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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者善終、留者善別、能者善生

是每一個人面對生命與死亡的正面態度



• 香港每年大概有41,300人死亡

• 平均每日有113人離世

本地的死亡數字本地的死亡數字

二零零七年按選定年齡及性別劃分的死亡率



喪親者的哀痛喪親者的哀痛

• 根據多項研究統計，一至兩成的喪親者會經歷達
數年的沈重哀痛

• 持續的哀痛構成了不少醫療與公共健康問題，例
如﹕自殺率和死亡率上升

• 香港每年死亡人數逾41,300人。一個典型中國家
庭有6個較親密的成員，因此，在任何時候經歷
喪親哀痛的人數可高達250,000人



既然每一個人都要面對死亡，

我們又準備好了嗎？



社會意識改變運動

• 自二零零六年，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捐助，

香港大學行為健康教研中心於本港成立美善生命計劃

• 透過社會運動模式，教育大眾妥善預備死亡，及提升
面對喪親及失缺的能力



美善生命計劃的果效



美善生命計劃，

在推動香港社會積極面對生死上，

產生了漣漪效應。



生命影響生命，

推行死亡教育，

前線同工對生死事宜的裝備尤其重要！



三年多來，
美善生命計劃推出
一系列理論及實踐並重、
知識、技巧及生命反思兼備
的培訓課程：

『善生嚮導』培訓課程
『善生探索』宿營及工作坊
『善終嚮導』培訓班
『善別嚮導』基本培訓班
『善別嚮導』進階培訓班



計劃成效計劃成效 –– 善生嚮導培訓課程善生嚮導培訓課程

• 評估善生嚮導培訓課程成效

• 時間：2008年6月中至2009年6月尾期間

• 對象：「善生嚮導培訓課程」中的學員(共584人)

• 目的：評估善生嚮導培訓課程是否有效地
– 提高學員對生死教育的認識

– 讓學員對生死教育持正面的態度

– 提高學員對提供生死教育的自我勝任感

– 減輕他們對死亡的恐懼 (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Wong et al., 1994)

– 讓他們接受死亡 (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Wong et al., 1994)

– 讓他們更懂得欣賞生命 (Gratitude Questionnaire Six‐Item‐Form; McCullough, et al., 200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對生死教育的認識 對生死教育的態度 提供生死教育的

自我勝任感

平
均
分
數

***

***

***

*p < .05; **p < .01; ***p < .001 

上課前 上課後

善生嚮導培訓課程善生嚮導培訓課程 -- 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0

0.5

1

1.5

2

2.5

3

3.5

害怕死亡 逃避死亡

死
亡
態
度
平
均
分
數

***

***

善生嚮導培訓課程善生嚮導培訓課程 -- 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p < .05; **p < .01; ***p < .001 

上課前 上課後



0

1

2

3

4

5

6

7

接受死亡
能解脫苦難

相信死後
有來生

接受自己
的死亡

***

*

**

*p < .05; **p < .01; ***p < .001 

上課前 上課後

死
亡
態
度
平
均
分
數

善生嚮導培訓課程善生嚮導培訓課程 -- 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 善生嚮導培訓課程能有效地﹕

提高學員對死亡教育的認識

讓他們對死亡教育持正面的態度

提高他們對提供死亡教育的自我勝任感

減輕他們對死亡的恐懼及逃避

讓他們更接受死亡

善生嚮導培訓課程善生嚮導培訓課程 –– 成效結論成效結論



計劃成效計劃成效 –– 善生探索宿營及工作坊善生探索宿營及工作坊

• 評估善生探索宿營及工作坊成效

• 時間：2008年6月中至2009年6月尾期間

• 對象：「善生探索宿營及工作坊成效」中的學員(共
356人)



結果(一)：死亡恐懼

全部(N= 231)
T1‐T2

df = 161
T1‐T3

df = 161

F1 懼怕死物 (Fear of the dead) 2.95** 6.97***
F2 關係斷裂 (Relational Concern) 2.29* 6.64***
F3 實務考慮 (Physical Concern)

F4 存在危機 (Existential Concern)

F5 未圓心事 (Unfinished Business)

