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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要 
 
 香港生命教育的現況是百花齊放，各按校情的開展，本文選取以下三方面作分析，

以窺生命教育之一斑： 
  1. 香港生命教育的發展歷史 
  2. 二零一一年獲頒發「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的十五間

得獎學校的教學分析 
  3. 全人生命教育學會一項有關學校推行生命教育進程的調查報告 
 
  此外，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從香港現今社會獨有的生命議題作探討，冀拋磚引

玉，引起關注。 
 
(二) 生命教育在香港的發展歷史 
 
 香港生命教育發展的歷史不算長遠。1996 年已有中學推行名為「生命教育」的課

程。其後於 1999 年，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獲香港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了為期兩年

的「優質生命教育的追尋」計劃，共有 21 所中學成為夥伴學校。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

有感於當時校園暴力及童黨問題，於 2001 年推行「生命教育計劃─親親孩子親親書」。

香港城市大學於 2002 年提出透過教育改革，發展生命教育正規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

會在《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的教育改革藍本中已將「德育及公民教育」訂

定為四個關鍵項目之一，提倡課程以外生命素養的發展。 
 
 綜合而言，有幾宗事件促使香港學界關注生命教育，包括： 
 
 1. 1996 年馬鞍山馮堯敬中學師生八仙嶺大火造成死傷事件。 
 
 2. 2002 年，香港發生震撼社會的自殺事件。例如：2002 年三月，三名年僅十三至

十五歲的少年學生燒炭自殺。同年四月十七日的一天內十三人企圖自殺，其中

五人死亡事件。 
 
 3. 2003 年非典型肺炎在香港爆發，一千七百多人染病，三百人死亡；然而醫護人

員無懼死亡威脅謹守崗位，贏得全城愛戴，亦喚醒學校注重防疫及教導尊重生

命的重要性。 
 
 4. 近年，校園暴力、童黨、欺凌及青少年濫藥的個案不斷增加，再次引起教育界

關注生命教育的問題。 
 
 近年來，香港不少辦學團體將生命教育訂定為學校發展重點。香港天主教教育發

展委員會在優質教育基金贊助下，推動一項名為「愛與生命」的教育系列。香港神託會

早於 2002 年在其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推行生命教育，其轄下的培敦中學，已於 2002
年開始推行五年一貫全方位生命教育。循道衛理聯合教育於 2005 年發展「優質生命教

育發展計劃」，發展屬校的生命教育的正規、非正規和隱蔽課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

院神學院亦於 2009 年成立「優質生命教育中心」。一群跨宗教、跨界別的前線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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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籌組的「全人生命教育學會」，亦於 2011 年正式成立，推動香港全人生命教育

的發展。 
 
 香港教育局因應學界對生命教育逐漸重視，於 2010 年撥款推行「協助中小學規劃

生命教育計劃」，中小學各 20 間學校受惠。 
 
 此種政府─大學─前線學校之合作推行生命教育的模式，實屬首次。然而，三者角

色各擅所長，彼此協調，產生一個理想效果。（圖一） 

 
 
 
 
 
 
 
 
 
 
 
 

圖一：政府、大學及學校在推行生命教育的理想關係 
 
(三) 全人生命教育的定義 ─ 身心社靈 
 
生命的

元素 
發展的人生境界 關注重點 

身 物質的人生境界 

 個人生理與身體的成長與健康（性教育、健康教育）

 對物質適度之運用與期待（理財教育） 

 對環境保育之關注（環境教育） 

心 心性的人生境界 

 自我了解 

 自我認同 

 自我實現（生涯規劃） 

社 人際的人生境界 

 家人、朋友、社群之人際關係（倫理教育） 

 國民與世界公民之身份 

 本土與跨地域文化之 

 了解及尊重 

靈 超越的人生境界 

 尋求生命終極的意義（生死教育） 

 尋求自然或宇宙的意義（哲學） 

 尋求宗教的意義（宗教教育） 

 
 

 

 

 

 

 

政府（提供資源、監察、督導）

大學（整理知識、促進協作） 學校（校本實踐、累積經驗）

（個人成長）

（國民及公民教育）

梁錦波：香港中小學生命教育的現況及發展 2011年11月29日

載於全人生命教育學會網站：https://www.holistic-life-ed.org/ 2



 
 
 
 
 
 
 
 
 
 
 
 
 
 
 
 
 
 

 

