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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學校在高一暑期鼓勵我們讀繪本及自製大繪本，高二暑假學校安排至幼兒園

實習，發現老師運用繪本教學引起幼兒學習的方向，藉由「繪本」分享的經驗，

每一次與幼兒共讀繪本的過程中，我們總是能透過溫暖的擁抱及最真實的語言，

表達著我們對孩子的「愛」，並共同營造對「生命」的觀點與態度。繪本故事內

容有趣、角色鮮明，頗能吸引幼兒的注意力，引發學習興趣。透過故事中的角色，

教導幼兒懂得與人分享、心懷感恩之情、人與人相處、懂得相互尊重、進退得宜，

並適時表現對人的責任，進而促進幼兒的社會化，因此運用繪本教學為研究動機

之一。 

 

繪本特色不僅能欣賞到不同風格的創作風格，劇情更是生動，貼近現實，吸

引孩童的目光，而且有許多感人引發人們省思的教材內容，是實施生命教育的最

佳工具（吳庶深，2004）。可見繪本在幼兒生命教育的引導過程中，占很重要的

地位，引起研究者自製「幼兒生命教育繪本」之動機。希望透過研究結果，為幼

兒生命教育建立適合幼兒階段的繪本，與幼兒分享生命教育概念時的資源，讓大

家能夠引導幼兒對生命多向度的詮釋，進而圕造一個完整的生命價值，探究實地

實行生命教育相關課程所面臨的問題，培養學生具備「尊重生命，愛惜生命」的

基本知能。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幼兒園生命教育教學活動之實施方式。 

 (二) 探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面對生命教育學習產生的問題與解決方法。 

 (三) 繪本融入生命教育教學後，幼兒的生命教育學習之成效。 

 

三、名詞解釋 

 

 (一)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尌個體本身而言，是關乎全人的教育，目的在促進個人生理、心理、

社會、靈性全面均衡之發展（銘傳大學，2006），透過生命教材與真實體驗的活

動，引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本質，愛惜生命，瞭解個人的獨特性，學習充實

生命的內涵，建立積極人生價值觀，進而用心經營生命，參與社會服務的行列，

落實社會關懷的行動。亦即，發揮教育之力量，引導學生整合生命教育知、情、

意之教育目標，在生活情境之中實踐。本研究所指的生命教育是為了讓學生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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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認識生命、了解生命的歷程，培養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情操，發展與肯定

每個人的獨特性，在自己、他人、自然環境與孙宙之間，建立共存共融和諧關係

的所有教育內容。 

 

 (二) 繪本融入教學 

 

 繪本是有圖、有文的一種「圖畫故事書」，日本稱之為「繪本」，英文為

「picturebook」。顧名思義它是一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結合了故事內容的

敘述與圖畫的生動表現，但它也可以是一本全是圖畫、完全沒有文字的書籍（林

敏宜，2000）。繪本融入教學首先應引起動機，老師引領學生欣賞繪本封面設計

帶領孩子探索內文據情發展的興趣與慾望；接著，進行作品導讀，透過「看、聽、

說」等教學歷程以瞭解繪本的情節、人、事、物等；最後，藉由交互討論進行內

容探究，探討繪本所預傳達之內隱意義與教育價值。 

 

    本研究之「繪本融入教學」係指研究者利用繪本融入生命教育教學活動，設

計符合幼兒學習的繪本營造和諧、體會生命的價值分享理念與經驗，繪本傳遞的

對象主要是鎖定學齡前後階段的幼兒，主要目要讓幼兒在分享的過程中，拓展其

經驗，並從中汲取成長的養份。 

 

(三) 幼兒 

 

本研究中所提之幼兒，係指研究者暑期實習的機構S幼兒園之大的幼兒（滿

4~5 足歲），全部共30名。 

 

四、研究對象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學齡前幼兒之發展為主，因此本研究自製繪本內文分  

析之過程，皆以 4~6 歲 S 幼兒園幼兒為研究對象。 

 (二) 研究場域：以 S 幼兒園為研究場地，實際繪本教學。 

 

貳●正文 

 

一、繪本對生命教育實施影響 

 

