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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研究南華大學生死系大學部學生的死亡態度。經過大學四年

生死學相關課程的洗禮後，課程與實習經驗對於死亡的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而

2019 年至今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病流行期間所帶來的疾病與死亡衝擊，是否影

響其如何因應面對死亡態度。 

主要以生死系大學部學生為研究對象，分別有 A 班「殯葬服務組」、B 班「社

會工作組」與 C 班「諮商組」三組。全系三組、四個年級其總學生數有 592 位，

本研究採取全母體普查入班方式請同學自願使用電子問卷收集，總共收取 263 位

問卷樣本，剔除 4 位非本系同學，實際總人數 259 位。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研

究工具是採用中文死亡態度量表 DAP-R，用描述分析平均數差異、卡方檢定、

P ea rs on  積差相關、A no v a  單因子變異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受試者佔比居多的部份:女性佔 74.9%，無宗教佔 40.5%，殯葬組佔 54.1%，2

年級佔 31.7%，2020 年至今有經歷過喪親或參加喪禮佔 52.9%。 

二、死亡態度題目分析在自然接受(NA)有四題平均數最高，在逃避死亡(DA)有三題

是平均數最低。 

三、在死亡態度五大面向之相關中，死亡恐懼(FD)與逃避死亡(DA)相關係數絕對

值.57是中度正相關，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四、卡方檢定自然別與死亡恐懼 FD 交叉表中，男性的死亡恐懼態度較高，有顯著

差異(p<0.05)。在不同宗教與趨近接受的交叉表中，發現宗教別確實有顯著差

異，大學生有了宗教信仰之後，對於恐懼程度就比較低。 

五、在宗教與死亡態度的五大面向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有顯著差異的是.007 死亡

恐懼跟.000 趨近接受。 

關鍵詞:死亡態度、生死學系、死亡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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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of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Death of Nanhua University students. After four years of life-and-death-

related courses in college, is ther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ttitudes toward death 

between the course and the internship experience? And whether the impact of illness and 

death brought about by the 2019-to-date Covid-19 epidemic has affected how to deal with 

death. 

Taking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fe and Death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re are three groups: Class A "Funeral Service Group", Class B "Social 

Work Group" and Class C "Consultation Group".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three 

groups and four grades of the whole department is 592.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enumeration of all mothers and invites students to use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voluntarily. A total of 263 questionnaire samples are collected, and 4 students who are not 

from the department are excluded. The actual total The number of people is 259. Th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the research tool is the Chinese 

Death Attitude Scale DAP-R, using descriptive analysis mean, Pearson product difference 

correlation, chi-square test, Anova single factor variance, etc.,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majority of subjects: 74.9% are women, 40.5% are non-religious, 54.1% are in the 

funeral group, 31.7% are in the second grade, and 52.9% have experienced 

bereavement or attended funerals since 2020. 

2. Analysis of Death Attitude Items In Natural Acceptance (NA), there are four items with 

the highest average, and in Avoidance of Death (DA), there are three items with the 

lowest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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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the correlation of the five aspects of death attitude,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fear of death (FD) and avoidance of death (DA) is .57, 

which is a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which is significant. 

4. In the FD cross-tabulation of gender and fear of death in the Chi-square test, the fear 

of death in men is higher, which is significant. In the cross-tabulation of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near-accept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inde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religions. After college students have religious beliefs, their fear level 

is relatively low. 

5. In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the five dimensions of religion and death 

attitud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007 death fear and .000 approaching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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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說明本研究之背景動機，並提出研究目的，所探討之問題。本章共分成五

節:第一節闡述研究背景，第二節研究動機，第三節提出本研究之目的，第四節提

出研究的問題，第五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南華大學生死系培育專業人才，透過生死關懷的課程及相關生死服務事業的

實習課程，提昇高品質的服務水準。因此，生死系學士的教育目標，針對生死學的

學術及理論探究，了解現代及過去的生死哲學理論體系，培養工作技能並重視生死

關懷能力，及對生死服務的相關業務的學習，包含生死事業的經營、事業之目標規

劃、招募及管理人才、現場實際業務學習，提昇專業能力有效率的服務水準。 

    傳統以來，國人所禁忌或忌諱不提生死議題；而生與死的事件卻是無時無刻在

社會的各個角落不斷的發生著，加上疫情及戰爭的關係加速死亡事件不斷的在全

球爆炸性的發生，引起許多值得關注的生死問題。 台灣文化更是如此，李復惠

(1999)對死亡的禁語、避諱，中國人一向諱性、諱死，而這禁忌是無形綁架了對生

命的覺察，而這也關係到全人類的發展，歐美先進國家對死亡教育早於台灣二十年

之久，也因為文化的差異性無法做比較。而台灣是在 1990年初由傅偉勳博士引進

台灣，也是致力於推動生死學教育，結合了東西方思想談論生死議題， 生死系的

設立是能符合目前社會的需求與期待，也能顯示出生死研究領域的專業發展趨勢，

這也是南華大學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為國內唯一以探究生死

學為主的系所，對於整個台灣生死的關懷與生死的服務領域探索，有必要的責任，

而這責任是沒有其他大學可以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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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在全球疫情嚴重的情況下，死亡知識更顯得非常重要，在台灣人的傳統觀念下，

死亡這議題是不常被提起，甚至是避而不談的，世界局勢在改變，疫情的關係每天

都可以在新聞看到全球死亡人數、台灣染疫及死亡人數，每天不斷的更新數字，死

亡的距離沒有想象中的遠，而死亡識能是必要提升的，這是關係到台灣人民生活的

品質。而在學校學習死亡識能的大學生們，新一代的年青人思想開放是較能快速的

接受很多的資訊，而這些大學生是如何在生死系學習生命的關懷、重視人類文化、

死亡知識等等，由南華大學生死系設計的課程如何幫助大學生更能落實對生命的

價值，發揮人性重視生命，就像是散撥種子般，不斷發散出去深入台灣每個角落，

讓尊重生命死亡識能，讓這知識可以傳播良善的知能，落實每個人對生命尊重及了

解，增強人本的價值、對人性的關懷與人文精神，提升全民的生命品質及死亡尊嚴。 

在南華大學的生死系所男女比率為一比三，也就是說未來從事相關行業的女

性較多，Wong et al.,(1994) 女性則更容易趨近接受 AA:接受死亡作為通往更好來世

的途徑和逃離接受 EA:透過死亡可以緩解活著的痛苦和痛處，但對死亡的逃避程度

較低。而女性死亡態度中的接受面向是否影響著對相關行業發展，過去這些行業大

多數都是以男性為主，隨著世代的更迭，男女平權的重要性，過去只能男性捧斗文

化，是否也可能間接的影響文化? 

