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ling & Hupp, 2008），這是因為兒童及青少

年都非常重視視覺圖像的刺激，而繪本兼有文字及圖

畫，他們能夠藉此理解死亡的意義及價值，並且抒發

自己內心相關的哀傷情緒（Wiseman, 2013）。由此

可見，繪本教學能夠在顧及學生心理感受的情況下，

讓學生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生死教育，同時，他們也

能夠藉著繪本的特點（圖像化、簡要文字），較輕易

地掌握生死教育的內容，並從中促進自身對生死意涵

的反思。

在香港的學校教育裡，死亡向來很少被納入課程

之中，並且經常被公眾所誤解及恐懼（Mak, 2010）

。雖然香港教師也認同生死教育難教、難學，可是他

們都認為教育當局應把生死教育納入正規的課程之中

，讓學生理解並掌握生死的意義（Mak, 2012）。基

於生死教育變得日益重要，於是學者便嘗試探究生死

教育對於學生的影響，結果發現生死教育能夠讓學生

對生命及死亡產生更積極的看法（Wong, 2017）。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香港近年大力推動生命教育，可

是由於生死教育是最困難的教學範疇，所以很少學校

嘗試在校內推動之（胡少偉等人，2018）。由此可

見，香港已經開始重視生死教育的價值及功能，可是

礙於當中存有不少教學困難，因此生死教育的推動仍

然處於探索的階段。

  吳善輝：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教師（通訊作者）

  吳穎宜：香港瑪麗醫院/專任護士

吳善揮 、吳穎宜

生老病死是每一個人的必經階段；然而，受到中

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國人大多諱言死亡，這都導致大

中華地區的生死教育發展較遲起步（黎想與朱明霞，

2019）。正因如此，大部分華人都較少思考生死的

意義及價值。結果在他們被迫面臨生離死別的傷痛時

，便顯得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應對，甚至沉沒在極度

悲傷的情緒之中（張淑美，1999）。事實上，作為

教育工作者，我們應該為學生提供生死教育，引導他

們思索生死的要義，讓他們藉此學會積極面對生命當

中的困難，並調整自己對自我生命和他人的態度（

Shim, 2020）。另外，透過推動生死教育，學生能

夠有此機會探討死亡的問題，學會如何調節自己的情

緒去面對死亡，而最重要的，是他們由此可以學會珍

惜生命、欣賞生命，並成為熱愛生命、關愛生命的人

（吳美宜與黃松元，2007）。由是觀之，雖然華人

較少談論生死，可是生死教育對於學生的成長及發展

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是學生培育工作之中不能缺少

的重要一環。

繪本是一項重要的教學工具，這是因為繪本能夠

為孩子創造一個具安全感的空間，讓他們能夠從中掌

握需要學習的知識（McCormack, 2020），因此筆

者認為以繪本教授學生有關死亡的議題，學生在心理

和情感上會較容易接受。另外，不少研究人員都發現

繪本能夠有助兒童及青少年發展對死亡的認識及概念

壹、前言

繪 本 教 學

應用在香港國中生死教育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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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的有效方法，例如：邱珍琬（2006）以「

