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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落實反思與體驗學習的「生命教育」創新教學計畫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一、實施課程：生命教育 

二、授課教師：管貴貞 

參、 前言 

2020 年全世界籠罩在疫情之下，臺灣的疫情雖然控制得宜，

但也發生一些公眾人物的死亡，2021年台灣疫情越來越嚴重，尤

其到了五月十五日雙北進入三級警戒，讓學生對於死亡會有更靠

近的感受。心理輔導學系以培訓專業助人者為主要目標，從大學

一年級的新鮮人開始，涵養與建立他們良好的生命態度是必要的，

在當前價值多元、世局紛擾的社會中，引導學生思考如何看待自

己、他人與環境的生命教育之重要性是不言可喻。 

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大都開在通識教育的課程內，無論任何領

域的學生，皆需要對於自身的處世之道進行思考，並建立適切的

人生態度與實際作為。然而，對於心理輔導學系的學生尤為重要，

在成為助人者的歷程中，需要面對許多人生目的與意義的挑戰，

像這兩年病人自主權利法實施後，他們需要理解並能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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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與人互動，如何看待社會環境與世界，

是需要做好準備與計畫。心輔系學生除了了解生命教育的學科內

容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CK)之外，還需要透過修習心理輔

導專業課程的相關知能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進一步

轉化為可用來教學的生命教育領域學科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因此，如果能夠在心輔系的生命教育

課程中，透過多元的教學方式，一方面讓學生能深入探討自己的

生命議題，一方面也能受到多元教學方式的涵養，當外在環境急

遽的變化，學生對自我、關係與環境有良好的狀態，當能成為好

的助人工作者。 

在申請這項計畫中正好收到楊玉欣委員和台大孫效智老師辦

理「生命教育的共學工作坊」的邀請，參與後感受「生命素養」

思維與裝備的重要，讓授課教師有自我釐清的機會，精進教學、

研究或實務過程的生死課題，讓這門課更有精進的內涵。 

這門課不只想讓學生了解生命教育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讓學

生體驗、反思和統整自我、關係和環境，有更多實務體驗和觀察

反思之學習經驗，也就是擁有解答人生三問「人為何而活？」「人

應如何生活？」和「如何能夠活出應活的生命？」。為了培養理解

生命、對自己人生目標有所思考，能以積極態度去面對生命的生



3 
 

死問題，以便未來在專業助人工作者，有穩定的能量去面對生命

的挑戰。本課程之課程設計強調課堂小組討論、思辨和分享，學

生的淬鍊、實際體驗和反思，以期能讓每一位修課學生都有機會

體驗學習，並強化學生的反思和應用。 

根據上述，本計畫具有以下目的： 

一、調整傳統教學講課限制，以創意方式進行生命教育之探索。 

二、分組討論學習，刺激學生反思自我、他人和環境。 

三、透過過去照片整理，學生統整自我生命經驗，思考如何活出自

己想要的生活樣貌。 

四、協助學生探討目前臺灣的重要生命概念與法規，例如病人自主

權利法，應用於輔導與諮商實務議題。 

五、協助學生藉由本身對生命的體悟，提升對他人及環境的尊重與

關懷。 

 

肆、 計畫特色與具體內容 

一、 計畫特色： 

生命教育是一門容易讓學生抗拒的課程，畢竟他們還很年

輕，當要去思索這些較為沉重的議題，需要課程的安排和設

計，讓課程目標得以達成。對於未來要從事於助人工作心輔系

學生，這些思考尤為重要，惟有他們反思過、整理過，對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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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一定的穩定度，在未來助人工作上，才能有更好的基石，