本研究是在調查及了解學習死亡識能的大學生面對死亡議題及 COVID-19 疫

情的死亡態度，人們在面對死亡事件時可能產生大量負面、痛苦、恐懼及害怕的情

緒等等，無形的害怕焦慮是讓人們的基本生活失衡，同時也讓人們相互產生隔閡及

家庭的問題，也可能造成日後對死亡事件產生創傷或是逃避的行為，本研究透過量

表的研究了解死亡態度，可以了解學校的學習是有助於生死系的大學生們提早了

解及面對自己的死亡反應，林季玲、楊淑晴(2009)對死亡認知的建構，有助於學生

對生死的認知及體悟生命的真義，是由生命的開始看向死亡是要有正確的態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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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生命態度才能有正向的影響，用正向心理面對死亡，才不容易對死亡的無知

內心產生無限恐懼，尤其在華人文化中死亡這字詞是常常會避諱去的談論，而這個

議題卻在人一出生就存在的人生中大事件，死亡議題困擾是會讓人們產生內心的

紛爭是小到個人，大到國與國戰爭，消彌內心的害怕恐懼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在對

死亡負面態度能轉換昇華，體認到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義，Leviton(1977）認為，

死亡教育是一個將有關死亡的知識及其應用傳遞給人們和社會的一個發歷程。在

國人的基本教育中要從小落實對死亡教育，當國人都有正確面對死亡態度時，可以

增強人的內心素質，這也是國家人民內心無形的富裕。 

探討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在人類的生命旅程中，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

也是人們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談論死亡是一個很難啟齒

的話題，特別是對於年輕的大學生來說，死亡似乎是一個還很遙遠的事情，但是當

他們面對死亡時，他們的態度及反應可能會對自己和周圍的人產生深遠的影響。因

此在探討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及相關問題，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對於大多數年輕

人來說，死亡是一個恐怖的主題。他們往往會避免談論死亡，或者把這個話題當做

是一個開玩笑的話題，這是因為他們對死亡的認識往往只停留在表面上，沒有深入

地思考死亡背後的意義。 

對於一些大學生來說，他們對死亡的態度可能會隨著時間和經驗的增長而改

變，一些學生可能會開始感受到死亡的現實性，並開始思考死亡大學生死亡態度是

接受、恐懼和忽視，在當代社會死亡已經不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面對死亡時，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態度和反應。對於大學生來說，死亡不僅是一個存在，也是一個常

見的話題，大學生死亡態度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探討大學生對死亡的

接受程度、恐懼程度和忽視程度，對於認識死亡和生命的意義有重要的啟示。 

接受死亡的態度 對於大部分大學生來說，他們對死亡有著較為接受的態度，

他們認為死亡是自然現象的一部分，是人類無法避免的命運。此外對於那些在生命

中已經經歷過死亡的大學生，他們對死亡的接受度更高，因為他們已經體會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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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脆弱和短暫。在這些大學生看來，死亡是一個讓人思考人生意義的契機，也是一

個讓人更加珍惜生命的警醒。 

學習死亡與生本是一體的，而生命的永恆是在當下，所以人生想要活在永恆中，

就只要珍惜當下盡心盡力不要枉費生命的本質，體驗及創造無限的可能。如何落實

在學校所學到的死亡知識，人總是有五感、有慾望、有親情、有生活，可能需要的

不斷的提醒自己不要被界限給遮蔽了，提升自我內在的覺察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人

生中要學習的態度是永無止境的，總覺得人生的課題都是上天給客製化的，人生不

如意十之八九，永遠追求的是那一二的快樂，如果可以把不如意當做人生的恩典，

也許就有所不一樣的態度轉變超越人生，不斷得內化所學的內容，真真實實的活在

當下，就用聽來感受當下的所有景、物較容易進入現在，把所有感官打開體驗當下，

感受有意識的外在，覺察無意識的內在，遇到事情時可以看到自我的陰暗的一面並

接受，去看到陰影所隱含的意義這樣才不會造負向情緒，化解內在無法平衡的內心，

陳美如、黃啟峰(2014)提升個人生命的價值，對生命更深沈的意義。協助個體瞭解

死亡的意義和學習面對死亡的方式，進而珍惜有限的生命，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相關研究探討大學生的死亡態度及其相關因素，例如個人屬性、社會支持、宗

教信仰、環境因素等(李珮銖等，2012; 邱淑芬，2015; 蕭雅惠等，2019; 柯宜婷

等，2017; 林素菁等，2013）。上述文獻中發現，大學生的死亡態度受到多種因素

的影響，並且存在著個體差異。因此，我們需要針對不同的群體和個體進行綜合評

估，以制定更為有效的死亡教育和支持措施。 

大學生死亡態度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

轉變，死亡已經不再是一個被忽略或避諱的話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死亡，並

對死亡有著自己的態度和看法。然而在大學生群體中，由於他們正處於成長和發展

的階段，對於死亡的看法和態度可能存在著一些特殊性質，將從大學生的角度探討

大學生的死亡態度。 

首先，大學生的死亡態度可能受到個人的成長和發展階段的影響，大學生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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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生的轉折點，對未來充滿著無限的希望和憧憬，因此他們對於死亡的看法可能