F6 死亡一刻 (Fear of Conscious Death Moment) 1.99*
F7 死亡過程 (Fear of the dying process) 4.90***
F8 醫療步驟 (Concern of medical procedures) 2.67**
* p<.05, ** p<.01, *** p<.001



結果(二)：死亡接納度

全部(N= 231)
T of T1‐T2
df = 221

T of T1‐T3
df = 199

中立性接納
Neutral Acceptance

3.07**

逃避性接納
Escape Acceptance

5.69*** 2.39*

* p < .05, ** p < 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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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三)：自在度

t = 8.21*** t = 7.88***

t = 11.68*** t = 12.00***

Amy Chow,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he higher the valu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omfort
* p < .05, ** p < 0.01, *** p<0.001



結果(四)：信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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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8.04*** t = 6.97***

t = 13.87*** t = 13.17***

# The higher the value, the higher the competence
* p < .05, ** p < 0.01, *** p<0.001

Amy Chow,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結果(五)：效度

T1‐T2
df = 268

T1‐T3
df = 289

臨終關懷自在度
Comfort  (dying patients)

0.49 0.86

善別輔導自在度

Comfort (bereaved persons)

0.44 0.82

臨終關懷信心度
Competence  (dying patients)

0.46 1.08

善別輔導信心度

Competence  (bereaved persons)

0.42 1.05

Amy Chow,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透過超過1400名善生嚮導三年多的努力，
總共有超過73,600名社區人士

接受生死教育的訊息。



計劃成效計劃成效 –– 生死教育工作坊生死教育工作坊

• 評估生死教育工作坊對長者的影響

• 時間：2008年6月初至2009年底

• 對象：參與生死教育工作坊的長者(共2283人)

• 目的：評估此工作坊是否有效地﹕
– 減輕長者們對死亡的恐懼(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Wong et al, 1994) 

– 讓他們接受死亡(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Wong et al., 1994) 

– 讓他們更開放地討論有關死亡的話題

– 協助他們為死亡作準備

– 讓他們更懂得欣賞生命(Gratitude Questionnaire‐Six‐Item‐Form; McCullough,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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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劃的生死教育工作坊能有效地﹕

減輕長者們對死亡的恐懼及逃避

讓他們更接受死亡

讓他們更開放地談論有關死亡的話題

協助他們為死亡作準備

讓他們更欣賞和感激生命

生死教育工作坊生死教育工作坊 –– 成效結論成效結論



三年過了，

香港社會普遍對死亡的態度也轉變了。



美善生命計劃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 評估美善生命計劃對社會大眾的影響

• 時間：在2010年間再進行了第二次跨代死亡態度
研究，來比較 2007年間的數據(3‐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 目的：評估本計劃是否有效地在三年內﹕

– 減輕社會大眾對死亡的恐懼

– 減少中國傳統對死亡的忌諱

– 讓社會大眾接受死亡



• 參加者﹕

• 徵募參加者的途徑﹕
香港大學本科生、就讀行為科學課程的碩士生、行為健康教研中心舉
辦的工作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青少年及家庭服務)、聯合醫院、
溫暖人間講座、聖雅各福群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長者地區中
心)

• 參加者透過訪談的形式或自行完成問卷

2007 2010

年輕人 (18‐29歲) 327 192

中年人 (30‐59歲) 274 359

長者 (60‐93歲) 191 132

總數 792 683

2007‐2010 跨代死亡態度研究設計設計



評估工具

1. 對死亡的態度
‧ 利用死亡態度描繪修訂量表(DAP‐R; Wong et al., 1994)作評估

‧ 把死亡態度分為死亡恐懼、逃避死亡、和接受死亡等等

2. 對死亡的焦慮
‧ 利用中文版本的死亡焦慮量表(DAS; Templar, 1970)作評估

‧ 量度參加者對死亡有關問題的認知和情緒反應

3. 中國傳統的死亡信念
‧ 利用基於前人之研究結果而建立的問題作評估

數據分析

‧ 獨立樣本t檢驗(Independent Sample T‐test)、單向性變異數分析(One‐
way ANOVA)及雙變相關分析(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評估工具及數據分析評估工具及數據分析



