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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台灣「生命教育」內涵及方法 

政策芻議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8.5.5 

壹、宗旨： 

 建議將「人類與非人類動物個體如何相處、互動的倫理觀」（動物倫理）納

入生命教育的關懷範疇，認識動物的基本福利需求，透過對「（動物）他者」生

命的尊重，瞭解如何面對生命間可能的衝突並做適當評估與抉擇，期能回應個

人對他人、對環境的尊重。 

 

貳、說明： 

一、現有生命教育概況 

起源：國外：遠離毒品（1974) 

        台灣：防治自殺 （1997；2000；2001） 

 

（一）、教育體制支持不足 

課程綱要、七大學習領域、能力指標：未要求關於如何和動物相處、互

動知識的教導、能力的培養和價值觀的探討。反之，現行各出版商的教材反而

有許多負面生命教育的內容。【例如：對動物污名化、歧視性語言或圖像，請參

考附錄一】 

 

此外，教學現場中使用的教法、教具等，也常有誤導作用：如捕捉、飼

養、使用動物；養蠶、養蛾、獨角仙、甲蟲、養雞、撈金魚…等。 

 

（二）、現行生命教育的特色： 

以人為本位、偏向「生死教育」、具有宗教色彩、知識的灌輸高於實踐

能力的培養。（另請參考附錄二）。 

 

（三）、現行環境教育的特色： 

強調棲息地；偏重瀕絕、大型或明星野生物種（族群/數量）的保存(保

育)；忽略迷你（微小）動物，漠視動物個體生命的品質與價值；無法全方位建

立人類與動物、植物和土壤及其他環境因子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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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暴力與動物虐待的有機關連 
（一）、國內研究：在虐待動物方面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hi=.252, p<.05, 

contingency coefficient=.244, p<.05)，換言之，少年強姦犯與非暴力犯1比

一般青少年有較高程度的早期虐待動物情形。（蔡德輝、楊士隆，1999） 

 
（二）、國際研究：動物受虐，人類有危險。人類受虐，動物有危險。危險因子

常被忽略是因為，家長或教師們認為「男孩子就是這樣！」，或者說「只不過是

一隻兔子而已」。事實上，科學研究早已發現，動物虐待與青少年安全的有機關

連（Phil Arkow,2006）： 

 

 有 31%故意的動物虐待，為 18 歲以下青少年所犯。有 21％的動物虐待案件，

同時涉及家庭暴力、兒童虐待或是老人虐待。（美國人道協會，HAS，2001） 

 

 有 70% 的動物虐待犯者，同時也有其他犯罪行為、嗑藥、破壞財物、或偏

差行為。（Arluke & Luke, 1997） 

 

 有 60% 接受兒童虐待案件調查的家庭，發生過虐待動物事例。在這些家庭

中，發生狗咬人事件的案例比無暴力家庭高 11 倍。衍生另一層面的公共危

險問題。（DeViney, Dickert & Lockwood, 1983） 
 

 暴力的循環作用出現跨世代現象，且演變成為雄性暴力家庭的「價值觀」。

有 71％尋求庇護的受暴婦女，表示她們的先生或同居人曾殺死、傷害或威

脅要殺害動物。有 75％的情況發生在有兒童在場時候。這些婦女中，也有

32％的人表示，她們的小孩會傷害或殺死動物。（Ascione, 1998） 

 
 有高達 40% 的受暴婦女，和她們的小孩，因為擔心施暴者會對他們所飼養

的動物不利，而不敢離家尋求庇護。婦女收容中心因此已開始提供能照顧這

些家庭寵物的設施與服務。（Ascione, 2000） 

 
（三）、重大事件 

       日本（1997），請見附錄三。 

高雄（2007），請見附錄四。 

         

                                                 
1
 非暴力犯係指非以強暴、脅迫之手段而實施犯罪之人，以少年犯罪而言，竊盜、違反麻醉藥品管理條例及其

他毒品犯罪、縱火等均屬本研究所稱之非暴力犯。＜台灣地區少年強姦犯、非暴力犯及一般少年犯罪危險因子

之比較研究＞，（蔡德輝、楊士隆，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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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教育與動物福利教育 