會較為樂觀和積極。相反地當他們面臨生命中的挫折和困難時，他們可能會開始思

考和關注死亡，因此大學生的死亡態度可能會隨著他們的生活經驗和心理狀態而

有所變化。 

其次，大學生的死亡態度也可能受到文化和社會因素的影響，隨著社會的進步

和發展，人們對死亡的看法和態度也在逐漸改變，例如在一些西方國家，死亡被視

為一個自然現象，人們普遍擁有積極的死亡態度，並關注如何讓死亡變得更加舒適

和有尊嚴。相反地在一些東方國家，死亡仍然被視為一個禁忌話題，人們往往避諱

談論死亡，因此，大學生的死亡態度也可能受到文化和社會因素的影響。 

第三，大學生的死亡態度也可能受到教育和環境的影響，一些大學開設了關於

死亡和臨終關應對的課程，這些課程可以幫助大學生更好地理解和處理死亡問題，

並鼓勵他們擁有積極的死亡態度，此外大學生的環境也可能對其死亡態度產生影

響，例如當他們身處於一個開放、自由和積極的社會環境中時，他們可能更容易擁

有積極的死亡態度，反之亦然。 

綜合以上幾點，大學生的死亡態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個人成長和發展階

段、文化和社會因素、教育和環境都可能對其產生影響，但是每個人的死亡態度都

是獨特的，需要根據個人的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和評估。 

在大學生的死亡態度研究中，我們也需要關注到一些問題，有一些研究可能存

在樣本偏差，無法代表整個大學生群體。另外一些問題可能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例如大學生對於死亡的態度如何影響其日常生活和學習等方面。 

總之大學生的死亡態度是一個值得探討和研究的重要話題，通過深入研究和

了解大學生的死亡態度，我們可以更好地幫助他們應對死亡問題，並提高他們的死

亡素養水平。 

    在無法預期的事故死亡中是最容易造成在世親友們的創傷，在沒有預期或預

告下突然之間且毫無防備的收到死亡訊息，一般人的反應都是強烈的否認，甚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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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訊息錯誤不可能發生，這是自我防衛的方式，Kubler(1969)提出了悲傷五階段包

含: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和接受，透過死亡教育了解這些過程，是可以幫

助在世的人面對及了解悲傷的情緒，而在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同學增加專業知識，就

像穿上他人的鞋走一里路，會更貼近人心了解對方，更有同理心幫助他人，對自我

的生命會有更深入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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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文主要探討大學生隨著年級的增加，相對的也提

升心智與成熟度，對於生死相關課程不斷增添知識，而生命感知是否有立即與持續

性影響對死亡的態度，是否會對死亡的態度更加有體悟，國內外多位學者提出(Lee 

et al., 2016; 陳玉婷等，2008），教育程度較低對死亡的恐懼及焦慮越高，探究大學

生年級是否有影響對死亡態度，其驗證提升教育程度是有助於降低死亡恐懼。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了解生死系的大學生們對死亡態度，在過去從事生死相關

行業大多為男性為主，全球推動性別平等的情況下，不再受限生死相關行業只能以

男性為主了，女性在此行業也慢慢崛起，而南華大學生死系的比率是男一人比女三

人，女性佔了 75%之多，同時表示未來從事生死相關行業的女性是大幅度增加，在

Wong et al.,(1994)中有許多研究報告女性死亡恐懼程度較高，而女性的死亡態度是

否對未來的相關行業有所影響，以作為生死系課程之參考。 

南華大學在大多數人心中有著刻版印象，為宗教學校又或者是佛教大學，雖然

本就有宗教所，但就讀的大學生是來自各宗教，而南華大學海納百川是宗教平等及

自由的，大學生中也有無信仰的人士，面對死亡議題時有無宗教信仰是否影響這死

亡態度，可藉由本研究深入瞭解各宗教及無宗教對死亡的態度，可作為死亡態度與

宗教之相關性。 

根據上述研究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瞭解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受到個人特質的影響，例如性別、年齡、宗教信

仰、組別等因素可能會影響大學生對死亡的接受程度、恐懼程度和態度。 

二、大學生的死亡態度會受到死亡經驗的影響，例如個人或身邊人的死亡事件

可能會對大學生的死亡態度產生深遠的影響。 

依據研究結果，供其他死亡態度相關之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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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目的探討死亡態度對於生死系的學生影響研究問題為: 

一、性別是否會對大學生的死亡態度產生差異？ 

假設: 

H0:性別對大學生的死亡態度沒有差異。 

H1:性別對大學生的死亡態度有差異。 

二、大學生年級是否會對其死亡態度產生差異？ 

假設: 

H0:大學生年級別會對其死亡態度沒有差異。 

H1:大學生年級別會對其死亡態度有差異。 

三、不同組別的學生之死亡態度是否有差異? 

假設: 

H0:不同組別的學生之死亡態度沒有差異。 

H1:不同組別的學生之死亡態度有差異。 

四、大學生是否擁有親友死亡經驗對其死亡態度是否會產生影響？ 

假設: 

H0:大學生是否擁有親友死亡經驗對其死亡態度不會產生影響。 

H1:大學生是否擁有親友死亡經驗對其死亡態度會產生影響。 

五、不同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在面對死亡時是否會有不同的態度？ 

假設: 

H0:不同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在面對死亡時沒有不同的態度。 

H1:不同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在面對死亡時有不同的態度。 

針對以上提出的五個假設量化問題，可以使用統計方法來進行檢定。以下列舉

的檢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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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性別是否會對大學生的死亡態度產生差異？」的假設量化問題，可

以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來進行檢定，而 ANOVA則可以比較多組獨立樣

本在一個或多個連續變數上的差異性。 

二、針對「大學生年級是否會對其死亡態度產生差異？」的假設量化問題，可

以使用單因子 ANOVA 或多元迴歸分析來進行檢定。其中，單因子 ANOVA 可以比較

多組獨立樣本在一個連續變數上的差異性，而多元迴歸分析可以探討多個自變數

對一個因變數的影響，並可用來控制其他可能的干擾因素。 

三、針對「不同組別的學生之死亡態度是否有差異？」的假設量化問題，可以

使用單因子 ANOVA 檢定來進行檢定，具體的檢定方法會依照不同的組別情況而有

所調整。 

四、針對「大學生是否擁有親友死亡經驗對其死亡態度是否會產生影響？」的

假設量化問題，可以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或多元迴歸分析來進行檢定。其中獨立

樣本 t 檢定可以比較兩組獨立樣本在一個連續變數上的差異性，而多元迴歸分析

可以探討多個自變數對一個因變數的影響，並可用來控制其他可能的干擾因素。 

五、針對「不同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在面對死亡時是否會有不同的態度？」的假

設量化問題，可以使用 ANOVA分析等方法來檢定，有多個宗教信仰組別，可以使用

ANOVA來比較它們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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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界定 

