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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部長曾志朗曾說：「閱讀幫

助兒童把書本上別人的經驗內化成他

自己的知識，這個知識又幫助他吸收

更多的知識，就像爬螺旋梯一樣，在

不知不覺中，兒童就爬到了頂端。當

他到了頂端時，他的視野就不一樣

了，他可以遠眺，可以俯視大地，這

時他的理解、他的境界就與底下的人

分出高下了。」 

一、繪本裡的生命教育 

繪本是講究視覺效果的兒童文學

作品，以圖畫貫穿整個故事的情節，

引領讀者領受繪本中豐富的面貌與所

要傳達的意義。 

繪本具有圖像性、兒童性、教育

性、藝術性和趣味性等特質。黃迺毓

(1994)從兒童發展與教育的角度，闡述

繪本對生理、情緒、認知、社會、語

文、人格等方面之重要性，可見意象

豐富的繪本對全人發展具有舉足輕重

的意義。繪本探討的主題內容包羅萬

象，從自我成長、人際關係和大環境

的認識，往往比教條式的道德說教故

事更能感染學生的情感。日本著名幼

教專家山本直美認為：繪本可以培養

孩子的 10 種美好人格特質，教出全人

格的孩子。這 10 種能力包括：溝通力、

想像力、自發性、道德心、親切心、

專注力、好奇心、探究心、價值觀和

自尊。這其中所蘊含的核心價值：能

感同身受地去聆聽對方、了解他人立

場；能自主思考、判斷是非善惡；接

納自己、關切他人和周遭事物，亦正

是生命教育所重視的意涵。 

根據一些專家學者的看法，歸納

出繪本對生命教育具有以下之功能： 

(一) 建立價值觀，建構多元觀點 

繪本傳達一個統整經驗，學生能

藉由閱讀，經歷繪本中不同的生命故

事，主動建構蘊涵於繪本中的核心價

值，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從社會化的

觀點，學生從繪本豐富的情節中學習

到如何包容多元觀點，理解社會角色

的價值及理想。繪本可以彌補學生在

社會化歷程中的經驗不足，幫助他們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打開視野看見世

界。 

(二) 拓展生活層面，增加體驗 

根據視覺學習理論，透過繪本圖

像的呈現，提供現實與想像世界的縮

影，能帶領學生進入繪本主題的核心

概念。經由閱讀，不僅可以將自我經

驗連結繪本中的情節與人物，亦可以

了解自我的生命成長與周遭環境的互

動關係。 

(三) 豐富想像能力，勇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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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圖畫書專家松直居曾說過，

豐富的想像力並非天賦，而是經由直

接或間接的體驗得來。體驗愈多，想

像力愈豐富，圖畫書正好能提供更豐

富的體驗機會。繪本以簡明的文字、

細膩的插圖，豐富了想像力和創造

力，進而產生學習遷移的效果，奠定

學童學習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 學習情緒管理，認同自我 

繪本具有情緒教育的功能，可以

提供情緒認同與紓解的管道，啟發學

習者的同理心、增進人際互動，以培

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面對逆境時能

正向思考，並勇於表達自我。 

(五) 促進心靈成長，全人發展 

從繪本中可以學習關心生活中的

一切，從認識自我，擴展到對周遭生

活環境的認識與關懷，進而培養世界

之愛，在潛移默化中，實現全人發展

的目的。 

由上可知，繪本具有多元面向的

教育功能，適合融入生命教育作為媒

介，透過「多元教學設計」與「對話

澄清省思」，將繪本教學統整生命教育

中的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自然

與人與宇宙四個向度，應用於各個學

習領域與各大議題中，以扎根全人教

育的實行。 

二、國小繪本融入生命教育之教

學設計 

面對 e 時代的來臨，傳統價值觀

受到空前的顛覆與挑戰。e 世代的學生

受到科技的影響、社會的變遷，對於

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探索，就如失根的

浮萍般，以至於衍生不尊重他人生命

與自我傷害的事件。如何透過簡單有

效的教學融入課程，以配合生命主題

或發揮輔導功能之需要，讓每位學生

熱愛生命、珍惜自己，是身為教學現

場的老師值得重視的議題。 

小學階段是建立學生正確的態度

與奠定人格發展的關鍵期，因此在小

學階段實施生命教育正是最適當的時

機。而繪本具有多元面向的教育功

能，適合融入生命教育作為媒介。觀

察教學現場，發現教師將繪本融入生

命教育教學，最常使用的方式是採取

朗讀、導讀最後寫學習單的方式，加

上若是沒有適當的課程設計與規劃，

受限於時間的不足，常常缺乏學習歷

程中意義的建構，學生無法深入繪本

教育之意涵。生命教育不是知識的單

向灌輸，必須從生命的核心價值出

發，如何將繪本融入國小生命教育的

教學設計呢？張湘君與葛綺霞（2000）

指出，在設計繪本教學時，首先應將

生命教育課程意義化的方法傳遞給學

生，善用多元智慧的教學策略，使學

生在觀察、體驗與分享的學習活動

中，感受到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

值。而多元評量也必須在真正的教學

活動中進行，讓學生有機會在真實生

活的情境之中，實踐珍惜生命、關懷

他人與萬物。故實施繪本融入生命教

育時應重視以下幾個原則： 

(一) 重視新舊經驗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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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貝（David P. Ausubel）認為

新、舊學習之間的適當連結，是增進

有意義學習的重要關鍵。有意義的學

習指的是：新的訊息能與學習者原有

認知結構中的舊知識產生連結，並將

之內化為認知結構的一部份。 

(二) 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繪本 

與生活經驗貼近的繪本，往往更

能引起情感的共鳴，看見自己的內心

世界。引導學生閱讀繪本中多元的生

命題材，藉由感同身受、反省思考的

歷程，學習到愛與尊重的生命態度，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並發展出生命的

智慧。 

(三)  善用提問策略，引導思考 

在教學設計上，應善用提問策略

深化思考的內涵，設計多元體驗活

動，達到生命教育之「知情意行」。在

引導問題的技巧方面，宜先以低層次

的封閉式問題，先讓孩子了解故事的

全貌。接著，再以高層次的開放式問

題，逐步引導孩子省思繪本主題所欲

傳達的意涵。 

繪本的題材涵蓋國小課程的各個

領域，若能以繪本扮演媒介，掌握教

學的實施原則，如此一來，不僅可將

繪本中蘊涵的核心價值內化於學生的

生命裡;亦可經由對話、分享、思考和

討論的方式，提升學生反省與實踐的

能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是參與者不

是旁觀者，教學重心應由老師教轉移

到學生學，藉由學生學習後的回饋統

整，老師應隨時加以修正教學的策

略，方可使繪本融入生命教學，透過

課程的規劃與實施，豐富學生的生命

深度。 

三、結語 

繪本具有穿透生命的力量，經由

繪本融入生命教育的教學設計，以生

命感動生命，可以引領學生經歷繪本

中豐富的想像世界，並內化為成長的

養分與動力，開啟一場閱讀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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