義能通過考驗才領受得到真正的人生意義能通過考驗才領受得到真正的人生意義能通過考驗才領受得到真正的人生意義。（。（。（。（LLLL－－－－5555－－－－18181818））））    

    

人不可能永遠排除痛苦，如果能勇敢地接受苦難的挑戰，生命至最後一刻都

仍具意義。（L－5－18）是篤信基督教義的信徒，認為人們在生命中遇到的苦難，

都是上帝的考驗，要使人們瞭解人生的真義。 

    

我反對死刑我反對死刑我反對死刑我反對死刑，，，，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去處死別人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去處死別人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去處死別人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去處死別人，，，，一個人犯了再大的錯一個人犯了再大的錯一個人犯了再大的錯一個人犯了再大的錯，，，，他得先承受他得先承受他得先承受他得先承受

自己良心的譴責自己良心的譴責自己良心的譴責自己良心的譴責，，，，這就己經夠他痛苦了這就己經夠他痛苦了這就己經夠他痛苦了這就己經夠他痛苦了，，，，相信他相信他相信他相信他這時會體會到人生的意義這時會體會到人生的意義這時會體會到人生的意義這時會體會到人生的意義，，，，只要只要只要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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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正後悔他所犯的錯他真正後悔他所犯的錯他真正後悔他所犯的錯他真正後悔他所犯的錯，，，，能痛改前非能痛改前非能痛改前非能痛改前非，，，，我們為什麼不能原諒他我們為什麼不能原諒他我們為什麼不能原諒他我們為什麼不能原諒他，，，，一定要判他死刑一定要判他死刑一定要判他死刑一定要判他死刑

呢呢呢呢？（？（？（？（LLLL－－－－6666－－－－14141414））））    

 

    大部分原住民對於犯錯的人，容忍度很高，即使是犯了罪大惡極的死罪，（L

－6－14）也認為只要他真正後悔了，能改過，就應該原諒他。一個人一輩子背

負良心的譴責，是一種痛苦，他應該也會體會到人生的真正意義吧！ 

 

「「「「是是是是，，，，因為有了磨練因為有了磨練因為有了磨練因為有了磨練，，，，才會使人產生向上的決心才會使人產生向上的決心才會使人產生向上的決心才會使人產生向上的決心！」（！」（！」（！」（QQQQ1111－－－－12121212））））    

「「「「我認為經過苦難的洗禮我認為經過苦難的洗禮我認為經過苦難的洗禮我認為經過苦難的洗禮，，，，才會更成熟才會更成熟才會更成熟才會更成熟。」（。」（。」（。」（QQQQ2222－－－－12121212））））    

「「「「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因為經歷苦難因為經歷苦難因為經歷苦難因為經歷苦難，，，，我們才會瞭解人生意義而成長我們才會瞭解人生意義而成長我們才會瞭解人生意義而成長我們才會瞭解人生意義而成長。」（。」（。」（。」（QQQQ3333－－－－12121212））））    

    

「「「「是是是是，，，，這樣才能面對現實生活這樣才能面對現實生活這樣才能面對現實生活這樣才能面對現實生活，，，，從挫敗中學習從挫敗中學習從挫敗中學習從挫敗中學習。」（。」（。」（。」（QQQQ1111－－－－1414141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為這樣才能瞭解人活著的意義因為這樣才能瞭解人活著的意義因為這樣才能瞭解人活著的意義因為這樣才能瞭解人活著的意義。」（。」（。」（。」（QQQQ2222－－－－14141414））））    

「「「「是是是是，，，，從苦難中得到寶貴的人生經驗從苦難中得到寶貴的人生經驗從苦難中得到寶貴的人生經驗從苦難中得到寶貴的人生經驗，，，，讓自己更能瞭解人生的意義讓自己更能瞭解人生的意義讓自己更能瞭解人生的意義讓自己更能瞭解人生的意義。」（。」（。」（。」（QQQQ3333－－－－14141414））））    

    

「「「「是是是是，，，，比較懂得一些道理比較懂得一些道理比較懂得一些道理比較懂得一些道理。」（。」（。」（。」（QQQQ1111－－－－17171717））））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經過苦難因為每一個人都要經過苦難因為每一個人都要經過苦難因為每一個人都要經過苦難，，，，才知道活著的重要才知道活著的重要才知道活著的重要才知道活著的重要。」（。」（。」（。」（QQQQ2222－－－－17171717））））    

「「「「是是是是，，，，唯有經驗過苦難唯有經驗過苦難唯有經驗過苦難唯有經驗過苦難，，，，才知道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才知道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才知道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才知道人生的意義與價值。」（。」（。」（。」（QQQQ3333－－－－17171717））））    

 

   （Q－12）認為苦難是磨練，可使人愈挫愈勇，（Q－14）則認為苦難讓人看

清現實生活，得到教訓；（Q－14），（Q－17）在後測皆表示經過苦難，才能了解

活著的意義極重要；（Q－12）認為會更成熟。而這三位學生在追蹤測皆呈現經歷

苦難，能更瞭解人生的意義。 

 

（（（（四四四四））））經歷苦難後經歷苦難後經歷苦難後經歷苦難後，，，，更能體諒別人更能體諒別人更能體諒別人更能體諒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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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贊成安樂死我贊成安樂死我贊成安樂死我贊成安樂死，，，，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如果我是腦死的植物人如果我是腦死的植物人如果我是腦死的植物人如果我是腦死的植物人，，，，我可我可我可我可不願意家人為了照顧我不願意家人為了照顧我不願意家人為了照顧我不願意家人為了照顧我，，，，付出付出付出付出

那麼多的心力和時間那麼多的心力和時間那麼多的心力和時間那麼多的心力和時間，，，，成為家庭和社會的嚴重負擔成為家庭和社會的嚴重負擔成為家庭和社會的嚴重負擔成為家庭和社會的嚴重負擔。。。。而且整天躺在床上而且整天躺在床上而且整天躺在床上而且整天躺在床上，，，，又不能又不能又不能又不能

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那跟廢人一樣那跟廢人一樣那跟廢人一樣那跟廢人一樣，，，，那是很痛苦的那是很痛苦的那是很痛苦的那是很痛苦的，，，，家人為了照顧我家人為了照顧我家人為了照顧我家人為了照顧我，，，，又不能工作賺錢又不能工作賺錢又不能工作賺錢又不能工作賺錢，，，，把把把把

自己的痛苦加到別人身上自己的痛苦加到別人身上自己的痛苦加到別人身上自己的痛苦加到別人身上，，，，何苦呢何苦呢何苦呢何苦呢？？？？不如安樂死算了不如安樂死算了不如安樂死算了不如安樂死算了，，，，自己能解脫痛苦自己能解脫痛苦自己能解脫痛苦自己能解脫痛苦，，，，家人也家人也家人也家人也

得到解脫得到解脫得到解脫得到解脫。（。（。（。（LLLL－－－－7777－－－－16161616））））    

    

                有些學生不願意把自己的苦難，加到別人身上，尤其是自己摯愛的家人。（L

－7－16）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他自己是腦死的植物人，他寧願以安樂死結束

生命，也不要拖累家庭。 

    

我國小時曾我國小時曾我國小時曾我國小時曾有過被性騷擾的痛苦經驗有過被性騷擾的痛苦經驗有過被性騷擾的痛苦經驗有過被性騷擾的痛苦經驗，，，，那時候真得很害怕那時候真得很害怕那時候真得很害怕那時候真得很害怕、、、、很恐懼很恐懼很恐懼很恐懼，，，，當時我曾跟當時我曾跟當時我曾跟當時我曾跟

家人說過家人說過家人說過家人說過，，，，可是他們都不相信我可是他們都不相信我可是他們都不相信我可是他們都不相信我，，，，都以為我在說慌都以為我在說慌都以為我在說慌都以為我在說慌，，，，現在我對異性特別會有自然現在我對異性特別會有自然現在我對異性特別會有自然現在我對異性特別會有自然

的防衛反應的防衛反應的防衛反應的防衛反應，，，，如果同學或朋友有類似的情形發生如果同學或朋友有類似的情形發生如果同學或朋友有類似的情形發生如果同學或朋友有類似的情形發生，，，，我都會立刻伸出援手我都會立刻伸出援手我都會立刻伸出援手我都會立刻伸出援手，，，，給予傾給予傾給予傾給予傾

聽及支持聽及支持聽及支持聽及支持，，，，想辨法幫助想辨法幫助想辨法幫助想辨法幫助，，，，反正不會袖手旁觀就是了反正不會袖手旁觀就是了反正不會袖手旁觀就是了反正不會袖手旁觀就是了。（。（。（。（SSSS－－－－3333））））    

    

當一個人不被人接受時當一個人不被人接受時當一個人不被人接受時當一個人不被人接受時，，，，是很痛苦的是很痛苦的是很痛苦的是很痛苦的，，，，我體驗過那種痛苦我體驗過那種痛苦我體驗過那種痛苦我體驗過那種痛苦，，，，所以當我的朋友在感所以當我的朋友在感所以當我的朋友在感所以當我的朋友在感

情受挫折時情受挫折時情受挫折時情受挫折時，，，，我會一直陪在她身邊安慰她我會一直陪在她身邊安慰她我會一直陪在她身邊安慰她我會一直陪在她身邊安慰她，，，，聽她哭訴聽她哭訴聽她哭訴聽她哭訴，，，，等她宣洩過後等她宣洩過後等她宣洩過後等她宣洩過後，，，，就會雨過就會雨過就會雨過就會雨過

天晴天晴天晴天晴。（。（。（。（LLLL－－－－5555－－－－6666））））    

    

                有過痛苦經驗的（S－3）及（L－5－6），都能夠體諒別人類似的苦楚，懂得

給予安慰、支持及幫助。 

    

「「「「是是是是，，，，因為經過苦難後因為經過苦難後因為經過苦難後因為經過苦難後，，，，才知道什麼是苦難才知道什麼是苦難才知道什麼是苦難才知道什麼是苦難。」（。」（。」（。」（QQQQ1111－－－－8888））））    

「「「「是是是是，，，，這樣才會使自己的心智更成熟這樣才會使自己的心智更成熟這樣才會使自己的心智更成熟這樣才會使自己的心智更成熟。」（。」（。」（。」（QQQQ2222－－－－8888））））    

「「「「是是是是，，，，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心智會更成熟心智會更成熟心智會更成熟心智會更成熟，，，，變得更穩重變得更穩重變得更穩重變得更穩重，，，，更懂得關心別人更懂得關心別人更懂得關心別人更懂得關心別人，，，，照顧別人照顧別人照顧別人照顧別人。」（。」（。」（。」（QQQQ3333－－－－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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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會會，，，，讓我能用不同的角度和觀點去思考讓我能用不同的角度和觀點去思考讓我能用不同的角度和觀點去思考讓我能用不同的角度和觀點去思考。」（。」（。」（。」（QQQQ1111－－－－9999））））    

「「「「是是是是，，，，使我從苦難中得到教訓使我從苦難中得到教訓使我從苦難中得到教訓使我從苦難中得到教訓，，，，找到對的方向找到對的方向找到對的方向找到對的方向，，，，並且能從別人的角度來看事情並且能從別人的角度來看事情並且能從別人的角度來看事情並且能從別人的角度來看事情。」。」。」。」

（（（（QQQQ2222－－－－999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人生都是要經過蛻變人生都是要經過蛻變人生都是要經過蛻變人生都是要經過蛻變、、、、體驗體驗體驗體驗，，，，才能成長才能成長才能成長才能成長，，，，也更能體諒別人也更能體諒別人也更能體諒別人也更能體諒別人，，，，替別人想替別人想替別人想替別人想。」。」。」。」

（（（（QQQQ3333－－－－999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這叫做經驗吧這叫做經驗吧這叫做經驗吧這叫做經驗吧 !  !  !  ! 體會很多的苦體會很多的苦體會很多的苦體會很多的苦，，，，就能了解更多的事就能了解更多的事就能了解更多的事就能了解更多的事。」（。」（。」（。」（QQQQ1111－－－－16161616））））    

「「「「經過苦難經過苦難經過苦難經過苦難，，，，能讓自己有更多生活經驗能讓自己有更多生活經驗能讓自己有更多生活經驗能讓自己有更多生活經驗，，，，磨練自己的性情磨練自己的性情磨練自己的性情磨練自己的性情。」（。」（。」（。」（QQQQ2222－－－－1616161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為苦難讓我懂得什麼叫苦因為苦難讓我懂得什麼叫苦因為苦難讓我懂得什麼叫苦因為苦難讓我懂得什麼叫苦，，，，可以使我更可以使我更可以使我更可以使我更加體驗生命加體驗生命加體驗生命加體驗生命、、、、珍惜生命珍惜生命珍惜生命珍惜生命，，，，更能更能更能更能

體諒別人體諒別人體諒別人體諒別人。」（。」（。」（。」（QQQQ3333－－－－16161616））））    

 

    （Q－8）、（Q－16）前測時認為苦難是一種經驗，吃過苦，體會過苦的滋味，

才有資格談苦。（Q－9）覺得苦難能提供不同的角度和觀點。後測時，三位學生

都回到內觀自省，（Q－8）認為苦難會使自己的心智更成熟，（Q－9）認為自己

可從苦難中得到教訓，找到正確的方向，甚至還能考慮到別人的想法。（Q－16）

認為苦難能磨練自己的性情。追蹤測時，這三位學生皆呈現出擴及到周圍的人，

更能關心、照顧、體諒別人。仔細觀察這些學生的改變，真令人不得不驚嘆「教

育改造」的力量。 

     

          綜合上述質性的資料綜合上述質性的資料綜合上述質性的資料綜合上述質性的資料，，，，進行生進行生進行生進行生死死死死教育後教育後教育後教育後，，，，學生在學生在學生在學生在「「「「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的轉變為的轉變為的轉變為的轉變為：：：：    

（（（（一一一一））））經歷苦難經歷苦難經歷苦難經歷苦難，，，，成為完整的人成為完整的人成為完整的人成為完整的人。。。。    

（（（（二二二二））））苦難是有能力的考驗苦難是有能力的考驗苦難是有能力的考驗苦難是有能力的考驗，，，，使人成長使人成長使人成長使人成長。。。。 

（（（（三三三三））））苦難有助於了解真正的人生意義苦難有助於了解真正的人生意義苦難有助於了解真正的人生意義苦難有助於了解真正的人生意義。。。。 

（（（（四四四四））））經歷苦難後經歷苦難後經歷苦難後經歷苦難後，，，，更能體諒別人更能體諒別人更能體諒別人更能體諒別人。。。。 

 

這些轉變顯示生死教育課程中的教學單元：「我如何看待自殺」、「我對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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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生命何時結束－談安樂死」、「生命的禮讚」的單元目標中，學習積極

面對人生的苦難與挫折、澄清自殺觀念、學習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學習愛惜生

命、建立積極樂觀的人生觀、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等方面，已達教學成效，而

且持續內化，使學生能了解苦難的意義、並能接納苦難的考驗。因此學生在「苦

難接納」分量表上，不但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並且具有持續性正面影響。 

 

四四四四、、、、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 

           

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未未未未

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但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呈現出持續性影響。。。。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測量工具，生命意義問卷中「生命控制」分量表旨在測

量「個人能自由作生命抉擇與生命負責的程度。」與本分量表有關的問答題為「你

的生命成就，大部分決定在自己努力的程度上嗎？為什麼？」現在將實施生命教

育前後，有關的質性資料以及學生的反應，歸納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生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生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生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生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    

    

看到蓮娜瑪利亞克服自己先天的障礙看到蓮娜瑪利亞克服自己先天的障礙看到蓮娜瑪利亞克服自己先天的障礙看到蓮娜瑪利亞克服自己先天的障礙，，，，努力學習努力學習努力學習努力學習用腳做我們雙手能做的事用腳做我們雙手能做的事用腳做我們雙手能做的事用腳做我們雙手能做的事，，，，真得真得真得真得

很感動很感動很感動很感動，，，，她成就了她的生命她成就了她的生命她成就了她的生命她成就了她的生命，，，，使她的生命更有意義使她的生命更有意義使她的生命更有意義使她的生命更有意義。（。（。（。（LLLL－－－－14141414－－－－10101010））））    

    

一個人有多大的成就一個人有多大的成就一個人有多大的成就一個人有多大的成就，，，，在於他自己有沒有在於他自己有沒有在於他自己有沒有在於他自己有沒有做做做做好人生規劃好人生規劃好人生規劃好人生規劃，，，，和他有沒有努力執行和他有沒有努力執行和他有沒有努力執行和他有沒有努力執行，，，，

如果每天混日子如果每天混日子如果每天混日子如果每天混日子，，，，一生的時間很快就會過去的一生的時間很快就會過去的一生的時間很快就會過去的一生的時間很快就會過去的，，，，最後終究會一事無成最後終究會一事無成最後終究會一事無成最後終究會一事無成，，，，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我我我

們要趁著年輕們要趁著年輕們要趁著年輕們要趁著年輕，，，，做好人生規劃做好人生規劃做好人生規劃做好人生規劃，，，，努力朝著目標走努力朝著目標走努力朝著目標走努力朝著目標走。。。。（（（（LLLL－－－－15151515－－－－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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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成績的好壞在於自己的努力在校成績的好壞在於自己的努力在校成績的好壞在於自己的努力在校成績的好壞在於自己的努力，，，，只要努力用功讀書只要努力用功讀書只要努力用功讀書只要努力用功讀書，，，，段考成績馬上就會看到段考成績馬上就會看到段考成績馬上就會看到段考成績馬上就會看到，，，，

自己覺得考得還不錯自己覺得考得還不錯自己覺得考得還不錯自己覺得考得還不錯，，，，成績就會進步成績就會進步成績就會進步成績就會進步。。。。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生命的成就大部分決定於自生命的成就大部分決定於自生命的成就大部分決定於自生命的成就大部分決定於自

己的努力己的努力己的努力己的努力。（。（。（。（SSSS－－－－7777））））    

    

以前我的成績很爛以前我的成績很爛以前我的成績很爛以前我的成績很爛，，，，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國中時我都沒在看書國中時我都沒在看書國中時我都沒在看書國中時我都沒在看書，，，，後來我媽和我姊後來我媽和我姊後來我媽和我姊後來我媽和我姊，，，，一直跟我講一直跟我講一直跟我講一直跟我講

沒讀書會怎樣怎樣沒讀書會怎樣怎樣沒讀書會怎樣怎樣沒讀書會怎樣怎樣，，，，我就比較少上網了我就比較少上網了我就比較少上網了我就比較少上網了，，，，現在功課比較好現在功課比較好現在功課比較好現在功課比較好，，，，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現在不努力現在不努力現在不努力現在不努力，，，，將將將將

來一定沒有成就來一定沒有成就來一定沒有成就來一定沒有成就，，，，以後也沒機會以後也沒機會以後也沒機會以後也沒機會了了了了！（！（！（！（SSSS－－－－2222））））    

    

            （L－14－10）認為蓮娜生命的成就，在於她能用腳學會我們用雙手能做的

事，使她的生命更有意義，令人感動。（L－15－7）體悟到混日子，最後會一事

無成，生命成就在於自己先做好人生規劃，再努力朝目標前進。（S－7）認為只

要自己努力用功讀書，馬上就可以從考試中，看到成績進步的成就。（S－2）覺

得現在不努力，將來就沒有成就的機會。 

    

「「「「有捨就有得有捨就有得有捨就有得有捨就有得，，，，這是相對的這是相對的這是相對的這是相對的，，，，剩下的就靠運氣了剩下的就靠運氣了剩下的就靠運氣了剩下的就靠運氣了。」（。」（。」（。」（QQQQ1111－－－－1111））））    

「「「「我認為我認為我認為我認為生命的成就生命的成就生命的成就生命的成就，，，，七分靠努力七分靠努力七分靠努力七分靠努力，，，，三分靠運氣三分靠運氣三分靠運氣三分靠運氣。」（。」（。」（。」（QQQQ2222－－－－111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一切成就都必須經過一番努力一切成就都必須經過一番努力一切成就都必須經過一番努力一切成就都必須經過一番努力，，，，才有好結果才有好結果才有好結果才有好結果。」（。」（。」（。」（QQQQ3333－－－－1111））））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若不努力我若不努力我若不努力我若不努力，，，，我可能每天都過得很混吧我可能每天都過得很混吧我可能每天都過得很混吧我可能每天都過得很混吧!!!!」（」（」（」（QQQQ1111－－－－4444））））    