(一)  生命教育的內涵 

在生命教育的內涵上除生的教育外也包含死的教育（洪永祥，2010），孫效

智（2000）指出生命教育，顧名思義尌是從生命中學習，以生命關懷為中心的教

育。生命教育應該幫助學生探索與認識生命真正的意義、尊重並珍惜生命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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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熱愛並發展個人獨特的生命，實踐並活出天地人我共榮共生的和協關係。 

 

(二) 幼兒生命教育之實施 

陳正梅(2006)提到幼兒生命課程內容安排，應綜合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式。

李孟榛(2010)、洪永祥(2009)認為幼兒園實施生命教育的方式前五名為「繪本教

學」、「隨機教學」、「種植與飼養」、「口頭講授」、「親子教育推廣活動」；

閱讀指導法係介紹或選定閱讀有關生命的圖書、故事及詩文等教材，然後討論和

分享。戴緋樺(2005)、黃玉純(2004)、蘇黃美菊(2003)、蕭秋娟(2001)以為幼兒實施

生命教育，如能透過說故事、閱讀、討論、戲劇表演、訪談、寫作等多元的教學

活動，則能激盪其思考力、同理他人，找尋自己的定位。 

 

(三) 繪本在生命教育上的角色與價值 

「繪本」顧名思義是一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甚至完全沒有文字、全是

圖畫的書籍，因此內容不僅要淺顯易懂，具有口語化及韻律感，還要符合幼兒的

發展與興趣，通常以幼兒有興趣且關心的人事物為題材，運用趣味、動態、具體、

鮮明造型等特質，來吸引幼兒的興趣與注意力（林敏宜，2000）。 

 

兒童文學家林良（2011）認為，閱讀優良圖畫書的孩子能領略不同的真理與 

智慧。幼兒在閱讀繪本的過程中，不僅能擴展視野更能幫助認知學習、陶冶審美

素養，更在閱讀的過程中產生共鳴，探索自我與他人的情感並幫助自我成長。郝

廣才（2006）認為繪本可引導幼兒呈現角色的認同，藉由繪本的分享，可培養幼

兒札確的價值及道德冹斷，並提供一個「體會的過程」，因此它能讓幼兒在不知

不覺中濳移默化、陶冶融鑄當中，培養出良好的品格（陳美姿，2010）。由上述

可知，繪本故事有擴展幼兒生活經驗的價值，和增進認知與學習的價值。因此，

研究者將善用繪本故事來傳遞生命教育的理念。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是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並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所獲致的結

果；研究架構的項目包含自編 3 本生命教育繪本、自製常識教具、檢核表等部分，

檢核表的組成分子列述如下，並以架構圖呈現。 

 

 

 

 

 

 

繪本融

入生命

教育 

幼兒園生命教育教學活動之實施方式 

 

日常生活中幼兒對生命教育的表現 

繪本融入生命教育教學後，幼兒的生命教

育學習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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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工具 

 

  1.自製繪本 

    本研究採用自製繪本「為什麼我是姊姊?」、「來去外婆家」、「毛毛去哪

兒?」的方式，藉由繪本教導幼兒分享引起動機，觀察幼兒的生命教育學習之成

效。 

 表 2-2 自製繪本製作過程 

    

圖書館找相關書籍 討論圖畫書內容 製作自製繪本 製作自製繪本 

 

     

故事書完成品 故事書完成品 故事書完成品 故事書完成品 故事書成品 

 

2.編製檢核表 

 表 2-3 觀察記錄檢核表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幼兒在聽完故事能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 □ □ □ □ □ 

2.幼兒在活動中能專心聽其他小朋友分享。 □ □ □ □ □ 

3.透過指導員自製故事書「為什麼我是姐姐?」幼兒能說

出如何照顧自己或弟弟妹妹的想法。 
□ □ □ □ □ 

4.透過指導員自製故事書「來去外婆家」幼兒能說出如何

關懷幫助家中的老人。 
□ □ □ □ □ 

5.透過指導員自製故事書「毛毛去哪兒?」幼兒能說出如

何幫助家中生病的小寵物。 
□ □ □ □ □ 

6.透過指導員自製常識教具能引起幼兒學習興趣。 □ □ □ □ □ 

7.幼兒在活動中能與他人共同合作完成指導員自製教具。 □ □ □ □ □ 

8.幼兒能說出指導員 3本自製故事書內容和常識教具的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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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 

