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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理念： 

在人生中，我們認為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主題需要和青少年談，但卻發現學校及

家庭場域中顯少提及，甚至被視為禁忌話題，一個主題關於性，另一個主題則

為「死亡」，這些主題都不會因為我們避談而不發生。 

而在普通型高中生命教育課程中「終極關懷」主題的課程目標為「死亡在人學

上的意義及其對生命價值的衝擊。」搭配生命教育課程，希望重視與設計一系

列關於死亡的主題，在課程中與孩子們一起討論、一起探索、一起感受，一起

對談，並開始在生命經驗中梳理對於死亡的看法與情緒。 

 

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名稱：Think about 死亡 時間： 20 分鐘 

1. 提問「為何我們不常談論死亡？」小組討論並蒐集學生答案 

2. 藉由已過世的名人及內政部統計數據，了解死亡跟生活的關聯 

活動二名稱：身後的世界 時間：30 分鐘 

1. 觀賞《張惠妹-身後 MV》 

2. 從 MV 中引導 4F 思考（Fact 事實、Feel 感受、Find 發現、Future 未來） 

3. 總結活動：談論死亡並不是因為想要放棄生命，而是因為想要好好活著  

活動三名稱：死亡也能體驗嗎？輕輕的我走了 時間：30 分鐘 

1. 觀賞公視《青春發言人｜死亡也能體驗？真的有死過一次才會懂的事？》 

2.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請打開這本筆記本」請學生寫下筆記本內容 

活動四名稱：和重要他人談死亡 時間：20 分鐘 

1. 觀賞公視《青春發言人｜你想怎麼死？和爸媽聊聊「死亡」！》 

2. 和家人朋友談死亡的經驗分享 

3. 回家作業：了解家人/朋友對死亡的看法 

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 

「改變教室的風景」教案徵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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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名稱：那些日子，想珍惜的事 時間：30 分鐘 

1. 引起動機：死亡與我們距離 

2. 寫下八件人生想完成的事情，並做價值篩選 

3. 最後三件的實踐計畫 

 

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科目 生命教育領域 設計者 
竹北高中楊家禎老師 

海山高中楊舒婷老師 

實施年級 高一 教學節次 3 節 

課程名稱 終極關懷-關於死亡 

教案實施情形 

■1.本教案已實際教學實施 

  (1)實施時間：111.6.7、111.6.14、111.6.21 

  (2)實施課程名稱：生命教育 

⬜2.本教案尚未實際教學實施 

設計依據 

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

素養 

面向：A 自主行動，項目：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面向：B 溝通互動，項目：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領域核心

素養具體

內涵 

綜 C-U-A1 具備適切的人性與自我觀，提升身心健全發展

的素質。深化生命意義的探索，確立適切的人生觀及信

念，以臻至善與幸福人生。 

綜 C-U-B1 具備自我覺察、同理與尊重他人的素養，並培

養合宜的語言、肢體與情緒等表達方式，建立良好的人際

互動素養。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生 2b-V-1 能以適切的人學為基礎， 探討人生終極課題，

進行 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  

生 3a-V-1 能掌握哲學、生死議題與 宗教的基本意涵及其

和人 生的關係，以建立自己的 人生終極信念。 

學習內容 
生 Ca-V-3 死亡在人學上的意義及其 對生命價值的衝擊。  

生 Ca-V-4 善終的意義與臨終關懷之 實踐。 

教材來源 青春發言人、張惠妹身後 MV、泰宇出版生命教育課本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投影機、課程簡報、學習單 

使用的公視影片 《青春發言人｜你想怎麼死？和爸媽聊聊「死亡」》 



3 
 

《青春發言人｜死亡也能體驗？真的有死過一次才會懂的

事？》 

學習目標 

1. 探討、談論死亡，覺察自己對死亡的想法與感受 

2. 思考與覺察死亡帶給我們的生命意義 

3. 能在生活中與重要他人討論死亡議題 

4. 省思人生目標並覺察重要性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一堂 

1、 引起動機 

(1) 提問「為何我們不常談論死亡？」請學生寫下答案並

做小組討論，蒐集學生答案後總結。 

(2) 藉由已過世的名人及內政部統計數據，了解死亡跟生

活的關聯，死亡不分種族、年齡，且與我們生活息息

相關。 

2、 發展活動 

(1) 觀賞張惠妹-身後 MV，觀賞前教師前情提要，並與學

生對話（是否有聽過、看過此ＭＶ？ＭＶ讓你想起那

些生活情境…等） 

(2) 從 MV 觀賞中引導 4F 思考，並提供問句指引 

· Fact 事實：你在ＭＶ中看見什麼？ 

· Feel 感受：如果是你，你在想什麼，有什麼感受？ 

· Find 發現：你最放不下的事？ 

· Future 未來：(至第三堂進行) 

3、 總結活動 

談論死亡並不是因為想要放棄生命，而是因為想要好

好活著  

 

第二堂 

1、 引起動機 

(1) 觀賞公視青春發言人 

 

 

20 分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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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發言人｜死亡也能體驗？真的有死過一次才會

懂的事？》 

2、 發展活動 

(1) 「輕輕地我走了：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請打開這

本筆記書。」 

· 不論貧富、年紀大小都會面臨死亡，死亡是不可避

免的一件事，萬一我怎麼了？可以提供給家屬的筆

記。 

1) 關於親友 

入院的時候要不要聯絡？ 

告別式要不要通知?以什麼方式通知?要通知誰? 

更可以寫下想對親友說的話或送的禮物 

2) 關於健康 

要不要急救? 