環境教育與動物福利教育，在關注未來、重視意識覺知、培養負責任態度、

生態視野方面的教育目標相同。終極關懷雖有「生物多樣性、族群保育，以及

動物生命個體利益」之間的差異，兩者作用還是以互補為主（見下圖）。 

 
 

環境教育            （同）               動物福利教育   

← 關注未來 → 

← 提升意識覺知的水平 → 

← 培養負責任的態度 → 

← 從棲息地和生態系統的層面思考 →   

                （異） 

← 思考生物多樣性問題             考慮動物個體的利益 → 

 

 
 



 4

四、科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育與動物福利教育 （以英國為例）： 

（一）、在科學教育的內涵與過程中，將人類和其他動物「放在一起」探討。例

如：在「生命與生活」一節，其陳述為： 

 

 人類和「其他動物」都需要食物和水以維持生命 

 如何小心且敏感的對待動物 

 人類和「其他動物」都可以繁殖後代，後代長大成年 

 學生學習能區別不同環境的相似和差異處及其影響動植物方式的異同 

 

 

（二）、重視科學，但不會定於一尊：例如，在中學教育的評估指標中，學生需

瞭解-- 

 科學證據的社會面向：基於其他社會因素也可能關係重大，一個與社會和科

學相關的決定，可能不全然基於證據本身。 

 科學證據的侷限：”科學可以許多形式幫助我們，但無法提供所有的答案” 

 

 

 

(2) 動物福利與科學教育

生物的利用

本項目沒有任何地方要求學生或教師殺死動物

活體生物被帶進實驗室以供研究時，必須保持在適當的情境下
避免緊迫，而且

必須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毫無損傷的放回他們原來的棲息處

在田野觀察、研究動植物時，應致力減少干擾

中學教育普通證書：AQA評估指標



 5

五、社會、語文（各個學習領域）和動物福利教育 

-- 注重過程：手段與目的合一，衝突的面對與解決 

 
（一）、注重討論：釐清價值觀、意見差異 

 

（二）、尊重學生個體自主性：自訂行為準則，並替自己負責 

 
（三）、正面面對生命教育納入動物倫理可能的衝突或挫折 

 

（四）、善用衡量工具： 

1. 動物倫理發展簡史 

    

 
 
 
 
 
 
 
 

11世紀之前

動物的地位:

18世紀以後

強調人與其他動
物的相似處:

沒有語言、意識

精神、靈魂

都有一定的需要（Needs)

有感知能力

有感受痛苦的能力

西歐的思想

12-18世紀間

強調動物與人「不同」

有些動物被崇拜、
尊敬、保護

劉
通

(3) 動物、社會與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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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使用到虐待動物的衡量 

     
 

3. 利益與代價的衡量 

     
 
 
 

為人類帶
來的利益

為動物帶
來的痛苦

利益與代價的考慮

(3) 動物、社會與動物福利

使
用

濫
用
或
誤
用

虐
待

從使用到虐待

(3) 動物、社會與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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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如何面對議題與話題 

 如何引導、撫慰學童面對動物議題的情緒或無力感 

 動物福利與公眾健康有什麼關係？ 

 動物福利與氣候變遷有什麼關係？ 

 尊重動物就應該素食嗎？ 

 狩獵的爭議 

 家庭背景：肉品產業從業人員的子女 

 如果教材是「動物」！ 

 迷你動物的捕捉與飼養 

 

     
 
（六）、延伸思考：（請見附錄五、六） 

 動物園、海生館是生命教育的場域或是煉獄？  

 娛樂與效果可以作為虐待動物的理由嗎？  

 動物表演，忽視迷你動物、漠視個體動物，教育了什麼？  

 

迷你動物是可以在當地找到的小型無脊椎動物，牠們：

• 遍佈在我們周圍

• 有助於兒童瞭解生物多樣性

• 能夠激發對生命積極負責的態度和同理心

• 有助於克服（無知而產生的）畏懼心理

• 很容易觀察得到

• 讓很多兒童着迷

然而 … 你是否關心到牠們的福利？

迷你動物

(6) 動物福利教育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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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具體作法 