本研究相關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一、死亡態度 

個體面對死亡議題的內在感覺及個體的基本信念，對於死亡的情緒是有多種

面向，是否能正向的接受其中個體的自我認知及對生命的意義，對死亡的期望等等，

把死亡昇華到有選擇生命的價值。 

 

二、生死學系 

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結合了醫學、哲學、心理學、宗教學等領域的知識，探

討與生命和死亡相關的問題，目的在於幫助人們理解生命和死亡，探究生命的價值

和意義，幫助人們面對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終極命運，並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內心的寧

靜和平安。 

 

三、死亡識能 

    死亡相關知識不僅是了解醫學上的瀕死症狀，後事準備，以及在面臨醫療極限

下的決策，包含家屬共同的參與支持等社會溝通能力，經驗上傳承學習，並加入學

生的態度測量會影響服務專業性。克服死亡恐懼，了解死亡態度，是生命教育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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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六個部分進行文獻探討。第一節是探討性別影響死亡態度; 第二節

是探討年紀影響死亡態度; 第三節是學科訓練影響死亡態度; 第四節宗教信仰對

死亡態度的影響; 第五節喪親經驗對死亡態度的影響; 第六節小結。 

 

第一節 性別影響死亡態度 

    性別對死亡態度有影響的說法存在，但是具體影響的方式和程度可能因文化、

社會和個人因素而異。 

    從社會分工看待兩性之間的差異，在過去傳統社會中會以男主外、女主內，男

性的責任主要是提供家庭經濟來源，屬於用能力與外部應對，女性的責任在於照顧

家庭中老幼，屬於用柔性的力量管理家庭，兩性因而表現出不同的角色行為，這些

都是造成性別差異不同的主要原因，而形成性別刻板印象，在日常生活中被過度類

化，因此也可視為一種性別偏見或對性別歧視，現今社會不斷推動男女平權運動，

女權逐漸被受重視，而較無過去歧視及偏見，南華大學生死系男女佔比約一比三，

在相關行業工作環境女性佔大多數，王姿茵、余景文(2009)女性接受死亡的態度死

亡有所差別，顯著性對性別與成功恐懼的調節效果。 

一些研究表明，女性傾向於比男性更關注死亡和死亡的過程，更傾向於表達情

感和關懷，而男性則更傾向於使用較為理性和實用的方法來處理死亡和死亡態度

Klass & Walter(2001)。此外研究還發現，楊振寧、陳凱文(2012）女性可能更容易感

受到死亡帶來的悲傷和損失，因為她們通常比男性更負責照顧家庭和照顧家人。 

有相關的研究表明，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死亡帶來的悲傷和損失 APA (2014)。

以下是一些相關的文獻: 

在一項對超過 300 名成年人進行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

感受到悲傷和損失，女性更容易表達自己的情感，也更容易為悲傷找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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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由美國心理學協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女性更可能在面對死亡和悲傷時經

歷情感困境和心理健康問題。這可能是因為女性更容易表達情感，也更容易感受到

周圍人的情感反應。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指出 Stroebe et al.,(2012)，女性可能會更容易面臨與死亡和

悲傷相關的壓力和挑戰，例如在一些文化和社會中，女性可能被期望承擔更多與死

亡和悲傷相關的工作，例如照顧病人和處理喪事，這些工作可能會給女性帶來更大

的壓力和負擔。 

由於女性通常比男性長壽，因此女性可能更容易面臨丈夫或伴侶的去世，這種

喪偶經歷可能會對女性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在一些文化中，女性可能面臨更多的社會期望和限制，例如需要在婚姻和家庭

生活中扮演某種角色和負責任務，這些期望和限制可能會對女性處理死亡和悲傷

時的反應和應對策略產生影響。 

總之儘管每個人在面對死亡和悲傷時的反應都是不同的，但是研究顯示女性

可能更容易感受到死亡帶來的悲傷和損失，也面臨更多與死亡和悲傷相關的壓力

和挑戰。因此對於女性來說，獲得情感上的支持和關懷非常重要，以幫助她們更好

地應對死亡和悲傷。 

然而這些研究也指出，性別與死亡態度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例如一些研究表

明，蘇靜婷(2017)當女性擔任家庭經濟支柱時，她們可能會採取更理性和實用的方

法來處理死亡和死亡態度，在不同文化和社會的性別角色期望和價值觀也會影響

性別對死亡態度的影響。 

死亡是人類無法避免的現實，然而每個人對死亡的看法可能因為不同因素而

有所不同，性別是否是一個影響死亡態度的因素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不僅關

係到我們對死亡的認知，也涉及到性別角色和社會文化的議題。 

首先性別是否影響死亡態度，趙淑紅等(2020）可能因為文化背景和社會角色

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部分文化中，男性被期望扮演著勇敢、果斷、強壯的角色，



 

 13  

而女性則是被期望扮演柔弱、溫柔、慈善的角色，這些角色期望可能影響男性和女

性對死亡的看法，例如在某些文化中，男性被期望在面對死亡時表現得勇敢和堅毅，

而女性則被期望更加情緒化和脆弱，這些期望可能導致男性和女性在面對死亡時

表現出不同的態度。 

其次性別是否影響死亡態度，也可能和生物學性別角色有關，生物學上，男性

和女性在面對死亡時可能有不同的反應，例如男性可能更傾向於採取行動，進行解

決問題的努力，而女性則更傾向於尋求情、尋求協助及委屈求全的方式因應處理問

題。 

性別可能會影響個人對死亡的態度，但具體影響方式可能因個人差異而異，一

些研究顯示，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對死亡感到恐懼，並表現出更強的反應，如焦慮、

悲傷和情緒波動(Wong et al.,1994; Lehto & Stein, 2009)。另一些研究則表明，男性

可能更傾向於運用幽默和諷刺來處理死亡的主題，並表現出比女性更多的冷漠和

沉著(Martin, 1996; Martin et al.,2003; Rando, 1993)。 

此外生物學性別角色也可能與死亡態度有關，例如社會上普遍認為男性應該

表現出強大和勇敢的形象，可能會影響男性對死亡的態度和反應。同樣地，女性在

生物學上被賦予生育和照顧的角色，可能會導致女性更關注家庭和關係，對死亡的

反應也可能與此有關。 

整體而言，性別和生物學性別角色可能會影響人們對死亡的態度和反應，但具

體的影響方式可能因個人差異而異，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深入瞭解，性別對死亡態

度的影響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進一步了解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

