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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影、故事與生命教育工作坊」緣起 

一、為什麼要談生命教育 

(一)死亡：我們都知道死亡終將來臨，沒有任何方法來逃避它。明白死亡的不可避
免，與想要延續生命的願望，在「知死與想活」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形成了存在

的衝突核心──死亡的議題其實是生存的議題。 
(二)自由：自由是指個體要為自身生活世界和生活設計、選擇與行動負起完全的責
任，也就是做自己生命的作者。面臨無所依據的處境，以及對依據和架構的渴望，

「自主與依賴」兩者之間的張力形成了存在的衝突──自由的議題其實是面對責
任的議題。 

(三)孤獨：每個人孤單的進入存在，也終將孤單的離開，脫離造物者、脫離世界，
比其他孤獨更徹底的孤獨；人卻又渴望保護，渴望成為更大整體的一部分。我們

了解自己全然的孤獨，卻又渴望接觸，這「孤獨與親密」兩者之間的張力所形成

的存在衝突──孤獨的議題其實是愛與親密的議題。 
(四)無意義：意義的定義是指道理或清楚的條理，亦即某件事意圖表達的意思；如
果沒有為我們預定好的計畫，每個人就得建構自己的生命意義。人類這個尋求意

義的生物，被全然拋進無意義的宇宙，造成存在動力的衝突──無意義其實是確
認生命主題的議題。 

二、為什麼透過電影來談生命 

(一)成員從電影的故事情節裡長出自己的枝芽－電影故事不具有優先性或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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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它如同小說世界，是心理的媒介。看電影的人是對電影情節（文本）進行切

割或裁減，結果是在傷口處生出更多的東西來。電影的欣賞與討論，是看電影的

人對影片情節的嫁接、移植、創作的過程。 
(二)藉由討論（即自我敘說）重構成員的生命經驗與觀點－透過敘說建構過程，

呈現社會體制脈絡與自身生命經驗的理解，亦即敘說性的理解（narrative 
knowing）。這是一些已經發生的過往經驗的再現，故事如何被說會因當事人的塑
成而定。敘說者的表現可以呈現個人的心理脈絡，並藉以理解個人所處生命情境

的組織、制度或文化軌跡。 
(三)增加成員察覺並整合自身的存在現象－看完電影之後的故事演繹，乃是個人

的主觀建構；透過敘說，這個人所處的主觀現實（reality）得以組織與維繫，進
而產生意義。觀賞者看完影片之後的敘說，不只是影片情節中相關生命議題的重

現，更是存在定位再建構（re-construction）的過程。 

三、主題焦點與討論內容 

本工作坊對生命教育的切入點，是落在社會與文化對人生觀所產生的刻痕，針

對生命現象做覺察與省思，並思考與重建自己的生命觀，從而發展出對個人人生更

親密又具自主意識的人生態度。這包括下列子題： 
(一)性別與生命的交織。 
(二)生命中的特定經驗對生命風格的型塑。 
(三)教育背景與後天經驗對生命價值的意義與雕琢。 
(四)察覺全球化資本社會對生活的影響。 
(五)重新省思自己的生命自主性。 
(六)省思觀看不在主流體制內的生命型態的角度，如流浪、放逐、隱居等。 
(七)其他跟成員相關之生命議題。 

貳、「電影、故事與生命教育工作坊」（第二梯次）實施計畫 

一、研習依據：依據本中心 97年度研習行事曆辦理。 

二、研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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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生命教育議題中之「孤獨」與「無意義」（另兩項主題「自由」與「死亡」業於
第一梯次進行探討），經由電影從廣泛的社會文化脈絡，探討其在教學與輔導活動上

的指涉。 
(二)檢視個人生命教化的社會體制脈絡，進行自我探索、察覺、成長與統整。 

三、研習對象：8~12名符合以下五項修件之公私立幼稚園至高中職教師── 
(一)對生命議題有興趣者； 
(二)意欲透過深度書寫檢視個人在死亡、自由、孤獨與無意義等生命議題中之生命軌跡，
並反思其在教學與輔導工作開展上之應用； 

(三)有生命議題需要探索檢視者； 
(四)曾參加過成長團體，對小團體學習具備正向信念和經驗（請提出時間最近之證書、
研習條等證明文件影本）； 

(五)不把看電影視為休閒娛樂、能事先看過影片並有所體悟者。 

四、研習日期：共計以下 11次課程，合計 36小時： 
(一)團體形成：10/17週五下午 14:30~17:00。 
(二)生命議題探討： 

1.週五下午（14:30~17:00）：10/24、11/7、11/21、11/28、12/5、12/12、12/19、12/26。 
2.週六全天（9:00~16:10）：11/15。 