「「「「對對對對，，，，凡走過的凡走過的凡走過的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啊必留下痕跡啊必留下痕跡啊必留下痕跡啊!!!!而且就是因為努力才會有成就而且就是因為努力才會有成就而且就是因為努力才會有成就而且就是因為努力才會有成就。」（。」（。」（。」（QQQQ2222－－－－444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為下過苦心因為下過苦心因為下過苦心因為下過苦心，，，，才能得到甘甜的果實才能得到甘甜的果實才能得到甘甜的果實才能得到甘甜的果實，，，，所以我認為很多事情要經過努力所以我認為很多事情要經過努力所以我認為很多事情要經過努力所以我認為很多事情要經過努力、、、、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努力，，，，才會成功才會成功才會成功才會成功，，，，生命才有成就生命才有成就生命才有成就生命才有成就。」（。」（。」（。」（QQQQ3333－－－－4444））））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因為努力之後因為努力之後因為努力之後因為努力之後，，，，也要看機會和命運也要看機會和命運也要看機會和命運也要看機會和命運。」（。」（。」（。」（QQQQ1111－－－－999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若能努力的為自己的未來打拼若能努力的為自己的未來打拼若能努力的為自己的未來打拼若能努力的為自己的未來打拼，，，，都可能成就生命都可能成就生命都可能成就生命都可能成就生命。」（。」（。」（。」（QQQQ2222－－－－9999））））    

「「「「對對對對，，，，因為只有自己努力因為只有自己努力因為只有自己努力因為只有自己努力，，，，才會有成就感才會有成就感才會有成就感才會有成就感。。。。自己愈努力自己愈努力自己愈努力自己愈努力，，，，獲得的成功就會覺得愈獲得的成功就會覺得愈獲得的成功就會覺得愈獲得的成功就會覺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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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就有成就有成就有成就。」（。」（。」（。」（QQQQ3333－－－－9999））））    

    

    就（Q－1）而言，生命的成就在於捨得之間，而且還要靠運氣，充分顯露

出，自己是無法控制生命的。後測時，已有改變，但還認為要三分運氣。追蹤測

時，已然相信成就須經過努力。（Q－4）前測只是省思的表露，後測已呈現出對

「生命成就決定於努力」的肯定。追蹤測時，表現出生命成就是可以透過努力控

制。而（Q－9），從不肯定的認為，生命的成就要自己努力，但還要看機會和命

運；到個人的努力，「可能」成就生命；最後，則肯定努力才會成就。這三位學

生，最初不認為可以靠個人努力控制生命，進行生死教育後，都表現出個人的生

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上的看法。 

 

（（（（二二二二））））個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個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個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個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我我我我覺得墮胎很殘忍覺得墮胎很殘忍覺得墮胎很殘忍覺得墮胎很殘忍，，，，又沒人性又沒人性又沒人性又沒人性，，，，這簡直跟殺了一個人沒兩樣這簡直跟殺了一個人沒兩樣這簡直跟殺了一個人沒兩樣這簡直跟殺了一個人沒兩樣，，，，而且也會傷到母體而且也會傷到母體而且也會傷到母體而且也會傷到母體

的健康的健康的健康的健康，，，，從小的時候從小的時候從小的時候從小的時候，，，，我媽媽就我媽媽就我媽媽就我媽媽就一直灌輸我一個觀念一直灌輸我一個觀念一直灌輸我一個觀念一直灌輸我一個觀念，，，，懷了孕就要把孩子生下來懷了孕就要把孩子生下來懷了孕就要把孩子生下來懷了孕就要把孩子生下來，，，，

要要要要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我認為我認為我認為我認為，，，，不能把墮胎合理化不能把墮胎合理化不能把墮胎合理化不能把墮胎合理化。（。（。（。（LLLL－－－－4444－－－－1111））））    

    

在做愛之前在做愛之前在做愛之前在做愛之前，，，，應該要做好預防措施應該要做好預防措施應該要做好預防措施應該要做好預防措施，，，，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婦女在墮胎以前婦女在墮胎以前婦女在墮胎以前婦女在墮胎以前，，，，也也也也要清楚瞭解要清楚瞭解要清楚瞭解要清楚瞭解到到到到有有有有沒沒沒沒

有什麼後遺症有什麼後遺症有什麼後遺症有什麼後遺症，，，，醫師也應先告知醫師也應先告知醫師也應先告知醫師也應先告知墮胎婦女墮胎婦女墮胎婦女墮胎婦女，，，，不然會不然會不然會不然會造成造成造成造成心理及生理的心理及生理的心理及生理的心理及生理的傷害傷害傷害傷害，，，，這就這就這就這就

是不負責任的後果是不負責任的後果是不負責任的後果是不負責任的後果。（。（。（。（LLLL－－－－4444－－－－11111111））））    

    

現代社會兩性交往非常開放現代社會兩性交往非常開放現代社會兩性交往非常開放現代社會兩性交往非常開放，，，，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不免會偷嚐禁果不免會偷嚐禁果不免會偷嚐禁果不免會偷嚐禁果，，，，一旦發現懷孕一旦發現懷孕一旦發現懷孕一旦發現懷孕，，，，又沒能力又沒能力又沒能力又沒能力

養小孩養小孩養小孩養小孩，，，，就會選擇墮胎就會選擇墮胎就會選擇墮胎就會選擇墮胎。。。。其實其實其實其實，，，，生命是神聖的生命是神聖的生命是神聖的生命是神聖的，，，，嬰兒是無辜的嬰兒是無辜的嬰兒是無辜的嬰兒是無辜的，，，，他有生存的權利他有生存的權利他有生存的權利他有生存的權利，，，，

既然懷孕了既然懷孕了既然懷孕了既然懷孕了，，，，就應該把他生下來就應該把他生下來就應該把他生下來就應該把他生下來，，，，為自己和小孩的生命負責為自己和小孩的生命負責為自己和小孩的生命負責為自己和小孩的生命負責。（。（。（。（LLLL－－－－4444－－－－20202020））））    

    

我覺得墮我覺得墮我覺得墮我覺得墮胎是一種違上帝旨意的行為胎是一種違上帝旨意的行為胎是一種違上帝旨意的行為胎是一種違上帝旨意的行為，，，，而且墮胎的後遺症很多而且墮胎的後遺症很多而且墮胎的後遺症很多而且墮胎的後遺症很多，，，，不只是殺了一個不只是殺了一個不只是殺了一個不只是殺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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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辜的小生命無辜的小生命無辜的小生命無辜的小生命，，，，對婦女身體及心理的傷害更大對婦女身體及心理的傷害更大對婦女身體及心理的傷害更大對婦女身體及心理的傷害更大。。。。現在那麼多的婦女都不能生孩現在那麼多的婦女都不能生孩現在那麼多的婦女都不能生孩現在那麼多的婦女都不能生孩

子子子子，，，，那那那那不如生下來給別人領養就好不如生下來給別人領養就好不如生下來給別人領養就好不如生下來給別人領養就好了了了了。。。。反正反正反正反正，，，，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墮胎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墮胎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墮胎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墮胎是不負責任的行為。（。（。（。（LLLL

－－－－4444－－－－23232323））））    

    

             在原住民傳統文化及社會習俗中，墮胎並不是文化禁忌，因為嬰兒生下來

後，要經過生命祭儀，才是被祖靈所認可的一個有生命的人，才會被疼愛、珍惜

和尊重。如果還沒有經過生命祭儀，就夭折的嬰兒，那不是生命，所以，一般都

是隨便挖一個坑，埋一埋。而（L－4－1）（L－4－11）（L－4－20）（L－4－23）

這些學生，反對墮胎的看法，一方面是生死教育課程中「生命從何而來－我看墮

胎」的教學效果；一方面也是受到教會人道主義，基於人性化立場的影響。    

    

「「「「是是是是，，，，因為人活著大概就是讓你在生活中尋求成就感吧因為人活著大概就是讓你在生活中尋求成就感吧因為人活著大概就是讓你在生活中尋求成就感吧因為人活著大概就是讓你在生活中尋求成就感吧！」（！」（！」（！」（QQQQ1111－－－－1212121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自己未來的生活自己未來的生活自己未來的生活自己未來的生活，，，，在於自己的努力在於自己的努力在於自己的努力在於自己的努力。」（。」（。」（。」（QQQQ2222－－－－12121212））））    

「「「「對對對對，，，，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自己的未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自己的未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自己的未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自己的未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QQQQ3333－－－－12121212））））    

    

（Q－12）在前測表示人是為了成就感而活著。後測認為自己可以控制未來的

生活，最後呈現出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這也充分表現出個人高度控制生命的

態度。 

 

（（（（三三三三））））一分耕耘一分耕耘一分耕耘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    

「「「「一分耕耘一分耕耘一分耕耘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真是至理名言真是至理名言真是至理名言真是至理名言，，，，你想要成績好你想要成績好你想要成績好你想要成績好，，，，就要用功讀書就要用功讀書就要用功讀書就要用功讀書，，，，想要身想要身想要身想要身

體健康體健康體健康體健康，，，，就要注意運動及攝取營養食物就要注意運動及攝取營養食物就要注意運動及攝取營養食物就要注意運動及攝取營養食物，，，，想要交到好朋友想要交到好朋友想要交到好朋友想要交到好朋友，，，，就要努力維繫朋友的就要努力維繫朋友的就要努力維繫朋友的就要努力維繫朋友的

友誼友誼友誼友誼，，，，想要將來有好的職業想要將來有好的職業想要將來有好的職業想要將來有好的職業，，，，現在就要做準備現在就要做準備現在就要做準備現在就要做準備，，，，努力朝目標走努力朝目標走努力朝目標走努力朝目標走。。。。我想將來當建築我想將來當建築我想將來當建築我想將來當建築

師師師師，，，，現在就要注意有關資訊現在就要注意有關資訊現在就要注意有關資訊現在就要注意有關資訊，，，，作好人生規劃作好人生規劃作好人生規劃作好人生規劃，，，，相信只要努力相信只要努力相信只要努力相信只要努力，，，，一定會達到我的理一定會達到我的理一定會達到我的理一定會達到我的理

想的想的想的想的。（。（。（。（SSSS－－－－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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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努力不努力不努力不努力，，，，那裡會有收穫呢那裡會有收穫呢那裡會有收穫呢那裡會有收穫呢！！！！有些人只想偷機取巧有些人只想偷機取巧有些人只想偷機取巧有些人只想偷機取巧，，，，那是行不通的那是行不通的那是行不通的那是行不通的。。。。只要設定一個只要設定一個只要設定一個只要設定一個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然後朝那個目標走然後朝那個目標走然後朝那個目標走然後朝那個目標走，，，，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太在意那些紛紛擾擾的話也不要太在意那些紛紛擾擾的話也不要太在意那些紛紛擾擾的話也不要太在意那些紛紛擾擾的話，，，，一分一分一分一分

耕耘耕耘耕耘耕耘，，，，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只要努力只要努力只要努力只要努力，，，，一定會有成就一定會有成就一定會有成就一定會有成就的的的的。（。（。（。（SSSS－－－－5555））））    

    

            （S－4）與（S－5）瞭解只要自己做好生涯規劃，努力朝著目標前進，就會

達到人生的理想，因為「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在追蹤測表示「生命的成就在於自己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有（Q－2） 、

（Q－6）、（ Q－11）、（ Q－16）、（Q－21）、（Q－26）、（Q－28），這些學生也表

達出自己的生命是可以控制的訊息。 

    

綜合上述質性資料實驗組學生接受生綜合上述質性資料實驗組學生接受生綜合上述質性資料實驗組學生接受生綜合上述質性資料實驗組學生接受生死死死死教育後的轉變可歸納為教育後的轉變可歸納為教育後的轉變可歸納為教育後的轉變可歸納為：：：：    

    （（（（一一一一））））生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生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生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生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    

    （（（（二二二二））））個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個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個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個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三三三三））））一分耕耘一分耕耘一分耕耘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    

 

    這些轉變，顯示生死教育課程中的教學單元：「生命禮讚」、「生命從何而來

－我看墮胎」、「生涯規劃」的單元目標中，學習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建立正確

的生命價值觀、瞭解墮胎的影響、瞭解兩性交往的原則與方法、尊重生命並愛惜

自己、瞭解生涯規劃的意義、瞭解生涯規劃的重要性等方面，雖然沒有立即產生

教學效果，但卻持續內化，影響學生個人能自由作生命抉擇與生命負責的程度，

所以學生在「生命控制」分量表中雖無立即性顯著效果，但卻呈現持續性影響。 

 

對原住民學生而言，生命控制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該校師長曾說： 

原住民對人生的概念原住民對人生的概念原住民對人生的概念原住民對人生的概念，，，，沒那沒那沒那沒那麼積極麼積極麼積極麼積極，，，，樂天認命的想法非常強烈樂天認命的想法非常強烈樂天認命的想法非常強烈樂天認命的想法非常強烈，，，，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想讓原住想讓原住想讓原住想讓原住

民去努力改變事實民去努力改變事實民去努力改變事實民去努力改變事實，，，，去控制生命去控制生命去控制生命去控制生命，，，，那是很少的那是很少的那是很少的那是很少的。。。。原住民沒有儲蓄的觀念原住民沒有儲蓄的觀念原住民沒有儲蓄的觀念原住民沒有儲蓄的觀念，，，，認為自認為自認為自認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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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擁有很多大地的資源己擁有很多大地的資源己擁有很多大地的資源己擁有很多大地的資源，，，，今天不必拿太多今天不必拿太多今天不必拿太多今天不必拿太多，，，，明天就還有得拿明天就還有得拿明天就還有得拿明天就還有得拿，，，，有好東西有好東西有好東西有好東西，，，，要要要要大家大家大家大家

一起分享一起分享一起分享一起分享。。。。如果到河裡捕到魚如果到河裡捕到魚如果到河裡捕到魚如果到河裡捕到魚，，，，就會在回家的途中就會在回家的途中就會在回家的途中就會在回家的途中，，，，沿路把魚分出去沿路把魚分出去沿路把魚分出去沿路把魚分出去，，，，甚至送到甚至送到甚至送到甚至送到

頭目家頭目家頭目家頭目家，，，，因為溪流歸頭目管轄因為溪流歸頭目管轄因為溪流歸頭目管轄因為溪流歸頭目管轄，，，，也許回到家也許回到家也許回到家也許回到家，，，，自己只剩一自己只剩一自己只剩一自己只剩一、、、、兩條魚兩條魚兩條魚兩條魚，，，，今天自己夠今天自己夠今天自己夠今天自己夠

吃就好了吃就好了吃就好了吃就好了，，，，明天有沒有得吃明天有沒有得吃明天有沒有得吃明天有沒有得吃，，，，明天再說明天再說明天再說明天再說。。。。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形成化錢沒有規劃形成化錢沒有規劃形成化錢沒有規劃形成化錢沒有規劃，，，，父母親會今父母親會今父母親會今父母親會今

天有錢天有錢天有錢天有錢，，，，大吃大喝一噸大吃大喝一噸大吃大喝一噸大吃大喝一噸，，，，明天有沒有飯吃明天有沒有飯吃明天有沒有飯吃明天有沒有飯吃，，，，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們的學生也會有今天有我們的學生也會有今天有我們的學生也會有今天有我們的學生也會有今天有

錢買名牌球鞋錢買名牌球鞋錢買名牌球鞋錢買名牌球鞋，，，，明天沒有錢繳午餐費的情形明天沒有錢繳午餐費的情形明天沒有錢繳午餐費的情形明天沒有錢繳午餐費的情形。（。（。（。（TTTT－－－－2222））））    

    

原住民排灣族傳統分享的觀念，以及父母親以身作則的家庭教育，從小影響

原住民學生控制生命的態度，而且在原住民排灣族傳統觀念中，認為子女是神或

祖靈所賜予的，所以父母都非常愛護子女，尊重子女，對「長嗣」更視為寶物，

愛護有加（周德禎，2001），子女犯了錯，也都捨不得責罵。父母管教子女的態

度與方式，大都採用放任式，非常鬆，讓子女自由發展，不太約束子女。所以學

生在生命控制方面的表現，無法立即顯現教學成效，但經過兩個月的沉澱內化，

還是顯現出教學效果。 

 

五五五五、、、、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 

  

 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實驗組學生在學生在學生在學生在「「「「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未未未未

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測量工具，生命意義問卷中「生命目的」分量表旨在測

量「個人是否具有明確的、熱望的、有意義的人生目的，並對其生命的目的感到

滿意的程度。」有關本分量表的問答題為：「你的生命有意義嗎？你的生命意義

與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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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組學生在本分量表量化統計分析中，未具立即性顯著差異，而且在兩個

月的追蹤測中，亦未具持續性效果，顯示生命教育課程對實驗組學生「生命目的」

教學成效不彰。但經研究者仔細觀察實驗組學生，實施生命教育過程的 

質性資料，發現學生的轉變，仍可歸納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有明確的生活目標有明確的生活目標有明確的生活目標有明確的生活目標 

 

因為家裡不是很有錢因為家裡不是很有錢因為家裡不是很有錢因為家裡不是很有錢，，，，爸媽又離婚爸媽又離婚爸媽又離婚爸媽又離婚，，，，我現跟爺爺我現跟爺爺我現跟爺爺我現跟爺爺、、、、奶奶住在一起奶奶住在一起奶奶住在一起奶奶住在一起，，，，他們是我生命他們是我生命他們是我生命他們是我生命

中最重要的人中最重要的人中最重要的人中最重要的人，，，，我現在唯一最重要的目的我現在唯一最重要的目的我現在唯一最重要的目的我現在唯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考上好學校就是考上好學校就是考上好學校就是考上好學校，，，，將來有個好的工作將來有個好的工作將來有個好的工作將來有個好的工作，，，，

然後養我爺爺和奶奶然後養我爺爺和奶奶然後養我爺爺和奶奶然後養我爺爺和奶奶，，，，給他們一個好的生活給他們一個好的生活給他們一個好的生活給他們一個好的生活。。。。人老了人老了人老了人老了，，，，總會面臨許多問題總會面臨許多問題總會面臨許多問題總會面臨許多問題，，，，像老像老像老像老

師上課所說的經濟師上課所說的經濟師上課所說的經濟師上課所說的經濟、、、、醫療方面也許要政府支援醫療方面也許要政府支援醫療方面也許要政府支援醫療方面也許要政府支援，，，，但老人還是需要親人的照顧但老人還是需要親人的照顧但老人還是需要親人的照顧但老人還是需要親人的照顧，，，，這這這這

是家人的責任是家人的責任是家人的責任是家人的責任。。。。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將來我有工作能賺錢了將來我有工作能賺錢了將來我有工作能賺錢了將來我有工作能賺錢了，，，，我一定要照顧我爺爺和奶奶我一定要照顧我爺爺和奶奶我一定要照顧我爺爺和奶奶我一定要照顧我爺爺和奶奶。（。（。（。（LLLL

－－－－8888－－－－23232323））））    

    

我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過生命有沒有意義我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過生命有沒有意義我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過生命有沒有意義我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過生命有沒有意義，，，，上了生命教育課以後上了生命教育課以後上了生命教育課以後上了生命教育課以後，，，，才會思考生才會思考生才會思考生才會思考生命的命的命的命的

意義意義意義意義。。。。但是以前有思考過生跟死而己但是以前有思考過生跟死而己但是以前有思考過生跟死而己但是以前有思考過生跟死而己，，，，這個教會也教過這個教會也教過這個教會也教過這個教會也教過，，，，死了就歸回塵土死了就歸回塵土死了就歸回塵土死了就歸回塵土，，，，靈靈靈靈    

魂什麼都沒有了魂什麼都沒有了魂什麼都沒有了魂什麼都沒有了。。。。……………………我是蠻喜歡當小學老師的我是蠻喜歡當小學老師的我是蠻喜歡當小學老師的我是蠻喜歡當小學老師的，，，，不過到時再看吧不過到時再看吧不過到時再看吧不過到時再看吧！！！！因為不是你因為不是你因為不是你因為不是你

要怎樣要怎樣要怎樣要怎樣，，，，將來就一定會怎樣將來就一定會怎樣將來就一定會怎樣將來就一定會怎樣。。。。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將來我有工作收入了將來我有工作收入了將來我有工作收入了將來我有工作收入了，，，，我一定會和家人好好我一定會和家人好好我一定會和家人好好我一定會和家人好好

的生活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我一定會養我爸我一定會養我爸我一定會養我爸我一定會養我爸、、、、我媽到老我媽到老我媽到老我媽到老，，，，我是不會把他們送給那個什麼養老我是不會把他們送給那個什麼養老我是不會把他們送給那個什麼養老我是不會把他們送給那個什麼養老