生死學討論會」的方式實施生死教育，當中要求學生

分別閱讀與生死有關的書籍，之後再讓他們輪流分享

並引導全班同學進行討論，結果發現學生都能夠藉此

掌握死亡對個體的意義；楊馥如（2017）運用動畫

鑑賞的模式實施生死教育，研究結果顯示學生都能夠

藉此對死亡相關的議題進行深刻的省思，並引發出他

們對生命意義的深層次體悟；吳雅玲等人（2010）

藉著學校飼養的天竺鼠之死亡事件作為主題，並就此

實施一系列的生死教育活動，以促進學生對死亡的反

思，結果發現學生能夠從中培養出適宜的死亡態度，

以及學會尊重一切的有情生命；黃禎貞等人（2009

）以融入式的方法，於國中健康課程之中向學生施教

生死教育，當中包括：體驗遊戲、音樂欣賞、角色扮

演，以引發學生對死亡的思考，結果發現學生能夠藉

此提升生命意義感。由此可見，不同學者都以引發學

生對死亡的深層次省思為教學目標，藉此提升學生積

極建構生命意義、珍愛生命的意識，並取得不同程度

的教學成效。

四、繪本教學與生死教育

吳庶深與魏純真（2010）認為繪本具有豐富的

生命教育意涵，包括：生死教育、環境教育、社會教

育等，其能夠透過深入淺出的方式帶出重要的教育主

題，並由此提升學生對生命的省察。另外，凃均翰（

2019）也指出繪本裡優美的圖畫，不但能夠把作者寄

寓的道理具體化，而且更能夠深化讀者對死亡議題之

想像和思考，並有助撫平正在面對生離死別的讀者之

傷痛。事實上，不少實證研究也支持以上的說法，例

如：黃宥綝（2019）運用三本繪本實施生死教育，當

中發現繪本教學能夠讓學生增加學習動機、掌握死亡

議題、認識死亡之意義、減少因死亡而造成的焦慮、

明白生命的限制並學會活在當下；陳美如與黃啟峰（

2014）以八本繪本作教學材料，並輔以不同的教學活

動，讓學生從中接受生死教育，結果發現參與研究的

學生對死亡之態度變得更積極、正向。簡言之，繪本

教學能夠照顧學生的學習興趣，而學生也能夠從相關

的教學活動，以及文字簡潔、圖畫優美的繪本之中，

建構出面對死亡的適宜態度。

死亡不但是人類在生命中無法逃避的議題，而且

也是學校教育不能忽略的一環，因此，教育工作者應

思考如何促進學生對生死議題的反思（Puolimatka 

& Solasaari, 2006）。可是，對於學生而言，死

亡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議題，因為他們未必能夠輕易接

受，而繪本教學正好提供一個媒介，讓教師可以學生

較易接受的方式，教授這類主題相對沉重的內容（

Suzuki et al., 2015）。生死永遠是非常艱深的

教學內容，可是繪本能夠給予教師有效的路徑、多樣

化的教學材料，讓學生在克服情緒障礙的情況下，發

貳、文獻回顧

基於這樣的情況，筆者也希望在中學推動生死教

育，以啟發學生對於生死的思考。因此，筆者便嘗試

把繪本教學應用在生死教育的課程之中。當中之目的

，包括：一、加強學生對死亡意義的認識；二、促進

學生對生死的反思；三、培養學生面對生離死別的因

應能力；四、提升學生對生死教育的興趣。本文旨在

分享當中的實踐經驗，以供關心生死教育的人員作為

參考。

一、生死教育之重要性

生死教育之所以具有重要性，是因為它具有以下

的功能：死亡教育能夠讓學生更有能力去面對死亡，

並以更積極的態度去看待由死亡所帶來的影響（

Testoni et al., 2019）；生死教育不但能夠有效

減少學生對死亡的恐懼感，而且更能夠促進他們的靈

性發展，讓他們能夠完整地探究自己的人生意義（

Testoni et al., 2019)；透過實施死亡教育，學

生能夠提升對他人的同理心，進而加強與他人的溝通

能力，最終改善自身與他人的關係（Testoni et 

al., 2020）；當然，通過接受生死教育，學生也能

夠學會如何進行生命規劃、接納並欣賞生命、珍惜身

體健康、減少對死亡的焦慮（吳庶深與劉欣懿，

2002）。由此可見，生死教育能夠提升學生面對死

亡的能力，同時，也能夠讓他們在了解死亡的意涵後

，學會珍惜並欣賞生命，最終發展出更積極的人生態

度。

二、生死教育之教學目標

吳美宜與黃松元（2006）認為生死教育課程應

包含以下的教學目標：「能以正確的態度去分享自己

對死亡之看法和感受，並由此建構出正面健康的死亡

態度」、「明白對死亡產生焦慮和害怕是人之常情，

學會接受自己對死亡的恐懼，並以坦然的態度面對所

愛的人離世」、「接受死亡降臨之必然性，進而以此

反省自身的生命意義及價值」及「能夠對不同的死亡

議題進行省思及判斷，例如：自殺、墮胎、死刑、安

樂死」。蔡昕璋（2014）則進一步指出，生死教育

的教育目標應涵蓋「生命」、「生活」、「死亡」的

範疇，促進學生的生命覺察、探索人生意義及目標，

讓學生可以自我肯定並提升生命價值，進而達到「強

化生命管理」的終極目標。簡言之，生死教育的教學

目標在於讓學生認識死亡，並藉此調整自己對死亡的

態度、完善自我生命管理的能力，進而活出精彩的人

生。

三、生死教育之實踐經驗

不少學者都曾進行生死教育的研究，以探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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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障礙、言語障礙。他們個性活潑好動，偶爾出

