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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爾斯泰說：「人生具有一種確鑿的幸福——就是為別人而生活。」魯迅

也說：「兒童的情況，便是將來的命運。」所以說，明天是否幸福，就看今天的

孩童了。 

 

 聖經箴言也明確指出：「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這不光是對信徒說的，也是對每一個老師說的，這是每位教育工作者的共

同使命，我們要通過教育引導孩子從小認識生命、認識上帝。邀請聖靈進入孩子

生命中，叫他們的生命扎根在正確的價值觀上，這就是生命教育了。魯迅說：「巨

大的建築，總是一木一石叠起來的，我們何妨做這一木一石呢？」教育的事業是

極其宏大的建築工程。一木一石微不足道，卻是宏偉建築的構件，把微小的木石

疊加起來，就是一個偉大建築物的構建過程。微小的木石可以體現建築藝術背後

的真善美，可以塑造出優雅的成品，靠的就是內在呈現出來的生命力。因此，構

建生命價值的教育元素，也可以取得同樣的果效。香港路德會舉辦「台灣生命教

育考察團」1，為的就是研究這個能呈現「生命力」的課程——生命教育。 

 

甚麼是生命教育？根據吳庶深、黃麗花2的解說，生命教育的兩個方向是「生

命」及「生活」，從生命的角度思考「為何活」，探討生命的意義與本質；從生

活的角度思考「如何生活」，尋求生活目標，追求豐富的人生。吳庶深及胥嘉芳

在《生命教育的意義與內涵：中港台兩岸三地初探》3一文中，為生命教育提出

以下的定義：「『生命教育』不僅為全人教育的理念，亦為具體的教育方案或課

程，目的為促進個人生理、心理、社會、道德及靈性各方面的均衡發展，以建立

自己與他人、環境以及宇宙之相互尊重與和諧共處的關係，協助其追求生命的意

義和價值，以期達到健康和正面的人生。」我們都知道人類在生活中，幸福感是

來自我們一直努力搭建的情感網絡。因此，生命教育該從家庭、學校、社會三方

面做起，引導孩童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熱愛與珍惜生命的價值，並將

自己的生命與上帝所創造的萬物建立良好美善的和諧關係。台灣此行，我們看到

台灣的生命教育也採取同一進路，我相信，這樣的生命才能得到幸福，而這樣的

幸福才能長久。 

 

                                                       
1  香港路德會基督教教育委員會舉辦。2015 年 11 月 17-20 日「台灣生命教育考察團」。 
2 吳庶深、黃麗花(2001)。《生命教育概論——實用的教學方案》。台北：學富。 
3 吳庶深、胥嘉芳(2003)。《生命教育意義內涵——中港台兩岸三地初探》。取自 http://www.docin.com/p-10853431.html 



在香港，生命教育也漸受重視，因為香港人缺乏溝通渠道，抗逆力也不足，

部分社會人士希望以某種形式的教育來培養香港人的自信、抗逆力和競爭力，生

命教育就是這種形式了。4 中國內地也同樣重視生命教育，早在 2004 年 10 月 18

日，《福建日報》的每周評論就指出：「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對於每一位老師，

每一位家長來說，我們都有責任把『生命至高無上』這樣的話告訴孩子，都有責

任時時關注孩子的心理，培養他們珍惜生命和健康的意識，讓每一個孩子快快樂

樂地長大……但願對青少年進行生命教育，能引起政府與社會的廣泛重視。」可

見生命教育是一種普遍的必然的需要，並不因地域不同而有異，這正是此行的啟

發之一。 

 

在此行之後，我更堅信，我們應當幫助孩童把正確的價值觀內化成為品性，

成為生命的特質，並依據這些特質、規範，參與生命中的各場競賽，接受各種考

驗。不管賽場中對手的強弱，也不管賽果的勝負，我們的孩子們都有勇氣，循法

則、守規矩的參與，享受勝利，經歷挫折，勝不驕敗不餒。人生漫漫長路，各自

精采，讓孩子們在人生的賽場上闊步前進，擁抱幸福！ 

 

作為生命教育科的老師們，也可據此勉力疏理思路，整理教材、鑽研教法5，

形成一套具有生命力的課程，引導孩子們修練好具抗逆力、承擔力的生命，走向

幸福的路。 

 

我們存在的價值之一，是塑造孩子們無限可能的未來。想到這點，我們也該

感到幸福，因為孩子們的幸福也就是我們的幸福了。 

 

 

                                                       
4  周惠賢、才國強(2002)。《香港的生命教育——文化背景、教育改革與實踐方向》。香港：宗教教育中心。 
5  李昱平、張淑美譯(2008)。《如何成為全人教師》。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教育從何時開始…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曾文偉牧師 

 