因此本計畫翻轉過去以教師講授式教學為主的方式，擬以較為

活潑、有深度的問題，進行分組的提問、討論、分享為主，活

動體驗為輔。 

2020年全世界籠罩在疫情之下，臺灣的疫情雖然控制得

宜，但 2021狀況很不理想，五月中旬雙北進入三級警戒，接下

來全台進入三級警戒，原來設計有所調整，無法至機構參觀，

新冠肺炎的主題，這些都會讓學生對於死亡會有更靠近的感

受，在討論時更能主動投入與分享，分為的三大主題：人與自

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盡量融入同學關心的事件進行探

討。 

上課開始多半以結構式的引導，因為上課人數多，希望每

位同學都有思考的機會，座位從上課第二周起就以小組為單位

就座，分兩周換一次前後順序。每次課程以小組活動的方式進

行，小組討論後，每組由老師抽點一位同學代表上台分享，有

時是請小組自己指派同學上台分享，培養同學思考、溝通、分

析與統整的能力，並能在分享中理解並確認自己的想法。過程

中不只是聽，還以組為單位互相發問，在過程中傾聽別組的想

法。每一個主題後有統整的作業，這作業有授課自己設計表

單，需要至少閱讀一本參考書籍寫成，希望除了上課的說與聽

之外，也能繼續補充閱讀，更深入思考，在每個主題結束後完

成反思作業。 

其次，運用照片媒材來進行學生的自我整理，基本上心輔

系學生可簡單分為兩大類，一種是積極想要協助他人，另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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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要幫助自己的，往往生命歷程有許多辛苦的事件，透過這

份作業，讓學生創意完成，但每個階段至少需要三張照片，透

過這樣的回顧與整理，學生可以完成有自己特色的生命紀錄

冊。完成後每人有三分鐘上台分享自己的紀錄冊，透過此活動

讓學生學習分享自己，也讓同學們彼此更了解和靠近。 

課程原希望安排安寧病房的參訪，因疫情緣故聯絡數個相

關單位都拒絕，醫院希望確保病人與學生的安全，換成以影片

方式來替代性學習，讓同學對於生命後期的選擇，有更進一步

的想法和思考。 

 

二、 具體內容 

    「生命教育」課程只有十八週，時間相當有限，整體課程

可分為三部份，包含從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因此

學生自我閱讀、提問和討論的部分，視為計畫重要的觀念，上

課將全班分為 8組，按組別就坐，方便討論進行，實際授課狀

況良好；但從五月十九日因疫情課程就改為線上授課，還是透

過 Teams進行分組討論。執行內容與方法包括說明生命教育基

本概念、小組內討論與分享、小組間的提問與回應、創意完成

生命紀錄冊並分享、生命教育體驗活動、期末反思報告等。以

下分別說明： 

一、 說明生命教育基本概念：每次上課大約十五分鐘左右進行主

題概述，也喚起同學對主題的好奇、關心和疑惑，所以可能

用說明，也可能是短片的形式，促成學生對於主題的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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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尤其是病人自主權利法的部分，這是去年一月才剛上路