現一些偏差行為，惟大致願意接受老師的教導。另外

，由於他們學習動機較弱、不喜愛閱讀，所以老師需

要特別設計較創新的教材，以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此外，大部分的學生對於生死沒有很具體的概念，也

基於年紀較小而鮮有面對家人、好友離開世界的經驗。

三、教學內容

本次教學之主要目的，在於運用繪本引發學生對

生死的反思。因此，在設計教學時，筆者都會以微寫

作及反思日誌來促進學生對死亡的思考。另外，由於

死亡議題對於國中一年級學生來說，或許較難理解或

過於沉重，所以筆者特意運用歌曲或背景音樂來引發

學生較深層的感受。此外，為免打擊學生對生死教育

的學習興趣，以及減少他們的學習壓力，筆者便以繪

畫、書寫字數較少的微寫作為課堂活動，以創造更有

利的教學條件。

筆者運用了兩本繪本作為生死教育之材料，並輔

以不同的課堂活動，以培養學生面對親近者離世的適

宜態度。是次教學共計八堂，每堂為時35分鐘。當中

的教學流程，包括：（一）師生共同閱讀；（二）師

生討論；（三）課堂活動；（四）填寫反思日誌；（

五）教師總結課堂所學。以下為教學大綱：

參、繪本教學應用在香港國中生死教育之

經驗分享

展對生死的應有概念，例如：有關落葉的繪本故事，

能夠教授學生生命循環及生死有時的道理；有關失去

摯親的孩子之繪本故事，則能夠教授學生如何面對親

人的離世，以及緩和悲傷情緒的方法（Ji et al., 

2017）。由此可見，繪本教學能夠照顧學生的情緒

感受，讓他們能夠更容易接受生死教育；同時，繪本

故事的主題（生死教育）極為多樣化，教師可以從中

選取合適的繪本進行生死教育，以有效地回應學生的

學習需要。

一、教學主題

本次教學主題為「死別有時‧愛意無限」。筆者

希望透過這個教學主題，讓學生學習以何等的態度去

面對摯愛離世。另外，筆者也希望學生能夠從中明白

生有時、死有時的道理，進而學會及時去愛。

二、班級情況

這次教學的對象為26名國中一年級的學生，部

分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其中的種類包括：讀寫障礙

/表1:教學大綱

●　明白「親者雖已

逝，愛意卻永存」、

「雖死猶生」的道理

；

●　學會以積極正向

的態度去面對親人的

死亡；

●　學會將因親人離

世而產生的傷痛轉化

為思念。

《天國的爸爸》

單元 教學目標 選用繪本 教學活動

一、愛與淚相隨

《背影》二、替我好好活著

●　繪本導讀

●　小組討論

主角的爸爸具有怎樣的性格特質？

●　繪畫活動

假如你是主角，試繪畫出爸爸與你相處最深刻的畫面，並輔以約40字說明之。

●　微寫作

假如你是主角，試替他寫一封家書給天國的爸爸，以讓他知道你們一家的最新情況，以及

表達你對他的思念之情。（字數不得少於200字）

●　朗讀活動

教師先評選三篇佳作，再邀請創作者將之朗讀出來。（背景音樂：https://www.you-

tube.com/watch?v=lN5DaSaR5k4）

●　繪本導讀

●　繪畫活動

試繪畫一個讓你終身難忘的背影。