      少年時，我最喜歡聽林子祥主唱，林振強作詞的「生命

之曲」。這首歌也是當年「生命麵包」的廣告歌，還是家傳戶曉

的「飲歌」啊！ 

     「生命之曲」是一首談論生命之歌，歌詞深深觸動我心：

「生命生命這好傢伙，何時我也說它不錯；燃亮我。生命生命

這好傢伙，何時我也說它不錯；燃亮我。是它是它給我光陰和

靈魂，是它是它給我雙親和情人，是它是它給我知已和良朋，

是它是它給我天空和浮雲，還讓我去印下腳印，讓我聽宇宙聲

韻，讓我認識許多個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和無窮難忘

時辰…」 

    生命是「好傢伙」，它賜與人一切的渴望。但生命這「好傢

伙」有時也氣壞人，令人釋放出無盡的負能量，甚至到不知如

何療治它的傷痛，重新振作。中國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同樣生命教育之路也是漫漫長路，如何能將生命燒亮起，散發

馨香？ 

     2015 年 11 月 17 日至 20 日有機會參與香港路德會舉辦「台灣生命教育考察團」。我懷著渴望和

學習的心情踏上考察之旅，然而，四天行程瞬間結束，此行使筆者加深了對台灣生命教育的認識，也

對本人生命有點反思。 

 

(1) 第一頓飯就是第一堂生命教育課 

    第一天行程，當天我們大約下午一時到達第一個考察點台灣建國中學。第一個活動就是在校

內享用第一頓午膳，感謝校方為我們預備了一個便當(午餐飯盒)一杯水和一份水果。我們一面吃，

一面聆聽建國中學校長分享學校生命教育的理念和實踐過程。吃過飯，我們入鄉隨俗，自行處理

自己的便當盒、水杯、並把廚餘分開擺放。這個經驗，我視為第一堂生命教育課。教導學生要環

保、要珍惜食物，若作為老師或成年人都不參與，不作榜樣的話，很難說服下一代效法跟從。生

命教育其實就是體現在生活操守上！ 

 

(2) 第一流中學第一流生命導向 

    建國中學是台灣第一流中學，這所中學學術水平極高，八成學生畢業可考進全國首五名大學。

每位台灣學子皆夢想進入建國中學，該校亦培育出無數名人，如現任總統馬英九先生都是建國的

校友。我想建國中學在台灣的知名度，沒有人會質疑。但觸動我心的不是建國中學的學術，而是

學生們關愛校園。當我們考察校園時，剛好看見幾位同學，拿起掃把打掃。看見同學掃地時，我

第一個想法是，這幾個學生一定是犯了校規，現在被老師罰掃地…我想證實自己的想法是對的，

於是我問其中一位掃地的同學：「你為甚麼在此掃地呀？你是否犯了校規被老師責罰呀？」同學回

答說：「不是犯了校規，而是學校規定每個學生皆有義務打掃校園，我是被安排掃地而已」。 

    在建國中學，我不單只看見學生打掃校園，也看見學生在校門前當道路指導員，有一位同學

站在一高台上，他望著校門前的交通燈，指揮同學跟著燈號過馬路。看見他雄糾糾站在高台上(沒



有老師監督)，凝望著交通燈轉換信號，指揮交通的棈神，就使我佩服學校的安排和培訓。關愛校

園，人人有責，這是第一流生命教育！ 

 

(3) 第一時間啟蒙生命的培訓 

    第二天早上，我們參觀一所小學，並觀生命教育的課堂。在小息時，筆者遇見一幕觸動心弦

的事，雖然這是一件小人小事，但對筆者來說卻是心靈觸動的一刻。當時小息，筆者看見校園內

兩個兩個初小的學生組成一組，他們歡歡樂樂地拿著紙箱，裏面裝滿了一個又一個鮮奶盒子，而

盒子是摺疊起來。我看見同學們都朝一個方向走去，我就跟隨他們的方向去。噢！原來他們往校

園回收站，將回收物交給工友回收。天呀！小小的孩子竟有這環保回收的意識。最叫筆者歡悅的

就是拿紙箱的學子們面露笑容，沒有半點不悅。為了留下美好的回憶，我立即舉起攝影機攝錄整

個過程。我在想，生命教育該從何時開始呢？我的回答是從小學或幼稚園開始。 

    我認為生命教育不只是課室的課程，更重要是走出課室後同學能否實踐出來。生命教育該從年幼

開始，相信經過十餘年的訓練，必定能幫助同學們建立生命的根基，未來必能結出美善的人生果子。 

 

 

 



和美好的生命相遇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傅美玲老師 

 

  考察行程第二天的下午，來到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聽

吳庶深教授的生命故事，他「相信」生命真精彩，並「活出」

美好的生命。我想這就是生命教育的意義和內涵。 

  吳教授親切和我們分享自己的經歷，感恩得到大嫂的鼓勵，

得以和台灣相遇；他又提到「上帝寶貝」黃美廉和美術老師的

相遇；也引述喬布斯和數學老師相遇後的奇妙改變。 

  人物以外，吳教授也透過電影，剖析生命教育的特質，曾

論及「作死不離三兄弟」、「踏雪尋梅」、「看見台灣」和「功夫

熊貓」。其中最發人深省的，莫過於在分析功夫熊貓成功原因

的同時，不忘激勵我們，可從四個方面去努力，成為成功的校

長與老師，包括向別人取經、改進技巧、提升個人覺察能力和

發現自己合適的風格。 

 