(三)學習歷程統整及團體總結：1/2週五下午 14:30~17:00。 

五、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議室。 

六、研習方式：工作坊進行時程及方式、作業要求及參考讀本等資訊請參見「電影、故事與

生命教育工作坊（第二梯次）實施計畫補充說明」。 

七、課程規劃及團體帶領：黃素菲教授（國立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八、報名流程：  
(一)至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網址：http://insc.tp.edu.tw）登錄報名。 
(二)下載報名表，並在研習班資料網頁「實施計畫」欄下載「參加動機與期待」表。 
(三)報名表依行政程序簽請核准，並由學校承辦人員完成報名薦派手續。 

http://insc.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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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寫「參加動機與期待」，連同參加過的成長團體證書、研習條等資料，透過教育局
聯絡箱投遞至本中心諮商室任凱編審收（聯絡箱編號 146），或郵寄至本中心（112
臺北市北投區陽明山建國街 2號，以截止日郵戳為憑）。請勿傳真「參加動機與期待」，
以保護報名者個人資料。 

(五)鑑於名額有限，辦理成本高，請薦派有把握全程參與者報名參加。為達資源分享之
目的，每校僅限薦派一人報名。 

九、報名日期：自 97年 9月 15日起開放報名，10月 1日截止報名收件。「參加動機與期待」
及成長團體資料未如期寄達本中心諮商室者，視同報名手續不完整，將影響錄取資格。 

十、遴選辦法：由帶團者依「參加動機與期待」進行遴選工作，遴選完畢後公布錄取名單，

並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學員。請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研習地點參加研習。 

十一、注意事項： 
(一)為維護研習品質，本工作坊不開放現場報名或旁聽，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報名手
續。 

(二)錄取學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應於研習前 3 日告知本中心，並依程序取消
研習。 

十二、聯絡方式：本中心輔導組任凱編審，電話 2861-6942#222，傳真 2862-6776，電子信箱
idea@tp.edu.tw。 

十三、研習核章：請假時數未超出研習總時數（36時）五分之一（7小時），經團體帶領者認
證完成指定作業者，頒發「電影、故事與生命教育工作坊」證書。請假時數超出研習總

時數五分之一或未完成指定作業者，依「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研習員成績考查要點」之

規定，不發給研習證書或研習時數。 

十四、經費來源：由本中心相關研習經費項下支應。 

十五、本實施計畫  主任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參、「電影、故事與生命教育工作坊」授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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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坊進行時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00~2:30 影片播放 
1.當天負責人請準時到場，負責播放影片。 
2.其他學員自由到場觀影。 

2:30~2:50 影片導讀 
1.由各影片導讀者負責提供書面及口頭導讀。 
2.影片順序將依主題之演繹進程決定。 

2:50~3:20 小組討論  
3:20~3:30 休 息  
3:30~4:00 小組報告  
4:00~4:50 綜合討論  
4:50~5:00 總 結  

二、要看哪些電影？ 

由參考片單「第三輯：孤獨」與「第四輯：無意義」（請參見本書第 195-196頁）
中，挑選跟團體成員生命議題密切相關的電影。選片的標準是： 
(一)能提供生命議題觀看的切點，並能引發人投射自身經驗。 
(二)跳出傳統生命觀點，提出具有衝擊性的視野，產生豐富的對話空間。 
(三)個人曾經寫過文章評論的（這表示認真思考過片中內容）。 
(四)個人自己至少看過兩遍以上，還想再看，並且想介紹給別人看。 
(五)也有其他人推薦過同一片。 

三、工作坊進行方式補充說明 

(一)每部電影導讀負責人請事先看完電影並撰寫影片導讀，第二次上課前繳交。 
(二)其他成員於討論前觀看影片，當天再看第二遍，印象會比較深刻，可以增益討
論深度。 

(三)影片與相關書籍將統一由推選出來的班長負責保管，成員可以輪流登記預借再
歸還。 

(四)配合影片導讀，請閱讀指定讀本《存在心理治療》的相關章節，行有餘力再讀
延伸閱讀所列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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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要求 

(一)每人選定一部影片，事先仔細看完並撰寫「影片導讀」，負責該次導讀工作。 
(二)請盡量自己統整書寫「影片導讀」，如有引用他人著作資料（書籍、論文、論
述、影片、網際網路資訊等），必須尊重智慧財產權，清楚並完整地註明出處（含

網址、網頁名稱、著作者）。 
(三)每次討論完畢都要寫寫「觀影報告單－從影片而來的生命經驗反思」，統整項

目包括： 
1.大多數團體成員針對該片的主要感受為何？ 
2.團體成員對該片所涉及的生命議題（孤獨與無意義）的思考與感想為何？ 
3.團體對於孤獨與無意義議題的主要觀點為何？ 
4.其他與生命議題相關的論述。 

五、指定讀本 

(一)《存在心理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上、下冊），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著，易之新譯，張老師文化，民 92。 

(二)《性別烏托邦～十二位教師的性別反思錄》──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95年度「教
師專業成長～性別議題工作坊」成果彙編，黃素菲等編著，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民 96。 
(三)《生命大代誌～十位教師的生命議題反思錄：孤獨、無意義》──臺北市教師研
習中心 97年度「電影、故事與生命教育工作坊」成果彙編，黃素菲等編著，臺
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民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