圖二：全人生命涵蓋之領域及關注點簡圖 

 
(四) 從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的香港學校簡析生命教育

的推行情況 
 
 政府基於「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實施全面檢討」的建議，教學獎遂擴展至包括一

些富有意義的主題及新的範疇。在 2010 至 2011 年度之第七屆中，首次加入「德育及公

民教育」一項，以表揚在這個領域表現卓越的學校。獲卓越獎有三間，而獲嘉許獎者則

有十二間。 

 
 各校推行生命教育重點表列如下： 
 

  學校類別   

範疇 中學 小學 幼稚園 合共 

生命教育 1 2  3 

德育 4 2 1 7 

國民教育 1 2  3 

服務學習 1 1  2 

 7 7 1 15 

 
 獲卓越獎的三間學校，均以推行較全面的生命教育而脫穎而出。在分析各校的教

學重點時，可歸納出以下特色： 
 
  

 個人生理與身體的成長與健

康 

 對物質適度之運用與期待 

 對環境保育之關注 

社

靈

身

心

超越的人生境界

物質的人生境界 

人
際
的
人
生
境
界 

心
性
的
人
生
境
界 

 尋求生命終極的意義 

 尋求自然或宇宙的意義 

 尋求宗教的意義 

 家人、朋友、

社群之人際

關係 

 國民與世界

公民之身份 

 本土與跨地

域文化之了

解及尊重 

 自我了解 

 自我認同 

 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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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特色 

知 (課程) 
- 探究式，鼓勵反思與應用 
- 全面，各科融滲核心價值 
- 多元化評估 

情 (觸動情感的活動) 

- 塑造關愛校園 
- 教師以身作則，成為學生的榜樣 
- 活動系統化，六年一貫 
- 能達至核心文化的建立 

行 (實踐) 
- 系統化 
- 全方位 
- 家校合作 

 
(五) 全人生命教育學會有關生命教育推行情況的調查 
 
 調查重要發現： 
  - 在身、心、社、靈四方面，小學及特殊學校較重視身、心兩方面的生命教育，

而中學則較重視靈的教育，社福界則以心及社兩方面較重要。 
  - 妨礙推行生命教育的原因，依次為 
   1. 教師/同工工作太忙 
   2. 教師/同工沒有足夠訓練 
   3. 生命教育課程太寬太廣，難於規劃 
   4. 相關教材不足 
   5. 學校整體課程已很緊迫，很難安排時間教授生命教育 
  - 「學生對生命教育未能產生興趣」及「家長並不重視生命教育」則並非妨礙

原因。 
 
(六) 香港現今獨特的生命教育課題 
 
 生命教育有不少普世性議題，可互相參考採用。然而兩岸四地文化背景各異，遂

有本色生命教育議題產生，此等議題有賴教育工作者自行探討分析，才能針對本地青少

年的需要，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普世性關注 香港特殊性議題 

身 

- 個人生理與身體的成長與健

康 
- 對物質適度之運用與期待 
- 對環境保育之關注 

- 物質主義澎湃 
- 地方狹小，郊野不足，對大自然的接觸不多

- 色情文化氾濫，例如：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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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性關注 香港特殊性議題 

心 

- 自我了解 
- 自我認同 
- 自我實現 

 

 

- 新高中課程改革的壓力 

- 子女人數減少，父母的高度期望對年青一代

帶來沉重壓力 

- 王子公主病，抗逆能力不足 

-  國內顧客成為消費支柱，年青人自我形象下

滑 

- 經濟結構改變、貧富懸殊加劇、樓價上升、

年青一代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 

社 

- 家人、朋友、社群之人際關係

- 國民與世界公民之身份 
- 本土與跨地域文化之了解及

尊重 

- 網絡社交 

-  家庭結構的改變： 

1. 父母離異 

2. 老夫少妻 

- 從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別行政區 

   英國與中國對香港政治氣候及社會倫理之

影響 

-  國民身分與世界公民的平衡 

靈 

- 尋求生命終極的意義 
- 尋求自然或宇宙的意義 
- 尋求宗教的意義 

- 經濟掛帥，人生目標較自我及狹窄 

- 年青一代篤信宗教的比例較少 (教會世俗化)

- 自殺防治不足 

- 社會的人文素養不足 
 
(七) 香港生命教育未來發展方向 
 
 從問卷調查中，教師及社工期望全人生命教育學會應該承擔的角色，依次為： 
 
  1. 就年青人的身心社靈全人需要，向社會發聲 
  2. 提供平台，供生命教育工作者交流及分享 
  3. 提供適切生命教育的教材 
  4. 結合本地大學及學校力提昇有關生命教育的研究 
  5. 提供適切的生命教育課程/講座 
  6. 安排參觀本地優秀的生命教育機構或學校 
  7. 安排海外及國內生命教育交流團 
 
 每項得分均屬於偏向極同意方向，或許從這些青少年工作者的期望中，可以找到

香港生命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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