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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樹人的工作。要使小樹成為大樹需要很長的時間。而培

養一個人成才則需要更多的時間。生命教育主張 ，「人才培育」應以「人的培育」為 基

礎 。相較於人才的養成，人的培育更是教育之根本， 徒具 才能卻欠缺為人之素養者 其

對社會、人群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比不具才能者更甚。在當今過度重視功利主義、是非

不明、價值混亂的世局中，尤其值得強調。 

 

108新課綱不再將生命教育識為獨立的科目，而是融入在課程之中，因而提出生命教育

的五大核心素養：終極關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思考素養、人學探索。這五大核心

素養就是在探索生命的根本課題，包括人生目的與意義的探尋、美好價值的思辨與追求、

自我的認識與提升、靈性的覺察與人格的統整，藉此引領學生在生命實踐上知行合一，

追求幸福人生與至善境界，是全人教育理念落實的關鍵。 

 

在十二年國教議題融入手冊中，融入原則說明應依據各教育階段的課程需求，研發相關 

議題課程、教材及教學模式，鼓勵學校教師將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

辨及靈性修養 等融入課程，達成具備自我察覺、尊重他人、豐富生命的生命教育目標。

就語文領域來舉例： 

一、透過「文本表述」學習內容中的記敘、抒情文本，可融入人學探索、終極關懷與靈

性修養，在說明文本、議論文本的學習內容中可以融入哲學思考、價值思辨。 

二、在「文化內涵」的學習內容，尤其在社群文化、精神文化等相關主題，可融入價值

思辨、終極關懷與靈性修養等適齡適性之主題。 

 

壹、課文探討 

 

就以 110學年東大版高職國文總共六冊 56課，其中可融入生命教育的課文總共 22篇，

佔總課數 39%。如下表： 

 

第一冊 1-2世說新語 1-7紅蘿蔔蛋糕 1-8桃花源記 

第二冊 2-1詠物篇 2-3空間就是想像力  

第三冊 
3-6現代詩選 3-7近體詩選 3-8生命的終極餅乾 

3-10下棋   

第四冊 
4-1蒹葭 4-3蘭亭集序 4-5赤壁賦 

4-7詞選 4-8眼神寫成的纏綿之書  

第五冊 
5-2漁父 5-5現代詩選 5-6庖丁解牛 

5-7蜘蛛之絲   

第六冊 6-1孩子最好的朋友 6-2曲選 6-5鴻門宴 



6-6知足常樂一念間   

 

所以高職國文中能有不少課文可以觸及生命教育的議題，讓學生思考及探索生命的內涵，

培養良好的生活態度與實踐能力，進而成就與發展每一個孩子的才能。 

 

以第四冊而言，有五課可以進行生命教育的思辨及討論，是六冊裡最多的一冊‧本文將

以第四冊 4-1蒹葭、4-3蘭亭集序、4-5赤壁賦、4-7詞選、4-8眼神寫成的纏綿之書這

五課內容為範圍來探討教學中如何融入生命教育。 

 

叁、教學融入方法 

 

以下整理蒹葭、蘭亭集序、赤壁賦等三課的教學融入方法及內容。 

 

一、第一課〈蒹葭〉 

 

此課議題融入有「性別平等教育」及「生命教育」。核心素養方面有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及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課文各段落的第三、四句：(一)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三)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可以了解主角與「伊人」關係。主角雖極力追尋，但那人似乎若

隱若現，兩人若即若離，看似接近，卻相當遙遠，表達主角熱烈追求卻無法接近的感慨。 

 

課文各段落的第五～八句：(一)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二)溯

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三)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

在水中沚。可見主角對於心儀的那人如何追尋？主角往上游也往下游追尋。這當中遭遇

許多困難，道阻且長、道阻且躋、道阻且右，這說明了追尋的路途艱險難行且漫長、且

地勢陡峭、且迂迴曲折。最後從文章可以了解，無論如何追尋，那人似乎都在「水中央」、

「水中坻」或「水中沚」，結果仍是求之不得。 

 

