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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實際上是對生命的省察。[ 註 1] 再者，華

人社會受儒、佛、道各種思想的影響，對

死亡的認知、意義和價值容易轉化為論述

生命和生存的意義，進而提升生命品質、

珍惜生命價值，而對死亡的本質和應有的

生死觀念等顯得十分忌諱，致使當人們面

對死亡時總是被其神秘的面紗所掩蓋。然

而，“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的含義（至

少是狹義上的含義）是有必要區分和疏理

的。

蘭霞萍（2020）提出了“生命教育”

和“死亡教育”至少四點的不同之處（見

表 1）： [ 註 2]

生命教育 死亡教育

對象不同 以生命為對象 以死亡為對象

範圍不同
指向於人的生命

對教育進行生命化解讀

範圍集中於死亡範疇

沒有超出死亡的疆域

目的不同
是以珍惜生命、欣賞生命和感悟生命，追
求人生之幸福為目的

是以認識死亡、體驗死亡和練習死亡，尋
求安身立命之道，以超越死亡、獲得生死
智慧、安頓個人生死為目的

出現時間不同 美國學者傑 ‧ 唐納 ‧ 華特士提出並實踐 20 世紀初死亡學研究興起而出現



1567 · Revista dos Docentes · Teacher Magazine



教育    焦點

16 教師雜誌．第六十七期

4）“基本學力要求”（見表 2）：

編號 內容

幼兒基本學力要求 C – 1 – 3 初步懂得尊重及愛惜生命；

小學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

課程目標（一）
培養學生珍愛生命、熱愛生活的態度，以及基本的自尊、
自主、自律、勤奮、誠實、真誠、守規則、有愛心、有
責任心以及有上進心的良好品質；

A – 2 – 1 能珍惜生命，懂得自己生命的可貴

A – 2 – 4 能描述生命誕生的過程，珍惜生命；

C – 1 – 6 能對動植物有愛心，懂得愛惜生命；

小學常識基本學力要求 A – 1 – 1 能指出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

初中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
A – 3 – 1 能認識生命的價值，懂得珍惜生命，熱愛生活；

A – 3 – 2 能正確對待生、老、病、死的人生歷程；

高中品德與公民基本學力要求 A – 3 能尊重生命，並瞭解生與死的相關倫理問題；

五、有“死”的“生命教育”

綜觀以上資料，不難發現澳門本地

關於死亡教育取向的一些特點：第一是依

附性，即死亡教育的開展，一般是依附在

生命教育上，或可說成是將生命教育擴展

為有“死”的“生命教育”；第二是功能

性，即死亡教育較偏重於為生命教育發揮

功能，如通過認識死亡而反思、批判、提

升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預防負面情緒

和自殺問題等；第三是局部性，例如兒童

方面的死亡教育主要是認識死亡，從而促

進兒童心理和精神健康發展；青少年死亡

教育主要是預防自殺和犯罪，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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