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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季玲林季玲林季玲林季玲*  楊淑晴楊淑晴楊淑晴楊淑晴**
 

本研究旨在透過後設分析方法（meta-analysis），統整國內 1997 年 6 月至

2008 年 8 月以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實驗研究的量化文獻，探討生死態度教學的

整體效果，並找出其中可能的調節變項。研究者在國家圖書館館藏及電子資料

庫搜尋符合研究需求之文獻資料，計有 37 篇碩、博士論文，以及 4 篇期刊文章

符合研究需求。利用後設分析及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之統計方法進行教學成效的彙整。 

結果發現： 

一、在整體效果分析方面，生死態度的教學總成效之效果量為中度以上效果量

（γ0＝0.626），且達.001 顯著水準。 

二、教學介入後，教育階段別以高中職為研究對象的效果量最高；教學節數與

樣本數為本研究的調節變項；而前後測實驗設計、研究者與教學者是否同

一個人對教學成效的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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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經濟衰退、失業率高、自殺率偏高、社會亂象日益頻繁，鬥毆、

自傷、暴力行為、違反倫常等事件時有所聞，無不衝擊莘莘學子的價值觀，加

上科技的高度發展，E 世代的學生常沉浸於網路世界，當生命遇到瓶頸，既掙

脫不開，也找不到出口，面對問題與困難無法解決，便對生命的存在感到空虛

灰暗，甚而消極自絕。為了搭救年輕卻迷失的生命，洗淨憂鬱而輕生的歪風，

關於「生命」課題的探討，變得極具時代性與急迫性。陳浙雲（2001）提到在

第四波革命所帶來的科技文明中，人們將回歸對生命的關懷，亦即對「生命」

抱持著尊重與愛護、合作與共享、包容與體諒的態度與理念。因此，學校教育

所培育的「個體」，是否能因應科技時代的需求，具備尊重「生命」、愛惜「生

命」、積極正向，以及寬大慈悲等特質，的確值得關注。 

隨著教改浪潮的推波助瀾，教育部宣佈 2001 年為生命教育年，「生命教育」

於焉受到重視，各縣市高中職、國中小由點線面的方式展開以生命教育或死亡

教育為主題的課程，教學現場老師無不以自編或他編教材進行教學，且利用進

修之便將成果分享出來。緣此，中、小學校園內以「生命教育」、「死亡教育」

作為核心的研究，多如雨後春筍，可謂百家齊放。根據張淑美（2006a）蒐集

2002 年底前的 306 篇生死學碩博士論文作內容評析，對於生死議題的探討以質

性研究居多（占 61.76%）、次為量化研究（占 26.47%）、質量倂用（占 11.76%）；

之後又蒐集 2003-2004 年的 45 篇碩博士論文做整合分析，發現質性與量化研究

相當（各占 40%）、而質量倂用的研究則占 15.6%。然而，不論是量化或質性研

究，其實施的整體成效如何，仍缺乏真實的驗證分析，有待研究來評估。再者，

以生命教育或死亡教育為主題的後設分析尚不多見，實有必要針對已累積一定

數量的相關研究進行效果研究之後設分析。 

環顧近十年有關生死態度的量化研究，多數以「前測－後測」實驗設計為

主，探討教學介入後，研究對象的生死態度是否有所改變，而將教學前後測差

異視為改變的成效。然而，不同的教育階段、教學節數、樣本數、實驗設計以

及研究者變項實有差異，其結果是否能客觀地評量教學介入的成效，也有待後

設分析進一步的驗證。 

據此，本研究側重近十年來生死態度實驗研究的碩博士論文及期刊文章，

利用後設分析及階層線性模式，加以歸納彙整並驗證實驗方案的成效，藉此對

課程與教學做統整性的回顧與分析，以促進生死教育學門的發展與學術交流。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分析國內高中職及中、小學階段以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為主題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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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其生死態度教學介入後的整體成效。 

(二)了解自變項（教學介入）與依變項（生死態度）的關係，並探討其中

可能的調節變項。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的理念意涵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的理念意涵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的理念意涵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的理念意涵 

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生死教育（life-and-death education）與死亡教