●　離別之歌──評選活動

教師先播放以下歌曲，然後要求同學投票選出其中一首作為主角送別姐姐的離別之歌。當

中，教師可邀請2至3位同學分享其選擇的原因。

　　夏川里美《淚光閃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6oO039HP_A

　　房祖名《一路好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G14ILvnjo

●　微寫作

假如你是姐姐，現在你將要離開這個世界，你眼看父母將要白頭人送黑頭人，心中實在不

忍。因此，你便給父母書寫了一封離別信，當中包括了對父母的感謝、安慰及祝願之情，

以告別與你相處多年、年紀老邁的父母。（字數不得少於150字。）

●　明白往生者都希

望在世者生活美滿的

道理；

●　明白因失去摯愛

而感到悲痛是正常不

過的事；

●　學會調整悲傷的

情緒，為往生者好好

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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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調查

從表3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同學都認同是次繪

本教學能夠建構出他們面對生死的正確態度（各題項

都在4分或以上）。

從表4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同學大致都認同是

次繪本教學能夠培養出他們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趣（

題1、2、3、4、5、7都在4分或以上）。然而，題6

的得分則在4分以下，這或許是因為本次教學的時間

較短，未能夠對學生的學習興趣產生較持久的影響。

生B、學生C）來替代他們的真正身分，以保障他們的

個人隱私並維護學術倫理。

三、反思日誌

周鴻騰（2018）指出反思日誌能夠讓學生透過

文字書寫進行自我省思，並重新建構相關的知識和概

念。因此，筆者亦採用了反思日誌為研究工具，以了

解本次教學如何影響學生對生死的態度。當中的具體

做法，就是在每次教學結束後，筆者也會要求學生填

寫反思日誌。這項做法不但能夠讓筆者掌握學生的學

習狀況及進度，而且也能夠讓學生可以反思當天所學

。另外，筆者從中抽取了九位學生（學習能力高、中

、低各三位）的反思日誌進行分析，以更全面地反映

整體學生的學習表現。同時，筆者也邀請了具質性研

究經驗的教師審閱分析結果，以避免筆者的分析過於

主觀。此外，為保障學生的隱私、方便行文分析，筆

者會以代號（高學習能力：P1、P2、P3；中學習能

力：P4、P5、P6；低學習能力：P7、P8、P9）來取

代他們的真實身分。

肆、研究工具

在選用教學繪本時，筆者有以下考慮：1. 繪本

需有具體的脈絡背景，即以故事形式講述主人翁如何

面對家人的死亡，以便學生可以藉此作為借鏡；2. 