院院院院、、、、收容所的收容所的收容所的收容所的，，，，絕對不會絕對不會絕對不會絕對不會，，，，一定要自己照顧一定要自己照顧一定要自己照顧一定要自己照顧。（。（。（。（SSSS－－－－2222））））    

    

                在原住民社會中，沒有老人安養問題，學生家中幾乎都有老人家，他們都視

奉養老人是應該的，不認為是負擔。原住民排灣族更有「長嗣制度」，長嗣是第

一個來到一個家庭的孩子，是家中的「種子」，非常珍貴，要繼承家名、家業、

家產、家屋和家史，全家人都要保護他的健康和安全；而他要維護家業和聲望、

父母的養老，以及照顧弟妹，協助他們成家，因此長嗣繼承是排灣族社會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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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而（L－8－23）與（S－2）展現出的是長嗣的承擔與責任，這也是他們生

命的目的。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過平淡的好日子過平淡的好日子過平淡的好日子過平淡的好日子，，，，家人能在一起家人能在一起家人能在一起家人能在一起。」（。」（。」（。」（QQQQ1111－－－－26262626））））    

「「「「應該有應該有應該有應該有，，，，過好每一天吧過好每一天吧過好每一天吧過好每一天吧！」（！」（！」（！」（QQQQ2222－－－－26262626））））    

「「「「有有有有，，，，過美好的家庭生活過美好的家庭生活過美好的家庭生活過美好的家庭生活，，，，和有安定的工作和有安定的工作和有安定的工作和有安定的工作。」（。」（。」（。」（QQQQ3333－－－－26262626））））    

    

「「「「不曉得不曉得不曉得不曉得！！！！平安快樂的度過每一天吧平安快樂的度過每一天吧平安快樂的度過每一天吧平安快樂的度過每一天吧！」（！」（！」（！」（QQQQ1111－－－－21212121））））    

「「「「還不確定還不確定還不確定還不確定，，，，我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我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我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我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生活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生活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生活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生活，，，，使自己過得更充使自己過得更充使自己過得更充使自己過得更充

實實實實。」（。」（。」（。」（QQQQ2222－－－－21212121））））    

「「「「有有有有，，，，讓自己充實的過每一天讓自己充實的過每一天讓自己充實的過每一天讓自己充實的過每一天，，，，學習新事物學習新事物學習新事物學習新事物，，，，使我的生命更有意義使我的生命更有意義使我的生命更有意義使我的生命更有意義；；；；而提高家庭而提高家庭而提高家庭而提高家庭

地位地位地位地位，，，，讓家人感到光榮讓家人感到光榮讓家人感到光榮讓家人感到光榮，，，，與家人好好過生活與家人好好過生活與家人好好過生活與家人好好過生活，，，，是我生命目的是我生命目的是我生命目的是我生命目的。」（。」（。」（。」（QQQQ3333－－－－21212121））））    

 

（Q－26）和（Q－21）前測時對自己的生命是否有意義都還不清楚覺得只

要能和家人平淡的過日子獲每天都平安快樂就很滿意了。後測時，顯然兩人都有

提升生命目的的趨勢，（Q－26）認為過好每一天，（Q－21）是將來有更好的生

活，自己更充實。追蹤測時，（Q－26）是過美好的家庭生活，有安定的工作；而

（Q－21）是利用學習充實自己，提高家庭地位，與家人好好生活；兩位學生都

呈現出明確的生活目標。 

 

（（（（二二二二））））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有目的有目的有目的有目的    

    

觀賞這部觀賞這部觀賞這部觀賞這部「「「「鵬程千萬里鵬程千萬里鵬程千萬里鵬程千萬里」」」」影片影片影片影片，，，，讓我想起學期初的讓我想起學期初的讓我想起學期初的讓我想起學期初的「「「「小宇宙小宇宙小宇宙小宇宙」，」，」，」，這兩部影片都拍這兩部影片都拍這兩部影片都拍這兩部影片都拍

得非常好得非常好得非常好得非常好，，，，而且寓意深遠而且寓意深遠而且寓意深遠而且寓意深遠。。。。我覺得大自然真美我覺得大自然真美我覺得大自然真美我覺得大自然真美，，，，我們生在這個美麗的世界裡我們生在這個美麗的世界裡我們生在這個美麗的世界裡我們生在這個美麗的世界裡，，，，活活活活

著是一種幸福著是一種幸福著是一種幸福著是一種幸福，，，，應該互相尊重應該互相尊重應該互相尊重應該互相尊重，，，，不應該彼此傷害不應該彼此傷害不應該彼此傷害不應該彼此傷害，，，，我希望長大以後我希望長大以後我希望長大以後我希望長大以後，，，，能盡一份保能盡一份保能盡一份保能盡一份保

護大自然的心力護大自然的心力護大自然的心力護大自然的心力，，，，減少人為對環境的破壞減少人為對環境的破壞減少人為對環境的破壞減少人為對環境的破壞，，，，如果我們大家都能維護自然生態如果我們大家都能維護自然生態如果我們大家都能維護自然生態如果我們大家都能維護自然生態，，，，注注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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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保育工作重保育工作重保育工作重保育工作，，，，這個世界一定會更美好這個世界一定會更美好這個世界一定會更美好這個世界一定會更美好。。。。（（（（LLLL－－－－16161616－－－－1111））））    

    

看了蓮娜瑪利亞的片子看了蓮娜瑪利亞的片子看了蓮娜瑪利亞的片子看了蓮娜瑪利亞的片子，，，，讓我體會到上帝對每個人都一樣公平讓我體會到上帝對每個人都一樣公平讓我體會到上帝對每個人都一樣公平讓我體會到上帝對每個人都一樣公平，，，，不管身不管身不管身不管身體殘缺或體殘缺或體殘缺或體殘缺或

心靈受創心靈受創心靈受創心靈受創，，，，只要放開心只要放開心只要放開心只要放開心，，，，看待這件事看待這件事看待這件事看待這件事，，，，就和一般人一樣就和一般人一樣就和一般人一樣就和一般人一樣，，，，不要因外在而自卑不要因外在而自卑不要因外在而自卑不要因外在而自卑，，，，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眼睛眼睛眼睛眼睛」」」」會騙人會騙人會騙人會騙人，，，，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心心心心」」」」才是最真誠的才是最真誠的才是最真誠的才是最真誠的，，，，用心體會自己的生命用心體會自己的生命用心體會自己的生命用心體會自己的生命，，，，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找到自己

生命的意義與目的生命的意義與目的生命的意義與目的生命的意義與目的，，，，就會使自己的生命充滿光采就會使自己的生命充滿光采就會使自己的生命充滿光采就會使自己的生命充滿光采，，，，找到自己的天空找到自己的天空找到自己的天空找到自己的天空，，，，生命才會無生命才會無生命才會無生命才會無

限廣闊限廣闊限廣闊限廣闊。（。（。（。（LLLL－－－－14141414－－－－24242424））））    

    

                （L－16－1）在對大自然產生崇敬之情中，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與目的，希

望大家共同珍惜自然生態，重視保育。（L－14－24）從蓮娜身上體悟到，只要用

「心」體會生命，就能找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與目的。    

    

「「「「我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我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我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我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是希望能造福人群是希望能造福人群是希望能造福人群是希望能造福人群。」（。」（。」（。」（QQQQ1111－－－－1111））））    

「「「「有有有有，，，，我想感受人生我想感受人生我想感受人生我想感受人生，，，，經歷孩童到成人的過程經歷孩童到成人的過程經歷孩童到成人的過程經歷孩童到成人的過程。」（。」（。」（。」（QQQQ2222－－－－1111））））    

「「「「有有有有，，，，我希望長大以後我希望長大以後我希望長大以後我希望長大以後，，，，能盡一份保護大自然的心力能盡一份保護大自然的心力能盡一份保護大自然的心力能盡一份保護大自然的心力，，，，讓環境的破壞減緩腳步讓環境的破壞減緩腳步讓環境的破壞減緩腳步讓環境的破壞減緩腳步。」。」。」。」

（（（（QQQQ3333－－－－1111））））    

    

「「「「別人快樂別人快樂別人快樂別人快樂，，，，我就快樂我就快樂我就快樂我就快樂。」（。」（。」（。」（QQQQ1111－－－－17171717））））    

「「「「充實的每一天充實的每一天充實的每一天充實的每一天，，，，與家人好好過生活與家人好好過生活與家人好好過生活與家人好好過生活，，，，如果可以如果可以如果可以如果可以，，，，我我我我希望過得更有意義希望過得更有意義希望過得更有意義希望過得更有意義。」（。」（。」（。」（QQQQ2222－－－－

17171717））））    

「「「「有有有有，，，，追尋生活的快樂與美滿追尋生活的快樂與美滿追尋生活的快樂與美滿追尋生活的快樂與美滿，，，，領悟生命的奧妙領悟生命的奧妙領悟生命的奧妙領悟生命的奧妙，，，，並瞭解生活的意義並瞭解生活的意義並瞭解生活的意義並瞭解生活的意義，，，，做有意義做有意義做有意義做有意義

的事的事的事的事。」（。」（。」（。」（QQQQ3333－－－－17171717））））    

    

「「「「有有有有，，，，只要能活在這世界上只要能活在這世界上只要能活在這世界上只要能活在這世界上，，，，能讓你有回憶能讓你有回憶能讓你有回憶能讓你有回憶，，，，就有意義就有意義就有意義就有意義。」（。」（。」（。」（QQQQ1111－－－－11111111））））    

「「「「有有有有，，，，在於追求自我在於追求自我在於追求自我在於追求自我。」（。」（。」（。」（QQQQ2222－－－－11111111））））    

「「「「有盡自己的本分有盡自己的本分有盡自己的本分有盡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才能才能才能才能燃燃燃燃燒自己燒自己燒自己燒自己，，，，照亮別人照亮別人照亮別人照亮別人。」（。」（。」（。」（QQQQ3333－－－－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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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前測時，對自己生命的意義與目的，具有積極正向的理想期望。

後測時，回到自己身上，希望自己能體會人生的整個過程。追蹤測時，則具體提

出保護大自然的使命。（Q－17）的轉變是從在意別人，到希望自己能活得有意義，

追蹤測時表現出不但要追尋生活的樂趣，還要領悟生命的奧妙，做有意義的事。

（Q－11）從「活著有回憶，就有生命意義。」到「追求自我」，最後表示「盡本

分，才能像蠟燭一樣燃燒自己，把光明帶給人們。」這三位學生，皆呈現出個人

的存在是有意義有目的的。而他們能在生命教育課程後，有這樣的表現，實在值

得嘉許。 

 

（（（（三三三三））））有滿意的生命目的有滿意的生命目的有滿意的生命目的有滿意的生命目的    

    

在在在在「「「「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這堂課這堂課這堂課這堂課，，，，長長長長青的故事青的故事青的故事青的故事，，，，令我感觸良多令我感觸良多令我感觸良多令我感觸良多，，，，十九歲的他正十九歲的他正十九歲的他正十九歲的他正

值青春期值青春期值青春期值青春期，，，，還考上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還考上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還考上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還考上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卻被病魔奪走了生命卻被病魔奪走了生命卻被病魔奪走了生命卻被病魔奪走了生命，，，，真可惜真可惜真可惜真可惜。。。。不過不過不過不過，，，，

後來他住進安寧病房後來他住進安寧病房後來他住進安寧病房後來他住進安寧病房，，，，把他身上的病及心中的痛減到最低把他身上的病及心中的痛減到最低把他身上的病及心中的痛減到最低把他身上的病及心中的痛減到最低，，，，讓他平靜安詳地走過讓他平靜安詳地走過讓他平靜安詳地走過讓他平靜安詳地走過

生命最後的旅途生命最後的旅途生命最後的旅途生命最後的旅途。。。。我有健康的身體我有健康的身體我有健康的身體我有健康的身體，，，，每天還可以快樂地上學讀書每天還可以快樂地上學讀書每天還可以快樂地上學讀書每天還可以快樂地上學讀書，，，，真是幸福真是幸福真是幸福真是幸福。。。。（（（（LLLL

－－－－9999－－－－22222222））））    

    

看了生命樂章長青的故事看了生命樂章長青的故事看了生命樂章長青的故事看了生命樂章長青的故事，，，，心中有無限感慨心中有無限感慨心中有無限感慨心中有無限感慨，，，，他十七歲發現得了癌症他十七歲發現得了癌症他十七歲發現得了癌症他十七歲發現得了癌症，，，，十九歲就十九歲就十九歲就十九歲就

去世了去世了去世了去世了，，，，而癌末病患是醫療上的弱勢者而癌末病患是醫療上的弱勢者而癌末病患是醫療上的弱勢者而癌末病患是醫療上的弱勢者，，，，非常需要親人的愛和生命的尊嚴非常需要親人的愛和生命的尊嚴非常需要親人的愛和生命的尊嚴非常需要親人的愛和生命的尊嚴，，，，還好還好還好還好

有安寧病房的照顧有安寧病房的照顧有安寧病房的照顧有安寧病房的照顧，，，，讓他有尊嚴的離開人間讓他有尊嚴的離開人間讓他有尊嚴的離開人間讓他有尊嚴的離開人間。。。。我希望自己能我希望自己能我希望自己能我希望自己能把握住活著的每一把握住活著的每一把握住活著的每一把握住活著的每一

天天天天，，，，快樂而充實地做該做的事快樂而充實地做該做的事快樂而充實地做該做的事快樂而充實地做該做的事，，，，盡自己的本分盡自己的本分盡自己的本分盡自己的本分，，，，那就不虛此行了那就不虛此行了那就不虛此行了那就不虛此行了。。。。（（（（LLLL－－－－9999－－－－16161616））））    

    

                （L－9－22）與（L－9－16）在「長青的故事」中，看到自己有健康的身體，

每天可以快樂地上學讀書的幸福，以及能把握當下，做該做的事，盡自己本分的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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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不清楚自己生命的目的我還不清楚自己生命的目的我還不清楚自己生命的目的我還不清楚自己生命的目的，，，，只要在生命中留下好的事情就好只要在生命中留下好的事情就好只要在生命中留下好的事情就好只要在生命中留下好的事情就好。」（。」（。」（。」（QQQQ1111－－－－8888））））    

「「「「有吧有吧有吧有吧！！！！讓家人過得好吧讓家人過得好吧讓家人過得好吧讓家人過得好吧！」（！」（！」（！」（QQQQ2222－－－－8888））））    

「「「「有有有有，，，，照顧好家人照顧好家人照顧好家人照顧好家人，，，，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和自己覺得對的事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和自己覺得對的事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和自己覺得對的事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和自己覺得對的事，，，，使自己活得有尊嚴使自己活得有尊嚴使自己活得有尊嚴使自己活得有尊嚴，，，，

這就是我的生命目的這就是我的生命目的這就是我的生命目的這就是我的生命目的。」（。」（。」（。」（QQQQ3333－－－－8888））））    

    

「「「「我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是什麼我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是什麼我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是什麼我的生命意義與目的是什麼？？？？我我我我……………………自己也不曉得自己也不曉得自己也不曉得自己也不曉得，，，，我正在積極尋找我生命的我正在積極尋找我生命的我正在積極尋找我生命的我正在積極尋找我生命的

意義與目的意義與目的意義與目的意義與目的。」（。」（。」（。」（QQQQ1111－－－－3333））））    

「「「「有有有有，，，，我生命的意義是讓自己活在快樂之中我生命的意義是讓自己活在快樂之中我生命的意義是讓自己活在快樂之中我生命的意義是讓自己活在快樂之中，，，，我的目的是讓自己活得不後悔我的目的是讓自己活得不後悔我的目的是讓自己活得不後悔我的目的是讓自己活得不後悔。」。」。」。」

（（（（QQQQ2222－－－－3333））））    

「「「「有有有有，，，，我生命的意義是讓自己活在快樂之中我生命的意義是讓自己活在快樂之中我生命的意義是讓自己活在快樂之中我生命的意義是讓自己活在快樂之中，，，，我的目的是讓自己和下一代活得更我的目的是讓自己和下一代活得更我的目的是讓自己和下一代活得更我的目的是讓自己和下一代活得更

好好好好」（」（」（」（QQQQ3333－－－－3333））））    

（Q－8）、（Q－3）前測時，都還不清楚自己的生命意義與目的。後測時，

呈現出還在尋找的狀態，追蹤測時，都表現出具體應該是兩位學生自己還滿意的

生命目的。 

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發現部分實驗組學生在生發現部分實驗組學生在生發現部分實驗組學生在生發現部分實驗組學生在生死死死死教育實施後教育實施後教育實施後教育實施後「「「「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的的的的

轉變為轉變為轉變為轉變為：：：：    

（（（（一一一一））））有明有明有明有明確的生活目標確的生活目標確的生活目標確的生活目標    

（（（（二二二二））））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有目的有目的有目的有目的 

（（（（三三三三））））有滿意的生命目的有滿意的生命目的有滿意的生命目的有滿意的生命目的 

 

這些轉變顯示生死教育課程的教學單元：「老人安養問題」、「安寧療護與臨

終關懷」、「自然生態與我」、「生命禮讚」的單元目標中，正視老人安養問題、學

習孝道的觀念、尊重老人、學習尊重人性尊嚴、瞭解安寧療護的意義、瞭解安寧

療護的目的、瞭解臨終關懷的重要、瞭解臨終關懷的原則、學習思考自己的生命

價值、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愛護及尊重自然生態、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等

方面，逐漸產生教學效果，並持續內化。使有些學生漸漸具有明確的、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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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人生目的，並對其生命目的感到滿意。 

 

事實上，個人生命目的的追尋是要經過不斷地思考與生活歷練，才會愈來愈

清晰的。據該校師長表示： 

 

    我們原住民的我們原住民的我們原住民的我們原住民的父母對於孩子的教養父母對於孩子的教養父母對於孩子的教養父母對於孩子的教養，，，，大部分都採放任式的管教態度大部分都採放任式的管教態度大部分都採放任式的管教態度大部分都採放任式的管教態度，，，，孩子要孩子要孩子要孩子要

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都讓孩子自由發展都讓孩子自由發展都讓孩子自由發展都讓孩子自由發展。。。。……………………不像平地的父母不像平地的父母不像平地的父母不像平地的父母，，，，會為自己的孩子做好人生規會為自己的孩子做好人生規會為自己的孩子做好人生規會為自己的孩子做好人生規

劃劃劃劃，，，，隨時注意孩子的發展隨時注意孩子的發展隨時注意孩子的發展隨時注意孩子的發展。。。。……………………（（（（TTTT－－－－1111））））    

 

       依依依依我們傳統文化背景以及目前學生行為問題來看我們傳統文化背景以及目前學生行為問題來看我們傳統文化背景以及目前學生行為問題來看我們傳統文化背景以及目前學生行為問題來看，，，，發現到發現到發現到發現到原住民的父母都太原住民的父母都太原住民的父母都太原住民的父母都太

過於信賴子女過於信賴子女過於信賴子女過於信賴子女，，，，很多原住民父母親都認為孩子的想法很多原住民父母親都認為孩子的想法很多原住民父母親都認為孩子的想法很多原住民父母親都認為孩子的想法，，，，要自已去執行要自已去執行要自已去執行要自已去執行，，，，有的父母有的父母有的父母有的父母

就讓孩子自已去想就讓孩子自已去想就讓孩子自已去想就讓孩子自已去想，，，，自己去做自己去做自己去做自己去做，，，，這種現象比較普遍這種現象比較普遍這種現象比較普遍這種現象比較普遍，，，，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換句話說換句話說，，，，不不不不會像平地父母會像平地父母會像平地父母會像平地父母

那樣管得很嚴那樣管得很嚴那樣管得很嚴那樣管得很嚴，，，，子女一定要按照父母的規定去做子女一定要按照父母的規定去做子女一定要按照父母的規定去做子女一定要按照父母的規定去做，，，，我們原住民父母對孩子的要求我們原住民父母對孩子的要求我們原住民父母對孩子的要求我們原住民父母對孩子的要求

比比比比    較鬆較鬆較鬆較鬆、、、、比比比比較放任較放任較放任較放任。。。。很多小孩很多小孩很多小孩很多小孩從小沒有受到家裹的約束及父母的指導從小沒有受到家裹的約束及父母的指導從小沒有受到家裹的約束及父母的指導從小沒有受到家裹的約束及父母的指導，，，，長大後長大後長大後長大後

面對人生規劃及生活目的時面對人生規劃及生活目的時面對人生規劃及生活目的時面對人生規劃及生活目的時，，，，就會感到茫然就會感到茫然就會感到茫然就會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而不知所措而不知所措而不知所措（（（（TTTT－－－－2222））））    