育（death education）三者字面上的意思不同，也被賦予不同的教育模式。生命

教育從人性光明面出發，藉由倫理道德教育來完成；死亡教育教導死亡知識，

經由正確的態度面對死亡；生死教育則是由死論生，反思生命，以關懷生死、

尊重生命。陶在樸（2000）認為歐美的研究偏重「死亡」（death）的主題，以

「死亡學」（thanatology）為大宗。而傅偉勳教授將西方死亡學引入臺灣時，為

配合國情，便以生死學（life-and-death studies）來取代，並將死亡學導向生命

學的探索。余德慧與石佳儀（2003）也指出，生死學不是死亡學，而是提供一

種更真實存在的基礎，引導我們了解另一種活著的方式。鈕則誠（2007）提到

死亡教育被視為生死教育取向的生命教育；張淑美（2006b）提倡「死亡教育實

為生命教育，應包含在教育範圍內」；蔡明昌（2002）指出，「死亡教育」一詞

近年來已有被「生死教育」取代的趨勢；「生命教育」與「生死教育」兩者在課

程內涵上雖為「殊途」，但精神與理念卻是相通，且其終極目標可說「同歸」。

邇來，許多研究者及教學者把生命教育、生死教育、死亡教育視為相同的內涵

來教導學生，藉此讓學生能關懷生命、尊重生命、創造美好的生命以提昇生活

品質。 

林治平（2003）指出生命教育是尋求終極關切（ultimate concern）的教育，

本於「天、人、物、我」之和諧平衡，建構美滿圓融的人生，生命教育是以全

人教育的內涵為主軸，應包含生理、心理、社會、靈性、情緒等面向。其意涵，

依據吳庶深與黃麗花（2001）提出四個向度－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環境，人

與自然以及五種取向－宗教、健康、生涯規劃、倫理教育、死亡教育；孫效智

（2004）主編高中職的生命教育教材，將終極關懷與實踐、倫理思考與反省、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三個領域納為重要指標；透過生命教育課程的實施，有助

於引導學生認識人的主體性，滿足個人的潛能發展，並完成生命價值的追尋，

其目的在促進個人全面的均衡發展（吳庶深、黃麗花，2001；曾煥棠，2000)。 

楊慕慈（2006）認為死亡教育能促使人們面對不可避免的死亡、瀕死、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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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哀傷與哀慟，以幫助個體克服對死亡的恐懼，超越死亡、省思生命。死亡

教育能幫助青少年面對死亡（King & Hayslip, 2001-2002）；減少危險行為（Noppe 

& Noppe, 1997）；作為自殺防治教育（Wass, 2004）。Wass 與 Neimeyer（1995）

指出：預防性的死亡教育課程可教導學生因應失落、悲傷和處理個人內在衝突

的技巧，以及協助學生發展對自己、他人與環境的關心態度。歸納來說，生命

教育與死亡教育無論從理念的基礎建構內涵，或從實務面向促使個體向善發

展，均是一門引導活出生命意義與價值，培養積極正向生死態度的教育，能教

化人心之所需，助於學生對生死的認知及體悟生命的真義。 

二二二二、、、、生死態度的內涵及成效研究生死態度的內涵及成效研究生死態度的內涵及成效研究生死態度的內涵及成效研究 

人們對生命與死亡的好奇與關心，影響個人的生死態度。林綺雲（2002）

提出生死態度應包含正向人生意義及死亡逃避兩種態度，前者指個體對生命價

值的重視，並過著有意義的生活；後者則是指個體對死亡的恐懼，質言之，生

死態度涵蓋生命態度與死亡態度。多篇研究支持死亡態度是多面向的（Gesser, 

Wong & Reker, 1987-1988; Wong, Reker, & Gesser, 1994; 張淑美，2006b；葉寶

玲，1999），對於生死態度的評估範圍應包含負面的恐懼、焦慮情緒到正面接受

的態度（Robbins, 1994; Wong et al., 1994; Mikulincer & Florian, 2008）。謝曼盈

（2003）彙整存在主義、意義治療與人本主義等理論基礎，將生命態度分成六

個向度－理想、生命自主、存在感、死亡態度、生命經驗及愛與關懷。何英奇

（1990）認為生命態度應包含六個因素－求意義的意志、存在盈實、生命目的、

生命控制、苦難接納、死亡接納。可見，生死態度並非單一的態度，而是具有

複雜特性的多面向態度，要做到客觀和精密的測量也更形困難。 

國內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的教學研究迄今仍在發展中，近十年來的研究篇

數亦有漸增趨勢，其意涵顯示教育重視生死議題的體現。楊麗華（2005）利用

後設分析統合 1987-2003 年以倫理取向、生死取向、生命教育及死亡教育的相

關期刊及碩博士論文為例，發現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對學習者的「生命意義」、

「死亡態度」有顯著之立即性影響。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對學生的生命態度有

正向提升的效果（李秋敏，2006；李蕙雯，2008；柳毓珍，2006；陳紫婕，2006；

黃妙娟，2006；黃朝鴻，2008；黃琝仍，2003；楊小芳，2007；藍文娟，2007）；

對實驗組的生死關懷、生死態度、生命態度產生立即影響（宋淑鈴，2005；林

雅君，2008；黃素玲，2008；黃禎貞，2002；張婷怡，2006；劉嘉雄，2006）；

然而，鍾美慧（2006）以欣賞生命為題，發現教學介入後對實驗組學生未產生

顯著影響。再者，接受死亡教育課程，對學生的死亡態度有正向立即效果（吳

長益，2002；余淑娟，2001；邱碧惠，2003；陳志賢、連廷嘉，2007；陳志賢、

連廷嘉、施家順，2008；謝佩雯，2006）；有助於降低死亡焦慮（吳美如，2005；

林千琪，2003；莊淑茹，2001；程秀玲，2001）；能改變死亡態度（陳彥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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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死亡議題愈關切、較不焦慮（李憲三，2003）；能提高死亡關切度及接受度（王