要不要器官捐贈？ 

3) 關於自己 

基本資料，還有常去的地方、喜歡的人事物、信

用卡、帳戶密碼、病歷、聯絡人……等。 

遺體處理方式?葬禮辦理方式？ 

社群帳號、電腦手機處理方式？ 

(2) 「和重要他人談死亡」： 

· 是否曾與重要他人談論過死亡？為什麼？ 

· 觀賞公視《青春發言人｜你想怎麼死？和爸媽聊聊

「死亡」》 

三、總結活動 

(1) 連結第一堂課，我們很少談論死亡議題的原因 

(2) 回家作業：了解一位家人/朋友對死亡的看法 

或分享此次課堂練習「留下來的訊息」內容 

 

第三堂 

1、 引起動機 

(1) 綜合前兩節課的結論，人生無常，死亡無法預測 

(2) 把握當下的人事物 

5 分 

 

 

 

 

30 分 

 

 

 

 

 

 

 

 

 

 

 

 

 

 

 

 

 

 

10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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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活動 

(1) 邀請學生寫下八件「大學畢業前想完成的事」 

事件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例如：考上某某大學、親

手做飯給爺爺奶奶吃……等等。 

(2) 如果時間不夠，我會丟掉 

1. 最先丟掉哪件事？為什麼？ 

2. 再來丟掉哪件事？為什麼？ 

3. 留下最後三件 

(3) 分享篩選過程中 

1. 印象最深刻的事 

2. 這三件事與其他事的「差別」(為何被留下？) 

3、 總結活動 

(1) 觀賞影片「每個人的遺憾都大抵相似」如果讓你在黑

板上寫下人生中最後悔的事是什麼，你會寫下什麼

呢？ From B.C. & Lowy。 

影片簡介：紐約的街道邊放置了這樣一塊黑板，收集

路人的答案。最後發現，歸根結底每個人的遺憾都有

著共通的地方。  

(2) 詢問學生共通性為何？是那些未曾做過的事 

(3) 鼓勵實踐三件事 

 

 

15 分 

 

 

 

20 分 

 

 

 

 

 

 

 

10 分 

實施成果：  

觀課老師回饋： 

1. 學生能主動代表小組分享且有條理，教師與學生的默契佳（良好班級經營）。 

2. 4F 討論法能讓學生的反思更加具體。 

3. 課程由小組討論到個人反思，循序漸進讓學生能覺察並思考「死亡」。學生除

了能分享客觀的答案外也能分享個人經驗與看法。 

4. 學生對討論問題提出疑問（師：被推入火化的可能感覺、放不下的人事物有哪

些；生：死亡是否有感覺？），討論問題確實能引起學生興趣並思考。 

5. 引導學生思考生命有限與想完成的事；不用現成學習單而請學生自行撕紙，學

生有參與感且課程體驗更多元。 

6. 學生個人反思仍有落差。 

7. 死亡議題的討論有挑戰，MV 的確能讓學生身歷其境，討論效果加倍！ 

8. 分組討論後的發表時間，各組代表發言時，有些同學沒有專注聆聽，仍在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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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師介入處理方式為：暫停發表時間，預警尚未專注聆聽同學，並說出對

課堂的期待，要求全班仔細聆聽後再繼續課程。 

學生對於死亡的感受整理： 

1. 我會回想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家人、朋友和同學們，會感到捨不得。 

2. 怕離開之後家人會很難過走不出來，希望他們在沒有我的日子也能很開心。 

3. 我還沒做完我想做的事，我還有好多話來不及說。 

4. 一切都結束了嗎？還是會通往另一個開始？心中有困惑。 

5. 回顧有生之年做了一些什麼事，而經過佈滿白色花的那個隧道後，我可能就

讓自己什麼也不想，坦然接受死亡。 

6. 回顧人生，希望是滿足的吧 

7. 死後就什麼都不用在特別想了，就接受！ 

8. 我能做的只有坦然接受，不會想更多的事，以免牽掛越來越多的人事物。 

9. 在想家人會不會太難過，有一種不想離開的感覺！ 

10. 有如弦的震動會終止，一如箭矢會停止飛行，結束了，「我」不再是

「我」，另一形式作為命運的棋子。 

教學心得與省思： 

   原本一開始擔心學生描述對死亡的看法與感受無法深入，實際操作後發現身後

MV 讓學生能深入其境，並催化學生對此議題的思考與感受。從學生對「為何我

們很少談死亡議題」的討論中，逐漸進入主題，從認知性的探討議題到觀賞 MV

時引發的感受性，統整認知與感受後，學生也能寫下自己的發現與省思。 

   後續延伸到「如果我走了，請打開這本筆記本」、「和重要他人談死亡」、

「想完成的事」，從思考離世之後的安排、與家人朋友討論死亡議題，到最後體

認若死亡不可控制，還有哪些是我們可以控制與珍惜的？帶領學生一步步去思考

死亡，並探索迷思、信念，建立適切的人生觀，以及發展「可以談」的能力。 

   對教師本身而言，生處在華人社會中對死亡議題也較少談論，因備課原因也親

自與家人討論了許多關於對死亡的看法與身後之事安排，從中獲得許多啟發與感

動，除了能與學生分享及示範之外，也重新整理了教師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收穫

良多！ 

參考資料：  

1. 泰宇出版生命教育課本。https://reurl.cc/DXkQOR 

2. 影片【每個人的遺憾，都大抵相似 From B.C. & Lowy】https://reurl.cc/qZAj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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