9.幼兒能透過指導員自製教具「我怎麼來的?」操作媽媽

的懷孕過程的圖卡。 
□ □ □ □ □ 

10.幼兒能透過指導員自製教具「生活大觀」綜合運用抓、

握、扭轉、揉、捏、的精細動作。 
□ □ □ □ □ 

11.幼兒能透過指導員自製教具「保護自己安全」分辨正

確保護自己的方法。 
□ □ □ □ □ 

12.幼兒能透過指導員自製教具「各行各業」拼出不同行

業正確的物件。 
□ □ □ □ □ 

13.幼兒能在DIY活動中做出自己喜愛的家人手偶。 □ □ □ □ □ 

 

 (三)、研究程序 

     為有效達到研究的目的，本研究所進行的步驟與流程如下： 

擬定題目 

↓ 

確認方向、蒐集與閱讀文獻 

↓ 

構思研究對象、目的與架構 

↓ 

自製「為什麼我是姊姊」、「來去外婆家」、

「毛毛去哪兒」繪本、自製教具及設計活

動 

↓ 

幼兒園試教及觀察 

↓ 

編製檢核觀察紀錄表 

↓ 

資料分析與討論結果、自我省思 

↓ 

研究報告完成 

 

圖 2-2 研究流程圖 

  

(四)、資料處理 

 

1.檢核表分析:檢核表回收後將資料登錄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Excel 之統計軟  

 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2.幼兒觀察記錄:在課程實施中，以拍照方式記錄幼兒反應及特殊事件，從蒐集資  

 料中可供研究者了解幼兒學習狀況及提供研究者教學省思，以供教學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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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者省思札記，在課程實施期間，每個單元結束後的整理與紀錄，同時每次  

 課程活動後的觀察紀錄及省思，都是作為省思、檢核教學的依據。在這樣的活 

 動互動過程中，發現同儕之間的力量，可以促使幼兒提升分享的能力，透過繪 

 本為素材所延伸設計之學習活動能讓幼兒知道什麼是生命教育。 

 

參●結論 

  

一、結果分析 

 (一)運用自製繪本和教具至幼兒園教學 

   表 3-1 教學實施流程 

    

活動引起動機：跳律

動 

故事引起動機：帶動

手指謠 

藉由提問激發幼兒

學習興趣 

自編繪本「為什麼我

是姊姊」 

    

利用黏貼偶講故事

－「來去外婆家」 

利用手偶講故事－

「毛毛去哪兒」 

幼兒向大家分享生

活經驗 

幼兒向大家分享生

活經驗 

    

教具操作:我怎麼來

的? 

教具操作:生活大觀 教具操作:保護自己

安全 

教具操作:各行各業 

    

DIY 活動幼兒製作

手指偶 

DIY 活動幼兒製作

手指偶 

全部幼兒的 DIY 作

品 

與全部幼兒、班導師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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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核表分析說明 

   表 3-2 檢核表分析說明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對象為幼兒 50%，

非常滿意 25%、滿意 12%、普通 8%、不

滿意 5%，因此非常滿意度為較高，所以

幼兒能分養自已的生活經驗。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10%、

滿意 6%、普通 26%、不滿意 5%、非常

不滿意 3%，因此滿意度普通為較高，所

以幼兒能專心聽其他小朋友分享。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7%、

滿意 15%、普通 24%、不滿意 4%，因此

滿意度普通為較高，所以幼兒能說出如

何照顧自己及弟弟妹妹的想法。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30%、

滿意 16%、普通 4%，因此非常滿意度為

較高，所以幼兒能說出如何關懷幫助家

中的老人。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32%、

滿意 18%，因此非常滿意度為較高，所

以幼兒能說出如何幫助家中生病的小寵

物。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50%，

因此非常滿意度為較高，所以自製常識

教具能引起幼兒學習興趣。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30%、

滿意 14%、普通 6%，因此非常滿意度為

較高，所以幼兒能與他人共同合作自製

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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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實施後成果 

 