下性別對死亡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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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探討年紀影響死亡態度 

年紀對死亡態度有著一定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對死亡的認知和態度

會有所改變，但環境及社經地位的不同改變的多寡就因人而異。 

年級及年紀代表學生受教育的程度，大約在 17~24 歲青少年時期，Frankl(1986)

指出最容易質疑生命意義的階段是青春期。在求學期間是處於對生命及未來摸索

階段，青少年較具有找尋目標方向的動力，也對未來工作較多熱情投入學習，主要

的動機讓未來生活更有意義及生命的價值，相對之下內在的空虛感較多，需要學習

培養獨立的思考能力，過去有許多學者研究提出，年紀越小死亡恐懼越高。年龄和

死亡態度的關係，結果發現最年長組成人顯然年輕組更接受死亡，視死亡為生命的

解脫 Wong et al.,(1994)。以中老年人為研究對象，蔡明昌(1995)發現 65-69 歲的老

年人死亡焦慮，高於 75 歲以上及 65 歲以下的老人。年級也包含對學習知識多寡，

過去在高中時沒有太多的接觸生死相關課程，進入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後，學習著以

生死為主題的相關課程，對生命與死亡的知識增加，也隨年紀心智及成熟度，是否

會對死亡的態度更加有體悟，國內外多位學者提出，教育程度較低對死亡的恐懼及

焦慮越高。 

年齡與死亡焦慮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但並非絕對，一般來說，年輕人可能

會更加焦慮和恐懼死亡，這可能與年輕人的生命觀念和價值觀、社會經驗、個人成

長經歷等因素有關。相反，隨著年齡的增長，一些研究顯示，死亡焦慮可能會逐漸

降低，這可能與年長者對於死亡的接受程度、人生經驗、生命觀念等因素有關。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顯示，年齡對死亡焦慮的影響並不總是呈現單調的關係，而

是與其他因素交互作用，例如一些研究發現，中年人可能比年輕人和老年人更容易

出現死亡焦慮，這可能與中年人面臨的生活轉折和壓力、角色轉換等因素有關

APA( 2019)。此外身體健康狀況、生活事件、社會支持等因素也可能影響死亡焦慮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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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年齡與死亡焦慮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同年齡段

的人群可能會有不同的死亡焦慮表現，因此在幫助人們面對死亡時，需要根據不同

年齡段的人群特點和需求來進行有針對性的支持和教育。 

一些研究發現，年齡較大的人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較高，認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

歷程，並願意積極面對和準備死 Tomer & Eliason (2006)。個體之間的反應也有很

大的差異，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情境下也可能有所不同。此外年齡較大的

人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較高並不代表他們一定會願意積極面對和準備死亡，這也可

能因人而異，而年輕人則可能更加焦慮和恐懼死亡，甚至有些人會避談死亡，但也

有研究顯示，年輕人有較高的探索欲和好奇心，能夠更開放地接受和探究死亡議題

(Neimeyer, 2012; Tomer & Eliason, 1996; Wong, 2012)。年輕人對死亡的探索欲和好

奇心也有很大的個體差異，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情境下也可能有所不同，

雖然年輕人可能更開放地接受和探究死亡議題，但這不一定代表他們能夠較好地

處理死亡所帶來的情感壓力和挑戰。 

此外不同年齡段的人們對死亡的態度也會因文化、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等因素

而有所差異，因此年紀是影響死亡態度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但也需要考慮其他因

素的影響。 

這些研究探討了不同年齡段人們對死亡態度的差異，以及可能影響這些差異

的因素，如性別、文化、教育背景等。研究結果顯示，年紀對死亡態度有著一定的

影響，不同年齡段的人對死亡的認知和態度也存在差異。例如年齡較大的人通常會

更加接受死亡的存在，並能夠更好地面對和處理死亡問題；而年輕人則可能更加焦

慮和恐懼死亡，需要更多的教育和支持來幫助他們面對死亡 Klass et al.,(1996)。 

人生的終點是死亡，無論我們希望與否，它總會來臨，然而不同的人對於死亡

有著不同的觀點和態度，有些人視死亡為終點，而有些人則把它當做另一個開始，

年紀是否影響死亡態度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來探討年輕人對於死亡的看法

年輕人常常被認為是無憂無慮的，他們充滿了青春活力和熱情，似乎對於死亡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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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毫不在意，年輕人通常認為死亡是一個遙遠的未來事件，他們還有很多時間去完

成他們的夢想和目標，因此對於死亡的態度是比較樂觀和漠視的，然而這並不代表

所有年輕人都不在意死亡，有些人可能有某種程度的焦慮和擔憂，因為他們害怕錯

過了某些東西，或者感覺自己還沒有達到足夠的成就。這種態度通常是由於社會和

文化因素的影響，例如對於成功的追求、年齡的壓力和與同輩之間的比較。 

中年人對死亡的態度也有很大的個體差異，但是一些研究表明，隨著年齡的增

長，人們通常會更加接受死亡作為人生的一部分，更多地關注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並逐漸調整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Li et al., 2019; Lueck & Wilson, 2011; Burr & 

O'Toole, 2012)。 

進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年人死亡焦慮的程度還與其社會環境和生活狀況有關，

例如社會和經濟不穩定、失業、財務困難、婚姻和家庭問題等因素都可能增加中年

人的死亡焦慮。此外文化和宗教背景、性別、種族和性取向等因素也可能對中年人

的死亡焦慮產生影響。 

為了幫助中年人應對死亡焦慮，建議中年人應該開始將更多的時間和注意力

放在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交關係上，應該鼓勵中年人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志願

工作、健身運動和娛樂活動等，以提高其生活質量和快樂指數 Ross (1984)。 

在死亡觀念方面，中年人應該理解死亡是人生的一個必然過程，並開始積極思

考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觀，他們也應該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家人、朋友和社區中，

以創造一個更有意義和豐富的人生。 

整體來說，中年人死亡焦慮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研究和解

決，了解其原因和影響因素，以及如何有效地應對死亡焦慮，對中年人和整個社會

都是非常重要的 Lacey et al.,(2019)。 

老年人相比其他年齡段的人，可能更能接受死亡，這是因為老年人已經經歷了

許多生命的轉折和變化，對於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已經有了更深入的體驗和認識，因