玉，2002；吳澤民，2003；紀孟春，2002；劉明松，1997；蔡長衡，2003）。然

而，也有幾篇研究結果發現實施介入課程，對死亡態度無立即影響（吳佳娟，

2001；曾文秀，2003；溫愛玲，2005；葉寶玲，1999；廖秀霞，2001；蔡振傑，

2003）；對死亡關切無顯著差異（陳維真，2000）；對恐懼、擔憂、悲傷無立即

影響（郭碧蘭，2004）。 

綜觀上述研究成果，發現生死態度之教學成效多數為正向肯定，參與實驗

課程之學生對生死議題的了解度、接受度與態度似有正向轉變；然而，亦有幾

篇研究的結果呈現不顯著或無立即影響的效果，實難看出教學介入後對整體生

死態度的確切成效。有鑑於此，本研究乃利用後設分析來加以驗證實驗方案的

整體教學效果，以幫助學生在面對生死議題時，能更積極正向地看待生命。本

文將所探討的 41 篇生死態度相關實驗研究，分成兩個構面，其一為對生命的態

度，包含生命態度、生死關懷及生死態度；另一為對死亡的態度，包含死亡焦

慮及死亡態度，詳見表 1。 

 

表 1 生死態度的內涵及成效研究 

作者 構面 總量表 分量表 介入課程成效 

林千琪 1、 

廖秀霞 2 
死亡焦慮 死亡焦慮 

1 降低死亡焦慮，產生立即效果 
2 無立即影響 

謝佩雯 死亡態度 死亡態度 對兒童死亡態度有立即影響 

吳美如 死亡焦慮 害怕死亡、逃避死亡 降低死亡焦慮、具立即影響 

劉明松、王玉、紀

孟春、蔡長衡、吳

澤民、陳維真 1 

死亡態度 死亡關切度、死亡接受度 

提高死亡關切度及死亡接受

度，有立即影響效果 
1 對死亡接受度有正向效果，對

死亡關切度不顯著 

程秀玲、莊淑茹 死亡態度 死亡焦慮、死亡（分離）恐懼 能降低學生死亡焦慮 

李憲三 死亡態度 
死亡焦慮、死亡恐懼、死亡逃

避 

對死亡議題愈關切、較不焦

慮、能坦然面對死亡 

曾文秀 1、邱碧

惠、吳長益、 

余淑娟 

死亡態度 

對死亡事件恐懼（反應）、對

自己、對他人、對瀕死者恐懼

（反應） 

1 對死亡態度無顯著影響效果 

對死亡態度有立即影響效果 

陳彥良 1、 

蔡振傑 2 

 

 

 

 

 

對 

死 

亡 

的 

態 

度 

 

 

死亡態度 

死亡恐懼、死亡逃避（瀕死恐

懼）、趨近接受、逃離接受、

中立接受 

1 能改變學生死亡態度 
2 對死亡態度無立即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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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死態度的內涵及成效研究（續） 

作者 構面 總量表 分量表 介入課程成效 

葉寶玲、溫愛玲  死亡態度 
害怕死亡、趨近導向死亡、逃

離導向死亡、中立接受 

對死亡態度不具有立即影響效

果 

郭碧蘭 1、 

吳佳娟 2、陳志賢

+連廷嘉、陳志賢

+連廷嘉+施家順 

 死亡態度 恐懼、悲傷、擔憂、逃避 

1 對恐懼、悲傷、擔憂無立即影

響 
2 對整體死亡態度無立即效果 

對整體死亡態度具正向影響 

鍾美慧 生命態度 欣賞生命 未產生顯著影響 

黃禎貞、林雅君 生死態度 生死態度 對國中生生死態度有立即影響 

宋淑鈴 生死關懷 
認識死亡、安寧照護、自殺防

治 

對學生之生死關懷有立即正面

成效 

黃琝仍、藍文娟 生命態度 人與己、人與人、人與自然 對生命態度具正向積極的影響 

陳紫婕 生命態度 
生命熱忱、生命目標、生命價

值 
提昇學生之生命態度表現 

黃妙娟 生命態度 自主、熱愛、價值、消極取向 提昇學生之生命態度表現 

黃素玲 生命態度 愛與關懷、存在感、死亡態度 對整體生命態度有立即成效 

張婷怡 生命態度 
人與己、人與人、人與自然、

人與宇宙 
對生命態度有立即影響效果 

柳毓珍 生命態度 
悅納自己、積極負責、與人合

作、關懷感恩 

能提昇正向的生命態度，建立

正確生命價值觀 

黃朝鴻 生命態度 
積極負責、與人合作、關懷感

恩、死亡態度 
能提昇正向的生命態度 

李秋敏 生命態度 
喜歡接觸、尊重欣賞、愛與關

懷、珍惜環境、死亡接受 
能提昇正向的生命態度 

李蕙雯 生命態度 

悅納自己、積極負責、與人合

作、關懷感恩、情緒管理、珍

惜自然環境 

能提昇正向的生命態度 

楊小芳 1、 

劉嘉雄 2 

對 

生 

命 

的 

態 

度 

 