繪本需能教導學生面對死亡的積極態度；3. 繪本繪

圖需要精美、文字精煉，以吸引學生主動閱讀。本次

教學所選用的繪本都符合以上的要求。以下為所選用

之繪本資料：

一、問卷調查

為了解這次教學的真實成效，筆者自設總結問卷

，在教學結束後派發給學生填寫。本問卷共有15題，

以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設計（1分：非常不同意、2分：

不同意、3分：一般、4分：同意、5分：非常同意）

。問卷環繞學生在本次教學結束後對生死的態度、生

死教育的學習興趣而設題。為提升問卷的效度，筆者

把問卷初稿呈交具豐富教育研究經驗的教師進行審查

，之後再按照其所提出的意見及建議修正問卷內容，

之後才派發給學生填寫。

二、學生習作分析

研究者透過分析研究對象的個人文件，能夠更深

入地探究研究問題（Creswell & Poth, 

1997/2018）。因此，為進一步探究是次教學如何影

響到學生對生死的態度，筆者隨機選取了三位學生的

習作進行分析。當中的分析的重點，包括：1. 學生

如何面臨生離死別？2. 學生如何體會與至親永別的

感受？3. 學生如何反思生死的價值及意義？另外，

筆者亦邀請了具質性研究經驗的教師參與協同分析，

一方面避免筆者的分析過於主觀，另一方面亦可以提

升分析的準確度。另外，筆者將以代號（學生A、學

/表2:選用繪本的資料

/表3:對生死的態度

資料來源：
長谷川義史（2013）。天國的爸爸（米雅譯）。維京國際。（原著出版於2008年）
孫心瑜（2015）。背影。聯經。

伍、教學成效

繪本資料 封面 主題思想 

書名：天國的爸爸 

繪圖：長谷川義史 

文字：長谷川義史 

翻譯：米雅 

出版：維京國際 

這繪本記述了主角在爸爸逝世後，憶

起與爸爸昔日的相處片段，之後再告

訴爸爸他們一家人會好好活下去的故

事，當中寄寓了主角對爸爸的思念之

情。 

書名：背影 

繪圖：孫心瑜 

文字：孫心瑜 

出版：聯經出版 

這繪本記述了主角父母結婚、主角和

姐姐不斷長大、父母變老、姐姐因病

離世的片段，當中寄寓了主角對姐姐

早逝並遺下兩名兒子、父母白頭人送

黑頭人的哀痛。 

題號 問題 平均數 標準差 

1 這次教學讓我明白到生命有限，因此我們

要及時去愛。 

4 0.57 

2 這次教學讓我明白到因摯愛離世而感到悲

痛是正常的事。 

4.23 0.82 

3 這次教學讓我明白到逝去的摯愛會希望我

們快樂地活下去。 

4.81 0.40 

4 這次教學讓我學會調整自己因摯愛離世而

產生的悲傷情緒，並要勇敢地活下去。 

4.27 0.96 

5 這次教學讓我明白到生離死別是人生的必

經階段。 

4.81 0.40 

6 這次教學讓我學會活在當下。 4.04 1.15 

7 這次教學讓我反思到生命之價值及意義。 4.35 0.80 

8 這次教學讓我學會珍惜所有，不應凡事當

作是理所當然。 

4.5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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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列的微寫作，我們可以看到學生B能夠理解

到雖然死者已逝，可是他只是「換了一個方式來陪伴

在我們身邊」，並且仍然存在我們的心中。這就是說

學生B能夠學會以較積極的態度去看待至親的死亡，

對逝者抱持「雖死猶生」的態度。

以下的微寫作反映出學生A能夠明白往生者的心

情──希望在生者生活快樂。另外，我們亦可以從中

看到學生A也明白到在世者應把思念化作積極生活的

動力，以讓往生者得到安慰。以上所述，正是我們面

對至親離世的適宜態度：不要終日沉淪於極度的悲傷

之中、抱持「死亡已矣，我們應積極迎向未來」的心

態。

（二）學生習作分析

以下的繪畫能夠反映學生A明白《天國的爸爸》

的主角之心情，即作者對已逝世的爸爸產生濃濃思念

的主要原因，是基於昔日和爸爸親密相處的點滴、爸

爸對作者深厚的關愛。從中可見學生能夠認真理解繪

本故事的內容。

/表4: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趣

/圖1:《天國的爸爸》繪畫（學生A）

/圖2:《天國的爸爸》微寫作（學生A）

題號 問題 平均數 標準差 

1 在這次教學中，我願意參與不同的課堂活

動。 

4.15 0.67 

2 在這次教學中，我能夠認真地思考生與死的

問題。 

4.58 0.70 

3 在這次教學中，我能夠認真地聆聽老師的講

解。 

4.58 0.70 

4 我對這次教學的內容感到有興趣。 4.35 0.89 

5 在這次教學中，我能夠認真地完成相關的課

業。 

4.46 0.71 

6 經過這次教學後，我常常會思考有關生死的

問題。 

3.12 0.91 

7 我希望在未來繼續接受生死教育。 4.19 0.85 

 

/圖3:《天國的爸爸》微寫作（學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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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日誌