不同年齡組別人士在死亡態度上的差異不同年齡組別人士在死亡態度上的差異
(2010(201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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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0跨代死亡態度研究評估結果
(死亡焦慮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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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0跨代死亡態度研究評估結果
(逃避死亡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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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0跨代死亡態度研究評估結果
(害怕死亡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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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0跨代死亡態度研究評估結果
(死亡忌諱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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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排 諗過但未安排 冇諗過點安排
2007 2010 2007 2010 2007 2010

28.6% 30.8% 40.6%

12.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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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

44.9%

40.3%

28.1%

36.4%

17%

24.1%

55.2%

47.8%

15%

33.1%

26.5%

45.5%

36.8%

36.4%

77.1%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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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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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14.2%

35.1%

27.3%

買人壽保險 年輕人 23.9% 39.1% 37%

中年人 52.6% 23.4% 24.1%

長者 20.5% 5.3% 74.2%

立遺囑 年輕人 0.3% 17.4% 82.3%

中年人 4% 27% 69%

長者 14.7% 12% 73.3%

買靈位/墓地 年輕人 0.3% 7% 92.7%

中年人 2.9% 19% 78.1%

長者 7.3% 8.9% 83.8%

器官捐贈 年輕人 16.2% 52% 31.8%

中年人 18.2% 29.6% 52.2%

長者 4.2% 4.7% 91.1%

在2010年，中年人及長者明顯地會為死亡作準備

2007‐2010跨代死亡態度研究評估結果



2007 2010

傳統信念 不同意 不同意

諗或者談論有關死亡的事會帶來惡運 89.0% 92.0%

見到屍體或棺材會行衰運 82.4% 88.4%

早逝或者死時十分痛苦係一種報應 83.5% 78.2%

喪親家庭係喪親後幾個月唔應該參與任何社交場合 61.7% 68.4%

唔應該探訪剛去世的人的家人 83.8% 89.0%

白頭人唔送黑頭人 78.7% 80.6%

係重病既人面前講死會令佢死快啲 76.8% 82.1%

冇仔送終係一件好冇面既事 86.5% 93.0%

在現今的香港社會中，中國傳統的死亡忌諱已明顯地減少

2007‐2010跨代死亡態度研究評估結果



美善生命計劃評估結論

• 「美善生命計劃」能有效地﹕

減輕社會大眾對死亡的恐懼和焦慮

減輕社會大眾對死亡的的忌諱

增加社會大眾對死亡的認識

讓他們更接受死亡及為死亡作準備

本計劃亦能喚醒社會大眾對死亡的認識，讓他們明白
生死教育的重要性



生死教育的反思及前瞻



雖然大多數死亡都發生在老年人口當中，

但年輕人及中年人要面對家人離世

而帶來的哀痛亦不能忽視





意外、自殺、突然死亡…

大大小小有關死亡的資訊

造成社會哀痛(community grief)



青年人及中年人

更需學習面對無常的生命



反思一：拓展生死教育的對象
年青人及中年人較長者更恐懼死亡，

生死教育的未來發展應伸展到年青的一代。

http://www.wallcoo.com/1440x900/sky_Flowers_02_1440x900/html/wallpaper8.html


在社會中延展與深化：
青少年生死教育



反思二：生死教育形式的發展
為開拓生死教育的對象，

生死教育的形式更需要創意及多元化

http://www.wallcoo.com/1440x900/sky_Flowers_02_1440x900/html/wallpaper8.html


當前國際趨勢

• 現今已有各種不同的專業組織和社區團體，如美
國的死亡教育協會(ADEC)

• 期刊、雜誌、手冊及視聽教材

• 西方還有探討預備死亡的電視節目如「按我們的
意思」 (On Our Own Terms)
(http://www.pbs.org/wnet/onourownterms/)



