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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之探索 

 曉明女中 

 生命教育緣起（為何會想開始規劃此課程） 

  1997 年，由於臺灣地區青少年自殺與暴力事件日漸增加，於是開始推動生命教育。1999 年發生

921 大地震，造成大地的破碎與生命的傷亡，本部更重視生命教育的推動，於 2000 年由曾志朗部長

成立「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委員會」，並宣佈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正式開啟生命教育列車。2001

年函頒「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2002 年黃榮村部長為落實生命教育，將委員會更名為「教

育部推動生命教育諮詢委員會」，廣邀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代表、實務工作者及本部相關單位主管共

同參與，訂定委員會設置要點，並分師資人力、課程教學、宣導推廣及研究發展四組規劃辦理相關事

宜。期待藉著「生命教育」的系列規劃，能夠幫助孩子們逐步了解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領悟到人

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信仰間的關係，更盼望所有的教師與家長能成為學生的楷模，將

關懷生命的精神傳承下去，如此臺灣這塊土地才能永續發展，所有生命共享和諧與平安。 

  p. s. 由林主任述說原本曉明女中就有生命指導課→倫理教育，從單獨課程搭配之後教育部規定

的課綱→轉為「生命教育」之課程；課綱主要目標要達到終極關懷，不外乎與生死有關。 

 

 由誰負責來規劃課程？課程發展的行政流程為何？（組織圖） 

1. 學科中心整體架構示意圖 

 
2. 曉明女中生命教育類學科中心組織圖 

 

 

 



課程計畫 

(一)、課程在學校中的定位 

    生命教育課程屬於曉明女中的本位課程，在政府還沒施行生命教育的課程之前就已存在，是一個

六年一貫的完整「全人教育」的設計課程。從一開始修女負責指導的「生活指導課」、演變成「倫理

課程」，以及現在的「生命教育課程」，探索生死、價值，以及生命的定義，是學校的特色課程代表。 

    透過連貫的系統、螺旋式的設計，幫助學生發展成一個「完人」。就如同曉明女中的辦校理念：

堅持「全人教育」，培養身、心、靈健全發展的曉明人，進而塑造肯定生命的倫理人。 

    藉由完整的人格教育，幫助學生真實地認識自己，找到生命的正確方向；相信唯有肯定生命，快

樂自信的人，才能熱誠的關懷人群。課程目標的環環相扣，讓學生在認識生命之後，「懂得生活、熱

愛生命、樂於付出」，成為一個「了解自己、掌握生涯、滋潤他人」的完整的人，同時兼具獨立思考

判斷的能力，展現負責守分、務本踏實的生活態度。 

(二)、藉由課程傳達給學生的理念 

    在課程上，生命教育的領域分成三大部分：為什麼要活著、如何活著，以及活出什麼樣的生命。

內容涉及人與哲學、生與死、道德主宰、人格統整…等多面向的探討，探究自己、他人、與自然、神

之間的關係。使學生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中，擁有空白的一小時能夠去想想生命、思考對角色的自覺。 

    在教學上，除了老師的講述以外，也會結合小組討論的方式，並且加入社會及時事相關的模擬議

題，讓學生在課程中思考、學習、成長，在學習後對自己有更多的認識，察覺生命中的傷痕，接納痛

苦、並與之和平共處。透過知、情、意、行的情意教育，幫助學生找到生命的正確方向，在個人的人

生旅途中，理解、反思、抉擇。 

    在實踐性質的活動方面包括「祭祖」、「報佳音」、「我飢」、「我渴」、「靜山成長營-成人禮」、「畢

業感恩祈福禮」、探訪老人、病患、參觀垃圾場等體驗教育，讓學生進一步學會關懷人群、尊重生命，

了解愛是最重要的生命課程。 

(三)、課程發展中是否遭遇困難 

    生命教育課程是校長重視的教學一環，因此在推行中沒有太大的問題；相反地，擁有學校強力的

支持。除了呼應著曉明女中堅持的「全人教育」理念，也發展成為足以顯現曉明女中特質的代表性本

位課程。或許，有著天主教的信仰，反而更注重人生價值，冀望從愛了解生命。 

 

課程設計 

1. 本課程的宗旨與目的是甚麼？如何將他們轉化為教學目標？ 

生命教育課與輔導課不同的點在於輔導是注重人與自己與他人的關係，而生命教育課程除了上述

兩點，還加上了與自然、與神的關係。這堂課大多在探討上述的議題，使自己能夠更認識自己；

另外，生命教育探討的是關於生命的各式抉擇，對於生命的議題，該如何讓學生做出對的抉擇也

是此課程的宗旨與目的。 

2. 您如何定義這門課程的教育需求？是誰的需求？ 

關於倫理教育有四項人的關係，分別是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宗教、人與自然，課程即符合

學生對以上以上四項的需求。 

3. 這些需求是否有優先順序？如何決定其優先順序？ 

曉明的生命教育規劃了六年的課程，教學目標順序分別如下： 

 

 



 

 

年級 教學目標(上) 教學目標(下) 