 

其實原住民排灣族自古就有分享觀念，這原本是優良的傳統文化，有好東西

就要跟大家分享，但卻會造成沒有儲蓄觀念，缺乏生活規劃。父母及族人的生活

態度，自然而然會對原住民學生在生命目的方面產生影響。學生在人生規劃及生

命目的這方面，家庭及學校教育如果無法提供正面的資訊及教導，學生自我摸索

的時間就會比較漫長。 

 

而且青少年在此一時期，仍在自我探索，尋找生活目標，以及希望得到他人

和自我的肯定，對自我生命目的還在猶疑，因此，生死教育教學成效，無法馬上

呈現立竿見影的效果。雖然，量化統計分析在「生命目的」目前未具立即性及持

續性效果，但相信生命教育的種子已播下，不久地將來必定會有開花結果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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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無挫折無挫折無挫折無挫折）））） 

 

     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測量工具，生命意義問卷中「存在盈實」分量表旨在測

量「個人是否有因缺乏生命的意義、人生目的，和感受游離性空虛、焦慮所引發

存在的挫折之程度。」與本分量表有關的問答題為：「這個世界會不會讓你迷惑

不懂得活著的理由？為什麼？」 

    

 實驗組學生在本分量表量化統計分析中，未具立即性顯著差異，而且在兩個

月的追蹤測中，亦未具持續性效果，顯示生命教育課程對實驗組學生「存在盈實」

教學成效不彰。但經研究者仔細觀察實驗組學生，實施生命教育過程前後的質性

資料，發現學生的轉變，仍可歸納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尋求生命存在的意義尋求生命存在的意義尋求生命存在的意義尋求生命存在的意義 

    

如果我快要死了如果我快要死了如果我快要死了如果我快要死了，，，，我願意把我身體有用的器官捐贈給需要的人我願意把我身體有用的器官捐贈給需要的人我願意把我身體有用的器官捐贈給需要的人我願意把我身體有用的器官捐贈給需要的人。。。。現在醫學現在醫學現在醫學現在醫學發達發達發達發達，，，，

科際進步科際進步科際進步科際進步，，，，想想看想想看想想看想想看，，，，我的眼角膜可以使另一個人重見光明我的眼角膜可以使另一個人重見光明我的眼角膜可以使另一個人重見光明我的眼角膜可以使另一個人重見光明，，，，我的心臟可以讓需要我的心臟可以讓需要我的心臟可以讓需要我的心臟可以讓需要

的人健康地活下來的人健康地活下來的人健康地活下來的人健康地活下來，，，，這是多麼神奇的事呀這是多麼神奇的事呀這是多麼神奇的事呀這是多麼神奇的事呀！！！！對我而言對我而言對我而言對我而言，，，，雖然我死了雖然我死了雖然我死了雖然我死了，，，，但能夠讓其但能夠讓其但能夠讓其但能夠讓其

他需要的人他需要的人他需要的人他需要的人，，，，生存下去生存下去生存下去生存下去，，，，這就己經非常有意義了這就己經非常有意義了這就己經非常有意義了這就己經非常有意義了，，，，至於屍體完不完整至於屍體完不完整至於屍體完不完整至於屍體完不完整，，，，並不是很並不是很並不是很並不是很

重要的事重要的事重要的事重要的事，，，，反正埋葬在墓穴裏反正埋葬在墓穴裏反正埋葬在墓穴裏反正埋葬在墓穴裏，，，，也是會腐爛也是會腐爛也是會腐爛也是會腐爛。（。（。（。（LLLL－－－－12121212－－－－11111111））））    

    

我贊成死刑我贊成死刑我贊成死刑我贊成死刑，，，，一個人犯了不可原諒的錯一個人犯了不可原諒的錯一個人犯了不可原諒的錯一個人犯了不可原諒的錯，，，，就應該用法律制裁他就應該用法律制裁他就應該用法律制裁他就應該用法律制裁他，，，，否則否則否則否則，，，，善良的人善良的人善良的人善良的人

會受害會受害會受害會受害，，，，也給其他人不好的榜樣也給其他人不好的榜樣也給其他人不好的榜樣也給其他人不好的榜樣，，，，社會安寧難以維護社會安寧難以維護社會安寧難以維護社會安寧難以維護。。。。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對於死刑犯對於死刑犯對於死刑犯對於死刑犯，，，，在槍決在槍決在槍決在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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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應該灌輸他們把身體有用的器官捐出來應該灌輸他們把身體有用的器官捐出來應該灌輸他們把身體有用的器官捐出來應該灌輸他們把身體有用的器官捐出來，，，，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那麼那麼那麼那麼

他在死前至少就做了一件有他在死前至少就做了一件有他在死前至少就做了一件有他在死前至少就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善事意義的善事意義的善事意義的善事，，，，也算是一種彌補吧也算是一種彌補吧也算是一種彌補吧也算是一種彌補吧！（！（！（！（LLLL－－－－12121212－－－－17171717））））    

    

上了高中上了高中上了高中上了高中，，，，功課壓力很大功課壓力很大功課壓力很大功課壓力很大，，，，心情常常很低落心情常常很低落心情常常很低落心情常常很低落、、、、煩悶煩悶煩悶煩悶，，，，這學期的生命教育課這學期的生命教育課這學期的生命教育課這學期的生命教育課，，，，讓我讓我讓我讓我

們在課業的壓力下們在課業的壓力下們在課業的壓力下們在課業的壓力下，，，，找到生命的出口找到生命的出口找到生命的出口找到生命的出口，，，，這是一門非常有意義的課這是一門非常有意義的課這是一門非常有意義的課這是一門非常有意義的課，，，，老師利用影片老師利用影片老師利用影片老師利用影片、、、、

辯論辯論辯論辯論、、、、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角色扮演等活動角色扮演等活動角色扮演等活動角色扮演等活動，，，，跟我們探討很多有生命的議題跟我們探討很多有生命的議題跟我們探討很多有生命的議題跟我們探討很多有生命的議題，，，，我們覺得我們覺得我們覺得我們覺得

收穫很多收穫很多收穫很多收穫很多，，，，希望下學期希望下學期希望下學期希望下學期能繼續上生命教育課能繼續上生命教育課能繼續上生命教育課能繼續上生命教育課，，，，我們到高二我們到高二我們到高二我們到高二、、、、高三更需要上這樣的高三更需要上這樣的高三更需要上這樣的高三更需要上這樣的

課課課課，，，，因為壓力愈大因為壓力愈大因為壓力愈大因為壓力愈大，，，，就愈需要就愈需要就愈需要就愈需要能紓解生命困境能紓解生命困境能紓解生命困境能紓解生命困境的課的課的課的課，，，，正確的指引正確的指引正確的指引正確的指引，，，，比我們自己摸比我們自己摸比我們自己摸比我們自己摸

索索索索，，，，走冤枉路走冤枉路走冤枉路走冤枉路，，，，甚至迷失自我好吧甚至迷失自我好吧甚至迷失自我好吧甚至迷失自我好吧！（！（！（！（SSSS－－－－5555））））    

 

    對（L－12－11）而言，捐贈器官是非常有意義的事，他願意死後，還有活

著的價值，這種具有生命存在意義的惰操，是高貴而且令人敬佩的，大部分原住

民實驗組學生並不在意自己死後，屍體是否完整，都表示願意捐贈器官，遺愛人

間。而（L－12－17）認為死刑犯死後，若能把有用的器官捐出來，至少對他生

命存在的意義有些的補償。（S－5）的想法，其實（S－1）（S－2）（S－3）（S－4）

（S－6）（S－7）這些訪談學生，皆表達了希望繼續上生死教育課的需求，研究

者也發現實驗組學生確實有課業壓力，非常需要師長、父母、同儕給予紓壓，傾

聽他們的心聲，讓他們有表現的機會，給予適時、適度的肯定，培養他們的自信，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如此，對他們往後的發展，一定大有裨益。 

 

「「「「會的會的會的會的，，，，我真不懂活著要做什麼我真不懂活著要做什麼我真不懂活著要做什麼我真不懂活著要做什麼？？？？也許有人會說也許有人會說也許有人會說也許有人會說：：：：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但許但許但許但許

多事情還是必須牽扯到多數人的反對多事情還是必須牽扯到多數人的反對多事情還是必須牽扯到多數人的反對多事情還是必須牽扯到多數人的反對。。。。往往往往往往往往，，，，我覺得有興趣的事我覺得有興趣的事我覺得有興趣的事我覺得有興趣的事，，，，很多人卻反對很多人卻反對很多人卻反對很多人卻反對，，，，

那麼那麼那麼那麼，，，，這樣我還要幹什麼呢這樣我還要幹什麼呢這樣我還要幹什麼呢這樣我還要幹什麼呢？」（？」（？」（？」（QQQQ1111－－－－3333））））    

「「「「在上生命教育課時在上生命教育課時在上生命教育課時在上生命教育課時，，，，我常思考人為什麼而活這個問題我常思考人為什麼而活這個問題我常思考人為什麼而活這個問題我常思考人為什麼而活這個問題，，，，有時會因為我無法理解有時會因為我無法理解有時會因為我無法理解有時會因為我無法理解

自己為什麼而活自己為什麼而活自己為什麼而活自己為什麼而活，，，，我就會懷疑活著的目的我就會懷疑活著的目的我就會懷疑活著的目的我就會懷疑活著的目的。」（。」（。」（。」（QQQQ2222－－－－3333））））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人活著，，，，就一定有活著的意義就一定有活著的意義就一定有活著的意義就一定有活著的意義！『！『！『！『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QQQQ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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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會會，，，，因為人活著因為人活著因為人活著因為人活著，，，，到了一定的時間到了一定的時間到了一定的時間到了一定的時間，，，，就去世了就去世了就去世了就去世了，，，，我我我我常想常想常想常想，，，，那麼當初幹嘛還活這那麼當初幹嘛還活這那麼當初幹嘛還活這那麼當初幹嘛還活這

呢呢呢呢？」（？」（？」（？」（QQQQ1111－－－－12121212））））    

「「「「有時候我心情不好到極點的時候有時候我心情不好到極點的時候有時候我心情不好到極點的時候有時候我心情不好到極點的時候，，，，我常會想我常會想我常會想我常會想，，，，難道人活著就只有這樣嗎難道人活著就只有這樣嗎難道人活著就只有這樣嗎難道人活著就只有這樣嗎？」（？」（？」（？」（QQQQ

2222－－－－12121212））））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我認為每個人活著我認為每個人活著我認為每個人活著我認為每個人活著，，，，都是有一定的目的都是有一定的目的都是有一定的目的都是有一定的目的，，，，只是只是只是只是看你要不要讓自己活得更看你要不要讓自己活得更看你要不要讓自己活得更看你要不要讓自己活得更

有意義有意義有意義有意義。」（。」（。」（。」（QQQQ3333－－－－12121212））））    

    

「「「「有時會當我一個人時有時會當我一個人時有時會當我一個人時有時會當我一個人時，，，，總會發覺我好像少了個東西總會發覺我好像少了個東西總會發覺我好像少了個東西總會發覺我好像少了個東西，，，，而我又不知道是什麼而我又不知道是什麼而我又不知道是什麼而我又不知道是什麼，，，，我我我我

也不曉得當初我為何出生也不曉得當初我為何出生也不曉得當初我為何出生也不曉得當初我為何出生？」（？」（？」（？」（QQQQ1111－－－－23232323））））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因為我覺得活著的理由因為我覺得活著的理由因為我覺得活著的理由因為我覺得活著的理由，，，，就是體驗成長就是體驗成長就是體驗成長就是體驗成長。」（。」（。」（。」（QQQQ2222－－－－23232323））））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活著是一種幸福活著是一種幸福活著是一種幸福活著是一種幸福，，，，我要讓自己每天都過得充實而有意義我要讓自己每天都過得充實而有意義我要讓自己每天都過得充實而有意義我要讓自己每天都過得充實而有意義。」（。」（。」（。」（QQQQ3333－－－－

23232323））））    

    

    （Q－3）對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感到挫折，到後測時，開始會省思自己存

在的意義，但還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追蹤測時，已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Q－

12）對人的存在有空虛感，後測時發現在自己心情低落時，內心深處會追尋生命

的存在意義；追蹤測時已體悟到每個人都有他存在的目的，而生命存在的意義是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Q－23）對個人生命存在感到游離性空虛及焦慮，後測時已

能體悟到存在的理由是要體驗成長；追蹤測時，發覺存在的意義就是每天都過得

很充實的幸福。這三位學生從對生命的存在感到挫折、懷疑、空虛、焦慮到最後

都追尋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 

 

（（（（二二二二））））尋找生活的目的尋找生活的目的尋找生活的目的尋找生活的目的 

 

在上在上在上在上「「「「生命禮讚生命禮讚生命禮讚生命禮讚」」」」時時時時，，，，老師要我們寫每一位同學的優點老師要我們寫每一位同學的優點老師要我們寫每一位同學的優點老師要我們寫每一位同學的優點，，，，我當時真的有點楞住了我當時真的有點楞住了我當時真的有點楞住了我當時真的有點楞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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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怎麼可能心想怎麼可能心想怎麼可能心想怎麼可能，，，，有的同學我又不是很熟有的同學我又不是很熟有的同學我又不是很熟有的同學我又不是很熟，，，，怎麼寫嘛怎麼寫嘛怎麼寫嘛怎麼寫嘛！！！！後來靜下心來後來靜下心來後來靜下心來後來靜下心來，，，，這學期融不這學期融不這學期融不這學期融不

會相處的情形會相處的情形會相處的情形會相處的情形，，，，一一從腦海浮現出來一一從腦海浮現出來一一從腦海浮現出來一一從腦海浮現出來，，，，我擇我擇我擇我擇「「「「優優優優」」」」而寫而寫而寫而寫，，，，居然每個同學都有優點居然每個同學都有優點居然每個同學都有優點居然每個同學都有優點，，，，

只是平時沒有很留意罷了只是平時沒有很留意罷了只是平時沒有很留意罷了只是平時沒有很留意罷了。。。。後來後來後來後來，，，，拿到老師整理好拿到老師整理好拿到老師整理好拿到老師整理好，，，，全班同學給我的那一份全班同學給我的那一份全班同學給我的那一份全班同學給我的那一份「「「「優優優優

點回饋單點回饋單點回饋單點回饋單」，」，」，」，我好喜歡我好喜歡我好喜歡我好喜歡，，，，我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優點我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優點我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優點我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優點，，，，得到同學們的肯定得到同學們的肯定得到同學們的肯定得到同學們的肯定，，，，我希我希我希我希

望以後我在班上的表現會愈來愈好望以後我在班上的表現會愈來愈好望以後我在班上的表現會愈來愈好望以後我在班上的表現會愈來愈好。（。（。（。（SSSS－－－－3333））））    

    

就像就像就像就像「「「「人生賞味期人生賞味期人生賞味期人生賞味期」」」」影片中所說的影片中所說的影片中所說的影片中所說的，，，，生命像四季的時序生命像四季的時序生命像四季的時序生命像四季的時序，，，，春春春春、、、、夏夏夏夏、、、、秋秋秋秋、、、、冬各展其冬各展其冬各展其冬各展其

美美美美，，，，人生也是從童年人生也是從童年人生也是從童年人生也是從童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中年到老年中年到老年中年到老年中年到老年，，，，許多人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許多人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許多人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許多人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卻忘了卻忘了卻忘了卻忘了，，，，生命是有期限的生命是有期限的生命是有期限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我擁有的是獨一無二專屬於我的人生我擁有的是獨一無二專屬於我的人生我擁有的是獨一無二專屬於我的人生我擁有的是獨一無二專屬於我的人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現在我現在我現在我現在

活著的每一刻都是上帝賜給我的禮物活著的每一刻都是上帝賜給我的禮物活著的每一刻都是上帝賜給我的禮物活著的每一刻都是上帝賜給我的禮物，，，，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把握當下把握當下把握當下把握當下，，，，認真地活在現在認真地活在現在認真地活在現在認真地活在現在，，，，

以寬廣的心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以寬廣的心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以寬廣的心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以寬廣的心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發現生命的目的發現生命的目的發現生命的目的發現生命的目的，，，，規畫未來規畫未來規畫未來規畫未來，，，，活出生命的意活出生命的意活出生命的意活出生命的意

義義義義。（。（。（。（LLLL－－－－15151515－－－－1111））））    

 

其實，每個人都希望得到別人的鼓勵與肯定，（S－3）得到全班同學給他的

「優點回饋單」，非常高興，因為他的存在受到同學的肯定，相信往後的學校生

活，他會過得更愉快，研究者也發現，優點回饋可以達到欣賞別人，肯定自己的

效果，因為學生在拿到自己的「優點回饋單」後，都顯得特別安靜，很在意同學

對他的讚賞。（L－15－1）在生涯規劃中，體悟到生命是有限的，自己的人生是

獨特的，所以要把握現在，認真的活在當下，好好規劃未來，活出生命的意義。 

 

「「「「會會會會，，，，電視總報導那些不良的新聞電視總報導那些不良的新聞電視總報導那些不良的新聞電視總報導那些不良的新聞，，，，常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常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常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常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讓我們不懂得活著的讓我們不懂得活著的讓我們不懂得活著的讓我們不懂得活著的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QQQQ1111－－－－7777））））    

「「「「會會會會，，，，因為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因為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因為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因為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QQQQ2222－－－－7777））））    

「「「「NoNoNoNo，，，，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只要生活有目的只要生活有目的只要生活有目的只要生活有目的，，，，每天都有許多的事每天都有許多的事每天都有許多的事每天都有許多的事，，，，等著我去完成等著我去完成等著我去完成等著我去完成，，，，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才能過得才能過得才能過得才能過得

充實充實充實充實。」（。」（。」（。」（QQQQ3333－－－－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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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會會，，，，因為有時我好無聊因為有時我好無聊因為有時我好無聊因為有時我好無聊，，，，不懂人為什麼會活著不懂人為什麼會活著不懂人為什麼會活著不懂人為什麼會活著。」（。」（。」（。」（QQQQ1111－－－－16161616））））    

「「「「有時會有時會有時會有時會，，，，因為那因為那因為那因為那是我受了責罵是我受了責罵是我受了責罵是我受了責罵，，，，心情低潮的時候心情低潮的時候心情低潮的時候心情低潮的時候。」（。」（。」（。」（QQQQ2222－－－－16161616））））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只要看得清只要看得清只要看得清只要看得清，，，，有目標有目標有目標有目標，，，，就會懂得生活就會懂得生活就會懂得生活就會懂得生活，，，，每天都會過得很充實每天都會過得很充實每天都會過得很充實每天都會過得很充實。」（。」（。」（。」（QQQQ3333－－－－

16161616））））    

    

   （Q－7）會受到外界媒體新聞報導的影響，對生命的存在感到疑惑，後測時

對自我的存在透露出強烈的質疑，兩個月的省思後，因為尋找到生活的目的，每

天都有要完成的事，而感到生命是充實的。（Q－16）前測時覺得自己無聊時，對

自己生命的存在會有空虛感，後測發現自己有時會有存在的挫折。追蹤測呈現出

只要看清生活目標就會過得很充實。這兩位學生都因為尋找到生活的目的，感到

存在的盈實。 

         

    綜綜綜綜合上述質性資料合上述質性資料合上述質性資料合上述質性資料，，，，實驗組學生進行生實驗組學生進行生實驗組學生進行生實驗組學生進行生死死死死教育課程後在教育課程後在教育課程後在教育課程後在「「「「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的轉變的轉變的轉變的轉變，，，，

可歸納為可歸納為可歸納為可歸納為：：：：    

（（（（一一一一））））尋找生命的存在意義尋找生命的存在意義尋找生命的存在意義尋找生命的存在意義    

（（（（二二二二））））尋找生活的目的尋找生活的目的尋找生活的目的尋找生活的目的 

 

這些轉變顯示出生死教育課程的教學單元：「器官捐贈」、「生命的禮讚」「生

涯規劃」的單元目標，包括瞭解器官捐贈的意義及價值、重視生命的價值、愛惜

生命、建立積極樂觀的人生觀、欣賞別人、肯定他人瞭解生涯規劃的意義及重要

性等方面，也漸漸產生教學效果。雖然實驗組學生在「存在盈實」量化數據中，

未具立即性及持續性顯著效果，但仔細從質性資料中仍可觀察到學生的轉變。 

因此，研究者再進一步就實驗組學生在前測、後測、追蹤測中，對問答題：

「這個世界會不會讓你迷惑不懂得活著的理由？」的回答，整理歸納解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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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444－－－－2222－－－－2222            存在盈實調查表存在盈實調查表存在盈實調查表存在盈實調查表    

