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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四種重要關連  

吳渭濱(香港突破機構市場總監) 

 

今天，青少年成長及生命教育再次成為世界關注的議題。由於文化及社會的因素，

不同地區所理解的生命教育內涵有所差異。但歸根究底，生命教育可歸納為幾個

重點關注的態度: 認識生命、尊重生命、熱愛生命；當中主要的內涵包括宗教、

心靈、生理健康、生涯計畫、生活淪理、生死及生態教育等。除此之外，生命教

育更重要的使命是讓青少年體會生命的關連，包括自我，人與群體，人與大地，

人和宇宙奇妙相連的重要關係，並在其中找到自己安身立命之處，明白生命的價

值和意義。  

 

自我的關連 

人的自我生命包括他的身體、思想和情感的整體。因此，生命教育需要鼓勵青少

年探索身體、思想和情感之間的關連，並培養他們接收身體所發出的訊息的能力。

人的身體其實不斷發出微細的訊息，它們反映著個人生理、內裡情緒的狀況。  

 

有學者指出現代人的高血壓病或其他受心理影響的身體毛病都出於兩種原因，其

一是笛卡兒的理論。笛卡兒把人的自我看成為一個受困於機器內的思想，他將人

的心靈縮減成只有思想的部分，所以“我思故我在”。當他把人的身體和思想分

割，無形中變成兩個分割的存在：一個是機械的軀殼(身體)，另一個是他的思想。

思想的部份操控身體，亦能與他人互動溝通。所以人類的溝通只限於語言的對話，

而思想支配著語言。若是這樣，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只是純粹理性的溝通，人的感

受便成了不準確的東西。笛卡兒的理論就這樣乾巴巴的把人的身體及感受摒棄於

人與人溝通的門外，他使人的身體異化成為純物質的軀殼。而身體的異化也帶來

了人與大地的分割，因為我們的身體是與大地接觸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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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我們教育系統的問題。學校主要注重理性思想的培訓，而感性方面卻是個

人要處理的事。我們大部份時間只教導青少年如何控制他們的情緒，而不是明白

或瞭解他們的情緒。人的感受甚至被視為一種非理性的力量，一種人性的陰暗面，

是一種需要被控制的東西。若然我們不能小心控制自己的情緒，至少也要把它隱

藏起來。這些情緒的壓抑，久而久之，便妨礙了青少年與人建立進一步關係，甚

至影響他們的健康。 

 

人與群體的關連 

生命教育也需要幫助青少年建立他們的社群關係，首先要從學校開始。自從工業

化、市場化社會的出現，學校漸漸成為知識交易的地方。學生只要老師傳遞狹窄

的知識，能夠考取好成績就好了，其餘的什麼生命哲理最好別說，免浪費學生的

時間。同學是彼此的競爭對手，也是妨礙他進入大學的敵人，於是人人獨自學習，

以打敗同學為目標。試問在這樣的學習環境，我們會培養出甚麼樣的生命？甚麼

樣的社群？在現代社會，競爭可能無可避免，但在同一學校裡，我們能否有另類

合作的可能？有學者建議一種協作學習方式，同學分成小組學習互相信任並且一

同完成任務，這類學習模式有助同學對自己及同窗的學習建立一種責任感。 

 

理想地，學校應該可讓學生建立歸屬感。在不同地方，我們可能遇上很不一樣的

學校環境，有一類是機動型的，各人的角色清晰且嚴謹，效率高，但學生可能感

覺難被接納。第二類是變動型的，學生的學習模式比較自由和輕鬆，但學習效果

也比較不一致。第三類是公社型的，學生感覺到被接納，彼此相關，並能彼此推

動學習。理想的學校環境可以給同學感到被尊重、關懷及接納，同學們能感到安

全並自由地表達內心真正的感受，最重要的是他們感到一種歸屬和強烈的身份認

同。倘若青少年在學校這個屬於他們生命起步點的群體中，學習不到群體協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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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將來他們在社會也不會懂得和諧共處，建立一個彼此負責的社群。 

 

人與大地的關連 

如何使青少年悟出自然生命種種過程之間的關連，是生命教育的另一個重要課題，

生命教育課程不單教導青少年解決環境問題，更重要的是認識我們人類根本是與

大地的生命緊緊相連。有大量的資料讓我們知道人類續漸與大地和她的運作脫離：

每年地球的嗅氧層持續減少，而紫外線的份量卻一直提升。大量的工業廢料毒害

著我們的空氣、土地及河流，科學家還形容人類是地球的癌症細胞，正嚴重地威

脅地球的健康，我們成了大地的敵人。有學者批評西方過去的教育系統要為此負

責，因為學校著重理論而非價值，概念而非生命，抽象而非意識醒覺，答案而非

問題，意識形態和效率而非良知。若然我們的生命教育只停留在滿足個人的需要

或社會經濟利益之上，我們便剝削了人生命的終極價值和意義。 

 

自工業革命以來，無數的工廠和大量生產模式也將人類與大地分割，我們的生活

和生產力與土地無關。每天我們只接觸到來自工廠的東西，食物也是經過加工的，

蔬菜是從超市買回來的，許多青少年從未看過蔬果在大自然裡生長的樣子。難怪

他們的生命與大地脫節，對大地沒有悲憫之心，隨便的剝奪傷害。與土地的重新

聯繫能使我們再次醒覺自然的生命過程，陽光、清泉、花草樹木可以幫助我們再

活過來，並讓我們從機械式的生活中醒過來。 

 

人與宇宙的關連 

我們所處的地球本來就是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它有著某種和諧的、自我調整的

能力，甚至，我們應視她為一個有機的生命。生命教育應幫助青少年建立這樣的

世界觀，從生命作為一個包含身體、思想、情感的整體觀念，到地球是一個有生

命的生態環境觀，再可推展至一個整體有意義的宇宙觀。當美國人在 1960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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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陸月球，太空飛行員看到這個美麗藍色的行星的時候，他們心裡頓時感悟這宇

宙是一個整體，地球並非單獨的存在，它也是宇宙系統的一部份。 

 

我國老子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他認為宇宙萬物是一個

整體，大道自然在總體上不過就是源於一本，“道生一＂表達了大道自然的起始

點，從一到天地陰陽二界，再到以三為代表的世界萬物無限的衍生。其實，每種

生命現象皆需要一個比它更大的系統環境，而使它獲得意義和真實性，每個真實

的體驗，無論是人、是星體，都存在著一種終極的意義和真實的整體，這與老子

所說的“道＂有類似的意義。當生命與這“道＂有所認同，它便賦予人生命的力

量，超越個人的思想和價值，讓我們懂得去學習愛、關懷、謙虛、和平及公義，

這樣的生命才是最豐富，最值得擁有。 

 

以上是生命教育四個很重要的關係，在教導生命教育的態度及內涵以外需要正視

的關係，只有將這些元素結連成為一個系統，我們推動的生命教育才是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