綜合而言，學生都能夠藉著本次教學，掌握面對

所愛離世的適宜態度，包括：接納悲傷、積極生活、

尋求協助、把悲苦化作思念。同時，他們也學會珍惜

眼前人，以免自己後悔莫及。分析如下：

1. 接納悲傷

從下列的反思日誌內容，我們可以看到學生都能

夠透過本次教學，明白到至親離世必然會讓我們感到

極大的悲痛，因此我們應該接納這些悲傷，讓自己可

以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抒發自己內在的悲痛心情，

進而讓自己可以重新振作起來。

「我覺得在家人死去後，我們一定會感到悲傷，

每天都會流淚，因為我們一定會很掛念他們呢！不過

，時間會治癒一切的悲傷，我們要給自己一些時間，

那麼心情便會得以平復。」（P1單元一）

「家人與我們相處這麼久，他們離開了我們，自

然會使我們感到極度傷心，可是只要給自己足夠的時

間，慢慢地，我們便會接受他們的離去，心情自己也

會平靜起來。」（P3單元一）

「最愛的人走了，我們不可能不掉眼淚的，如這

麼容易便能夠放下，那麼就證明了愛不曾存在。所以我

們可以請假一至兩星期，讓自己可以待在家裡安靜地想

事情，我想心情就一定會平復的。」（P4單元一）

2. 積極生活

以下的反思日誌內容，反映出學生都能夠明白到

悲傷過後一定要積極生活，為已離世的身邊人好好活

下去，因為已逝者都會希望我們能夠振作，並且替他

們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好、完成最後的心願。

「我想死去的家人都會希望我們能夠好好活下去

，因為他們不會想我們終日以淚洗臉。所以我們一定

要振作起來，勿讓悲傷打倒我們。」（P2單元一）

「已死者可能會有心願未了，就好像《背影》這

本繪本的姐姐英年早逝，並遺下一對年幼的兒子，因

此我們應好好活下去，替他們完成未完成的心願，就

好像《背影》的作者那樣，替姐姐照顧那對年幼的兒

子。」（P3單元二）

「死者已矣，我們再怎樣大哭大嚷，他們都不能

夠再回來了，所以我們應替亡者好好生活下去，讓他

們感到安慰，否則他們死也死得不安寧。」（P5單元

二）

「我們要開開心心地生活，死了的家人才會感到

開心。」（P7單元二）

3. 尋求協助

下列的反思日誌內容，都顯示出學生能夠明白若

處於過度的傷心狀態（因家人離世），我們必須尋求

相應的協助，不應讓自己一直沉溺在悲痛之中，並避

免自己做出傷害自己的事情。

「家人死了，我們一定會非常傷心，這種傷心甚

至令我們什麼都不想做，甚至會做出自殺的行為，想

下列的繪畫，反映出學生C藉此抒發了對已逝世

的奶奶之思念，同時也隱含了其因奶奶離世而產生的

悲傷。由此可見，學生C能夠從教學之中得到啟發，

並連結自己的個人生活經驗，抒發與摯愛天人相隔的

悲痛及思念。

/圖4:《背影》繪畫（學生C）

以下的微寫作，反映出學生C能夠理解在世者因

為至親離世的悲傷。同時，其亦明白到往生者的最後

心願──希望在世者能夠好好地活下去、不要因為他

們去世而深陷在無盡的悲苦之中。另外，學生C亦明

白到已逝者「雖死猶生」的道理，其以死者的角度寫

道：「我只想和你們說其實我沒有真正死去，我的心

是永永遠遠陪伴你們，所以不要傷心。」這說明了只

要心中有愛，那麼死者便會永遠存在我們的心中。

/圖5:《背影》微寫作（學生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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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與建議

峰，2016）。陳必卿與蘇政輝（2012）的研究亦發

現，運用繪本教學進行生死教育，學生能夠加強對生

死的認識及反思，同時，他們都喜歡參與以繪本教學

為本的生死教育。由是觀之，本次教學也是以繪本教

學為基礎，教授學生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身邊人的死

亡。透過不同的研究工具，我們都發現學生能夠對生

死教育產生學習興趣，並從反思的過程中體悟死亡對

我們的啟示──及早去愛、珍惜眼前人。這就是說本

次教學支持學者相關的研究，即繪本教學應用在生死

教育確能引發學生對生死議題的興趣及反思。

一、結論

本次教學以繪本為主要的教學材料，並輔以一系

列的教學活動，包括：微寫作、繪畫、聽歌、討論，

一方面希望提升學生對生死教育之學習興趣，另一方

面也希望藉此建構出學生面對生離死別的適宜態度。

整合不同的研究資料，我們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建立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趣