 

生命態度 

理想（追尋）、生命自主、存

在感、死亡態度、生命經驗、

愛與關懷 

1 對生命態度呈現積極的表現 
2 對生命態度有立即性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叁叁叁叁、、、、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後設分析（meta-analysis）之原理乃利用「平均相關」的觀念，針對過去的



生死態度之教學成效的後設分析 

 

 113 

個別研究結果綜合起來做量的結合，亦即試圖從各研究的相關中，求其平均，

作系統化的量化，歸納出一個客觀的結論（黃寶園，2006）。後設分析假定同一

研究主題下各實證研究結果均代表相同母群的效果量，然因誤差關係，致使各

研究的統計結果不盡相同，若能將不同研究效果量標準化後再加以整併，得出

一個平均效果值，便可推知某一領域的研究成果（齊力譯，1999）。然而，為解

決後設分析中差異成分的問題，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簡稱 HLM）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法與架構，使後設分析可以得到有效的估計，並

能檢驗不同層次上的效果，使統計推論更適切。 

依據馬信行（2007）所提出的後設分析基本步驟，本研究參酌歸納後的主

要步驟如下： 

一一一一、、、、研究文獻的蒐集與篩選研究文獻的蒐集與篩選研究文獻的蒐集與篩選研究文獻的蒐集與篩選 

本研究以國內生命教育及死亡教育的實徵研究為主。研究者首先在國內各

大文獻資料庫中蒐集相關文獻，再以「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華民國期

刊論文索引系統」以近 10 年之研究文獻為蒐尋範圍，文獻發表為 1997 年 6 月

至 2008 年 8 月，關鍵字或題名為「生命教育」、「生死學」、「生死教育」、「死

亡教育」、「生命態度」、「生死態度」、「死亡態度」之文獻，此外，並採用溯洄

法作檢視，以補足資料庫可能出現之遺漏。研究文獻納入的標準為： 

（一）研究結果已清楚記載實驗組及控制組前後測的樣本數、平均值及標準差；

或統計結果已明確記載 t 或 F 值。 

（二）研究方法為準實驗或實驗研究。 

（三）研究對象為國小、國中或高中職。 

（四）當文獻同時具有期刊及博碩士論文時，為避免重複，以期刊者納入。 

根據上述原則，研究者篩選可做後設分析的文獻計有碩博士論文 37 篇，期

刊 4 篇，共 41 篇研究樣本，總樣本數達 2955 人。其中王玉（2002）的論文名

稱雖為行動研究，但因切合主題且數據資料完整，也納入本研究的範圍。 

二二二二、、、、變項的歸類變項的歸類變項的歸類變項的歸類 

後設分析工作中最困難的是自變項與依變項對定義的歸類。由於每篇研究

的實驗情境不同，對自變項及依變項的操作性定義也會有所不同，故以後設概

念（meta concept）涵蓋概念（concept），而概念又涵蓋次概念（sub-concept）（馬

信行，2007）。本研究將生命態度、死亡態度歸納為生死態度，雖然死亡態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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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生命態度量表不盡相同，樣本研究者會適度改編或修改，但對教學成效的

研究仍視為相同的研究工具，詳見表 1。 

三三三三、、、、效果量的大小與計算效果量的大小與計算效果量的大小與計算效果量的大小與計算 

有關效果量大小的計算，本研究採用 d 值來表示效果量，一般說來，以 d

值所顯示的效果量其偏誤最小且變異也小，尤其在小樣本時，常以 d 值作為效

果量的指標（黃寶園，2006）。Hedges（1982）提出當實驗組及控制組的樣本數

都大於 10，而且效果量指標 d＜1.5 時，效果量指標 d 的加權估計值是有效的

（efficient）。然而為避免不同樣本數所造成研究結果的低估，以 d-pooled（綜

合 d 值）來表示效果量（吳裕益，2009），本研究也循此模式，以綜合 d 值

（d-pooled）來估算效果量。同時，針對效果大小量數的評估，以 d＝.2, .5, .8

作為評估效果量小、中、大之標準，也相當於 r 的.10, .30, .50（引自吳裕益，

2008a，頁 6）。 

本研究所蒐集的樣本，其研究工具若有總量表，則以量表之總分計算效果

量（d-pooled）及其變異數（var-d）；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量表，先算出各