 師生共同，或由學生自行訂定「行為準則」 

     

 推行動物友善校園 

     
 
 
 

行? 準則

(6) 動物福利教育的教學方法

• “動物研究”準則是一份包括老師、
學生在内都同意要遵守的規範

• 應跟學生一起討論並發展共同的
準則

• 在涉及動物的活動開展前，就要
做好準備 林耀國

動物友善學校的考慮

(6) 動物福利教育的教學方法

衡量學校如何發展：

• 一套包含動物福利議題（動物需求）在內
的教材

• 在學校與家庭的連結之間，傳達與加強正向的訊息

• 實施對環境有益的政策：堆肥、廢棄物回收、乾淨用品保存等

• 各種措施會考量對動物福利的影響：教室內飼養動物，符合倫
理生產的食物來源等

• 設置花園野地、野鳥餵食器、垃圾管理、對生命保有尊重和敏
感度的科學

• 教師們的專業技巧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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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課綱（建議教育部推動） 

 

 教師研習 

     
 

動物有基於不同
物種的需要

動物承受苦難---
這和我們有關係嗎？

我們利用其他動物時，
牠們不一定能夠滿足自己的需求

我們有道義上的責任，應盡量
減輕牠們的痛苦，提供合適的照料

怎麽把我們對動物的責任感
傳達給孩子們呢？

人類的責任

(3) 動物、社會與動物福利

痛苦的類別

痛苦

生理上的

疼痛

不適

不舒服

厭倦 恐懼 挫折感傷害 疾病 功能失調

心理上的

沮喪

攻擊行爲

刻板行爲

(3) 動物、社會與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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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傳統教育、生命教育、動物福利（倫理）教育與環境教育是四個

不同，但關連密切的範疇。透過釐清不同範疇間價值觀的異同、教導

多元領域知識、培養面對和解決問題能力的過程，纔得以孕育「俯仰

無愧、利己利他」的現代公民。 

 

 

 

 

 

 

 

 

 

 

 

 

 

 

 

 

 

 

 

參考資料 

《動物福利教育研習教材》──2008 年由教育部、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三峽院區、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所舉辦的「國民中小

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師動物福利教育研習」。 

 

 

生命教育：人類個

體—自己與他者

者    性平 
人權 

動物倫理：跨物種他

者；個體互動、相

處、保護、情境處理

環境教育：生命支

持系、可持續未來 

傳統 
教育 
：人類社會 
 

價值 
知識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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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一）、九年一貫課本教材中的動物保護觀念（洪苑齡，2006）。 

   

動物歧視動物歧視

文化及文學中
的動物弱勢

文化及文學中
的動物弱勢

寵物議題寵物議題

南一出版社南一出版社

康軒出版社康軒出版社

翰林出版社翰林出版社

洪版

分析歸納

自然物收集自然物收集

野生物相處野生物相處

科技與動物科技與動物

檢視
議題

版本

釐清
觀念

人與飼
養動物

人與飼
養動物

動物園動物園

人與野
生動物

人與野
生動物

其他其他

•買賣
•認養

•流浪動物
•照顧

•工具化娛樂化
•飼養小型野生動物

•狩獵
•刻意營造
•棲息地

•自然物收集

教 材

研究方法

政府單位

學術機關

民間團體

 
繪圖：劉盈如，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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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專院校生命教育相關課程 

 2006 年大專院校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共 119 項。七成以上為生死學，且與

宗教信仰有關。其中只有 1項是從動物倫理角度探討生命教育。 

 3-31 楊宗峰(台南科技大學) 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
2
 

中文 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

科目名稱 
英文 

Animal Ethics and 
Life Education 

類  別 ●社會科學 學分數 2 

中文 楊宗峰 
教師姓名 

英文 Yang Tzung Fong 

服務單

位 
通識教育中心 職  級 講師 

經 歷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專任講師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台南縣關懷流浪動物協會顧問 
台南縣關懷流浪動物協會理事 