此他們更容易接受死亡作為人生的一部分，老年人可能會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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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自己的人生，對於死亡的認知和態度也更加成熟和穩定。 

當然老年人對於死亡的接受程度還是會因人而異，取決於個人的經歷、價值觀、

宗教信仰等等。但是許多研究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通常會更加接受死亡作

為人生的一部分，並開始關注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老年人也可能會積極地準備迎接

死亡，如起草遺囑、安排喪禮等，以確保自己的後事得到妥善處理，這些都反映了

老年人對於死亡的積極態度和接受程度。 

此外許多研究顯示，張麗霞等(2013)老年人可能更加重視家人和社交關係，對

於與親友的相處和關懷更加注重，這也可能促使他們更加接受死亡作為人生的一

部分，當然老年人對於死亡的接受程度也受到健康狀況和生活品質的影響，如果老

年人身體健康、心情舒適，對於死亡的接受程度也會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對於死亡的接受程度，並不意味著他們對生命的價值和

意義的重視程度減少。相反許多老年人會通過回顧自己的人生，思考人生的意義和

價值，並將這些經驗和智慧傳承給下一代，這也反映了老年人對於生命的珍視和重

視。 

總之老年人對於死亡的接受程度可能會更高，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對生命的價

值和意義的重視減少，反而可能更加強烈。 

老年人對死亡的態度也有很大的個體差異，但是一些研究表明，隨著年齡的增

長，人們通常會更加接受死亡作為人生的一部分，更多地關注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並逐漸調整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Nielsen et al.,(2016)。 

台灣年輕人的死亡態度普遍是不積極的，他們對死亡的態度相對避諱和回避，

而且對於與死亡相關的話題、經驗和文化遺產缺乏相應的認識和理解。 

此外年輕人在死亡態度和價值觀方面與傳統文化有所脫節，尤其是在現代城

市化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許多年輕人對於傳統文化中的死亡禮俗、追思祭祀等缺

乏相應的認識和理解，這種現象在一些大城市和都會地區尤其明顯。 

有研究指出，李佳慶、黃銘慧(2015)年輕人對於死亡和臨終的態度和認知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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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受到文化、宗教和教育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地區和族群的年輕人對死亡的

態度和表現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對於年輕人的死亡態度問題，需要從多個層

面進行研究和探討，以便更好了解其原因和影響因素，進而制定相應的教育和干預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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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科訓練影響死亡態度 

    大學科系對死亡態度的影響也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話題，一些研究表明，不同的

大學科系對死亡態度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例如醫學、護理等與醫療保健相關的

科系的學生通常比較容易接受死亡，因為他們在學習和實踐中必須面對死亡和病

痛的現實。而藝術、文學等文學科的學生可能更加關注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對死亡

的認知和態度也可能會有所不同。此外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學生通常更加關注人

類行為和情感方面的研究，對死亡的認知和態度也可能受到其學科領域的影響。 

    近年來人們對死亡的認知逐漸改變，許多場合下對死亡的談論已不再像以往

一樣被視為禁忌或是不好的事情，然而究竟是什麼因素會影響一個人對死亡的態

度呢？其中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大學科系，在探討不同大學科系是否會影響學生對

死亡的態度。首先對於醫學相關的科系，如醫學、護理等，學生常常會接觸到病人、

病歷、死亡等相關議題，因此對死亡的認知相對較為成熟，透過學習醫學知識及實

習經驗，他們對於死亡的態度可能會比其他科系更為理性、成熟，醫學相關科系的

學生也具有較高的社會責任感，因此對於死亡與人生價值的探討也相對較多。對於

人文及社會科學相關科系，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生常常會從不同角度探

討死亡議題，如死亡的意義、死亡與倫理等，透過學習死亡相關的哲學理論、心理

學理論等，護理相關的科系，包括護理學校。對於護理學校的學生來說，他們也會

接觸到病人、病歷、死亡等相關議題，因此對於死亡的認知也相對較為成熟。 

然而這些研究結果並不是一致的，有些研究顯示，不同學科的學生對死亡的態

度沒有明顯的差異，而是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更大，如性別、文化背景、宗教信仰

等 Wong et al.,(1994)。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進一步探討大學科系對死亡態度的

影響。 

一些相關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大學科系在死亡態度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差異，以

下是一些相關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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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醫學生對死亡和臨終議題的認知和態度比其他

學科的學生更加成熟和正向。該研究還發現，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等社會科學

學科的學生也比較容易接受死亡和臨終的現實，而商科和工程科學的學生則相對

較難以接受 Narasimhan & Corrie(2019)。 

在荷蘭進行的另一項研究發現，與醫療相關的學科如醫學、護理等學生對於死

亡的態度和接受程度較高，而法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等學生的接受程度較低。

研究還發現，女性和年輕學生對於死亡的接受程度也相對較低 Van der Pas et 

al.,(2016)。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對加拿大的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發現醫學生和護理學

生對死亡的接受程度最高，而商科、工程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學生對死亡的接受

程度最低 Kwekkeboom et al.,(2016)。 

整體而言，不同大學科系對死亡態度的影響可能因國家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

同，也可能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因此進一步的研究仍然需要進行。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探討了大學生在不同年紀階段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程度是

否會有所變化，以下是一些相關的文獻: 

一項在韓國進行的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死亡的接受程度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

增加，在該研究中，年齡較大的學生對死亡的認知更加成熟，更加容易接受死亡的

現實 Kim et al.,(2014)。 

在英國進行的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程度

可能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如性別、宗教信仰、社會經濟地位等。在該研究中，

女性和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較低，而宗教信仰較強的學生對

死亡的接受程度較高 Stevens & Hassmiller (2007)。 

在美國進行的另一項研究則發現，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程度可能會隨

著生命事件的發生而產生變化，如親密關係的結束、親人的過世等。在該研究中，

經歷過這些生命事件的學生對死亡的認知和接受程度更高Dewey & Blum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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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程度可能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個人因素、社會

環境、文化背景等，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因素對大學生死亡

態度的影響。 

以下是一些探討不同大學科系是否影響死亡態度的相關文獻: 

在土耳其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不同大學科系的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程

度存在差異，該研究發現，社會學科和教育學科的學生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較高，而

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科的學生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較低 Ozcelik et al.,(2018)。 