繪本教學應用在生死教育之中，能夠初步建立學

生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趣。對於國中學生而言，生死

問題向來是較沉重、難以掌握的學習內容。因此，他

們未能夠對生死教育產生較大的學習興趣。然而，本

次教學所採用的繪本簡單易明、文字較少，這都減輕

了學生的學習壓力。另外，微寫作、繪畫、聽歌等教

學活動亦較輕鬆，這不但能夠減輕他們的學習負擔，

而且更能夠使他們願意參與課堂活動。在這樣的情況

下，本次繪本教學自然能夠提升他們對生死教育之學

習興趣及動機。

（二）掌握面對至愛死亡的適宜態度

筆者發現這次的繪本教學能夠讓學生掌握面對至

愛死亡的適宜態度。這次教學運用繪本故事，構建出

至愛離世的場景，讓學生能夠代入故事的角色，思考

如何面對至親離開我們的痛苦。另外，課堂活動（微

寫作、繪畫、聽歌）亦能夠有助學生思考應怎樣面對

至親逝世的悲傷。當然，教師在課堂的適切引導，也

能夠深化學生對生死問題的思考。因此，學生自然能

夠由此掌握面對至愛死亡的適宜態度，包括：接納悲

傷、積極生活、尋求協助、把悲苦化作思念，以及學

會珍惜眼前人。

（三）建構出繪本教學應用在國中生死教育之方法

繪本多為幼稚園、小學教師所採用，相反，中學

教師則不太重視繪本教學。同時，綜觀不同的學術期

刊資料庫，我們也很難找到有關繪本教學應用在中學

課程之研究或實例。這次，筆者嘗試運用繪本教學向

學生實施生死教育，結果發現國中學生對此頗為接受

；同時，他們亦能夠藉此掌握面對至親死亡的適宜態

度。另外，本次教學亦建構出繪本教學應用在生死教

育的模式：「繪本共讀─師生討論─課堂活動─填寫

繪本教學能有效地引發學生對生命及死亡的反思

。生死教育的內容應包含：死亡之本質和意義、面對

死亡的態度及情緒調整、面對他者死亡的心理調整、

其他自殺議題（如：自殺、死刑等），而繪本則可以

提供生死議題的討論平台，以引發學生的深層反思（

林素珍，2015）。例如：陳致元所創作的繪本《想

念》，以說故事的形式，引領讀者走進「憂傷－療癒

－釋懷」的過程，讓他們可以代入角色，感受至親死

亡的悲慟，並將極度哀傷的情緒轉化為正向思考，進

而安慰讀者的心靈（鄧郁生，2018）。對於孩子及

青少年而言，死亡對他們較為遙遠、脫離生活經驗，

又或者較為深奧難明，而繪本正好符合兒少族群之興

趣，並能夠有助他們理解死亡的概念（陳美如與黃啟

跟著死去的家人一起離開這個世界。如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一定要找人幫助我們，減少我們的負面情緒。

」（P6單元一）

「如果因為家人死了而太痛苦，我們可以找朋友

談談，因為說出來，心情會比較好。」（P8單元一）

「家人死去，我們太傷心，可以找社工談談。」

（P9單元一）

4. 把悲苦化作思念

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反思日誌內容，看到學生都明

白到我們應把傷痛轉化為對已亡者的思念，並且將之

收藏在心底之中，讓這些思念化為我們努力生存下去

的動力。

「如果我們感到傷心，可以去看看死者與我們的

合照，想起昔日的歡快日子，感受他們還在我們身邊

的氣息，時間久了，這種悲傷便會變成思念，並且永

遠長存在我們的心間。我想，這種思念會化成我們活

下去的勇氣，使我們變得更珍惜現在所有。」（P1單

元二）

「思念是一種好東西，因為它會讓我們記得往生

者的好、往生者與我們之間美好的相處點滴，所以我

們不要只集中注意往生者離開我們的痛苦，反而應多

想那些美好的事，使我們可以重新振作。」（P2單元

二）

「傷心時可以想想死去的家人和我們一起的美好

時光，那麼我們便會開心些。」（P9單元二）

以下的反思日誌，反映出學生明白死亡是突然而

來的，因此我們應該珍惜眼前人，以免在至愛突然離

開世界時，才感到後悔莫及。

「我覺得我們要好好對待眼前人，因為死亡會突

然而來，你是沒法想像的，只要我們能夠珍惜，那麼

就算所愛的人離世了，我們也不會後悔在他生前沒有

對他好。」（P4單元二）

「我們要好好對在世的家人，因為不知道他們會

在什麼時候突然離開我們的。」（P7單元一）

肆、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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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上，學生未必能夠對生死之價值及意義進行較深