透過親子學習單，讓幼兒在活動結束後能回家與家長分享活動內容並且一同

完成親子學習單，在幼兒的繪畫和家長的文字解說中看出幼兒對本研究主題的學

習，以下是幼兒的親子學習單成果。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3%、

滿意 3%、普通 9%、不滿意 10%、非常

不滿意 25%，因此不滿意度為較高，所

以幼兒不能說出自製故事書內容與常識

教具的關聯性。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2%、

滿意 4%、普通 9%、不滿意 15%、非常

不滿意 20%，因此非常不滿意度為較高，

所以幼兒不能透過自製教具操作媽媽懷

孕過程的圖卡。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1%、

滿意 35%、普通 7%、不滿意 4%、非常

不滿意 4%，因此非常滿意度為較高，所

以幼兒能透過自製教具綜合運用抓、

握、扭轉、揉、捏的精細動作。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40%、

滿意 10%，因此非常滿意度為較高，所

以幼兒能透過自製教具分辨正確保護自

己的方法。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36%、

滿意 9%、普通 5%，因此非常滿意度為

較高，所以幼兒能透過自製教具拼出不

同行業正確的物件。 

 

由左圖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滿意 40%、

滿意 7%、普通 3%，因此非常滿意度為

較高，所以幼兒能在 DIY 活動中做出自

己喜愛的家人手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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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親子學習單成果 

 

   
  

在活動過程中，發現家人與幼兒之間的互動，可以促使幼兒與家人感情關係

增進，運用 親子學習單-我的家人 與家人互動為主題，透過自製故事書扮演角

色讓幼兒分享生活的關懷及負責任觀念，以達到家人與幼兒之間互動的樂趣。 

 

綜合以上本研究發現，運用自製故事書方式引導生命教育指導幼兒尊重生命

的觀念，自製故事書的表達可以讓幼兒了解與家人之間的互動方式，對於幼兒有

正向之影響。因此父母與幼兒學習分享，融合家人的互動彼此依賴，分享生活將

有助於家人關係的建立促進家人互動，使父母成為幼兒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二、研究者省思: 

 

高二暑期進入幼兒園實習，讓我們發現繪本帶給幼兒的影響力，因此藉由專

題製作與指導老師一起討論主題，經過多次的討論及生活經驗決定探討生命教

育，在育英老師的指導開始了解專題製作方式及章節寫法，對我們是大的挑戰，

在製作教具過程讓我們學會尋找資料及彙整，設計遊戲更增進製作的趣味性，我

們運用假日及放學一起完成繪本及常試教具，運用繪本傳達給幼兒生命教育的意

義及內涵，包括製作過程中也都試著去嘗試不同的呈現方式，自編繪本採用了故

事書、黏貼偶、布偶三種不同的方式表現故事內容，設計常識教具時我們也思考

如何將遊戲更趣味化，之後我們到幼兒園進行專題行動研究，活動過程中和幼兒

的互動以及幼兒的生活經驗分享中都可以看出我們的主題是否完全的讓幼兒們

吸收進去，小朋友的反應比我們預期中的還要熱烈，在這次活動中很感謝指導老

師的從旁協助，還有幼兒園園長、老師還有小朋友的配合，經由這次的活動讓我

們的研究獲得了很多的經驗學習。 

 

三、結論 

 

 (一)實施分享繪本教學中，幼兒對繪本的生命教育發現「新生兒誕生對家中的  

    影響」、「老人失智需如何關懷照顧」、「小寵物生病離世該如何應對」， 

    幼兒能從故事傳達的重點中說出該如何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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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透過繪本，引領幼兒認識生命教育之意義 

    研究者發現圖畫書故事引導對於幼稚園的孩子是可以快速理解與接受的，幼  

    小的孩子藉由「故事」理解生命教育的意義，這是進入生命教育重要的媒介， 

    藉由探討、省思及創作的過程，瞭解行為及態度才是生命教育的主軸。 

 

 (三)師生互動的營造 

    教學者在課程中營造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情境，讓幼兒能充分展現自己  

    的想法，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更加了解學生真正的想法以及發現學生問題的所 

    在，形成良好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能獲得老師及家長的配合，讓研究順 

    利的進行完成，並看到孩子對於生命教育的了解，這些都是老師及家長的配 

    合與支持才能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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