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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養」與「三生六零」的共構關係

吳局長表示「三生」的基本邏輯，建

立在人如何對待自己、人與他人之間的相

處，以及人與大地萬物之間的關係。換言

之，我們希望教育可以協助小朋友從小就

從自己的內在修為做起，檢視自我、思考

自己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然後與他人建立

良好的關係，懂得如何與別人相處，尊重

自己也尊重他人；接著進一步思考人與萬

物、地球等自然環境的關係。

「三生」概念的達成，需要有優質

的學校環境來實踐，一個校園最重要的是

提供一個溫馨和諧、友善的環境讓孩子能

夠適度的發展，發揮其潛能。因此，「六

零」成為優質與友善校園的重要準則，我

們不拒絕任何一個孩子，不能施用體罰與

霸凌，避免孩子感到恐懼，對於中輟的孩

子我們要把他們找回來，學校畢竟是一個

比較單純的環境，比較可以讓中輟生「向

善或向上」，否則以後我們要付出更多的

社會成本來處理社會問題。當然，友善校

園也必須是尊重每一個孩子，不容有任何

形式的歧視存在，而且不能讓我們的孩子

受到毒品、色情、暴力與環境等各種形式

的汙染。總括來說，「三生」與「六零」

其實是相輔相成，在「六零」的優質校園

推動「三生」教育，相信是比較容易達到

我們的教育目標。

 充實生活素養，強化推動涵養與深度 
吳局長清山指出，臺北市教育政策

以「臺北101教育111，打造臺北優質新教

育」為發展主軸。「三生六零」最核心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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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曉慧／臺北市玉成國民小學組長

吳局長清山原任職於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術專長涵蓋甚廣，舉凡教育行政、教育法

規、國民教育、教育改革、師資培育與學校經營，都是吳局長十分熟稔的議題。今年五月

榮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除接棒吳前局長清基領導的優質學校教育政策外，吳局長清

山更提出新的教育主張為「三生六零」，所謂「三生」為「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態教

育」；而「六零」則為「零拒絕、零體罰、零霸凌、零中輟、零歧視、零污染」。提升學

生的生活素養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責任與教育目標，透過與局長的訪談，期待各階段的教

育工作者與教育合夥人，能夠對提升學生生活素養的方向有更清晰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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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就是「生活教育」，而生活教育的成功與