在美國進行的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發現，醫學科學和護理學科的學生對死亡

的認知和接受程度較高，而商業和工程學科的學生對死亡的認知和接受程度較低

Sweeny & Shepperd (2010)。 

在義大利進行的另一項研究發現，不同大學科系的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程

度也存在差異，該研究發現，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的學生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較

高，而理工科學科的學生對死亡的接受程度較低。 

在不同大學科系的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程度存在差異，這可能與科目特

性、課程設計、對死亡知識的教育等因素有關。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

理解不同科系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程度的差異 Brugnoli & Riva (2017)。 

一些先前的研究指出，台灣年輕人的死亡態度普遍是不積極的，他們對死亡的

態度相對避諱和回避，而且對於與死亡相關的話題、經驗和文化遺產缺乏相應的認

識和理解。 

這可能與台灣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有關，例如儒家思想中的禮儀觀念、台灣佛

教文化中的超度觀念等等。此外台灣的教育體系和醫療體系中對於死亡和臨終關

懷的相關訓練和資源也相對不足。 

然而對於護校學生來說，藍育慧(1995)由於他們的職業特性，他們可能需要更

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有關死亡和臨終護理的知識和技能，陳翠蓮等（2013）並且需要

積極面對和應對相關的情境和問題。因此對於台灣護校學生的死亡態度和相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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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也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探討的問題。 

一些研究表明，(孫嘉玪等，2004; 孫嘉玪等，2004; 曾煥棠，1999)臨床護理人

員對死亡和臨終關懷的認知和態度可能會受到其個人經驗、職業文化和社會文化

的影響。例如一些護理學研究表明，護理人員的個人經驗包含親身經歷過親友的死

亡、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可能會影響其對死亡和臨終的看法和態度。 

此外護理學研究也指出，護理人員對於臨終護理的態度可能會受到其所處職

業文化的影響，李淑芬等（2016）一些護理文化可能會傾向於強調生命延續的價值

觀，而對於舒緩病人的痛苦和緩和病情的護理可能不夠重視。在台灣的護理文化中，

傳統上對於病人痛苦的管理和舒緩措施並不夠重視，而強調醫療技術的應用和生

命支持。相反在西方文化中，緩解病人痛苦和提供終末期照護的觀念和實踐已經得

到更多的重視和普及，這些文化差異可能會影響護理人員對於病人臨終護理的態

度和實踐(Buss et al., 2006; Gallagher, 2012; Huang et al., 2005)。 

因此對於台灣護校學生的死亡態度和相關教育，除了考慮其個人經驗和文化

背景外，還需要關注其職業文化和社會文化的影響，並且提供相應的專業知識和技

能培訓，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相關情境和問題，提高其臨床護理能力和品質。 

在臨床實踐中，陳冠伶等（2016）護理人員需要面對許多與死亡和臨終相關的

問題和情境，例如病人和家屬的情緒反應、緩和病人疼痛和不適、提供安寧療護和

終末照護等等。因此，護理學教育和培訓中，應該為學生提供相關的知識和技能，

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這些問題和情境。 

南華大學生死系分為三組有 A 組殯葬組、B 組社會工作組、C 組諮商組，在

死亡教育課三組均有課程學習，主要專業學習有所不同，在殯葬組主要是以未來想

要從事殯葬行業，過去殯葬行業以世襲傳承較多，現在則有愈來愈多優秀學生投入，

走向專業化，曾煥棠(2016)這些殯葬專門課程係培育禮儀師專長之專門知能課程，

由各大專院校擬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理論上課程設計是教師專業自主的

表現。希望透過實習制度與理論的結合，提升國內殯葬文化產業，在學習過程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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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實際操作的課程，藉此讓學生更加瞭解殯葬產業各家的生態與工作內容。 

殯葬組是直接接觸死亡事件最多一個組別，而學生四年級實習的部份，主要實

習單位分為一般禮儀公司和殯儀館兩種，一般禮儀公司的實習職務有遺體接運、臨

終關懷、豎立靈堂和遺體的洗、穿、化、入殮等相關工作；而殯儀館則是申請火化

爐、冰櫃、靈堂等的借取登記，以及相關殯葬行政工作，也會有遺體處理的特殊案

件，遺體美容部份是直接與配合的禮儀公司或殯儀館，實際參訪了解遺體化妝師的

工作內容，殯葬業是屬於服務業，只是與一般服務業有所不同，曾煥棠(2002)實習

經驗，幫助殯葬組學生更加了解生死議題，也重新省思人生，對未來就業很有幫助，

強調從自身架構來表現對死亡的尊嚴追思，重新評量統整生命意義，藉由反省和確

立個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殯葬組同學為主要在四年級下學期是全職實習直接有

接觸死亡事件，而其他兩組是較沒有直接接觸死亡事件。 

社會工作組是屬於間接接觸死亡事件，新聞中層出不窮的社會案件，都於社會

工作組有直接關係，在社工組課程的面向較廣，因應社會所需要有不同的專業，其

中課程領域包含兒童青少年、家庭、婦女、家庭、身障、老人等社會工作，在課程

會朝向多元化設計，對社會工作組同學較有不同面向的發展及了解， 

社會工作者要配合服務對象的需求，而不是服務對象要配合社會工作者的能

力，社會工作系所應該以社會經濟發展趨勢，與服務對象的需求作為規劃課程的依

據。林萬億(2010)課程實習的部份會以同學較有興趣或是未來工作方向，去做課程

實習，以便了解實際工作內容及服務之對象。 

諮商組是較少直接接觸死亡事件，會有個案有死亡的意念或是死亡的議題，較

多是有關心理方面的輔導，尤其在創傷及悲傷輔導部份佔較多，其次是生涯規劃的

部份，在四年級見習部份大多以學校單位為主，學校單位較微單純，也因為見習部

份會過濾較複雜的個案，讓大學同學見習，故在諮商組在三組中較少機會可以接觸

死亡事件，不過相對在自我覺察部份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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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宗教信仰對死亡態度的影響 