個人化的生死教育：
全港首個網上生死教育互動平台

(中、英文網站)

http://www.enable.hk



個人化的生死教育：
全港首個網上生死教育互動平台

累積瀏覽次數：37,749次



已有672人在網上
為自己臨終及死亡相關事宜作選擇



紀念先人的網上紀念花園



反思三：進行有關生死教育的研究
建立本地生死教育的實證介入模式、

擴闊研究對象、為有關概念作科學化的研究。

http://www.wallcoo.com/1440x900/sky_Flowers_02_1440x900/html/wallpaper8.html




反思四：深化生死教育的概念
生死教育不單減低心理上對死亡的焦慮或恐懼，

更能有效推動面對死亡的正面態度及積極行動。

http://www.wallcoo.com/1440x900/sky_Flowers_02_1440x900/html/wallpaper8.html


生死教育的介入生死教育的介入

生命 死亡

移除
症狀、問題、憂傷、

痛苦、苦難…

增強
歡悅、樂趣、正能量…



生死教育的介入生死教育的介入

生命 死亡

融合生命及死亡
在各種人生缺失經驗、甚或死亡之下，

幫助人從混亂中尋索生命意義



• 死亡教育：認識死亡

• 生命教育：品德及生活教育

• 生死教育：從死亡中認識生命、從生命中學習生活

生死教育的方向生死教育的方向



生死教育的理想生死教育的理想
促進個人意識及靈性成長

個人生命意義

實現生命的優次
(認識生命比物質財富更為重要)

發展個人價值及信念
(珍惜現有，活在當下)

訂下人生目標
(以具體行動追求個人使命)



生死教育
回應生命中的失缺

愛

完整性

滿足感

啟蒙及教化

回應關係的失缺

回應財富的失缺

回應身體健康的失缺及死亡

回應在意義及希望上的失缺，
這同樣是人生中不同失缺經驗的最終問題



生死教育
回應生命中的失缺

愛

完整性

滿足感

啟蒙及教化

讚賞在任何關係危機中愛他人及愛自己的表現

面對因金融危機及失業而引起的個人價值貶值，
仍能保持人權之完整性

承認人的存在是體現生命的一個過程

尋找人生意義，並推展至個人的轉化



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危機及失缺？

反應性的

短期的

結果導向的

分割的

主動性的

長期的

過程導向的

整合的/全人化的

生死對立 生死融合



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危機及失缺？

反應性的 主動性的

以主動及積極的行動角色去建立或改變自己對生
命的態度以回應危機及缺失，而不是以被動的態
度運用不同的應付機制。



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危機及失缺？

短期的 長期的

提高人們面對危機的整體能力及抗逆力。任何透
過這個人成長過程而誘發的改變，都能成為長期
及持久的能力。



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危機及失缺？

結果導向的 過程導向的

提高人們應對危機的靈活性。生死智慧可以隨個
人、年月、經驗、場景而有所不同。生死智慧不
是一套特定的整體人生意義，而是人能否隨不同
的困難裡調適應對方法。



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危機及失缺？

分割的 整合的/全人化的

生死教育不單是認知層面的改變，還可以是情緒
及靈性層面的轉化，這樣可以把個人轉化推向較
全人性及整合性的方向。



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生死教育及社會現象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危機及失缺？

生死對立 生死融合

生死教育是承認人生的失缺與苦難是必然的，但
是人能從中學習適應，從經驗中學習，及尋求意
義，而不是把不同的事件、反應、思想及情緒標
籤為正面或負面。



總結



實證
研究

培訓

社區
教育

臨床
服務

政策
制定

社會意識運動
需要多方面配套



美善生命計劃：總結經驗
對社會服務的推動

• 與社會服務及醫療機構建立策略性網絡

• 探用導師培訓模式以有效地把訊息傳播

• 強調專業同工在生死課題上的自我反思

• 提供「隨時可用」教材，如培訓手冊、書刊、影
碟、紀念品等

• 有效及具創意的方法接觸目標群眾



美善生命計劃：總結經驗
對教育的啟示

• 生死教育是貫通一生，包括小孩及青年

• 為小學、中學及專上學府而設的課程設計

• 教師、輔導員及學校社工的培訓



本計劃只是一個開始，
希望生死教育可以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
撒播到各處各地。



衷心感謝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

善生同盟各機構、前線同工及社會大眾
在三年多來的積極參與及支持，
並感謝美善生命計劃團隊的同工

三年多來的努力，
令計劃順利完成，讓生死教育在本港紮根。

期望大家延續美善生命計劃，
為生命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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