否，取決於是否每個人都有良好的生活素

養，因此生活素養的提升與「三生教育」有

明顯的正相關，即「三生教育」必須落實在

生活素養的提升。在校園中生活素養所關注

的對象必須是全面性的，也就是老師與學生

的生活素養都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一般說來，生活水準指的是經濟層面

的問題，而生活品質是一種個人對生活滿

意度的主觀感受。至於生活素養，簡單來

說是一種生活的涵養與能力，最根本的部

份包括生活習慣、待人接物、應對進退的

禮節與規範等。

然而生活素養應該進一步擴大解釋，

涵蓋更多的層面，舉凡守法精神、民主素

養、人文關懷、科技素養、鄉土情懷、國

際視野等，簡言之，與人接觸交往有關的

涵養都是屬於生活素養思考的範疇。

生活素養當然與生活水準、生活品質

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性，但生活素養的可貴

在於可以強化我們在精神層次的涵養與深

度，古人說「富而不驕」，其實就是一種

「生活素養」的表現。

透過教育與宣導，提升三生生活素養

一、藉助大眾傳媒的力量

我們要提升民眾的生活素養，必需

靠教育與宣導，從學校教育到大眾傳播媒

體的宣導力量，像是報紙、雜誌等平面媒

體，或是各種形式的電子媒體（電視、電

影、網路等），透過大眾傳播的力量來宣

導「生活素養」的概念，可以提昇國民的

生活素養的認知。

二、公益活動的人文關懷

 平日家長可以參加公益活動，許多

的公益活動都是來自於對人事物的關懷，

親子若能攜手參加，可以把平日所說的大

道理，透過身體力行的具體行動，和孩子

一起學習與感受。一般說來，孩子就像一

張白紙，吸收能力強，言教不如身教，家

長的熱心公益會啟發孩子具有人文關懷的

價值觀。

三、親子共同聆聽演講一起成長

不管是學校辦的親職講座，或是社會

團體、各級學校辦的演講，我們都鼓勵家

長與孩子一起去聆聽，演講者通常都是把

最精華的部份，透過演講的聚會和聽眾一

起分享，多參加各種議題的演講等於是開

拓更多層面的「生活素養」。

四、教師深耕終身學習

基本上學校教師的教育程度都很高，

有一定的水準，期盼老師能不斷進修、學

習，做到終生學習。特別是校園裡學生通

常都很尊敬老師，視學校教師為模仿的對

象，因此教師是否可以在生活素養上不斷

精進，是生活教育中極為重要的ㄧ環。

五、身心靈三合一

生活素養的最高境界必須是從身體、

心理到靈性三合一的涵養，人類歷史上

著名的宗教家、教育家都有很高的生活素

養，他們具有犧牲奉獻的精神，已經把生

活素養的層次到靈性的涵養。大部分正派

的宗教信仰，都是鼓勵人們積極向上，懷

抱謙卑的心，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

溺」的慈悲胸懷。對於宗教我們可以「信

而不迷」，倘若每個人都能接受好的宗

教，接受正面而積極向上的力量，具有慈

悲為懷的宗教情操，這些都是提升生活素

養的很重要的方式。

「生活素養」的挑戰與主軸    
臺灣在過去幾十年，民眾的教育水準

不斷的提昇，家長越來越重視教育，可是

在教育水準大幅提升的同時，我們似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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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證到大眾的「生活素養」同步地跟著

提高。雖然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很

難從單一的角度去探究背後的因素，但我

們應該從家庭、學校與社會教育三個環節

中去努力改善，匡正「生活素養」不足的

闕漏。因此，我們應該思考以下臺灣社會

的現況，嘗試找出問題的所在。

一、家庭功能的弱化與失調

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成長環境，我

們的生活規範、生活習性都是在家庭中慢

慢建立起來，和諧快樂健全的家庭是養成

良好的生活素養之重要環境。然而晚近社

會的大幅變遷，家庭功能不斷地被弱化，

家庭倫理式微，導致良好生活習慣無法有

效建立起來。所以學校必須要努力推動親

職教育，協助家長建立溫馨和諧的家庭氣

氛，重整家庭倫理。除此，本市家庭教育

中心辦理的親職事務，目的也是希望能夠

對家庭教育之提升有所幫助。

二、文化觀念影響生活素養

具有良好的生活素養的孩子，應該

是樂於助人的，對事物有熱忱且願意服務

他人，可是因為一般社會過度強調升學主

義，導致價值觀的扭曲，成績好壞成為評

定孩子表現的最重要準則，結果導致有些

會讀書、成績好的學生卻自私自利，這和

我們的教育目標，顯然有很大的落差。事

實上，並非就讀明星學校的孩子才有前

途，很多非明星學校出身的孩子，找對了

適合自己的方向，往往表現的更傑出。因

此家長與社會應該要破除明星學校的迷

思，我們才可以有效地扭轉錯誤的價值

觀，培養好的生活素養。

 三、網路科技影響無遠弗屆

現今有些孩子過度沉迷於網路世界，

造成「網路成癮」，所謂的「癮」指的是

一種無法控制的狀態，也就是一種病態，

網路成癮其實已經達到頹壞我們身心靈的

狀態。過度沉迷於電腦網路中，一來影響

生活作息；二來打亂自己的生活步調，對

身心的產生負面影響，這和生活素養中強

調良好的生活習慣是背道而馳。事實上，

網路科技可以用來提升生活素養，但必須

是用來擴大視野、活化教學的一種工具。

期待學校能夠加強宣導，藉由多元化、活

潑化、機會教育、情境教育與社團活動等

等，建立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學會服務

他人與他人共處。

 四、將「生活素養」融入課程與教學

我們期待老師可以透過學校課程，

把生活素養的議題融入學習的內容中，學

校不應該只是教授背誦的知識，透過生活

素養有關的內容，讓孩子學習實際的生活

能力，協助孩子學習應對進退，與他人相

處的能力。一九九六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 N E S C O）所出版的《學習 :內在的財