項目 前測 後測 追蹤測 

會 8 11 8 

有時會 7 4 4 

不會 12 13 16 

沒想過 1 0 0 

總計 28 28 28 

 

由表 4－2－2 可知，回答「會」有存在迷惑的學生，前測有８名，後測卻增

為１１名，其實在青春期到成人前期年輕人最容易存有虛無的兩極化認知所傷

害，他們同時也面臨自我認同的質疑(Kastenbaum,2002)，此處可明顯的觀察到有

些學生在思考及探索自我生命存在的意義時，反而因內在心理衝突或自覺而產生

強烈的存在挫折，因而增加了三名，到追踪測時，又減為 8 名，顯示有些學生對

「存在的挫折」做了自我調整。回答「有時會」的學生數，前測有 7 名，後測減

為 4 名，追踪測亦為 4 名。而回答「不會」的學生數，由前測的 12 名，後測增

為 13 名，追踪測增為 16 名，至於回答「沒想過」的這名學生，也開始思索存在

的理由。可見「存在盈實」這部分，在生命教育實施後，仍會不斷地影響著學生。

由此觀之，生命教育是需要默默耕耘，長期灌溉，才會有成效的。 

 

個人在青年期若因缺乏生命的意義、人生目的，所引發的存在的挫折，會使

自我沒法統合順利，生活缺乏目標時，感徬徨迷失。該校師長也表示； 

    

我們原住民最不好的就是我們原住民最不好的就是我們原住民最不好的就是我們原住民最不好的就是父母太放任子女父母太放任子女父母太放任子女父母太放任子女，，，，這一點這一點這一點這一點，，，，自然而然使孩子要以自自然而然使孩子要以自自然而然使孩子要以自自然而然使孩子要以自

己的心態己的心態己的心態己的心態，，，，去面對生涯規劃時去面對生涯規劃時去面對生涯規劃時去面對生涯規劃時，，，，會因缺乏指導會因缺乏指導會因缺乏指導會因缺乏指導，，，，而無所適從而無所適從而無所適從而無所適從。。。。這個現象這個現象這個現象這個現象，，，，造成現造成現造成現造成現

在山上在山上在山上在山上，，，，有很多年輕人盲目的遊蕩有很多年輕人盲目的遊蕩有很多年輕人盲目的遊蕩有很多年輕人盲目的遊蕩，，，，失業的失業失業的失業失業的失業失業的失業，，，，面臨自己的人生面臨自己的人生面臨自己的人生面臨自己的人生，，，，也不敢真正也不敢真正也不敢真正也不敢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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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規劃的去規劃的去規劃的去規劃，，，，有一天過一天有一天過一天有一天過一天有一天過一天，，，，也也也也完全沒有生涯規劃的觀念完全沒有生涯規劃的觀念完全沒有生涯規劃的觀念完全沒有生涯規劃的觀念，，，，因為生活太隨便慣了因為生活太隨便慣了因為生活太隨便慣了因為生活太隨便慣了，，，，

山上很多年輕人都這樣山上很多年輕人都這樣山上很多年輕人都這樣山上很多年輕人都這樣，，，，整天沒事做整天沒事做整天沒事做整天沒事做，，，，也不去認真面對他的人生也不去認真面對他的人生也不去認真面對他的人生也不去認真面對他的人生，，，，他該如何渡過他該如何渡過他該如何渡過他該如何渡過

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他根本不會想他根本不會想他根本不會想他根本不會想，，，，我們身為我們身為我們身為我們身為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的，，，，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跟他們談這個問題跟他們談這個問題跟他們談這個問題跟他們談這個問題，，，，他們也不他們也不他們也不他們也不

在乎在乎在乎在乎。（。（。（。（TTTT－－－－2222））））    

 

個人的心理危機，在青年期是關鍵中的關鍵，原住民青少年在傳統文化、家

庭放任教育方式、以及多元文化社會環境裡長大，如果在自我追尋中，沒有找到

生命的意義，就會對人生感到困惑，而迷失自我。因此，生死教育課程對原住民

青少年心理發展及未來生涯規劃，均有莫大的幫助。 

 

七七七七、、、、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    

  

    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實驗組學生在「「「「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未未未未

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測量工具，生命意義問卷中「死亡接納」分量表旨在測

量「個人對死亡不會恐懼焦慮的程度」，與本分量表有關的問答題為「死亡的事

實是否會讓你覺得人生無意義？」實驗組學生在本分量表量化統計分析中，未具

立即性顯著差異，而且在兩個月的追蹤測中，亦未具持續性效果，顯示生命教育

課程對實驗組學生「死亡接納」教學成效不彰。 

 

但經研究者仔細觀察實驗組學生，實施生命教育前後的質性資料，發現學生

的轉變，仍可歸納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更珍惜活著的時間更珍惜活著的時間更珍惜活著的時間更珍惜活著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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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對於死亡對於死亡對於死亡對於死亡，，，，我會害怕我會害怕我會害怕我會害怕，，，，上過生命教育課後上過生命教育課後上過生命教育課後上過生命教育課後，，，，發覺其實死亡沒那麼可怕發覺其實死亡沒那麼可怕發覺其實死亡沒那麼可怕發覺其實死亡沒那麼可怕，，，，因因因因

為每個人都會經歷死亡為每個人都會經歷死亡為每個人都會經歷死亡為每個人都會經歷死亡，，，，重要的是活著時候的生命過程重要的是活著時候的生命過程重要的是活著時候的生命過程重要的是活著時候的生命過程，，，，要要要要珍惜活著的時間珍惜活著的時間珍惜活著的時間珍惜活著的時間，，，，所所所所

以對死就沒那麼害怕了以對死就沒那麼害怕了以對死就沒那麼害怕了以對死就沒那麼害怕了。。。。國小時國小時國小時國小時，，，，舅公因癌症去世舅公因癌症去世舅公因癌症去世舅公因癌症去世，，，，我親眼看到他從一個原本是我親眼看到他從一個原本是我親眼看到他從一個原本是我親眼看到他從一個原本是

健康的人健康的人健康的人健康的人，，，，一直消瘦到去世一直消瘦到去世一直消瘦到去世一直消瘦到去世。。。。他有參加教會台安醫院的療程他有參加教會台安醫院的療程他有參加教會台安醫院的療程他有參加教會台安醫院的療程，，，，後來很安詳的在家後來很安詳的在家後來很安詳的在家後來很安詳的在家

中斷氣中斷氣中斷氣中斷氣，，，，沒有很大的痛苦沒有很大的痛苦沒有很大的痛苦沒有很大的痛苦，，，，去世後放在家裡兩天去世後放在家裡兩天去世後放在家裡兩天去世後放在家裡兩天，，，，安葬當天先作告別式安葬當天先作告別式安葬當天先作告別式安葬當天先作告別式，，，，然後直然後直然後直然後直

接用擔架抬到墓地接用擔架抬到墓地接用擔架抬到墓地接用擔架抬到墓地，，，，再由神父作禱告再由神父作禱告再由神父作禱告再由神父作禱告，，，，全村的人都參加全村的人都參加全村的人都參加全村的人都參加，，，，我們那邊是有一個人去我們那邊是有一個人去我們那邊是有一個人去我們那邊是有一個人去

世世世世，，，，全村的人都會參加全村的人都會參加全村的人都會參加全村的人都會參加。。。。下葬時下葬時下葬時下葬時，，，，把死者從擔架抬出來把死者從擔架抬出來把死者從擔架抬出來把死者從擔架抬出來，，，，用繩子放到墓穴裡用繩子放到墓穴裡用繩子放到墓穴裡用繩子放到墓穴裡，，，，墓墓墓墓

穴很深穴很深穴很深穴很深，，，，每個家族都有自家的墓穴每個家族都有自家的墓穴每個家族都有自家的墓穴每個家族都有自家的墓穴，，，，可以容人爬下去可以容人爬下去可以容人爬下去可以容人爬下去，，，，以後有人死了以後有人死了以後有人死了以後有人死了，，，，就再堆上就再堆上就再堆上就再堆上

去去去去。。。。先有人下到墓穴裡先有人下到墓穴裡先有人下到墓穴裡先有人下到墓穴裡，，，，把死者放置整理好把死者放置整理好把死者放置整理好把死者放置整理好，，，，再爬上來再爬上來再爬上來再爬上來。。。。等人爬上來後等人爬上來後等人爬上來後等人爬上來後，，，，用石板用石板用石板用石板

封好封好封好封好，，，，再用土蓋起來再用土蓋起來再用土蓋起來再用土蓋起來，，，，然後在墓旁禱告然後在墓旁禱告然後在墓旁禱告然後在墓旁禱告，，，，儀式完畢後儀式完畢後儀式完畢後儀式完畢後，，，，把擔架收起來把擔架收起來把擔架收起來把擔架收起來，，，，以後還可以後還可以後還可以後還可

再用再用再用再用，，，，就回到村子就回到村子就回到村子就回到村子，，，，由喪家宴請全村由喪家宴請全村由喪家宴請全村由喪家宴請全村。。。。因為死者去世後因為死者去世後因為死者去世後因為死者去世後，，，，村裡的人村裡的人村裡的人村裡的人，，，，每天都會輪每天都會輪每天都會輪每天都會輪

流來哀悼或幫忙流來哀悼或幫忙流來哀悼或幫忙流來哀悼或幫忙，，，，也會送吃的也會送吃的也會送吃的也會送吃的、、、、用的東西用的東西用的東西用的東西，，，，所以喪家要謝謝全村的人所以喪家要謝謝全村的人所以喪家要謝謝全村的人所以喪家要謝謝全村的人。。。。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村村村村

子裡只要有一個人去世子裡只要有一個人去世子裡只要有一個人去世子裡只要有一個人去世，，，，就是全村的事就是全村的事就是全村的事就是全村的事。（。（。（。（SSSS－－－－1111））））    

    

從（S－1）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瞭解目前原住民排灣族喪葬的情形，

告別式由神父司祭，但墓穴及喪葬方式及宴請全村，還是保留原住民習俗，儀式

上比較簡單隆重，而全村的人都要參加喪禮，這也是原住民「分憂」的傳統文化

特色。（S－1）提到以前對死亡，會感到害怕，現在因為上過生死教育課，談論

過生死問題，也知道每個人都會死，還是好好珍惜活著的時間比較重要。    

    

「「「「有時會有時會有時會有時會，，，，但對於死亡的事實但對於死亡的事實但對於死亡的事實但對於死亡的事實，，，，我希望能坦然的去接受我希望能坦然的去接受我希望能坦然的去接受我希望能坦然的去接受。。。。因為每個人都會死亡的因為每個人都會死亡的因為每個人都會死亡的因為每個人都會死亡的，，，，

只是活在世上時間長短的問題只是活在世上時間長短的問題只是活在世上時間長短的問題只是活在世上時間長短的問題。」。」。」。」(Q(Q(Q(Q1111－－－－10)10)10)10)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我希望我會在我死亡前我希望我會在我死亡前我希望我會在我死亡前我希望我會在我死亡前，，，，做出許多在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做出許多在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做出許多在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做出許多在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Q(Q(Q(Q2222－－－－10)10)10)10)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這樣會讓我這樣會讓我這樣會讓我這樣會讓我更珍惜活著的時間更珍惜活著的時間更珍惜活著的時間更珍惜活著的時間。」。」。」。」(Q(Q(Q(Q3333－－－－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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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會有時會有時會有時會，，，，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太相信自己會死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太相信自己會死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太相信自己會死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太相信自己會死，，，，而死亡雖是自然法則而死亡雖是自然法則而死亡雖是自然法則而死亡雖是自然法則，，，，但總覺但總覺但總覺但總覺

得很突然得很突然得很突然得很突然。」。」。」。」(Q(Q(Q(Q1111－－－－24)24)24)24)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死亡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死亡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死亡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死亡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我不會擔心我什麼時候死我不會擔心我什麼時候死我不會擔心我什麼時候死我不會擔心我什麼時候死，，，，因為那是命運因為那是命運因為那是命運因為那是命運，，，，

死就死吧死就死吧死就死吧死就死吧！！！！但我會更珍惜時間但我會更珍惜時間但我會更珍惜時間但我會更珍惜時間。」。」。」。」(Q(Q(Q(Q2222－－－－24)24)24)24)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我知道人的生命是會結束的我知道人的生命是會結束的我知道人的生命是會結束的我知道人的生命是會結束的，，，，但我無法預知我何時死亡但我無法預知我何時死亡但我無法預知我何時死亡但我無法預知我何時死亡，，，，所以我會所以我會所以我會所以我會更珍更珍更珍更珍

惜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惜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惜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惜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Q(Q(Q(Q3333－－－－24)24)24)24)    

 

（Q-10）面對死亡，有時會覺得人生無意義，但卻「希望自己能坦然接受死

亡」，可見他對死亡懷有潛藏的恐懼及焦慮，因為他已體悟到「凡是人，都會死」

的事實。後測表示，希望死前做「許多」有意義的事，這樣才會減輕「人生無意

義」的恐懼或焦慮的感受。追踪測時，已能面對死亡，領悟死亡的事實，促使他

更珍惜當下活著的時間。 

 

（Q-24）認為死亡雖是自然法則，但人們都不相信自己會死，因此對死亡的

降臨，會感到突然，顯示出他對死亡已有深刻的領悟。後測時，表示每個人都會

死，那就接受命運的安排吧！但他也省悟到，生命有限，要珍惜時間。追踪測明

確地呈現出人都會死，自己的生命有限，所以會更珍惜活著的時間。 

 

（（（（二二二二））））希望充實的過每一天希望充實的過每一天希望充實的過每一天希望充實的過每一天    

    

印象最深刻的是表姐的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是表姐的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是表姐的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是表姐的孩子，，，，才剛滿一歲又十天才剛滿一歲又十天才剛滿一歲又十天才剛滿一歲又十天，，，，就因病去世就因病去世就因病去世就因病去世，，，，因為我媽是他的因為我媽是他的因為我媽是他的因為我媽是他的

保姆保姆保姆保姆，，，，他活在世上的時間他活在世上的時間他活在世上的時間他活在世上的時間，，，，大部分都在我家大部分都在我家大部分都在我家大部分都在我家，，，，所以我非常難過所以我非常難過所以我非常難過所以我非常難過。。。。表姐用基督教儀表姐用基督教儀表姐用基督教儀表姐用基督教儀

式式式式，，，，先放在床上先放在床上先放在床上先放在床上，，，，換上山地衣服換上山地衣服換上山地衣服換上山地衣服，，，，然後放在冰櫃中防腐然後放在冰櫃中防腐然後放在冰櫃中防腐然後放在冰櫃中防腐，，，，出殯前舉辦了很盛大的出殯前舉辦了很盛大的出殯前舉辦了很盛大的出殯前舉辦了很盛大的

告別式告別式告別式告別式，，，，後來放到墓穴時後來放到墓穴時後來放到墓穴時後來放到墓穴時，，，，也有舉行禱告也有舉行禱告也有舉行禱告也有舉行禱告，，，，然後然後然後然後用石板封住用石板封住用石板封住用石板封住，，，，再用土蓋上再用土蓋上再用土蓋上再用土蓋上。。。。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生命教育的課生命教育的課生命教育的課生命教育的課，，，，比較瞭解自己活在世上的意義比較瞭解自己活在世上的意義比較瞭解自己活在世上的意義比較瞭解自己活在世上的意義，，，，還有自己的方向是什麼還有自己的方向是什麼還有自己的方向是什麼還有自己的方向是什麼，，，，也體會也體會也體會也體會

到活著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到活著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到活著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到活著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要盡量朝著自己的目標走要盡量朝著自己的目標走要盡量朝著自己的目標走要盡量朝著自己的目標走。。。。如果那一天如果那一天如果那一天如果那一天，，，，我離開我離開我離開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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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人世人世人世，，，，我的後事由家人安排我的後事由家人安排我的後事由家人安排我的後事由家人安排，，，，不要太花俏不要太花俏不要太花俏不要太花俏，，，，衣服衣服衣服衣服、、、、書籍書籍書籍書籍、、、、物品送給需要的人物品送給需要的人物品送給需要的人物品送給需要的人，，，，其其其其

餘燒掉餘燒掉餘燒掉餘燒掉。。。。我要跟家人說我要跟家人說我要跟家人說我要跟家人說，，，，我愛你們我愛你們我愛你們我愛你們，，，，跟我的好朋友說跟我的好朋友說跟我的好朋友說跟我的好朋友說，，，，好好活著好好活著好好活著好好活著，，，，只要充實地把只要充實地把只要充實地把只要充實地把

每一天過好每一天過好每一天過好每一天過好，，，，人生就不會有遺憾了人生就不會有遺憾了人生就不會有遺憾了人生就不會有遺憾了。（。（。（。（SSSS－－－－5555））））    

    

                （S－5）印象最深的死亡，是表姐才滿一歲生病死亡的孩子，喪葬儀式與（S

－1）看到的差不多，只是屍體放在冰櫃裡防腐。。。。透過預立遺囑及道別，他也能

坦然面對死亡，思考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    

    

「「「「會會會會，，，，讓我覺得前面所生存的時間很沒有意義讓我覺得前面所生存的時間很沒有意義讓我覺得前面所生存的時間很沒有意義讓我覺得前面所生存的時間很沒有意義。」。」。」。」(Q(Q(Q(Q1111－－－－11)11)11)11)    

「「「「有時會覺得做得再好有時會覺得做得再好有時會覺得做得再好有時會覺得做得再好，，，，也是會死也是會死也是會死也是會死。。。。有時不會有時不會有時不會有時不會，，，，因為至少我有過了這個生命因為至少我有過了這個生命因為至少我有過了這個生命因為至少我有過了這個生命。」。」。」。」

(Q(Q(Q(Q2222－－－－11)11)11)11)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只要充實的過每一天只要充實的過每一天只要充實的過每一天只要充實的過每一天，，，，不要浪費自己的生命不要浪費自己的生命不要浪費自己的生命不要浪費自己的生命，，，，活在這世上就沒有什活在這世上就沒有什活在這世上就沒有什活在這世上就沒有什

麼遺憾了麼遺憾了麼遺憾了麼遺憾了。」。」。」。」(Q(Q(Q(Q3333－－－－11)11)11)11)    

 

（Q－11）從恐懼死亡，感到人的存在沒意義，到後測時，他還尋找存在的

意義，有時對死亡感到恐懼、焦慮，因為自己即使做得再好，終究還是要死，死

亡的陰影仍然籠罩著他。但有時又會認為只要我活過了，曾在這個世上存在過，

生命就有價值了，所以不怕死亡。追踪測時呈現出，要讓自己活著沒有遺憾，就

要充實的過好每一天。 

 

（（（（三三三三））））關心生命存在的意義關心生命存在的意義關心生命存在的意義關心生命存在的意義    

    

我的小舅舅我的小舅舅我的小舅舅我的小舅舅，，，，剛滿二十歲剛滿二十歲剛滿二十歲剛滿二十歲，，，，他當時是軍校學生他當時是軍校學生他當時是軍校學生他當時是軍校學生，，，，要回部隊時要回部隊時要回部隊時要回部隊時，，，，發生車禍死去發生車禍死去發生車禍死去發生車禍死去，，，，當當當當

時我很傷心時我很傷心時我很傷心時我很傷心，，，，覺得人生無常覺得人生無常覺得人生無常覺得人生無常，，，，其實我也很害怕自己會不會這樣無預警的離開人其實我也很害怕自己會不會這樣無預警的離開人其實我也很害怕自己會不會這樣無預警的離開人其實我也很害怕自己會不會這樣無預警的離開人

世世世世，，，，讓身邊的人傷心成這樣讓身邊的人傷心成這樣讓身邊的人傷心成這樣讓身邊的人傷心成這樣。。。。生命教育課讓我更關心生命的意義生命教育課讓我更關心生命的意義生命教育課讓我更關心生命的意義生命教育課讓我更關心生命的意義，，，，我要珍惜當下我要珍惜當下我要珍惜當下我要珍惜當下

的每一天的每一天的每一天的每一天，，，，做好人生規畫做好人生規畫做好人生規畫做好人生規畫，，，，讓自己活得更有意義讓自己活得更有意義讓自己活得更有意義讓自己活得更有意義。。。。如果我死了如果我死了如果我死了如果我死了，，，，我希望墓碑上除我希望墓碑上除我希望墓碑上除我希望墓碑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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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我最可愛的照片外了有我最可愛的照片外了有我最可愛的照片外了有我最可愛的照片外，，，，上面還寫著上面還寫著上面還寫著上面還寫著：：：：最可愛的世敏最可愛的世敏最可愛的世敏最可愛的世敏（（（（假名假名假名假名），），），），我們會好好活下我們會好好活下我們會好好活下我們會好好活下