在整個追尋過程中，反映出主角的何種特質？追尋的過程充滿重重阻礙，並且輾轉不得，

但主角仍未放棄追求，可看出他不畏艱難、一往情深、堅持而不悔的特質。我們可透過

陳彥博的生命故事連結〈蒹葭〉中「堅持信念」的特質帶入【生命教育議題】來做價值

思辨。 

 

【片名】【夢想 勇敢出發】穿越極限 超馬勇者陳彥博 單元

1|2019.08.23第2188集 

【片長】15:33 

【內容】超級馬拉松好手陳彥博突破自我，完成人生目標。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4DGUX7utCU 
 

 



影片中陳彥博追尋目標的過程及精神，與〈蒹葭〉內容有何相似之處？（觀賞段落：5:25

～14:54） 

〈蒹葭〉中，主角追尋伊人的過程艱辛漫長、迂迴曲折，一如影片主角追尋夢想的路途

所遭遇的重重困難和阻礙，包含父母一開始的極力反對、缺乏參賽經費、被診斷罹患咽

喉癌、比賽過程中身、心理和環境的多重挑戰等。 

〈蒹葭〉中，主角即使受挫也不放棄追尋伊人，一如影片主角在每一次超馬比賽中不畏

險阻、努力奔向終點的過程，二者皆展現出過人的決心和毅力。 

 

陳彥博為了在三十五歲前成為極地冒險顧問，影片主角不斷學習新運動和挑戰新計畫。

影片最後，他對未來的自己說：「謝謝曾經那個努力的自己，也希望未來，你也可以謝謝

現在所做的選擇，繼續堅持，不要忘記這個初衷」。 

 

透過同學們的討論及發表意見導入生命教育中的「終極關懷」，人生不是只有工作或生涯

發展的問題，還有生命有無意義、如何面對生命的苦難與死亡、如何確立人生目標等更

終極性的課題。終極關懷乃是整合生死、人生哲學與宗教的重要課題，讓學生能夠分辨

快樂、幸福、道德與至善之間的關係，掌握人生的意義，建立生命的終極信念。 

 

同學們的討論也是在學習實踐「價值思辨」，的能力。在科技高速發展的資訊、網路、媒

體時代中，不僅道德與倫理問題日趨複雜，美感經驗與健康訊息也日益多元豐富，因此

更需要具備討論這些議題的價值思辨能力，以釐清日常生活及公共事務中的價值迷思並

尋求解決之道。 

 

二、第三課〈蘭亭集序〉 

 

此課議題融入有「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教育」。核心素養方面有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本課從春日雅集之「樂」，集會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到終須一死之「悲」，探討由宴

遊之樂到生死之悲的情緒轉變，說明文中王羲之對於生死的看法。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遇到令人欣喜的事物，便感到

愉快滿足，甚至忘了衰老將至，這是快樂的情緒。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

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對所嚮往喜愛的事情感到

厭倦，對它的感情產生變化，悲傷的感慨也因而產生。「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體悟到生命長短是造化決定，終有結束的一天，對死生無

常之事感到悲痛，悲痛的情緒達到頂點。面對這些生命課題，王羲之認為古今對於人生

無常的感嘆是相同的，且文中更提及「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面對這些人生課題，

王羲之認為可以透過書寫抒發自己的感懷，並且透過文學與後世之人對話、產生共鳴。 

 

〈蘭亭集序〉中王羲之思及歡聚難再，發出人生有限、時光飛逝的悲嘆，認為人不可能

對生命的消逝無動於衷；生命終有一天會抵達終點。【生命教育議題】價值思辨，你是否

想過，為什麼活著？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呢？請觀賞以下影片，思考並討論問題： 



【片名】活出快樂人生的4個關鍵｜獻給找不到方向的你｜ikigai

法則 

【片長】8:38 

【內容】分享日本哲學ikigai，說明它如何幫助自己找到人生意

義。 

【網址】https://youtu.be/h2SD_6K_cCc 

 