向別人取經 

以上四項，當以向別人取經為最初階。今趟台灣之行，到訪過建國高中、敦化小學及協同高中，

各校校長摯誠介紹生命教育的校本施行方式，我們亦獲安排到課室觀課，見識到無論中小學均有豐富

的教學資源，如善用繪本說故事，作為討論生活問題的切入點；亦整合不同類型的短片、電影選段；

而蘊含哲理的文章、小故事、名人諺語，更是多不勝數。此外，課程編排有序，涉及人與自己、人與

他人、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等範疇。而每課節的教學步驟及提問亦設計得十分仔細，讓施教者有據可

依，較易掌握。而課堂以外，協同高中特別強調服務教育，教師先接受培訓，然後帶領學生實踐；這

再次提醒我，體驗和實踐是生命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環，是值得我們投放更多人手和資源，陪伴同學一

起成長。 

 

提升與發展 

其他三項呢？吳教授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勤奮和充滿熱忱，當天時間緊迫，他似乎仍有很多生

命故事來不及跟我們分享。隔着車窗，和吳教授揮手作別之際，我清楚那不是一個結束，回港後須重

新檢視我校現時推行生命教育的模式，並嘗試為同工提供專業培訓，改進技巧，提升個人覺察能力，

發展一套符合校情又具特色的課程。 

 

感恩 

最後，不能不提考察團中的每一位同行者，謝謝你們為我加水！

（註 1）期盼我們繼續交流分享，積極推動生命教育，在別人與自

己的隱形能量桶注入一滴能量水。 

 

 

 

 



註 1：«你的桶子有多滿？» 張美惠譯(Tom Rath 和 Donald O. Clifton 著)。 

作者克里夫頓(Donald O. Clifton)在書中利用水桶與杓子做比喻，提出每個人都有無形的水桶與杓

子，當心情愉快水桶裡就充滿了水，沮喪失望時水桶裡的水就乾涸。而當我們使用杓子向他人舀水同

時也舀了自己水桶裡的水，反之向他人加水時自己水桶裡的水也被加滿。當然這裡的加水指的就是一

句令人溫暖的讚美，而舀水則代表了對他人的不認同或責備。 



從生命教育交流看台灣人民素質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羅淑冰老師 

 

筆者在短短四天「台灣生命教育考察團」實不能

對台灣推行生命教育課程有很深入的了解，惟從過往

旅遊台灣的經驗，加上今次參觀中、小學及觀課，與

教師、家長交談，又透過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吳庶深教

授分享生命教育課的推展；另外又遊夜市，體驗台灣

特有逛夜市生活！從旅程沉澱下來，感受到台灣人民

簡樸的生活、積極的生命力、真摯熱情的待客之道，

這是否正好反映推行生命教育課程的一點成效？ 

 

台灣人是有禮、友善而又有教養的！在建國高中

的校政講座中，徐校長為我們預備一盒簡單便當、一

碗特色花生豆腐花；敦化小學讓我品茗台灣名茶，主任還不斷為我們添加；嘉義協同中學預備各種台

灣特產小食，吳教授更以咖啡奶茶美點款待，當然他們的濃情厚意、對教學的熱忱更勝小小特色美點。 

 

台灣人的熱情來得很自然！走到大小商舖，店員多會給你倒茶，不論你會否購買，都誠懇接待。

記得曾在夜市購買手機套，雖然議價成功，但因不合款式，最終也沒有購買，店員也笑着說不要緊，

更熱情地歡迎我們再光顧。從夜市小店舖到特色飯店、冷飲店，品質和服務沒有任何差別，皆熱情、

殷勤、周到、细緻，令你賓至如歸。真的，他們的熱情假不了！ 

 

台灣人對衣着並不太注重，穿衣很隨便，不會以貌取人！當旅遊車走在商業中心區，上班族熙來

攘往，衣着都是樸素平實，莊重得體！參觀的中、小學校長老師都不太重外表裝扮，反而臉上經常掛

著笑容，熱情耐心解說！生命的精釆不在乎外表的俊美，而在乎內在的涵養！真的，台灣人在平淡中

顯充實！ 

 

台灣人愛泡書店，愛閱讀！行程中安排到台中誠品書店，店內多年輕人看書選書，環境寧靜寬敞；

書櫃兩旁排放長椅，我隨意取了一本有關青年人成長書籍，在舒適愉悅氣氛下，瞬間便看了個多小時。

在地鐵、在公園、在咖啡室，不難看見書不離手的市民。多閱讀，增知識，真難怪台灣人談吐溫文，

就連的士司機、叫賣的小販也像讀書人。 

 

台灣治安良好。曾兩次坐出租車，車上沒有任何對旅客錄音提醒，更沒有鐵枝阻隔司機，像是坐

牢似的。乘客與司機是互信的，對於人生路不熟的我，既放心又安心，司機定可帶我到目的地。曾光

顧的牛肉麵小主人，對我們招呼周到外，還誤把借厠所一用的過路人當作我們的朋友，亳無戒心讓她

使用，絕不怕她白撞討便宜。 

 

真的，台灣人表現出不平凡的生命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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