分量表的效果量，再予以平均，即可求出綜合效果值及變異數。若實驗設計的

控制組或實驗組有兩組以上，則將兩組的平均數、標準差先行合併處理，得出

一組完整的數據，再代入公式計算效果量及其變異數。 

四四四四、、、、資料的轉換資料的轉換資料的轉換資料的轉換 

有些樣本的研究結果並未提供平均數、標準差，只提供 F 值或 t 值，為尋

找共同的量尺標準，應進行效果量的轉換。轉換效果量的方式參酌（吳裕益，

2008b），公式如下： 

公式一：由 F 值轉成 d   d = 2√F / √df   （只能用在兩個平均數之比較，

即 df = 1） 

公式二：由 t 值轉成 d   d = 2t / √df   算出 d 值後，將 d 值視為效果量

（d-pooled），再計算出效果量的變異數（var-d）。 

五五五五、、、、變項登錄及評分者信度變項登錄及評分者信度變項登錄及評分者信度變項登錄及評分者信度 

本研究文獻變項登錄如表 2 所示，各研究篇數序號登錄編號欄；控制組及

實驗組的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依實驗處理後的後測統計數字登錄；教育階

段別：高中職登錄 00、國中登錄 01、國小登錄 10；總樣本數登錄控制組加實

驗組人數；教學節數登錄實際上課節數；研究者變項（研究者與教學者同一人

登錄 0、不同人登錄 1）；實驗設計（等組前後測研究設計登錄 0、不等組登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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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量及其變異數則登錄各篇實際計算出的數值。 

為求研究過程之可靠性，研究者邀請一位修過後設分析及高等統計的博士

班學生與研究者進行評分者間信度的評量，除一筆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資料稍有

出入外，其餘各特徵變項登錄者間一致性皆達 100%。 

 

表 2 研究文獻變項登錄與計算 

控制組 實驗組 

編

號 

 

作者 樣

本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樣本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F 轉

成 d

值 

效果

量的

估計 

效果

量的

變異

數 

總樣

本數 

教學

節數 

研究

者變

項 

實驗

設計 

國

小 

國 

中 

1 劉明松 34 20.18 3.46 34 22.69 3.17  .76 .06 68 10 0 0 0 1 

2 葉寶玲 48 16.85 4.47 46 17.14 4.36  .07 .04 94 9 0 1 0 0 

3 余淑娟 35 67.34 18.71 35 58.54 16.26  .50 .06 70 12 0 0 1 0 

4 陳彥良 21 68.14 12.02 12 61.75 3.91  .64 .14 33 10 0 1 1 0 

5 廖秀霞 15 33.36 10.02 15 30.83 7.76  .28 .06 30 42 0 0 1 0 

6 程秀玲 54 26.59 14.14 51 4.67 15.68  1.47 .05 105 10 0 1 0 0 

7 莊淑茹 61   59   .47 .47 .03 120 40 0 1 0 0 

8 吳佳娟 8   8   .47 .47 .26 16 12 0 0 1 0 

9 王玉 11   11   .96 .96 .20 22 40 0 0 0 1 

10 吳長益 15 48.27 8.80 15 36.40 8.93  1.34 .16 30 40 0 0 1 0 

11 紀孟春 32   32   .57 .57 .07 64 20 0 0 1 0 

12 李憲三 133   130   .17 .17 .02 263 12 1 1 1 0 

13 曾文秀 69 45.92 14.20 72 40.93 12.88  .37 .03 141 12 0 1 1 0 

14 林千琪 33 34.55 8.58 33 27.67 6.29  .23 .05 66 22 0 0 1 0 

15 黃琝仍 97 123.68 22.92 99 127.29 22.53  .16 .02 169 50 0 1 1 0 

16 蔡振傑 32   32   .50 .50 .06 64 16 0 0 1 0 

17 邱碧惠 31 44.68 11.57 31 31.52 10.66  1.18 .08 62 16 0 0 1 0 

18 蔡長衡 30   30   .51 .51 .07 60 45 0 0 1 0 

19 吳澤民 12   12   .67 .67 .21 24 24 0 0 0 1 

20 郭碧蘭 10 59.60 8.28 10 62.60 11.64  .30 .20 20 16 0 0 1 0 

21 宋淑鈴 22   46   1.11 1.11 .01 68 6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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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文獻變項登錄與計算（續） 

控制組 實驗組 

編

號 

 

作者 樣

本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樣本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F 轉