刻的反思。筆者建議後續教學者可以加入一些延展活

動，讓學生更能夠體悟生死，例如：設置校園寵物閣

，讓學生能夠在其中飼養小動物，以感受一切生命的

可貴及美好，並且學會對不同的生命負上責任；教師

亦可以帶領學生參觀墓地、殯儀館等，讓他們了解死

者的最後歸依；教師亦可以組織學生到寧養院擔任志

工，讓他們陪伴瀕死者走過人生的最後階段。筆者深

信這些體驗式的延展活動，必定可以進一步加深學生

對生死問題的思考。

（四）未來的後續研究建議

本次教學以兩本繪本為主要的教學材料，引導學

生掌握面臨至親離世的適宜態度。雖然是次教學具有

一定的成效，可是當中仍然留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教學

空白。因此，筆者有以下的建議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參

考：1. 後續研究者可在未來整理與生死教育相關的

繪本，並運用其來推動不同主題的生死教育，以進一

步探究其他繪本作為生死教育教材之成效；2. 後續

研究者亦可以比較繪本教學與其他教學模式在生死教

育的教學成效上有何差異；3. 後續研究者亦可探究繪

本教學應用在高中階段的生死教育之可能性及成效。

總括而言，本次繪本教學應用在生死教育只是一

個初探和嘗試，故此當中的教學成果未必具有很大的

代表性。然而，筆者認為本次教學嘗試對於關心生死

教育的同仁來說，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是因

為筆者發展出適用於國中階段生死教育的繪本教學，

而其亦是教學現場或教育研究領域少數的實務教學例

子之一。筆者盼望後續教學者或研究者能夠深入研究

繪本教學於國中生死教育課程之實施模式，一方面可

以創造更多生死教育的教學示例及資源，另一方面也

可以照顧學習動機較低落的學生之學習需要及特質，

讓每一名孩子都能夠探究生死的意義及價值。

反思」。筆者深信以上的繪本教學模式可以作為後續

教學或研究者之參考。

二、建議

雖然本次教學具有一定之成效，可是當中亦有不

少不足之處。故此，筆者嘗試提出以下建議，供各位

後繼者參考：

（一）推動融入式的生死教育

香港學校普遍面對課時不足的問題，因此生死教

育難以獨立成科。本次教學嘗試亦面對著課時不足的

問題，故此筆者只能夠教授2個單元，便完結這次生

死教育課程。因此，筆者建議後續者把生死教育融入

各學科之中，例如：國文科在教授林海音《爸爸的花

兒落了》時，可以引導學生思考作者失去爸爸的悲苦

，進而讓他們學會以何等態度去面對至親離世；宗教

科（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可以教授學生宗教信

仰如何看待人類的生死問題；科學科可以教授學生人

類生老病死的過程，讓學生明白生死是自然不過的事

等。筆者深信融入式的教學能夠增加學生接觸生死教

育的機會，避免因課時不足而只能走花看花。

（二）採用多樣化的教學材料

繪本圖畫優美、設計簡單，自然深受學生的歡迎

。然而，倘若能夠加入更多種類的教學材料，那麼生

死教育的廣度及深度便能夠得以大大增加。因此，筆

者建議後續教學者可以加入不同的教學材料，例如：

講述母子面對天人相隔的香港電影《大手牽小手》、

龍應台有關父親死亡的文章《目送》、范瑋琪演唱的

流行曲《寶貝我們不要哭》（有關一名癌病童逝世的

故事）等。筆者深信這樣多元化的教學材料，必定能

夠提升學生對生死問題認識的深度及廣度。

（三）加入多樣化的延展活動

繪本閱讀教學雖好，可是始終還是停留在理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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