學 歷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肄業 

學術專長 
與榮譽 

倫理學、動物倫理、政治哲學、社會哲學 

教學目標 
人類對動物的關懷是生命覺醒的表現。本課程目的在引導學生通過探索動物

倫理的核心議題來反省生命中的重大倫理議題。 

第 1 週 0.導論 

第 2 週 1.1 動物倫理的內涵、興起的社會背景及其發展─西方篇 

第 3 週 1.2 動物倫理的內涵、興起的社會背景及其發展─台灣篇 

第 4 週 1.3 動物倫理的整體目標與個別議題 

第 5 週 2.1 笛卡兒(Descartes, Rene)與人類中心論 

第 6 週 2.2 康德(Kant, I.)與契約論 

教
學
大
綱
與
計
畫 

第 7 週 2.3 辛格(Singer, P.)與動物解放 

                                                 
2 資料來源：＜大學校院生命教育相關課程開課教授與教學大綱＞（2006. 2~6 至 2006.9~12）。 紀潔芳，2007。

【生命教育課程教學與人力資源手冊】，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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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週 2.4 雷根(Regan, T.)與動物權 

第 9 週 期中考 

第 10 週 2.5 羅爾斯頓(Rolston, H.Ⅲ)與環境倫理 

第 11 週 3.1 影片賞析─珍•古德(Jane Goodall)與黑猩猩 

第 12 週 3.2 影片賞析─宗教與放生 

第 13 週 4.1 論野生動物與動物園 

第 14 週 4.2 論同伴動物與流浪犬 

第 15 週 4.3 論經濟動物與素食主義 

第 16 週 4.4 論實驗動物與人類欲求 

第 17 週 4.5 多元文化主義與動物 

 

第 18 週  期末考 

■主要教科書 Garner, R. Animals Ethics. Cambridge: Polity, 2005. 

 

 

1.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錢永祥等譯，《動物解放》，
台北：關懷生命協會，1996。 

2. 波伊曼(Loius P. Pojman)，張忠宏等譯，《為動物說話─
動物權利的爭議》，台北：桂冠 1997。 

3. 史蒂芬•懷斯(Steven M. Wise J. D.)，李以彬譯，《憤怒
的獸籠》，台北：萬寶國際，2000。 

4. 傅可思(Michael Allen Fox)，王瑞香譯，《深層素食主
義》，台北：關懷生命協會，2005。 

5. 康拉德•勞倫茲( Konrad Lorenz )，《當人遇見狗》，張
麗瓊譯，台北：大樹，2000。 

6.康拉德•勞倫茲( Konrad Lorenz )，游復熙等譯，《所羅

門的指環》，台北，天下，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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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參考書 

7.戴爾•彼得生 ( Dale Peterson ) 、珍•古德 ( Jane 
Goodall )，吳聲海、孫正玫譯，《黑猩猩悲歌》，台北：大
樹，1996。 
8.珍•古德( Jane Goodall )，王凌霄譯，《我的影子在岡貝》，
台北：格林文化，1997。 
9.費昌勇，《動物倫理與公共政策》，台北：台灣商務，2002。
10 葉力森，《動物與法律》，台北：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1995。 

11 馬克•貝考夫(Marc Bekoff)編，錢永祥等譯，《動物權
與動物福利小百科》，台北：桂冠，2002。 

相關網站 

關懷生命協會 http://www.lca.org.tw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http://www.east.org.tw 
動物保護資訊網 http://animal.coa.gov.tw/ 
實驗動物資訊網 http://las.nhri.org.tw 

上課方式 ●課堂講授   ●分組討論   ●多媒體視聽教學 

評量方式 

平 
時 
成 
績  

30% 

●出席與上課狀

況 
□平時考試 
●平時作業 
●課堂參與討論

期中

成績

30%

□筆試 
□口頭報告 
●書面報告 

期

末

成績

40%

□筆試 
●口頭報告 
□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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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1997。（殺貓與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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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雄，2007。（殺兔與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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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兒童在遊戲中學到什麼？（童趣與生命的戲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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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不能忽略的教育：迷你動物、個體動物的尊重（熱心惹來暴力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