去去去去，，，，也會想您也會想您也會想您也會想您（（（（SSSS－－－－6666））））    

    

                （S－6）對年輕生命的早逝，深深體會到人生的無常，相對地，對自己的生

命也產生不確定感。在「墓誌銘」教學單元中，已能坦然面對死亡，表示活著的

人要好好的活下去，讓思念留在回憶中。    

    

我外公去世時我外公去世時我外公去世時我外公去世時，，，，我才六歲我才六歲我才六歲我才六歲，，，，他是從醫院送回來他是從醫院送回來他是從醫院送回來他是從醫院送回來，，，，在家去世的在家去世的在家去世的在家去世的。。。。我有去墓地我有去墓地我有去墓地我有去墓地，，，，阿公阿公阿公阿公

葬在我們的墓穴裡葬在我們的墓穴裡葬在我們的墓穴裡葬在我們的墓穴裡，，，，因為我阿公是外省人因為我阿公是外省人因為我阿公是外省人因為我阿公是外省人，，，，所以有燒冥紙所以有燒冥紙所以有燒冥紙所以有燒冥紙、、、、放鞭炮放鞭炮放鞭炮放鞭炮、、、、準備祭品準備祭品準備祭品準備祭品。。。。

雖然現在家裡所有的習俗都是用原住民的儀式雖然現在家裡所有的習俗都是用原住民的儀式雖然現在家裡所有的習俗都是用原住民的儀式雖然現在家裡所有的習俗都是用原住民的儀式，，，，但是每年清明節我們還是用他相但是每年清明節我們還是用他相但是每年清明節我們還是用他相但是每年清明節我們還是用他相

信的習俗去祭拜他信的習俗去祭拜他信的習俗去祭拜他信的習俗去祭拜他。。。。我阿公在世時我阿公在世時我阿公在世時我阿公在世時，，，，對我們很好對我們很好對我們很好對我們很好，，，，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人活著要活得有意義人活著要活得有意義人活著要活得有意義人活著要活得有意義，，，，

要把握當下要把握當下要把握當下要把握當下，，，，善待身邊的人善待身邊的人善待身邊的人善待身邊的人，，，，才能遺愛人間才能遺愛人間才能遺愛人間才能遺愛人間。（。（。（。（SSSS－－－－7777））））    

    

    （S－7）的外公是外省人，死後葬在家族墓穴裡，但每年祭祀時，卻採用外

公相信的方式去祭拜，從這裡可以瞭解到原住民的包容性，以及尊重他人的特性。    

    

「「「「是是是是，，，，死亡就等於一切結束了死亡就等於一切結束了死亡就等於一切結束了死亡就等於一切結束了，，，，人終究會死亡的人終究會死亡的人終究會死亡的人終究會死亡的，，，，現在我有時想如果那天自己死現在我有時想如果那天自己死現在我有時想如果那天自己死現在我有時想如果那天自己死

了了了了，，，，會怎樣會怎樣會怎樣會怎樣？？？？一但碰上了一但碰上了一但碰上了一但碰上了，，，，就要勇敢去面對它就要勇敢去面對它就要勇敢去面對它就要勇敢去面對它。」。」。」。」(Q(Q(Q(Q1111－－－－27)27)27)27)    

「「「「有時會有時會有時會有時會，，，，如果是對社會有貢獻如果是對社會有貢獻如果是對社會有貢獻如果是對社會有貢獻，，，，受人尊敬有成就之後才死受人尊敬有成就之後才死受人尊敬有成就之後才死受人尊敬有成就之後才死，，，，那就有意義那就有意義那就有意義那就有意義；；；；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沒有任何成就就死去了的話沒有任何成就就死去了的話沒有任何成就就死去了的話沒有任何成就就死去了的話，，，，那就沒意義了那就沒意義了那就沒意義了那就沒意義了。」。」。」。」(Q(Q(Q(Q2222－－－－27)27)27)27)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只要把每一天都做好就好只要把每一天都做好就好只要把每一天都做好就好只要把每一天都做好就好，，，，人活著就是要開心面對所有的事人活著就是要開心面對所有的事人活著就是要開心面對所有的事人活著就是要開心面對所有的事。。。。若自己的若自己的若自己的若自己的

理想理想理想理想、、、、目標都已達成目標都已達成目標都已達成目標都已達成，，，，那就有意義啦那就有意義啦那就有意義啦那就有意義啦！」！」！」！」(Q(Q(Q(Q3333－－－－27)27)27)27)    

 

（Q－27）害怕死亡，瞭解死亡的事實，知道自己終究會面對死亡。後測時

不斷地思索人存在的意義，認為對社會有貢獻、生命有成就後，即使死去，生命

仍有意義，否則就沒有存在的意義。追踪測表示要開心的面對所有的事，把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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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過好，如果能達到自己的理想、目標，生命的存在就有意義了。 

 

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綜合上述質性資料，，，，實驗組學生在進行生死教育後的轉變為實驗組學生在進行生死教育後的轉變為實驗組學生在進行生死教育後的轉變為實驗組學生在進行生死教育後的轉變為：：：：    

（（（（一一一一））））更珍惜活著的時間更珍惜活著的時間更珍惜活著的時間更珍惜活著的時間    

（（（（二二二二））））希望充實的過每一天希望充實的過每一天希望充實的過每一天希望充實的過每一天    

（（（（三三三三））））關心生命存在的意義關心生命存在的意義關心生命存在的意義關心生命存在的意義    

    

這些轉變顯示出生死教育課程的教學單元：「當生命結束時－喪禮的安排」、

「預立遺囑及道別」「墓誌銘」的單元目標，包括排灣族喪葬儀式、學習為死亡

作準備、瞭解自己的死亡觀、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以樂觀開朗的態度看待死亡、

瞭解個人生命態度坦然面對死亡等方面，也漸漸產生教學效果。 

 

雖然實驗組學生在「死亡接納」分量表的量化統計分析中，未具立即性顯著

效果，亦不具持續性顯著影響；但從質性資料中，仍可觀察到有些學生的改變。

現在更進一步，從學生對問答題：「死亡的事實是否會讓你覺得人生毫無意義？」

回答的情形，整理歸納分析如下： 

 

表表表表 4————2————3  死亡接納調查表死亡接納調查表死亡接納調查表死亡接納調查表 

項目 前測 後測 追蹤測 

會 3 3 1 

有時會 3 2 1 

不會 22 23 26 

總計 28 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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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2—3 可知，學生在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前，有 22 人表示不會因為死

亡的事實，讓他感到生命無意義；後測增加 1 人，為 23 人；追蹤測時，更增為

26 人，可見生死教育，還是有其教學效果。 

 

原住民排灣族傳統文化，對死亡的看法及喪葬情形： 

 

原住民排灣族傳統文化原住民排灣族傳統文化原住民排灣族傳統文化原住民排灣族傳統文化，，，，對死亡的看法對死亡的看法對死亡的看法對死亡的看法，，，，分為兩個定義分為兩個定義分為兩個定義分為兩個定義，，，，就是我們的靈魂就是我們的靈魂就是我們的靈魂就是我們的靈魂，，，，在死在死在死在死

亡的那一剎那亡的那一剎那亡的那一剎那亡的那一剎那，，，，分成兩個路徑分成兩個路徑分成兩個路徑分成兩個路徑，，，，一個是被祖靈接走一個是被祖靈接走一個是被祖靈接走一個是被祖靈接走，，，，這是比較善的一面這是比較善的一面這是比較善的一面這是比較善的一面；；；；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

還停留在冥界還停留在冥界還停留在冥界還停留在冥界，，，，就是比較不好的一面就是比較不好的一面就是比較不好的一面就是比較不好的一面，，，，要透過巫師很完整的祭儀要透過巫師很完整的祭儀要透過巫師很完整的祭儀要透過巫師很完整的祭儀，，，，才可以超渡才可以超渡才可以超渡才可以超渡。。。。

人死亡那一天只是哀悼人死亡那一天只是哀悼人死亡那一天只是哀悼人死亡那一天只是哀悼，，，，因為不要讓後代因為不要讓後代因為不要讓後代因為不要讓後代，，，，尤其是孩子尤其是孩子尤其是孩子尤其是孩子，，，，看到他腐敗看到他腐敗看到他腐敗看到他腐敗、、、、流膿流膿流膿流膿、、、、醜醜醜醜

陋的樣子陋的樣子陋的樣子陋的樣子，，，，留下不好的印象留下不好的印象留下不好的印象留下不好的印象，，，，大多在死後一天就埋葬大多在死後一天就埋葬大多在死後一天就埋葬大多在死後一天就埋葬。。。。埋葬前埋葬前埋葬前埋葬前，，，，先用繩子綁住屍先用繩子綁住屍先用繩子綁住屍先用繩子綁住屍

體的手腳體的手腳體的手腳體的手腳，，，，再用棉被或毛毯裹住再用棉被或毛毯裹住再用棉被或毛毯裹住再用棉被或毛毯裹住，，，，外面再用繩子層層綑好外面再用繩子層層綑好外面再用繩子層層綑好外面再用繩子層層綑好。。。。然後抬到家族的墓穴然後抬到家族的墓穴然後抬到家族的墓穴然後抬到家族的墓穴

埋葬埋葬埋葬埋葬，，，，一般家族都有兩到三個墓穴一般家族都有兩到三個墓穴一般家族都有兩到三個墓穴一般家族都有兩到三個墓穴，，，，可供輪流使用可供輪流使用可供輪流使用可供輪流使用，，，，以避免利用同一墓穴時間太以避免利用同一墓穴時間太以避免利用同一墓穴時間太以避免利用同一墓穴時間太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以前傳統用屈葬以前傳統用屈葬以前傳統用屈葬以前傳統用屈葬，，，，現在是把人放下去現在是把人放下去現在是把人放下去現在是把人放下去，，，，再用毛毯覆蓋好再用毛毯覆蓋好再用毛毯覆蓋好再用毛毯覆蓋好，，，，上面用石板封住上面用石板封住上面用石板封住上面用石板封住，，，，

再把土蓋在上面再把土蓋在上面再把土蓋在上面再把土蓋在上面。。。。通常是埋葬後通常是埋葬後通常是埋葬後通常是埋葬後，，，，才有獻祭才有獻祭才有獻祭才有獻祭、、、、追禱追禱追禱追禱、、、、安魂安魂安魂安魂、、、、通靈等這些死亡祭儀通靈等這些死亡祭儀通靈等這些死亡祭儀通靈等這些死亡祭儀，，，，

頭目家的禮數較隆重頭目家的禮數較隆重頭目家的禮數較隆重頭目家的禮數較隆重，，，，通常都會拖到兩個禮拜通常都會拖到兩個禮拜通常都會拖到兩個禮拜通常都會拖到兩個禮拜。。。。因為喪葬期間因為喪葬期間因為喪葬期間因為喪葬期間，，，，全村的人以及親全村的人以及親全村的人以及親全村的人以及親

戚戚戚戚、、、、朋友都會輪流哀悼及陪伴朋友都會輪流哀悼及陪伴朋友都會輪流哀悼及陪伴朋友都會輪流哀悼及陪伴，，，，而且送吃的而且送吃的而且送吃的而且送吃的，，，，如如如如：：：：米米米米、、、、地瓜地瓜地瓜地瓜，，，，芋頭芋頭芋頭芋頭、、、、酒酒酒酒……………………及用及用及用及用

的的的的，，，，如如如如：：：：毛毯毛毯毛毯毛毯、、、、棉被棉被棉被棉被……………………等等等等，，，，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死亡祭儀結束死亡祭儀結束死亡祭儀結束死亡祭儀結束，，，，喪家要宴請全村及親朋好友喪家要宴請全村及親朋好友喪家要宴請全村及親朋好友喪家要宴請全村及親朋好友。。。。

如果是頭目家如果是頭目家如果是頭目家如果是頭目家，，，，因為收受的禮品非常豐富因為收受的禮品非常豐富因為收受的禮品非常豐富因為收受的禮品非常豐富，，，，所以還會分送物品所以還會分送物品所以還會分送物品所以還會分送物品。（。（。（。（TTTT－－－－2222））））    

 

          事實上，原住民社會習俗中，仍保有「分憂」的優良傳統，因此，原住民村

落中，只要有人去世，全村的人都會輪流去喪家慰問，自動幫忙，並參加喪禮。

原住民學生從小就有很多與死亡接觸的經驗，雖然每個人對死亡的體會也因人、

因時而有不同，但是死亡的事實，使他們瞭解「每個人都會死」的現實。所以，

實驗組學生全部都見過死亡事例，對第一次的死亡印象，最小的在五歲就有，最

遲到十二歲。他們都曾有過家人、親戚或村落裡的人的死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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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學生，對自己親人的死亡或最愛自己的人去世，會感到特別傷心；

而也有些學生對死者臨死前痛苦的呻吟與掙扎，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因此，他

們對死亡的接觸，比一般人親近、頻繁而深刻。他們正處於青年中期的自我發展

心理期，還在尋找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而且自我追尋與自我肯定還在統合當

中。而與死亡接觸的經驗，使他們產生存在的空虛感，很容易使他們覺得生活缺

乏目標，感到徬徨迷失，造成消極的人生態度。 

 

對具有如此死亡文化背景的學生，的確迫切需要實施生死教育，讓他們能建

立積極的人生觀、正確的價值觀，以便面對未來人生的挑戰。相信在原住民排灣

族傳統文化、教會宗教信仰，以及漢化教育交織影響之下，樂天知命、善良淳樸

的排灣族原住民學生，自然會發展出他們自己對死亡最正確的詮釋。 

 

總結以上所述總結以上所述總結以上所述總結以上所述，，，，生死教育課程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生死教育課程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生死教育課程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生死教育課程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呈現立即性顯著效呈現立即性顯著效呈現立即性顯著效呈現立即性顯著效 

果果果果，，，，且具有且具有且具有且具有持續性持續性持續性持續性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玆將各分量表玆將各分量表玆將各分量表玆將各分量表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結果歸納整理結果歸納整理結果歸納整理結果歸納整理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一一一一、、、、生命意義之追尋與肯定生命意義之追尋與肯定生命意義之追尋與肯定生命意義之追尋與肯定    

                        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

且具有且具有且具有且具有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    

    

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實施生死教育實施生死教育實施生死教育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課程後課程後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且具且具且具且具

有有有有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    

    

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但但但但

卻具有卻具有卻具有卻具有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    

    

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未具立實驗組學生未具立實驗組學生未具立實驗組學生未具立即性即性即性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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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效果顯著效果顯著效果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發現有發現有發現有發現有學學學學

生生生生呈現出持續性呈現出持續性呈現出持續性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二二二二、、、、存在的超越存在的超越存在的超越存在的超越    

                    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未具實驗組學生未具實驗組學生未具實驗組學生未具

立即性顯著效果立即性顯著效果立即性顯著效果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質性分析但質性分析但質性分析但質性分析中中中中，，，，有有有有

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呈現出有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有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有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有持續性影響。。。。    

    

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量化分析結果，，，，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實驗組學實驗組學實驗組學生生生生，，，，未未未未

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質性分析但質性分析但質性分析但質性分析中中中中，，，，

有些學生有些學生有些學生有些學生呈現呈現呈現呈現具有具有具有具有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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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生死教育課程對原住民高中生生命意義之影響，採

用準實驗研究法，對原住民高中學生進行研究。研究過程，以研究者自行設計的

十六週生死教育課程，進行實驗組學生教學，並以生命意義問卷為主要研究工

具，對實驗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實施前測、後測及追蹤測，所得量化資料，採獨

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統計方法，回答研究問題；並分析質性資料，以共同解

釋研究結果。本章將研究結果歸納成結論，並依此提出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一一一一、、、、實施實施實施實施生死教育課程生死教育課程生死教育課程生死教育課程後後後後對對對對實驗組學實驗組學實驗組學實驗組學生生命意義總分生生命意義總分生生命意義總分生生命意義總分，，，，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

且具有持續性的影響且具有持續性的影響且具有持續性的影響且具有持續性的影響。。。。    

    

          這顯示本研究實驗課程對實驗組學生生命意義方面具有良好教學成效，所 

以實驗組學生在生命意義總分，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且具有持續性的影響。 

 

二二二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對對對對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求意義的意志，，，，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

且具有且具有且具有且具有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求意義的意志方面，受到教學影響，

所以，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且具有持續性影響。而且從質性資料中，也發現

學生在生死教育實施後，更關心過有意義的生活，會為生命訂定更清楚的目標，

瞭解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期盼未來過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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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對對對對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存在盈實，，，，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亦未亦未亦未

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顯示有部分學生具教學影響顯示有部分學生具教學影響顯示有部分學生具教學影響顯示有部分學生具教學影響。。。。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存在盈實這方面，量化統計分析未具  

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顯示這方面的所進行的生死教育教

學，沒有顯著的成效。但質性分析中，顯示有部分學生受教學影響，尋找生命的

存在意義和生活的目的。 

    

    

四四四四、、、、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對對對對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生命目的，，，，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亦未亦未亦未

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顯示有部分學生具教學影響顯示有部分學生具教學影響顯示有部分學生具教學影響顯示有部分學生具教學影響。。。。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生命目的方面，量化統計分析未具立  

即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顯示這方面教學效果未具成效。但質性

分析中，顯示有部分學生受教學影響，具有明確的生活目標，認為個人的存在是

有意義、有目的，並滿意自己的生命目的。 

    

五五五五、、、、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對對對對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生命控制，，，，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雖不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但但但但

卻具有卻具有卻具有卻具有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    

 

進行生死教育課程後，雖然量化分析結果，實驗組學生不具立即性顯著效

果，但卻具有持續性影響。表示生死教育對實驗組學生生命控制方面，未見立即

性教學成效，但經過兩個月的內化，呈現持續性影響的教學效果。而從質性資料

中，也發現接受生死教育後，有些學生認為個人應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生命成就決定於自己的努力，已漸漸呈現出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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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對對對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苦難接納，，，，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且具且具且具且具

有有有有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持續性影響。。。。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苦難接納方面呈現立即性顯著效果， 

且具有持續性影響，表示生死教育教學效果良好。從質性的資料中，也發現進

行生死教育後，學生認為苦難是有能力的考驗，使人成長，苦難也有助於了解

真正的人生意義，而且經歷苦難後，使人成為更完整的人，也更能體諒別人。 

    

七七七七、、、、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實驗組學生對對對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死亡接納，，，，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未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亦未亦未亦未

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持續性影響呈現出持續性影響。。。。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但質性分析中，，，，顯示有部分學生顯示有部分學生顯示有部分學生顯示有部分學生具持續性具持續性具持續性具持續性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實施生死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死亡接納這方面，量化統計分析不但未

具立即性顯著效果，亦未呈現出持續性影響，顯示這方面所進行的生死教育教

學，亦不具成效。但質性分析中，顯示有部分學生受教學影響，更珍惜活著的時

間，希望充實的過每一天，關心生命存在的意義。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一一一一、、、、對學校的建議對學校的建議對學校的建議對學校的建議 

 

 （（（（一一一一））））學校應成立生命教育推展小組學校應成立生命教育推展小組學校應成立生命教育推展小組學校應成立生命教育推展小組，，，，長期推動生命教育長期推動生命教育長期推動生命教育長期推動生命教育 

 

研究者發現原住民高中生確有實施生死教育之必要性，因此，建議學校應

成立生命教育推行小組，長期推動生命教育，方能達到成效。而且建議該小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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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統籌學校整體生命教育之推展。教師為小組成員，共同推展、

實施生命教育，設計學校本位生命教育課程，蒐集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生命教育有

關資料，規畫合適的教學內容、分享教學資源與經驗、討論並發展具有多元文化

的生命教育。 

  

（（（（二二二二））））開設生命教育開設生命教育開設生命教育開設生命教育課程為正式課程為正式課程為正式課程為正式選修選修選修選修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或或或或融入正式課程融入正式課程融入正式課程融入正式課程 

     