的法令，整個社會大眾了解較為有限，專業人員需要有更完

整的認識，學生都相當陌生，這單元部分講解時間較長。每

週上課結束前兩分鐘，會預告下週上課主題，鼓勵同學視先

閱讀相關資料，並準備提問與討論。 

二、 小組內討論與分享：每次主題說明後，有系列問題提供同學

討論，透過小組內的討論統整組內的意見，並由任課老師指

名組內一位同學上台分享該組討論的內容，有時也讓組別自

行指派，期待每位同學都有機會可以上台分享，一開始學生

緊張度高，原以為這門課程不用考試很開心和輕鬆感，發現

每節課都需要口頭報告時，就有同學很焦慮和不安，授課教

師說明這項設計課程的意圖，希望降低同學的不安感，希望

讓同學學習表達、統整、分析和分享，培養同學的溝通表達

力和傾聽的能力。 

三、 小組間的提問與回應：當不同組別分享該組意見時，其他小

組間的提問以釐清問題，報告小組的回應讓問題有澄清的機

會，透過這樣的對話學生彼此理解不同想法，進而更深入思

考不同想法的內涵，再次去釐清自己的意見。因此，重要的

不是答案，是在尋求答案歷程的思考與澄清的歷程。 

四、 創意完成生命紀錄冊：這份作業開始時同學紛紛表達困難，

尤其是需要照片的部分，授課教師鼓勵他們努力去整理，若

真的沒有照片，也可以採取畫圖的形式。鼓勵同學用創意方

式完成，沒有規定的格式，需要分為學齡前、小學、國中、

高中四階段，若二年級以上修課者須加入大學階段。用照片

媒材來進行學生的自我整理，心輔系學生往往生命歷程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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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辛苦的事件，透過這份作業，學生創意完成，每個階段至

少需要三張照片，若沒有照片可用畫圖方式取代，並加入文

字加以描述該階段重要的事件。學生的作品都很水準，多數

能透過這歷程去回顧與整理，學生完成有自己特色的生命紀

錄冊，  

五、 生命紀錄冊的分享：這是一項有亮點的課程內容，每人三分

鐘分享分享自己的紀錄冊，全班分為三周進行分享，台下同

學需要選出每週分享最佳的三名同學，並需要寫出為什麼與

心得。原來同學的不安與焦慮，在開始上台後呈現有意思的

部分，大多數同學都積極準備分享內容，有些較為內向和害

羞同學也有驚人的表現，透過此活動讓學生學習分享自己，

同學們也反應出讓彼此更了解和靠近。 

六、 生命教育體驗活動：三大單元中各設計一個單元的體驗活

動，讓學生親身體驗生命的矛盾與掙扎，”人與自己”是病

人自主權利法的單元、”人與他人”是上台分享生命紀錄

冊、”人與環境”原先的設計因疫情而改讓同學自己在家執

行。 

七、 期末反思報告：期末報告分為三篇，針對三大主題上完課後

一週繳交，一方面希望同學下課後繼續思考，也閱讀相關書

籍累積思考的深度，統整主題的自我想法和意見，嚴禁抄襲

者零分。 

 

伍、 實施成效與影響(質化及量化) 

本課程提升「生命教育」課程的學生收穫和成效，全學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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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時，善用同學上課前後的時間自主閱讀，課內的體驗、思辨和

淬鍊，課後延續的反思作業，提高學生對人的關懷，並擁有良好的

生命素養，在未來從事助人工作上奠定良好的基礎。相關評估向度

由以下幾點進行： 

一、 學生個別學習之歷程與成效： 

這是一門大一的課程，授課教師已上過這班學生學生上學期

一門課程，對學生熟悉度有限，為了解學生學習狀態與程度透

過分組討論與報告歷程，授課教師已能夠叫出幾乎所有學生的

姓名(包含他系的選修學生)，這樣雖時可以關注同學的學習狀

況。 

各別同學學習狀況都不錯，從期中生命紀錄冊表現，到三份

期末報告的份量與品質，都可以看到學生學習的進步，尤其是

口頭發表的能力，透過這次分組需要即時的分享，很難事先在

家準備的過程，可以提升大一同學上台報告與反思的能力。雖

然課後提問的同學較為有限，但有少數同學針對課程內容連結

自己過往生命經驗的提問，都展現相當的素質。 

 

二、 小組討論之學習成效： 

課程說明若是採用短片的形式，效果最好；其次是以專家學

者的短講小果也不錯；期中一次以先放講義閱讀的形式，效果

最不好，學生事先閱讀的習慣，就大一學生不理想。 

在小組討論上，問題的設計很重要，若是案例討論，讓學生

特別容易投入和思考。當進行到人與環境的部分，原來很擔心

學生思考的深度，但這次新冠肺炎的刺激，讓人與環境部分討

論的品質不錯，且是以視訊方式進行，學生的積極主動ˋ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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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課來得好，這是授課教師頗為意外的。 