成 d

值 

效果

量的

估計 

效果

量的

變異

數 

總樣

本數 

教學

節數 

研究

者變

項 

實驗

設計 

國

小 

國 

中 

22 溫愛玲 32   37   .02 .02 .06 69 10 0 1 0 0 

23 吳美如 37   36   0.91 0.91 .06 73 16 0 1 0 0 

24 陳紫婕 22 56.36 10.07 22 63.86 8.74  .80 .01 44 10 0 0 1 0 

25 黃妙娟 31 86.53 11.52 32 92.07 7.61  .57 .07 63 11 0 1 1 0 

26 張婷怡 35 197.0 33.90 35 214.70 25.90  .59 .06 70 20 0 0 1 0 

27 李秋敏 32 80.58 10.68 33 86.56 6.52  .67 .07 65 16 0 1 1 0 

28 劉嘉雄 42 96.60 10.40 42 103.90 11.42  .43 .05 84 10 0 0 1 0 

29 柳毓珍 30 122.87 20.94 29 132.03 21.74  .43 .07 59 10 1 1 1 0 

30 謝佩雯 31 31.75 5.14 45 24.74 5.03  1.38 .07 76 6 0 1 1 0 

31 楊小芳 37 191.35 44.26 36 209.44 37.81  .44 .06 73 11 0 1 0 0 

32 鍾美慧 62 153.87 25.17 50 150.16 24.41  -.15 .04 112 10 0 1 0 1 

33 藍文娟 28 129.27 14.31 26 131.96 10.91  .21 .07 54 12 1 1 1 0 

34 林雅君 30 74.17 8.02 30 78.93 9.00  .56 .07 60 16 0 0 0 1 

35 李蕙雯 30 3.78 0.69 30 4.04 0.74  .36 .07 60 18 0 0 1 0 

36 黃素玲 49 67.22 9.55 49 80.79 9.30  1.44 .05 98 16 0 0 0 1 

37 黃朝鴻 31 74.16 11.00 31 86.67 9.20  1.25 .08 62 20 0 0 1 0 

38 陳維真 32   32   .34 .34 .06 64 8 0 0 1 0 

39 黃禎貞 57 73.51 8.27 57 78.16 10.18  .50 .04 114 8 0 0 0 1 

40 
陳志賢

連廷嘉 
25 71.64 14.99 25 55.44 11.15  1.23 .10 50 4 1 0 1 0 

41 

陳志賢 

連廷嘉

施家順 

8 73.50 20.21 8 52.75 13.21  1.22 .30 16 8 0 0 1 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1-37 為論文；38-41 為期刊）。 

 

肆肆肆肆、、、、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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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本結果可從兩個模式來談生死態度的教學總成效，茲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無條件模式無條件模式無條件模式無條件模式 

表 3 列出了效果量的總平均數以及階層二的變異數。效果量總平均數估計

值γ0為 0.626，表示實驗組學生的平均數比控制組高 0.626 個標準差，屬中度以

上效果量，χ2 為 145.987，有顯著差異，顯示各篇研究的真正效果量實有不可

忽視的差異存在。 

 

表 3 無條件模式 

固定效果  係數   標準誤   T 值 自由度   P 值 

總平均值, γ0 0.626 0.067 9.391 40 0.000 

隨機效果 標準差 變異數成分 自由度 χ2
 P 值 

真實效果量, U0 0.345 0.119 40 145.987 0.000 

 

(二二二二)條件模式條件模式條件模式條件模式 

為瞭解以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為主題的實驗處理，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正

向的生死態度，其影響層面以教育階段別、教學節數、樣本數、實驗設計、研

究者變項等加以預測，利用階層線性模式 HLM 處理，找出階層二之「調節變

項」。由表 4 得知，以教育階段別為調節變項，高中職得到的參數估計值為

0.656，達顯著水準，顯示實驗教學可提升 0.656 個標準差；而國小、國中這兩

類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影響生死態度的差異不顯著。 

以教學節數為調節變項，所得到的參數估計值為-0.009，達顯著水準，顯

示教學節數愈少，效果愈好；以實驗組樣本數為調節變項，所得到的參數估計

值為-0.006，達顯著水準，顯示樣本數愈少，教學效果愈好。再者，教學節數

的變異數成份為 0.115，比無條件隨機效果模式中的變異數成份 0.119 要少，減

少的比率為 0.034；樣本數的變異數成份為 0.101，比起 0.119 的變異數成份減

少的比率為 0.151，得知教學節數、樣本數是不可忽視的調節變項。而研究者變

項與實驗設計都是負值，且未達顯著水準，可見教學者與研究者是否同一人、

以及實驗設計之不同並非影響生死態度成效的調節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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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條件模式 

固定效果  係數  標準誤   T 值 自由度   P 值 

以教育階段別為調節變項 

 截距, γ0（高中）  0.656  0.188  3.487   38  0.002 

 國小, γ1 -0.045  0.201  -0.222   38  0.826 

 國中, γ2 -0.009   0.273  -0.033   38  0.974 

以教學節數為調節變項 

 截距, γ0 0.755 0.109 6.894 39 0.000 

 教學節數, γ1 -0.009 0.004 -2.126 39 0.040 

以樣本數為調節變項 

 截距, γ0 0.852 0.080 10.606 39 0.000 

 樣本數, γ1 -0.006 0.001 -4.395 39 0.000 

以研究者變項為調節變項 

 截距, γ0 0.645 0.070 9.228 39 0.000 

 研究者變項, γ1 -0.187 0.205 -0.914 39 0.367 

以實驗設計為調節變項 

 截距, γ0 0.710 0.074 9.567 39 0.000 

 實驗設計, γ1 -0.175 0.132 -1.327 39 0.192 

隨機效果 標準差 變異數成分 自由度 χ2 P 值 

排除教育階段別後效果量, U0 0.357 0.127 38 143.295 0.000 

排除教學節數後效果量, U0 0.339 0.115 39 131.952 0.000 

排除樣本數後效果量, U0 0.318 0.101 39 113.582 0.000 

排除研究變項後效果量, U0  0.345 0.119 39 139.119 0.000 

排除實驗設計後效果量, U0  0.341 0.116 39 141.576 0.000 

 

二二二二、、、、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與階層線性模式，統整 41 篇研究樣本的教學成效，發