研究過程中發現實驗組學生期盼繼續上生死教育課程，建議學校應以學生

需求為第一考量，開設生命教育課程為正式選修課程，讓學生在學校學習中尋找

到生命存在的意義與目的，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妥善規劃自己的人生。學校如果

將生命教育課程列為正式課程有困難，目前學術界推動之融入式生死教育，實驗

研究結果，教學成效良好，故可將生死教育融入各科教學中，將生死議題適時適

度的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教育學生，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三三三））））鼓勵教師進修鼓勵教師進修鼓勵教師進修鼓勵教師進修，，，，並並並並舉辦教師生命教育研習會舉辦教師生命教育研習會舉辦教師生命教育研習會舉辦教師生命教育研習會 

  

 研究者發現目前學校缺乏具備生死教育專業知能教師，今後宜盡量鼓勵學

校教師至國內各相關研究所進修，或參加教師生命教育研討會，以增進教師生命

教育專業知能，方能勝任生命教育工作。而學校中的每位教師都負有生死教育責

任，因此培育每位教師都具有正確的生死態度，與具備生死教育的專業知能是學

校的責任。建議學校除鼓勵教師進修或參加校外研討會外，亦可自行辦理校內教

師生命教育研習會，敦請專家、學者蒞校專題演講，或分享教學經驗，以增進教

師生死教育教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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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利用週會邀請專家利用週會邀請專家利用週會邀請專家利用週會邀請專家、、、、學者或社會上成功人物學者或社會上成功人物學者或社會上成功人物學者或社會上成功人物，，，，與全校師生分享生命經驗與全校師生分享生命經驗與全校師生分享生命經驗與全校師生分享生命經驗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與價值，學校可利用週會邀請具有原

住民身分的專家、學者或社會上成功人物，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做為原住民青

少年生命的典範，鼓勵排灣族學生肯定自己，朝著自己人生目標邁進。 

 

 （（（（五五五五））））舉辦學生生命教育研習營舉辦學生生命教育研習營舉辦學生生命教育研習營舉辦學生生命教育研習營 

    

本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在生命目的、存在盈實、死亡接納等方面，雖

然量化分析未具顯著差異；然而質性分析，卻發現有部分學生呈現受教學之影

響，因此，建議學校可利用寒、暑假，舉辦學生生命教育研習營，有系統、密集

式規劃與生死相關課程，讓原住民高中學生體驗生命的價值，瞭解生命的可貴，

進而珍惜自己，肯定自己，並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 

 

（（（（六六六六））））舉辦親職教育座談會舉辦親職教育座談會舉辦親職教育座談會舉辦親職教育座談會 

   

本研究發現生命控制未具立即性影響及生命目的未具立即性及持續性影響

之原因，與原住民家長對子女管教方式有關，原住民父母對子女往往因為過於尊

重，反而流於放任，未能妥善協助或指導子女規畫人生。建議學校應利用親職教

育座談會，與家長溝通管教子女的態度與方法，邀請專家演講、或請熱心家長交

換教育子女經驗，並提供生命教育資訊，培養家長正確生命教育觀念。以期家長

能以身作則，參與子女生涯規劃，建立子女自信心，尋找到自己生命正確的目標。 

 

（（（（七七七七））））購置生死學相關書購置生死學相關書購置生死學相關書購置生死學相關書籍籍籍籍、、、、影片及影片及影片及影片及 VCD 

  

 研究者發現學校缺乏生死學資訊，建議圖書館及輔導室應多購買有關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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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刊、書籍、影片及 VCD，提供教師與學生借閱。教師可提昇生死教學知能

或豐富教學內容；學生亦可從閱讀或欣賞影片中，得到鼓舞，內化成為生命的動

力。 

 

（（（（八八八八））））規劃及編寫多元文化的生死教育教材規劃及編寫多元文化的生死教育教材規劃及編寫多元文化的生死教育教材規劃及編寫多元文化的生死教育教材    

   

研究過程中發現，目前有關單位雖提倡多元文化教育，但生死教育教材仍

缺乏原住民文化教材，建議學校應鼓勵意欲從事生死教育之教師研擬、設計符合

原住民文化的生命教育教材，以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提昇學習效果。 

 

二二二二、、、、對教師的建議對教師的建議對教師的建議對教師的建議 

 

 （（（（一一一一））））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需具備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需具備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需具備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需具備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 

    

本研究對象為原住民排灣族學生，研究過程中發現，從事生死教育之教師

除需具備生死教育知能外，更要瞭解原住民傳統文化與原住民習俗，才能依據學

生文化背景，實施適當的生命教育教學，達成多元文化教育之目標。 

 

 （（（（二二二二））））教師為使教學更有效教師為使教學更有效教師為使教學更有效教師為使教學更有效，，，，應於課前編寫生死教育課程教案應於課前編寫生死教育課程教案應於課前編寫生死教育課程教案應於課前編寫生死教育課程教案 

   

 生死教育課程是生死教學成敗的關鍵，身為從事生死教育之教師，對生死

教育課程的規劃與執行，影響著整個生死教育課程的品質。本研究於實施生死教

育過程中發現，意欲從事生死教育之教師，應發揮自己的專業能力，依據原住民

學生的需求及學校特色，編寫適合原住民學生的生死教育課程教案，以增進教學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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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教師宜豐富教學內容教師宜豐富教學內容教師宜豐富教學內容教師宜豐富教學內容 

   

 本研究發現，生死教育知識領域雖然範圍廣泛，但原住民學生對生活中所

發生的事件，較感興趣。建議教師可多蒐集日常生活與生命及死亡相關議題，並

與時事結合，如：九一一事件、九二一地震、安樂死、自殺…等，引導原住民學

生從新聞事件中，思考生死問題，探索生命意義。 

 

 （（（（四四四四））））教師教學方法宜採多元化教師教學方法宜採多元化教師教學方法宜採多元化教師教學方法宜採多元化 

   

 研究者於實施生死教育課程中發現，原住民學生對影片欣賞、辯論、角色扮

演、分組討論報告、短文分享等教學方法，很感興趣。而且大部分原住民學生都

具有表演及表現天分，建議教師授課時，可採多元、活潑的方式進行教學，以增

進教學效果。 

 

三三三三、、、、本研究限制與本研究限制與本研究限制與本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實驗對象，為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一年級學生，僅限於屏東縣原住

民排灣族青少年，因此，若欲以本研究結果推論至其他地區或其他年齡層之原住

民對象，恐不適合。 

建議後續研究可就不同年級（高二、高三），或不同學習環境（平地普通高

中、農校）之學生進行研究，以瞭解生死教育課程對其生命意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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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研究工具方面研究工具方面研究工具方面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使用之生命意義問卷及生死教育課程內容與教學，乃意義取向，故 

在施測、結果之應用、課程內容之設定、教案設計等方面，自有其限制。 

 

 本研究所使用之「生命意義問卷」是以何英奇依據 Frankl生命意義理念，所

編製之「生命態度剖面圖」，作為主要評量工具。研究過程中，發現該評量工具，

確實能評量出生死教育課程對實驗組學生生命意義之影響，其信、效度相當可

靠，顯示此評量工具具有良好建構效度，值得作為探討生命意義之評量工具，建

議未來研究者，或可擴及其他不同之樣本。 

  

（（（（三三三三））））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在設計方面，未隨機分配，而以原班級進行實驗課

程，在結果的解釋與推論上宜謹慎。 

本研究在質性研究方面，個別訪談中的訪談對象，僅訪談教師及學生。建議

未來研究者可增加對家長的訪談，研究結果將更具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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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生死教育課程教案生死教育課程教案生死教育課程教案生死教育課程教案    

 

 

 

 

 

 

 

 

 

 

 

 

 



 122 

 

單元名稱 單元一：相見歡－認識自己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瞭解生命教育課程目的與教學內容 

 

2.瞭解自己的家庭狀況 

 

3.瞭解自己的興趣 

 

4.瞭解自己的性向與專長 

 

5.思考並瞭解自己未來的生活目標 

 

1-1 能舉出生命教育課程目的 

1-2 能舉出生命教育課程教學內容 

2-1 能寫出自己的家庭狀況 

2-2 能說出自己的家庭狀況 

3-1 能寫出自己的興趣 

3-2 能說出自己的興趣 

4-1 能寫出自己的性向與專長 

4-2 能說出自己的性向與專長 

5-1 能寫出自己的未來生活目標 

5-2 能說出自己的未來生活目標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1-2 

 

 

 

 

 

 

 

 

 

 

 

 

 

 

 

 

 

 

一、準備活動 

（ㄧ）教師說明這學期生死教育課程

目的是希望能透過談生論死的課題讓

同學們認識生命的意義，進而珍惜生

命並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二）教師說明教學內容 

    1.認識自己 

    2.生命的循環 

    3.揭開死亡的面紗 

    4.生命從何而來 

    5.我如何看待自殺 

    6.我對死刑的看法 

    7.生命何時結束 

    8.老人安養問題 

    9.安寧療護 

    10當生命結束時 

    11.預立遺囑 

    12.器官捐贈 

    13.墓誌銘 

    14.生命的禮讚 

    15.生涯規劃 

    16.自然生態與我 

 

二、發展活動 

 

講述法 

 

 

 

講述法 

 

 

 

 

 

 

 

 

 

 

 

 

 

 

 

 

 

 

 

 

 

 

 

投影片 

 

 

 

 

 

 

 

 

 

 

 

 

 

 

 

 

 

 

 

2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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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4-1 

3-1 5-1 

 

 

 

 

 

 

 

 

2-2 4-2 

3-2 5-2 

（一）教師自我介紹並逐項將重點寫

在黑板上 

    1. 家庭狀況： 

     （1）家中成員 

     （2）父母職業 

     （3）家中氣氛 

    2. 興趣 

    3. 性向與專長 

    4. 未來生活目標 

 

（二）發學習單請同學逐項填寫 

     姓名、座號、居住地、畢業國中 

    1. 家庭狀況： 

     （1）家中成員 

     （2）父母職業 

     （3）家中氣氛 

    2. 興趣 

    3. 性向與專長 

    4. 未來生活目標 

 

（三）學生自我介紹 

   依據學習單作自我介紹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並收回學習單 

 

 

 

 

 

 

 

 

 

 

 

 

 

講述 

 

 

 

 

 

 

 

 

 

發表 

 

 

 

 

 

 

 

 

 

發表 

分享 

黑板 

 

 

 

 

 

 

 

 

 

學習單 

 

 

 

 

 

 

 

 

 

學習單 

5 分 

 

 

 

 

 

 

 

 

 

10 分 

 

 

 

 

 

 

 

 

 

30 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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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二：生命的循環—人生四季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理解生命是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 

 

2.瞭解生命的重要階段 

 

3.瞭解生命每個階段的變化 

 

4.思考並瞭解自己生命的重要階段並能 

及時把握 

1-1 能說出生命的過程 

1-2 能寫出生命的過程 

2-1 能說出生命的重要階段 

2-2 能寫出生命的重要階段 

3-1 能說出生命每個階段的變化 

3-2 能寫出生命每個階段的變化 

4-1 能說出自己生命的重要階段並能 

及時把握 

4-2 能寫出自己生命的重要階段並能 

及時把握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3-1 

2-1 4-1 

 

1-1 

2-1 

 

 

 

 

 

 

 

 

 

 

1-2 3-2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人生四季之歌」VCD 影

片 

一、準備活動 

學生欣賞「人生四季之歌」影片 

 

二、發展活動 

（一）全班學生一起討論觀賞後的心

得與感想 

 

（二）教師介紹 Erikson的心理社會期

及發展理論 

 

    1. 0-1歲  對人信賴 

    2. 2-3歲  活潑自動 

    3. 3-6歲  自動自發 

    4. 6-青春期 勤奮進取 

    5. 青年期 自我統合 

    6. 成年期 友愛親密 

    7. 中年期 精力充沛 

    8. 老年期 完美無憾 

 

（三）請學生寫出自己生命的重要階

段及影響 

 

 

 

 

欣賞 

 

 

討論 

發表 

 

講述 

 

 

 

 

 

 

 

 

 

 

 

發表 

 

 

 

 

 

VCD 

 

 

 

 

 

投影片 

 

 

 

 

 

 

 

 

 

 

 

學習單 

 

 

 

 

 

15 分 

 

 

10 分 

 

 

10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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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2 

 

 

 

1-1 3-1 

2-1 4-1 

1-2 3-2 

2-2 4-2 

 

（四）請學生發表自己生命的重要階

段及影響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強調生命中每個階段都很

重要，尤其是青年期的「自我統合」

關鍵期，發展定向，統合順利，就不

會迷失自我。 

 

（二）收回學習單 

 

 

 

 

 

 

 

 

 

 

 

 

 

 

 

 

 

 

 

 

 

 

 

 

 

 

 

 

發表 

分享 

 

 

講述 

 

 

 

 

 

 

 

 

 

黑板 

 

 

 

 

 

 

 

 

5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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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三：揭開死亡的神秘面紗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瞭解死亡的定義 

 

2.瞭解台灣區青年死亡的原因 

 

3.瞭解原住民十大死亡原因 

 

4.思考並瞭解生命的可貴懂得珍惜 

 

1-1 能說出死亡的定義 

1-2 能寫出死亡的定義 

2-1 能寫出台灣區青年死亡的原因 

2-2 能說出台灣區青年死亡的原因 

3-1 能寫出原住民重要死亡原因 

3-2 能說出原住民重要死亡原因 

4-1 能思考自己生命的可貴 

4-2 能說出珍惜自己的生命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4-1 4-2 

 

 

 

 

 

1-1 2-1 

 

 

 

 

 

 

 

 

 

 

 

2-1 2-2 

 

3-1 3-2 

 

4-1 4-2 

 

 

一、準備活動 

分享與死亡有關的感人故事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帶領學生為「死亡下定

義」，並在黑板上寫下各種死亡的

定義 

1. 醫學上的定義 

2. 法律上的定義 

3. 社會上的定義 

4. 心理學上的定義 

 

（二）討論造成人類死亡的可能原

因 

1.自然死亡 

2.意外死亡 

3.疾病死亡 

 

（三）老師講解說明 

1.台灣區青年死亡的原因 

2.原住民十大死亡原因：         

其中最主要為事故傷害、疾病及自

殺。 

（四）請同學自由發言，檢視自己

面對死因的態度與作法 

 

 

發表 

分享 

 

 

團體討論 

 

 

 

 

 

 

 

團體討論 

 

 

 

 

 

講述 

 

 

 

發表 

討論 

 

 

講義 

 

 

 

黑板 

 

 

 

 

 

 

 

 

 

 

 

 

 

投影片 

 

 

 

學習單 

 

5 分 

 

 

 

10 分 

 

 

 

 

 

 

 

5 分 

 

 

 

 

 

10 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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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1. 未成年騎車、酗酒或吸毒等

都會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及傷

痛 

2. 宜珍惜自己的生命。 

 

 

 

 

 

 

 

 

 

 

 

 

 

 

 

 

 

 

 

 

 

 

 

 

 

 

 

 

 

 

 

 

 

講述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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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四：生命從何而來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瞭解兩性交往的原則與方法 

 

2.瞭解墮胎的影響 

 

3.瞭解墮胎的倫理意涵 

 

4.省思墮胎問題，能尊重生命並愛惜自

己 

1-1 能舉出兩性交往的原則與方法 

1-2 能說出婚前性行為的影響 

2-1 能舉出墮胎對身體的影響 

2-2 能舉出墮胎對心理的影響 

3-1 能舉出不同情境墮胎的倫理意涵 

3-2 能舉出有關墮胎的相關法令 

4-1 能經由省思，激發對生命的尊重 

4-2 能經由省思，能懂得愛護自己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4-1 

4-2 

 

 

 

1-1  

 

教學準備 

 1.教師準備「小宇宙」、「新生命的誕

生」及「殘蝕的理性」等 VCD 影片 

 

 2.學生準備小時候的照片 

 

一、準備活動 

（一）請學生互相傳看小時候的照片 

引起動機 

（二）教師講解：生命的源起，然後

引導到異性相吸是自然現象，萬物因

而孕育生存 

 

二、發展活動 

（一）觀賞影片（經過處理） 

   1.小宇宙 

   2.新生命的誕生 

   3.殘蝕的理性 

（二）學生發表觀賞影片心得與感想 

   1.小宇宙 

   2.新生命的誕生 

   3.殘蝕的理性 

（三）學生討論 

   1.兩性交往的原則與技巧 

    （1）如何自我尊重與保護 

    （2）如何避免婚前性行為 

 

 

 

 

 

 

 

分享 

 

講述法 

 

 

 

 

欣賞 

 

 

 

發表 

分享 

 

 

討論 

 

 

 

 

 

 

 

 

 

 

照片 

 

 

 

 

 

 

VCD 

 

 

 

學習單 

 

 

 

 

 

 

 

 

 

 

 

 

 

 

3 分 

 

2 分 

 

 

 

 

20 分 

 

 

 

10 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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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1 

2-2 

 

 

 

 

4-1 

4-2 

 

3-1  

3-2 

 

 

 

 

 

 

 

 

 

 

 

 

 

 

 

 

 

 

 

 

 

 

 

    （3）如何運用拒絕的技巧 

  2.墮胎的影響 

    （1）贊成墮胎的理由 

    （2）反對墮胎的理由 

    （3）如果我是胎兒，我同意父母               

掌握我的生殺大權嗎？為什麼？ 

 

三、綜合活動 

教師對討論結果進行歸納總結，並

說明墮胎問題所涉及的層面 

（1） 醫療方面 

（2） 法律方面 

（3） 倫理道德方面 

 

 

 

 

 

 

 

 

 

 

 

 

 

 

 

 

 

 

 

 

 

 

 

 

 

 

 

 

 

 

 

 

講述 

 

 

 

 

 

 

 

 

投影片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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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五：我如何看待自殺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澄清自殺的迷思 

 

2.學習積極面對人生的苦難與挫折 

 

 

 

3.瞭解社會協助單位 

 

1-1 能正視自殺問題 

1-2 能說出自己對自殺的看法 

2-1 能舉出面對人生苦難與挫折的方   

   法 

2-2 能說出面對人生苦難與挫折的方   

   法 

3-1 能舉出社會協助單位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1-2 

 

 

 

 

 

 

2-1 2-2 

 

 

1-1 1-2 

2-1 2-2 

 

 

 

 

教學準備 

 1.教師準備自殺案例及相關資料 

 2.事先將學生分組，並選出小組長及 

  紀錄 

 

一、準備活動 

   利用自殺案例及資料，引起學生動

機 

 

二、發展活動 

  （一）分組討論 

     1.自殺的原因 

     2.自殺的方式 

     3.正視自殺的問題 

     （1）困難解決了嗎？ 

     （2）真的沒有痛苦嗎？ 

     （3）親朋好友的感受？ 

     4.如何面對人生的苦難與挫折？ 

 

  （二）分組報告 

     1.各組紀錄彙整意見 

     2.分別由各組小組長上台報告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一）各組報告重點 

 

 

 

 

 

 

講述法 

 

 

 

討論 

發表 

 

 

 

 

 

 

 

發表 

 

 

 

 

講述 

 

 

 

 

 

 

 

講義 

 

 

 

學習單 

 

 

 

 

 

 

 

 

學習單 

 

 

 

 

 

 

 

 

 

 

 

 

5 分 

 

 

 

20 分 

 

 

 

 

 

 

 

 

20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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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1 

 

 

 

 

 

 

 

 

 

 

 

 

 

 

 

 

 

 

 

 

 

 

 

 

 

 

 

 

 

 

 

 

 

 

   （二）說明積極面對人生苦難與挫 

        折的方法 

    （三）提供社會協助單位、名稱、 

         及電話，並請學生寫在記事 

         簿上 

 

 

 

 

 

 

 

 

 

 

 

 

 

 

 

 

 

 

 

 

 

 

 

 

 

 

 

 

 

黑板 

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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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六：我對死刑的看法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學習關心社會問題 

 

2.學習利用正反理論辯論死刑議題 

 

3.學習明辨是非 

 

4.學習尊重生命 

1-1 能舉出重大社會問題 

 

2-1 能說出贊成死刑的理由 

2-2 能說出反對死刑的理由 

3-1 能討論是非的觀念 

 

4-1 能討論對生命的尊重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2-1 

2-2 

教學準備 

 1.教師準備有關死刑相關資料 

 2.事先安排有興趣參加辯論的學生 

  並提供有關資料： 

 （1）辯論主題：我對死刑的看法 

       甲方 ：贊成死刑 

       乙方 ：反對死刑 

  （2）兩組學生各四名分別為 

       主辯 

       第一助辯 

       第二助辯 

       結辯 

  （3）時間分配 

  主辯 ：五分鐘 

  助辯 ：三分鐘 

  結辯 ：五分鐘 

 

一、準備活動 

  教師從社會問題—陳進興事件談到 

  「死刑」的處置問題，引起動機 

 