透過小組討論，到了期末教師核對後，每位同學都有代表組

別上台報告，加上一次期中口頭報告，本學期每位上課同學至

少有兩次上台報告機會；有二十一位同學有三次上台分享機

會；有十二位同學分享超過三次以上，顯然這樣的上課形式有

助於學生上台分享和討論。 

透過小組報告了解學生學習成效之外，也授課教師在討論歷

程中進入各組，了解各組討論的狀況，並擔任觸媒者，增進學

習成效。 

 

三、 問題討論與回應： 

這門課程除了知識傳遞，思考也很重要的部分，在課堂討論

與分享中鼓勵學生提出問題，尤其是小組分想中的提問，有助

於學生彼此刺激和釐清，讓問題的思考得以更深入。另外，教

師可以依據學生所好奇的面向進行釐清與分享，以期讓同學在

生命議題的疑惑得到啟發。 

 

四、 期中與期末課程滿意度評估表： 

繳交這份成果報告書時，學校期末教學評量尚未得知，但從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中(詳見下表)，可以看到師生互動良好、教

師善用課輔系統有所期待，分數很高，只是填答同學較少。原

預計使用 google表單進行期末的評估表，因期末線上教學影響

整體進度執行，而無法完成。 

表一：生命教育課程期中教學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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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命紀錄冊的成果與分享： 

同學在期中完成的生命紀錄冊後，授課教師改完作業，發放

給同學的當天，鼓勵同學互相分享自己的紀錄冊，同學多半拿

著自己的冊子與同學交換分享，透過分享讓更多不同的感動力

量傳達到全班同學的身上，帶來學習的效果。 

同學每人三分鐘分享效果更佳，許多原來幾乎不發言同學，

可以表達自己的成長，每次上課讓同學匿名票選當週前三名，

並寫出心得和想法。報告這三週的前三名：第一週是林良壹(30

票)、王家拓(27票)、簡岑諭(15票)；第二週是曾子豪(38

票)、賴亭佑(26票)、胡庭瑜(26票)；第三週是吳宜璇(33

票)、廖心瑜(16票)、許夏恩(16票)。在心得部分同學都反應

透過他人生命歷程的分享讓彼此更靠近，且也覺得過去難以啟

齒的事件，同學可以表達出來，讓他也大大鬆口氣。其中一位

與班上關係疏遠的同學，上台表達讓同學印象深刻，雖然未進

入前三名，但也深獲好評(當週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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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期末反思作業： 

分別在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環境這三部分課程結束

後，同學需寫成一篇反思報告，統整這階段學習的成果，大部

分同學這方面作業表現佳，每個主題挑選一到二份優秀作業，

放在附件二，透過這份作業穩定和統整主題學習的收穫，也可

以了解學生的疑惑和想法。 

 

陸、 結論 

本學期課程因著新冠肺炎疫情而有所調整，影響到機構參觀的

機會，但在疫情警戒後，調整上課主題，藉由”人與新冠肺炎”主

題的討論，同學有機會抒發心情與壓力，也反思過去自由生活的美

好，與目前受限的壓力。視訊上課狀況反應良好，授課教師大為驚

喜地，也提升「生命教育」課程的學生收穫和成效。善用同學上課

前後的時間自主閱讀，課內的體驗、思辨和淬鍊，課後延續的反思

作業，整理學生過往的生命經驗，為未來從事助人工作上奠定良好

的基礎。本課程的質性和量化評量均獲得良好的成效，課程的施實

方法提供未來相關課程教師參考運用。 

柒、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一、 生命紀錄冊同學作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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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訊上課照片 

 

 



18 
 

 

 

三、視訊分組討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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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件 

一、教學大綱 

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生命教育 

任課教師：管貴貞                  上課時間：週三 10：10-12：00 

任課班級：心輔系一年級            上課地點：大孝 609             

連絡方式：2861-051 轉 43535         E-mail:ggz@ulive.pccu.edu.tw 

 