現生死態度整體成效的效果值為 0.626，達中度以上效果量，顯示國內 1997 年

6 月至 2008 年 8 月以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實驗研究的教學介入對生死態度的立

即影響效果，與二位學者所歸結生命教育課程成效之後設分析相呼應，並得到

量化的證實（張淑美，2006a；楊麗華，2005）。回顧文獻，大多數的研究樣本

都支持教學介入對生死態度有正向立即性的影響，本研究的發現亦支持此一論

點，更加驗證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的實驗成效能提升高中、國中小學學生生死

態度的理解能力與態度變化，亦肯定老師們對生死態度之課程設計與教學的投

入。 

本研究發現生死態度實驗教學的整體效果中，以高中職的教學效果量較

大，成效最好，推測其原因，可能與年齡、經驗及心智發展的成熟有關（曾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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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1999；Kenyon, 2001; Maglio & Robinson, 1994; Neimeyer, Wittkowski, & 

Moser, 2004）。蓋高中階段人格發展益形成熟，對生死態度的理解與經驗皆比

中、小學階段豐富，造成高中職的學生在生命課程的實施上獲致較佳的教學成

效。然而，要強調的是，本研究所檢驗的教育階段別乃是橫向的單一時間點的

研究，而非縱貫研究，因而有關學生之生死態度的轉變是否會隨年齡增加而漸

趨成熟，無法透過本研究予以證實，有待日後長期追蹤研究，或提供受試者個

人內在思維與態度隨時間改變的數據來正確評估。 

再者，本研究發現樣本數與教學節數是影響教學介入後生死態度的重要調

節變項，樣本數與教學節數兩者的迴歸係數皆為負值，顯示實驗組樣本少、教

學節數愈少，教學成效較好。兩個調節變項在調節自變項（教學介入）與依變

項（生死態度）的關係中，以教學節數為調節變項，所得到的參數估計值為

-0.009，代表教學節數每增加 10 節，可減少 0.09 的效果量；以樣本數為調節變

項，所得到的參數估計值為-0.006，代表樣本數每增加 10 人，會減少 0.06 的效

果量。審視所探究之研究樣本的原始資料，發現實驗組樣本數少於 20 人，其效

果量明顯增加，教學成效亦佳，此結果與 1978 年 Smith 和 Glass 研究班級規模

與學生成就之實驗的後設分析報告相近，發現降低班級規模，學生人數低於 20

人，教學品質最優（引自劉慶仁，2005）。透過本研究結果，亦能提供教育行政

與實務工作者作為提升教學成效之借鏡，日後應致力於落實小班精緻化教學，

因為小班教學確實能讓師生有較佳的互動關係，並能增加老師對學生的注意與

關懷，尤其當師生在探討與人切身相關之生死議題方面，教師更應及時瞭解學

生在生死議題之反應、態度轉變與特殊需求，並鼓勵學生參與更多的課堂活動，

進而增強學習成效。 

而針對教學節數少而有較佳的教學效果，推測可能原因或與實驗教學所使

用的測量工具、學習者或教學者本身等有關。由於生死態度深受文化、社會、

宗教和個人經驗的影響，必須使用相關的工具來測量，方能有效地衡鑑受試者

對死亡的相關實質內涵。而以本研究所分析的生死教育工具而言，樣本研究者

多改編或翻譯國外學者的量表，這些工具是否能建構有效的生死態度構念、連

結生死教學方案的整體教學目標，予以多元化、多次數且兼顧知識、技能、情

意之綜合評量，進而真實反應教學介入的成效，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再者，生命與死亡教學乃學生較不常觸及之議題，研究者推測是否在學生

剛開始接觸生死課程時，此教學確實可喚起學生對生死議題之興趣、好奇與關

注，但隨節數愈多，主題越深入，實驗設計時間拉長，接觸時間愈久，卻反而

降低學生的學習興趣，抑或學生隨者知識及概念的內化及涵融比實驗前更能嚴

肅面對生命教育課題，更審慎評估自己對生死相關態度的看法進而影響後測

結果，然而，此推論仍待日後研究長短不一之實驗課程加以證實。另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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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推測造成生死課程教學節數少而教學效果好之原因，或與教師的精進教學及

善加利用教學時間有關。依據鄭耀男與陳怡靖（2006）以及張德銳（1994）指

出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善加利用教學時間，可提升學習成效。研究者追蹤原始

研究樣本，發現多數的研究者與教學者皆對生死議題有相當的專業知能、而且

是有興趣也願意用心投入的老師，不管是自編或他編教材，抑或是融入式及主

題式的教學設計，利用多元多樣化的媒材與精熟的教法來吸引學生，即使節數

少，亦能收不錯的教學成效。在第一線的教學中，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態度、教

師的專業知能與用心、教材的豐富與教法的精熟，可能是影響教學成效的原因，

此結果反映的現象，打破長久以來在教育現場的迷思概念，以為教學節數愈多，

教學成效一定愈佳的盲點。 

再者，教學節數少於 10 節的研究樣本，因各篇的效果量大，致使整體總成

效呈現出教學節數少則效果較佳，可見本研究以所蒐集及選樣的研究樣本來推

論母群有其不可抗力的限制。另外，對於生死態度的評量限定於不同測量工具

的特定範圍，不易建立常模，有些研究未明確呈現課程架構、無法涉及課程內

涵與評析，對教學單元與教學節數多寡的安排是否能測到生死態度的相關概

念，則有待進一步驗證。至於研究者變項、實驗設計影響教學成效不大，似乎

可以理解。實驗研究教學介入的成效，端賴課程設計與教學者如何進行教學，

於此，研究者與教學者是否同一人、前後測實驗設計是否等組，在本研究中，

尚未有足夠證據證實產生影響效果。 

 