二、發展活動 

  學生進行辯論： 

  （1）辯論主題：我對死刑的看法 

       甲方 ：贊成死刑 

       乙方 ：反對死刑 

 

 

 

 

 

 

 

 

 

 

 

 

 

 

 

 

 

 

講述法 

 

 

 

辯論 

 

 

 

 

 

資料 

 

 

 

 

 

 

 

 

 

 

 

 

 

 

 

講義 

 

 

 

黑板 

學習單 

 

 

 

 

 

 

 

 

 

 

 

 

 

 

 

 

 

 

 

 

5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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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1 

 

 

 

 

 

 

 

 

 

 

 

 

 

 

 

 

 

1-1  

2-1 2-2 

3-1 4-1 

 

 

 

 

 

 

 

 

 

 

 

 

 

 

  （2）辯論程序為 

       甲方 主辯 

       乙方 主辯 

 

       甲方 第一助辯 

       乙方 第一助辯 

 

       甲方 第二助辯 

       乙方 第二助辯 

 

       甲方 結辯 

       乙方 結辯 

                     

  （3）時間分配 

  主辯 ：五分鐘 

  助辯 ：三分鐘 

  結辯 ：五分鐘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並釐清「刑期無刑」觀

念教導學生尊重生命以及明辨是非的  

 重要     

 

 

 

 

 

 

 

 

 

 

 

 

 

 

 

 

 

 

 

 

 

講述法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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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七：生命何時結束—談安樂死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探討安樂死的爭議點 

 

2.學習尊重生命 

 

3.學習尊重人性尊嚴 

 

1-1 能舉出贊成安樂死的理由 

1-2 能舉出反對安樂死的理由 

2-1 能尊重生命 

 

3-1 能尊重人性尊嚴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1-2  

2-1 

3-1 

 

教學準備 

   1.事先安排學生辯論事宜 

   2.請學生自行蒐集有關資料 

   3.安排裁判五人及計時者一人 

   4.說明評分標準： 

  內容      60分 

  禮貌儀態  15分 

  表達能力  15分 

  時間控制  10分 

 

一、準備活動 

  1.教師從安樂死的案例引導至主題： 

    「我對安樂死的看法」 

  2.介紹辯論學生、裁判及計時學生 

  3. 說明評分標準： 

 內容      60分 

 禮貌儀態  15分 

 表達能力  15分 

 時間控制  10分 

 

 

二、發展活動 

  學生進行辯論： 

  （1）辯論主題：我對安樂死的看法 

       甲方 ：贊成安樂死 

       乙方 ：反對安樂死 

 

  （2）辯論程序為 

 

 

 

 

 

 

 

 

 

 

 

講述法 

 

 

 

 

 

 

 

 

 

 

辯論 

發表 

 

 

 

 

 

 

 

 

 

 

 

 

 

 

 

新聞 

 

 

黑板 

評分單 

 

 

 

 

 

 

 

學習單 

 

 

 

黑板 

 

 

 

 

 

 

 

 

 

 

 

5 分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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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1 

3-1 

 

 

 

 

 

 

 

 

 

 

 

 

 

 

 

 

2-1 3-1 

       甲方 主辯 

       乙方 主辯 

 

       甲方 第一助辯 

       乙方 第一助辯 

 

       甲方 第二助辯 

       乙方 第二助辯 

 

       甲方 結辯 

       乙方 結辯 

                     

  （3）時間分配 

   主辯 ：五分鐘 

   助辯 ：三分鐘 

   結辯 ：五分鐘 

 

 

三、綜合活動 

  1.由計時學生計分 

  2.教師宣佈優勝者，並做總結 

 

 

 

 

 

 

 

 

 

 

 

 

 

 

 

 

 

 

 

 

 

 

 

 

 

 

 

 

 

 

 

 

 

 

 

 

 

講述 

 

 

 

黑板 

 

 

 

 

 

 

 

 

 

 

 

 

黑板 

 

 

 

 

 

 

計分單 

 

 

 

 

 

 

 

 

 

 

 

 

 

 

 

 

 

 

 

5 分 



 136 

 

單元名稱 單元八：老人安養問題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正視老人安養的社會問題 

 

2.學習孝道的觀念 

 

3.學習尊重老人 

 

1-1 能舉出老人的問題 

1-2 能舉出老人安養的問題 

2-1 能舉出正確對待老人的態度 

2-2 能力行孝道 

3-1 能尊重老人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1-2 

 

 

 

 

 

 

 

1-1 

1-2 

 

 

 

 

 

2-1 

2-2 

3-1 

 

 

教學準備 

 

  1.事先安排學生角色扮演 

  2.事先分組，並選出小組長 

 

一、準備活動 

 

  請學生分別扮演 

    1.殘障的老人 

    2.失業的老人 

    3.生病貧窮的老人 

  他們所遭遇的困境與心情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說明老人可能面臨的問題  

   1.經濟問題 

   2.醫療問題 

   3.照顧問題 

 

 （二）學生分組討論 

 

   1.我們應如何照顧老人？ 

    （1）政府方面 

    （2）社會方面 

    （3）家庭方面 

    （4）個人方面 

 

 

 

 

 

 

角色扮

演 

 

 

 

 

 

 

 

 

講述法 

 

 

 

 

討論 

 

 

 

 

 

 

 

 

 

 

 

 

 

 

 

 

 

 

 

 

 

 

黑板 

 

 

 

 

 

 

 

 

 

 

 

 

 

 

 

 

 

15 分 

 

 

 

 

 

 

 

 

 

10 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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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3-1 

 

2-1 

2-2 

3-1 

 

 

2-1 

2-2 

3-1 

 

   2.老人會有哪些方面的需要？ 

    （1）物質需要 

    （2）身體需要 

    （3）心理需要 

    （4）精神需要 

 

   3. 對待老人的正確態度 

    （1）尊重 

    （2）關懷 

 

   4.如何力行孝道？ 

 

 （三）學生分組由小組長上台報告 

 

 

三、綜合活動 

 

 1.教師總結 

 2.回家作業：對家中長輩做一件孝順 

  的事情 

 

 

 

 

 

 

 

 

 

 

 

 

 

 

 

 

 

 

 

 

 

 

 

 

 

 

 

 

 

 

發表 

 

 

 

講述法 

 

 

 

 

 

 

 

 

 

 

 

 

 

 

 

 

 

學習單 

 

 

 

 

 

 

 

 

 

 

 

 

 

8 分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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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九：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瞭解安寧療護的意義 

 

2.瞭解安寧療護的目的 

 

3.瞭解臨終關懷的重要 

 

4.瞭解臨終關懷的原則 

1-1 能說出安寧療護的意義 

 

2-1 能舉出安寧療護的目的 

 

3-1 能舉出臨終關懷的重要 

 

4-1 能舉出臨終關懷的原則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1-1 2-1 

3-1 4-1 

 

1-1 

 

 

 

2-1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生命的樂章—個案紀實

篇—介紹安寧療護及安寧病房」安寧

照顧基金會出版的 VCD 光碟 

 

一、準備活動 

  教師從桑德絲護士談起—介紹寧療

護 

 

二、發展活動 

 （一）觀賞「生命的樂章—個案紀實

篇—介紹安寧療護及安寧病房」安寧

照顧基金會出版的 VCD 光碟 

 

  （二）學生發表觀賞心得 

 

  （三）教師講解 

     1安寧療護的意義 

     減輕病人現階段無法治療的疾

病狀況 

 

     2.安寧療護的目的 

    （1）改善病人餘生的生活品質及 

       臨死前的生活態度 

    （2）給予病人家屬及朋友支持 

 

 

 

 

 

 

 

講述法 

 

 

 

欣賞 

 

 

 

發表 

 

講述 

 

 

 

 

 

 

 

 

 

 

 

 

 

 

 

黑板 

 

 

 

VCD 

 

 

 

學習單 

 

 

 

 

 

 

 

 

 

 

5 分 

 

 

 

15 分 

 

 

 

10 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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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1 

     3.臨終關懷的重要 

    （1）尊重病人，讓病人擁有自己

的尊嚴 

    （2）讓臨終者能以人的方式有尊 

      嚴的離開人間 

 

     4.臨終關懷的原則 

      在關心與照顧的前提下，尊重

病人的需求，滿足病人的需求 

 

     5.臨終關懷的模式 

    （1）全人照顧：生理、心理、靈 

      性、社會 

    （2）全方位照顧：全家、全程、

全隊、全區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講述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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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十：當生命結束時—喪禮的安排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瞭解各宗教對死亡的看法 

 

2.瞭解目前社會喪葬情況 

 

3.瞭解排灣族傳統喪葬儀式 

 

4.瞭解排灣族目前喪葬儀式 

 

1-1 能舉出各宗教對死亡的看法 

 

2-1 能舉出目前社會喪葬情況 

 

3-1 能舉出排灣族傳統喪葬儀式 

 

4-1 能舉出排灣族目前喪葬儀式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2-1 

 

 

 

 

 

3-1 

 

 

 

 

 

 

4-1 

一、準備活動 

  從有關喪葬的社會新聞談起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介紹各宗教對死亡的看法 

    1.基督教 

    2.佛教 

    3.道教 

    4.回教 

 

 （二）教師說明目前社會喪葬情況 

    1.土葬 

    2.火葬 

    3.海葬 

    4.樹葬 

 

  （三）討論排灣族傳統喪葬儀式 

     1.祭儀者：女巫 

     2.葬式：蹲踞式 

     3.墓穴：室內合葬 

     4.祭儀繁複 

     5.服喪期長：約一個月 

 

  （四）討論排灣族目前喪葬儀式 

     1.祭儀者：教會人士 

     2.葬式：蹲踞式、躺式、棺式 

 

講述法 

 

 

講述法 

 

 

 

 

 

講述法 

 

 

 

 

 

討論 

發表 

 

 

 

 

 

討論 

發表 

 

 

 

 

 

黑板 

 

 

 

 

 

黑板 

 

 

 

 

 

 

學習單 

 

 

 

 

 

 

學習單 

 

 

5 分 

 

 

5 分 

 

 

 

 

 

5 分 

 

 

 

 

 

15 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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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墓穴：室外合葬 

     4.祭儀簡便 

     5.服喪期短：前後只需三天 

       第一天 

      由教會人士舉行葬禮，後再行       

   追思禮拜安慰喪家 

       第二天 

      葬後次日，晚間在喪家聚會祈 

    禱 

       第三天 

      再到墓地，在墓前行追思禮拜， 

    祈禱、獻花、唱聖歌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講述 

 

 

 

 

 

 

 

 

 

 

 

 

 

 

 

 

5 分 

 

 

 

 

 

 

 

 

 

 

 

 

 

 

 

 

 

 

 

 

 



 142 

 

單元名稱 單元十一：預立遺囑及道別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學習為死亡做準備 

 

 

2.瞭解自己的死亡觀 

 

 

1-1 能寫出生前預囑 

1-2 能說出生前預囑 

 

2-1 能舉出自己對死亡的看法 

2-2 能寫出自己對死亡的看法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2-1 

 

 

2-2 

 

 

 

 

 

1-2 

2-1 

 

 

 

1-1 

2-2 

 

一、準備活動 

 （一） 請學生思考「如果自己只有

三個月的生命，你最想做什麼事？」 

 

 （二） 請學生寫下自己將如何安排

這三個月的生活？ 

 

二、發展活動 

 （一）學生討論 

    1.一份遺囑內容應包含哪些部

份？ 

    2.遺囑的重要性 

 

  （二）分享並歸納 

 

  （三）請學生寫一份自己的生前 

 預囑以及與親朋好友道別的話 

 

三、綜合活動 

 （一） 教師總結 

 （二） 收回學習單 

 

 

 

 

 

 

 

 

 

 

 

發表 

 

 

 

 

討論 

 

 

 

發表 

 

發表 

 

 

 

講述 

 

 

黑板 

 

 

學習單 

 

 

 

 

黑板 

 

 

 

 

 

學習單 

 

 

 

10 分 

 

 

 

 

 

 

15 分 

 

 

 

 

5 分 

 

15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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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十二：器官捐贈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瞭解器官捐贈的意義 

 

2.瞭解器官捐贈的價值 

 

3.瞭解器官捐贈的相關法令 

 

4.瞭解再什麼情況下能夠捐贈器官 

1-1 能舉出器官捐贈的意義 

 

2-1 能舉出器官捐贈的價值 

 

3-1 能舉出器官捐贈的相關法令 

 

4-1 能舉出贊成器官捐贈的理由 

4-2 能舉出反對器官捐贈的理由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2-1 

 

 

 

 

 

 

 

1-1 

 

 

2-1 

 

 

4-1 

4-2 

 

 

4-1 4-2 

 

3-1 

 

 

 

一、準備活動 

  舉社會上捐贈器官的實例 

  （ㄧ）子捐腎給父親 

 

  （二）網路上男友捐眼睛 

 

  （三）腦死或死刑犯的捐贈 

 

 

二、發展活動 

  （ㄧ）學生分組討論 

     1. 器官捐贈的意義 

 

     2. 器官捐贈的價值 

    

     3.自己對器官捐贈的看法 

      （1）贊成的理由 

      （2）反對的理由 

 

  （二）學生分組報告 

      由小組長上台蕔告 

 

  （二）教師介紹 

     1. 器官捐贈的流程 

 

     2. 器官捐贈的法令 

 

講述法 

 

 

 

 

 

 

 

 

討論 

發表 

 

 

 

 

 

 

 

發表 

 

 

講述 

 

 

 

 

講義 

 

 

 

 

 

 

 

 

黑板 

 

 

 

 

 

 

 

 

學習單 

 

 

投影片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44 

 

 

 

 

 

 

 

 

4-1 

4-2 

 

     3. 捐贈器官同意書 

 

     4.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同意 

       書 

 

 

二、綜合活動 

（一）學生思考自己是否贊成器官捐

贈，並寫下理由 

 

（二）教師總結，並收回學習單 

 

 

 

 

 

 

 

 

 

 

 

 

 

 

 

 

 

 

 

 

 

 

 

 

 

 

 

 

 

 

 

 

 

 

發表 

 

 

講述 

 

 

 

 

 

 

 

 

學習單 

 

 

 

 

 

 

 

 

5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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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十三：墓誌銘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學習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 

 

2.學習以樂觀開朗的態度看待死亡 

 

3.瞭解個人的生命態度能坦然面對死亡 

 

 

1-1 能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 

 

2-1 能欣賞別人的墓誌銘 

 

3-1 能寫出自己的墓誌銘 

3-2 能說出自己的墓誌銘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2-1 

 

 

3-1 

 

3-2 

 

 

 

 

 

 

1-1 

 

 教學準備 

 請學生事先蒐集有趣的墓誌銘 

 

一 、準備活動 

 （一）教師解釋「墓誌銘」 

 

 （二）將學生分組，以便進行討論 

 

二、發展活動 

 （一）學生共同分享蒐集來的有趣的 

    墓誌銘 

 

 （二）請學生撰寫足以代表自己風格 

     的墓誌銘 

 

 （三）將自己的墓誌銘與小組同學分 

     享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並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生命 

 的價值 

 

 

 

 

 

 

 

 

講述法 

 

 

 

討論 

發表 

分享 

 

 

 

 

 

 

 

 

 

 

講述 

反省 

 

 

 

 

黑板 

 

 

 

 

講義 

 

 

學習單 

 

 

 

 

5 分 

 

 

 

 

10 分 

 

 

15 分 

 

 

15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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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十四：生命的禮讚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學習重視生命的價值 

 

2.學習愛惜生命，建立積極樂觀的人生 

  觀 

3.學習欣賞別人、肯定他人 

 

1-1 能舉出數種生命的價值 

1-2 能說出生命的價值的重要性 

2-1 能說出欣賞愛惜生命的人 

2-2 能說出欣賞積極樂觀的人 

3-1 能寫出班上同學的優點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1-2 

2-1 

2-2 

 

 

 

 

 

 

 

 

3-1 

教學準備 

（一 ）教師準備「ㄧ無所缺的人生—

蓮娜瑪麗亞」VCD 影片 

（二）事先準備具有全班學生名單的

學習單—優點禮讚單 

 

一、準備活動 

  教師介紹生命的各種價值 

 

二、發展活動 

 （一）學生觀賞「ㄧ無所缺的人生—            

    蓮娜瑪麗亞」VCD 影片 

 

 （二）學生討論欣賞心得 

   1. 「蓮娜瑪麗亞」的生命態度為 

      何？ 

   2. 她給了我們哪些啟示？ 

 

3. 她父母的態度如何？ 

 

4. 如果她是你的姐妹，你如何看

待她？ 

 

5. 是否學會愛人與愛自己？ 

 

 （三）請學生寫出班上每一位同學的 

    優點 

    

 

 

 

 

 

 

 

 

講述法 

 

 

欣賞 

 

 

討論 

分享 

 

 

 

 

 

 

 

 

 

發表 

 

 

 

 

 

 

 

 

 

 

黑板 

 

 

VCD 

 

 

黑板 

 

 

 

 

 

 

 

 

 

 

學習單 

 

 

 

 

 

 

 

 

5 分 

 

 

15 分 

 

 

10 分 

 

 

 

 

 

 

 

 

 

 

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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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總結 

（二）收回優點禮讚學習單，以便彙 

    整 

 

 

講述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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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十五：生涯規劃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瞭解生涯規劃的意義 

 

2.瞭解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3.學習做生涯規劃 

 

1-1 能舉出生涯規劃的意義 

 

2-1 能舉出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3-1 能寫出自己的生涯規劃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1-2 

 

1-1 

 

1-2 

 

 

 

 

2-1 

 

3-1 

教學準備 

 （一）事先準備「人生賞味期」VCD 

    影片 

 （二）教師先彙整每位學生的「優點 

    禮讚單」 

 

一、準備活動 

        教師發給每位學生「優點 

    禮讚單」，並適度給予鼓勵及肯 

    定 

 

 

二、發展活動 

 （一）觀賞「人生賞味期」影片 

 

 （二）教師說明  

     1. 生涯規劃的意義 

 

     2. 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三）學生討論 

     1. 觀賞影片感想與心得 

 

     2. 如何做生涯規劃？ 

 

 （四）請學生做自己的生涯規劃 

     1. 二十歲後 

 

 

 

 

 

 

 

 

 

 

 

 

 

 

欣賞 

 

講述 

 

 

 

 

討論 

發表 

 

 

 

發表 

 

 

 

 

 

學習單 

 

 

 

 

 

 

 

 

 

VCD 

 

黑板 

 

 

 

 

 

 

 

 

 

學習單 

 

 

 

 

 

 

10 分 

 

 

 

 

 

 

10 分 

 

10 分 

 

 

 

 

5 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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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三十五歲後 

 

     3. 四十五歲以後 

 

    

二、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並收回生涯規劃表 

 

 

 

 

 

 

 

 

 

 

 

 

 

 

 

 

 

 

 

 

 

 

 

 

 

 

 

 

 

 

 

 

 

 

講述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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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單元十六：自然生態與我 教學時間 50分鐘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 學習愛護自然生態 

 

2. 學習尊重自然生態 

 

3. 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 

 

1-1 能舉出愛護自然生態的方法 

1-2 能說出愛護自然生態的方法 

2-1 能尊重自然生態 

 

3-1 能建立正確的生命價值觀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及內容 教法 教具 時間 

 

 

 

 

1-1 2-1 

3-1 

 

1-1 

1-2 

2-1 

3-1 

 

 

 

 

 

 

 

 

1-2 

2-1 

3-1 

 

1-1 1-2 

2-1 

3-1 

 

教學準備 

  事先準備「鵬程千萬里」DVD 影片 

 

一、準備活動 

 學生欣賞「鵬程千萬里」DVD 影片 

 

二、發展活動 

 （一）學生分組討論 

 

    推舉小組長主持小組討論 

    推舉記錄整理討論結果 

 

    討論提綱： 

     1. 觀賞影片後的感想與心得 

 

     2.如何愛護自然生態 

 

     3.如何尊重自然生態 

 

 （二）分組報告 

    由每組小組長上台報告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 

 

 

 

 

 

 

 

欣賞 

 

 

討論 

發表 

 

 

 

 

 

 

 

 

 

 

 

發表 

 

 

講述 

 

 

 

 

DVD 

 

 

 

 

 

 

 

 

 

15 分 

 

 

15 分 

 

 

 

 

 

 

 

 

 

 

 

15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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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量表使用同意書量表使用同意書量表使用同意書量表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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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    

    

生命意義問卷生命意義問卷生命意義問卷生命意義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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