一、課程目標： 

1. 協助學生探討生命的本質、價值與意義，及對個人及人類的

意義與影響。 

2. 提升學生對生命的認知、尊重與實踐。 

3. 協助學生探討生命與死亡之重要議題及其處理方式。 

4. 協助學生探討如何將生命教育之重要概念應用於諮商實務議

題。 

5. 協助學生藉由本身對生命的體悟，提升對他人及環境的尊重

與關懷。 

6. 協助學生體驗生命的喜悅、生命的無常，並促進對生命之省

思。 

        

二、授課方式： 

1. 分組討論與上台分享 

2. 個人生命經驗反思 

3. 生命教育活動體驗 

4. 客座分享 

5. 課程講授 

 

三、評分方式： 

1. 出席狀況：15%。 

2. 上課討論參與與課後心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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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中報告(25%)：生命的紀錄冊， 

4. 期末報告(45%)：生命教育反思報告，由 3 篇組合而成，人與

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上課時繳交，逾期該報告以 0分計

算。生命教育反思報告需同時繳交電子檔(上傳至課輔系統作

業專區)及書面報告(上課時繳交)。 

 

四、指定書目: (上課參考資料) 

    自編講義 

 

五、參考書目：  

1.病人自主權利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2.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 

3.陳永儀(2018)。生命這堂課。台北：三采文化。 

4.邱珍琬(2016)。生命教育：從自我到社群。台北：五南出版社 

5.孫效智等(2010)。打開生命的 16封信。台北：聯經出版社。 

6.生命教育研究期刊 

7.紐則誠(2010)。生命教育：人生啟思錄。台北：洪葉文化。 

8.林治平等著(2008)。生命教育之理論與實踐。台北：心理出版

社 。 

9.張淑美等譯(2009)。生命教育—全人課程理論與實務。台北：心

理出版社。 

10.何福田等著(2006)。生命教育。台北：心理出版社。 

11.林文珠譯(2014)。其實是數位在傷害孩子。台北：大田。 

12.吳秀碧(2006)。生命教育理論與教學方案。台北：心理出版社。 

13.黃雅文等譯(2006)。生命教育—生死學取向。台北：五南出版

社。 

14.徐敏雄(2007)。台灣生命教育的發展歷程。台北：師大書苑。 

15.傅偉勳(2010)。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正中書局。 

16.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life.ascc.net 

17.世界展望會，http://www.worldvision.org.tw 

18.法鼓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ddm.org.tw 

19.安寧照顧基金會，安寧專欄分享

http://www.hospice.org.tw/2009/chinese/share.php?cat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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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進度 

  1.課程介紹與導論 

  2.生命的開端與生命的結束 

  3.人與自己：我與自己相處(參考：刺蝟的優雅、最後十二天生命

之旅) 

  4.人與自己：器官捐贈與生前預囑(參考：姊姊的守護者) 

  5.人與自己：病人自主權利法 

  6.人與自己：安樂死與安寧療護 

  7.人與自己：生存是權利還是義務(參考：一公升的眼淚) 

  8.人與他人：人性的私心與關愛(參考：盲流感、屍速列車、神的

病例簿)(期末報告 1，4.21) 

  9. 人與他人：寬恕(參考：我的意外爸爸)(繳交期中報告，4.28) 

10.人與他人：期中報告分享與討論 

11.人與他人：期中報告分享與討論 

  12.人與他人：期中報告分享與討論 

  13.人與他人：新時代的人我關係 1 

  14.人與環境：新時代人我關係 2、人與新冠肺炎 

  15.人與環境：環保環保還是忘記環保(期末報告 2，6.02) 

  16.人與環境：對生存土地的尊重 

  17.人與環境：小燈泡事件的省思、福爾摩沙的指環(期末報告

3，6.18) 

  18.期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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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秀期末報告選 

(一)人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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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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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與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