富》 ( L e a r n i n g :  t h e  Tr e a s u r e  Wi t h i n )一

書中提到學習的四大主軸與「生活素養」

息息相關，包括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

會做人以及學會自我發展  （ l e a r n i n g  t o  

k n o w ;  l e a r n i n g  t o  d o ;  l e a r n i n g  t o  l i v e  

toge ther ;  l ea rn ing  to  be）。

事實上，達成上述的學習主軸，就是

生活素養的重要實踐。在生活素養所牽涉到

的三個層次「認知、技能與情義涵養」，又

和之前所提及的身心靈三合一的概念不謀而

合，如果學生可以學會自我認知，懂得做人

與做事，知道如何與人相處，明瞭自己所為

何事，那生活素養必臻完備。

五、全球化的「生活素養」

走向國際化是不可逆的潮流，具有

國際觀對於生活素養的提升是有幫助的。

而要有國際觀，首先需加強語文能力（外

語能力）以及禮儀規範，所以個人非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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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學校推動兩岸交流、國際學童交流等活

動，從中不僅可以幫助學生瞭解各國孩子

的學習歷程，也接觸了多元文化的課題。

臺北市在 2 0 0 9年要辦理世界聽障奧運，

屆時會有80個國家參賽，希望學校可以將

各國相關的文化特色融合於課程中教導給

學生，讓孩子具備多元文化的知識，相信

對於生活素養的提升也有很大的幫助。

六、「三個三合一的生活素養」

「生活素養」密切關係著一個人未來

的發展，不僅僅在學習上、未來求職、謀生

上都是很好的資產。我們亟希望學校、社會

大眾、家長們一起來重視此一課題，尤其期

盼媒體能夠善盡社會責任，讓孩子學習正向

且正確的價值觀，有得體的行為表現。

所謂「三個三合一的生活素養」，

是指個人「身、心、靈」三合一、「知、

情、意」三合一、「家庭、學校、社會」

三合一，這些都是具有整體性，密不可

分、不可切割的；學校是個有系統的學習

環境，因此在課程安排、輔導與管教、訓

導等相關規定執行時，要以「孩子的需

求」做為最主要的考量，藉由生動活潑之

教學，激發孩子的興趣，培養具有良好生

活素養之國民。

孩子的行為是模仿出來的，所以學

校、家庭、社會三方面務必一起配合，唯

有教育工作者用心投入和家長的全力協

助，才能共同促進教育理想之實現－形塑

學校優質的「六零」學習環境，提供每位

孩子成功的機會、並幫助每位孩子建立自

信心，以「三生」的課程和教學循序引

導，讓每位孩子將來都能成為社會有用和

生活愉快、幸福之人。  

「生活素養」的行動哲學

「生活素養」與「三生」休戚與共，

「生活教育」的重點在於力行與實踐，

包括生活習慣的建立、人際關係的建立；

「生命教育」是要教導孩子重視自己、尊

重別人並會關懷他人；至於「生態教育」

是擴大到關心環境與愛護自然。我們常

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因此最重

要的是要能去「做」、「採取行動」，從

情境教育及體驗學習去達成，如參觀養老

院，學習照顧關懷老人家；生態教育在學

校可實施環境教育、綠化環保，進行淨

灘、淨山，學習愛護自然，為大地盡一份

自己的心力。本人在擔任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校長時，就曾經推動淨山和淨灘相關活

動，而這也是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的具體

推動與實踐。我們必須把生活素養化成可

以行動的人生哲學，就像西方俗諺所說的

Act 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