國一 一、願意肯定自己，熱愛家人，關心世

界，欣賞自然。 

二、立志做一個倫理人。 

一、幫助學生更積極面對生命，看重自己、尊重

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與神建立良好的關

係。 

二、願意提升靈性生命，朝向身、心、靈整合的

全人而努力。 

國二 一、了解人的限度，有勇氣面對人生的

挑戰。 

二、能走出自己，服務人群，參與社會，

保護生存環境。 

一、在挫折中尋找力量，培養韌性，勇敢地面對

人生。 

二、能關懷周圍的人並向有需要者伸出援手，懂

得施予的福分。 

三、善用媒體成就生活的便利，不淪為媒體的奴

隸。 

國三 一、建立工作神聖的觀念。 

二、統整國中生活，和同學維持良好的

關係。 

一、能感恩惜福。 

二、具有公民的素養 

三、能體會生命的意義，並追求永恆。 

高一 一、知道如何做一個人，及了解人存在

的意義與價值。 

二、對生命相關的議題能理性思考，並

內化為做人的準則。 

一、認識良心及它對道德判斷的影響，並願意擴

充自我良心。 

二、思考並建立適切的兩性互動倫理守則。 

三、建立學生對死亡積極的認知與態度。 

高二 一、善盡社會責任，有道德勇氣及運用

理性，批判社會、改造社會。 

二、參與環保活動，思考生死問題，領

悟人與自然的關係。 

一、關心社會議題及事件，持續觀察並從自身出

發積極改造環境。 

二、以感恩、責任、希望的角度思考成人的意義，

再次思考個人在團體中的定位，重整過去、

立足當下、迎向未來。 

三、了解人生不同階段的意義與美感，認識關懷

今日的長者，預備自己的老年。 

高三 一、瞭解女性困境，追尋適性生涯與理

想。 

二、認識婚姻與道德的關聯，經營幸福

婚姻與家庭。 

三、理解生命倫理原則，探究與省思相

關生命倫理議題。 

一、規劃全人生涯，關懷全球發展。 

 

二、實現自我，放眼天下，思考未來，謝天祈福。 



 

4. 在課程中，您期待學生如何學習？ 

我們會編寫學習手冊，運用申論、省思及理解使學生學習課程內容 

5. 什麼樣的學習活動最能滿足學生的需要？ 

以高二下的成年禮為例，在活動過程中，以「認傷」為主軸，「傷」也許是自己犯的某個

錯，也有可能是別人給自己的傷害，認傷的目的是在進行人格統整，要能重新詮釋這個傷

所給你的正負面，通常我們過度放大自己的受傷，但卻忘記看看是否對自己有帶來正向的

益處，而這樣的正向詮釋即是與傷和平共處。成年禮的活動在於使學生能有更多的自覺，

並更近一步了解自己及獲得更大的成長，進而滿足學生在生命議題中相關的需求。 

6. 您如何將這些學習活動作最佳的組織安排？ 

除了按照課綱及教學手冊以外，會根據時事調整教學進度，以及提出相關議題，使學生能

有省思與討論 

7. 課程在發展或設計的過程應用到哪些領域的知識？ 

生命教育國內的設計有七大領域，如下： 

一、哲學與人生  二、宗教與人生  三、生死教育  四、基本倫理學 

五、兩性與婚姻  六、生命與科技倫理  七、人格與靈性發展 

8. 過程中，有哪些課程發展或設計的知識是必備的？ 

生命教育的過程在乎的並非教師的教學及知識傳遞，重要的是在於學生是否能在課程中與

自己引起共鳴，因此在這門課在設計中必備的是學生的回饋。 

9. 課程中必要的內容為何？ 

根據教育部規定的課綱為底，會再延伸作議題的探討，最主要的內容還是希望學生能產生

自己對自己的認識。 

10. 您如何選擇、組織安排課程的內容？ 

六年的課程規劃與主題如下： 

年級 主題 

國一 一、探索生命 二、欣賞生命 三、做我真好 四、生命的更新 五、我是倫理人  

六、身體之愛 

國二 一、立志做環保人 二、應變與生存 三、尋根溯源 四、服務的人生觀  

五、關懷邊緣人 六、生於憂患 七、資訊媒體與生活 八、如何做選擇 

國三 一、敬業樂業 二、和好人生 三、做個出色的曉明人 四、歡喜人生  

五、從感恩中尋求力量 六、民主人的素養 七、從網路的迷失談貞潔教育  

八、信仰、宗教與人生 

高一 一、自覺為人 二、真我與假我 三、良心的培養 四、兩性交往倫理守則  

五、生死關懷 

高二 一、思考是智慧的開端 二、大眾傳播的批判與利用 三、生態與環境  

四、成年的意義 五、認識老化與關懷長者 

高三 一、女性自覺與生涯規劃 二、婚姻與道德 三、生命倫理 四、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 

 



11. 在課程中學校老師們的角色和責任是什麼？ 

給予陪伴、探討生命議題的拋磚者 

12. 在課程中學校學生的角色與責任是什麼？ 

更加認識自己、換位思想與生命有關的議題 

 

課程評鑑 

 曉明女中生命教育科老師的評鑑方式透過批改學生書寫的手冊內容、觀察上課表現與小組

討論之情形，或者回收其他規定的作業來評分，另外在期末會有紙筆考試與回饋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