 

1. ikigai意思為活著的理由，中文可解讀為「生命的意義」。思考一下，如果想要讓自

己的人生充滿意義且精彩快樂，我們可以怎麼做？與小組討論分享。 

2.請你回顧過去的經驗，將自己的興趣、使命、技能等項目填入下方空格，並試著從中

尋找相似或重疊的項目，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圖：議起玩國文 

 

讓同學們自我探索，透過與同學們的討論及分享導入生命教育中的「人學探索」及「終

極關懷」，人學探索是對於「人是什麼？」、「我是誰？」等問題進行探究，藉由人生目的

與意義的探尋、美好價值的思辨與追求、自我的認識與提升，從而建立個人尊嚴與尊重

人我生命的適當態度。 

 

三、第五課〈赤壁賦〉 

     

此課議題融入有「生命教育」。核心素養方面有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從介紹蘇軾的生平



事蹟及文學成就，帶領學生認識蘇軾的生平，了解赤壁賦的寫作緣由及蘇軾寫作此文的

心境，有益於理解體會〈赤壁賦〉中的哲理脈絡。 

 

洞簫客自赤鼻磯聯想到赤壁之戰，深感人類生命的渺小。即便是曹操、周瑜這樣的英雄

豪傑，也無聲無息消逝於歷史長流中，更何況一般人呢？可見洞簫客感傷自我生命的短

暫須臾，在他的生命經驗中，他無法排解這種感傷，也找不到使生命釋然、永恆的方法。 

 

水和月是蘇軾與洞簫客眼前所見的景色，更是讓洞簫客即景生情的事物，最後也被蘇軾

用以闡釋道理。景物的連貫使全文結構更加緊密，使議論篇幅雖長，卻充滿詩情畫意，

論述理趣橫生，不顯生硬枯燥。「水」和「月」表象上看來具有變動、流動且不拘的特質，

但其本質又是永恆不變的，如此可扣合本文所強調，應換個角度看待表象生命得失，將

其轉為看待生命本質的主題。蘇軾以「物各有主」，說明世間的生死、榮辱、得失皆有其

主宰，若非自己命中應得，那麼為此奔走亦是徒勞，希望洞簫客能放下對世俗的執著，

以隨遇而安的心態面對得失。他建議在大自然中尋求精神寄託，因為大自然無窮無盡又

永恆不變，每個人都能自由觀賞，從中得到獨到趣味。 

 

面對生命困頓，且有感於個人生命的侷限及短暫，所以希望自己能用相對的角度看待現

況，以求自適，並能在大自然中找到生命的慰藉。 

 

此課生命教育議題有「哲學思考」。〈赤壁賦〉中揭示凡事都有許多面向，抱持不同心態、

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就能看見事物不同的部分，並隨之產生不同的感受。這也導致對於

同一議題，常會有不同的討論或爭執，因此若要全面性的思考一件事，並尋求不同立場

之間的共識，最好的方式就是嘗試從不同角度切入，以求能窺得事物的全貌。能夠多面

向的思考模式，超然萬物之外，不受外在環境影響，自然能調整心態，面對人生，面對

生命。這也許是蘇軾能豁達的面對困頓顛沛流離的人生吧！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結合影片教學：可以提高學習興趣，並且能吸引學生們的注意力。 

二、分組討論：可以讓學生們深入思考，腦力激盪，集思廣益，延伸學習。 

三、分享及發表：可以讓學生釐清自己的思緒，了解自己，並能學習到整理並組織訊息

的能力。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結合影片教學、分組討論、分享及發表等方法的實施能深化學生的學習，擴大個人生活

經驗，探索自己，培養良好的生活態度與實踐能力。另外，高職國文課時數一週 3-2節，

如果要深化議題融入，教師們必須斟酌選課融入議題教學。如果時間不夠，就把觀念融

入講課內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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