伍伍伍伍、、、、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一一一)生死態度教學成效經後設分析達中上效果量生死態度教學成效經後設分析達中上效果量生死態度教學成效經後設分析達中上效果量生死態度教學成效經後設分析達中上效果量，，，，顯示介入課程可提顯示介入課程可提顯示介入課程可提顯示介入課程可提

升正向生死觀升正向生死觀升正向生死觀升正向生死觀 

本研究的後設分析探討國內近十年來，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實驗研究的整

體效果，結果發現生死態度的教學總成效為中度以上效果量（γ0＝0.626），且

達.001 顯著水準，在教學介入後，實驗組學生比控制組學生的生死態度平均數

高 0.626 個標準差。此結果與國內、外許多研究結果相呼應（楊麗華，2005；

Molnar-Stickels, 1985; Walco, 1982），顯示實驗研究有助於引導學生以正向的態

度面對生死，有更大的信心宣稱，教學介入確實對學生的生死觀產生影響。本

研究提供教學介入能提升學生生死態度整體學習成效之依據，再次驗證近十年

來，以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為題的實驗方案，對生死態度產生正向立即的影響，

更能客觀地解釋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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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樣本數及教學節數是影響生死態度教學成效重要的調節變項樣本數及教學節數是影響生死態度教學成效重要的調節變項樣本數及教學節數是影響生死態度教學成效重要的調節變項樣本數及教學節數是影響生死態度教學成效重要的調節變項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樣本數、教學節數能影響生死態度的學習成效，是重要

的調節變項，對於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實務意涵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樣本數

小、教學節數少的教學成效較佳，此結果除符應政府落實小班小校精神，響應

降低班級人數的政策外，亦說明教師善用節數與精進教學的重要。其意義可被

詮釋為：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合理降低班級人數及善加利用有限的教學節數可

提升教學成效。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對後設分析的建議對後設分析的建議對後設分析的建議對後設分析的建議：：：：延續相關研究延續相關研究延續相關研究延續相關研究 

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均為當今教育改革受重視的議題，研究者發現教學介

入能造成高中、國中小學生生死態度的正面影響，未來可針對幼稚園、國小、

國中、高中職、大專院校等不同教育階段別的學生繼續做相關性的整合分析，

以比較其差異。另外，可增加相關主題的探究，如生命意義感、生命價值觀、

生命概念的後設分析，以作為課程革新之參考。 

(二二二二)對課程設計的建議對課程設計的建議對課程設計的建議對課程設計的建議：：：：發揮調節變項的效能發揮調節變項的效能發揮調節變項的效能發揮調節變項的效能 

爾後，可延續本研究的結果，針對樣本數少、教學節數少的結果作後續研

究，找出樣本數、教學節數運用在生死議題的課程實務時，應為多少人數、多

少節數最為適切。 

近年來因少子化的趨勢，許多學校面臨減班的壓力，漸漸走向小班小校的

規模，實施生命教育或死亡教育方案剛好順水推舟，可利用小團體教學、分組

教學、探究教學等方式來進行；在節數方面，應善用有限教學時間與精進教師

課堂教學，俾以發揮最大的教學效能。 

(三三三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對未來研究的建議：：：：發展常模化的研究工具發展常模化的研究工具發展常模化的研究工具發展常模化的研究工具 

截至目前為止，對生命教育與死亡教育的實驗研究，仍無一套常模化的生

死態度量表，現有的死亡態度量表多改編自國外，其用字遣詞並不全然適用國

內中、小學學生，鼓勵學者專家進行量表的研發，以符合本土學術研究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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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eaching Effects on Life and Death 

Attitude : A Meta-analysis 

 

Chi-Ling Lin*  Shu-Ching Yang** 

Using meta-analysis,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results of the quantitative studies 

in Taiwan that used quasi-experiments on life education and death education and 

were conducted between 1997 July and 2008 August. Specifically, meta-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overall effect of 

teaching and to search for the possible moderating variabl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37 master/doctoral theses and 4 journal articles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a) with respect to the overall effect,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regarding life and death attitude was above the medium（＝0.626）; (b) with teaching 

intervention, educational stages characterized by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schools 

gave much higher effect, while teaching length and sample size were moderating 

variables. Whether the researcher and instructor in pre-test and post-test experiment 

design of the study were the same person or not were found to have little impact on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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