宗教信仰為個人自由，南華大學是由星雲大師所創辦，但不影響學生之宗教信

仰自由，Feifel(1959) 認為有宗教信仰者會以宗教觀去思考死亡相關的議題，因此

較不容易對死亡產生焦慮。宗教信仰在無形之有安定人心的作用，人對死亡的未知

產生恐懼感，郭純真(2002）研究發現宗教虔誠度越高，死亡恐懼较低。針對耕莘

護校學生之研究，吳麗玉(1997)發現個人宗教信仰虔誠度愈強烈者，有愈高之趨近

導向之死亡接受。也有少數研究發現宗教信仰與死亡態度無關(蔡明昌，1995; 

Brinkman et al., 2017)，現有宗教信仰之商職學生，曾廣志(2008)其死亡關切比無宗

教信仰者高，但在死亡接受方面則無顯著差異。 

西方和東方宗教對於死亡的看法和對死亡的態度有所不同，因此對人們的死

亡態度和行為有著不同的影響 Wong (2011)。 

宗教對於人類的生命和死亡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它可以影響人們對死亡的

認知和態度 Koenig et al.,(2012)。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探討宗教對死亡態度的影

響，以及不同宗教在死亡觀念上的差異。首先宗教對於死亡態度的影響可以從多個

角度來看，一方面宗教可以提供人們對死亡的解釋，讓人們對於死亡有更深入的了

解。例如:基督教認為人的靈魂會繼續存在，而不是停留在肉體的死亡之中。佛教

則認為死亡只是一個過程，並非永遠的結局，這些信仰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死

亡，從而減少對死亡的恐懼和不安。另一方面宗教也可以幫助人們擁有更好的死亡

態度，許多宗教強調慈悲、寬容和接納，這些都是對於死亡態度有正面影響的價值

觀，例如基督教鼓勵人們將自己的靈魂交付給上帝，而佛教則鼓勵人們接受無常，

放下執著，這些價值觀可以讓人們更加從容地面對。 

在西方宗教中，如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等，通常認為死亡是靈魂脫離身

體進入另一個世界。基督教認為通過信仰，人們可以得到永生；猶太教則強調靈魂

在死後會進入陰間，等待上帝的判決；伊斯蘭教則相信死後靈魂會前往該教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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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獄。在這些宗教中，人們對死亡通常會有一種宗教上的信仰和期待，並且認為

死亡不是終結，而是另一種存在的形式，這些信仰和期待可以幫助人們減輕對死亡

的恐懼，並且對於人們在死亡前的決策和行為也有一定的影響 Exline & Martin 

(2005)。 

在東方宗教中，如佛教和道教等，對於死亡的看法則有所不同。佛教認為死亡

是必然的、無可避免的，但人們可以通過生命的修行來達到解脫，進入涅槃。道教

則認為死亡是自然現象，只是生命的一個過程，人們應該放下執著和貪婪，追求心

靈上的自由和平靜。在這些宗教中，人們對死亡的態度更多的是接受和平靜，並且

強調對生命的珍惜和培養內心的修養 Koenig (2008)。 

佛教是一種源自印度的宗教，透過禪修、經典教義和道德規範等方式，教導人

們如何追求內心的平靜與覺醒。在佛教中，死亡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因此佛教

對於死亡態度的探討與教義，對於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來說，都有著重要的影響。首

先佛教教導人們要面對死亡的現實，佛教強調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死亡是不

可避免的，因此人們應該以「生死無常」的思維來看待生命和死亡 Buswell (2013)。

透過禪修和冥想，佛教讓人們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死亡的必然性，並且將死亡視

為一個轉化過程，而非結束。其次，佛教對死亡的探討強調「內觀」的重要性 Kabat-

Zinn (2003)。佛教認為每個人的內心都有著種種的「貪、嗔、痴」等情緒，這些情

緒會阻礙人們對生命真正的體驗和理解，透過修習內觀，人們能夠掌握自己的情緒，

並且學習面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和煩惱。 

道教是中國傳統宗教之一，其信仰體系包含了許多與死亡有關的概念和儀式，

在道教中，死亡被視為一種轉換，而不是一種結束，人死後其靈魂會進入另一個境

界，這個境界可能是另一個世界或是另一個生命形式 Kohn (2010)。因此道教往往

被視為一種對死亡比較包容的宗教，道教中有許多和死亡相關的儀式，其中最著名

的就是道教的『送靈』儀式。這個儀式是為了幫助死者的靈魂穿越到另一個世界，

通常由道士主持。在儀式中，道士會念誦咒語，燃點香火，並在進行特定的祭祀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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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幫助死者的靈魂安心離開。此外在道教中，也有關於死亡的一些倫理和道德

觀念，道教強調人應該尊重自然、保持平衡，並且不應該過度追求權力和財富

Kirkland (2004)。 

東方宗教對死亡態度的影響一直是研究者探討的議題。東方宗教包括佛教、道

教、儒教等，它們對死亡的看法和處理方式各有不同。本文將從佛教、道教、儒教

三個方面探討東方宗教對死亡態度的影響。佛教是東方宗教中對死亡有深刻思考

的宗教之一，佛教認為死亡是一種必然的過程，是人生中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時刻。

佛教主張無常觀念，即萬物皆無常，生死是循環不斷的。因此，佛教中有很多關於

死亡的教義和實踐方法，例如「生死觀」、「慈悲觀」、「戒定慧」等。這些教義和實

踐方法可以幫助佛教徒平靜面對死亡，並且對死後的世界有一種信仰。道教對死亡

的看法則與佛教有所不同。道教認為死亡是一種自然歸宿，它並不是結束而是轉化。

道教主張「道法自然」的觀念，認為萬物皆有其本質和自然規律，生死也是如此。

因此，道教徒將死亡看做是萬物的自然 

對於儒教來說，死亡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但它也是一個儀式性的事件。儒家認

為死者應該得到尊重和紀念，因此在儒教社會中，對死者的悼念與儀式非常重要，

儒家強調追思逝者的重要性，透過悼念的儀式，讓人們展現對逝者的敬意和感恩之

情 Yao (2000)。同時，在儒家的價值觀中，人的一生應該追求道德的完美和人，儒

家並未對死亡進行深入的討論或制定相應的死亡儀式。相對地，儒家更加關注人生

的過程，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這個思想出自儒家，強調個人應當

先從自己做起，修養自身、治理家庭、執行公職，最終達到治理天下的目標。這思

想的出處可以追溯至《大學》和《中庸》兩篇儒家經典。 

西方宗教對死亡態度的影響死亡是人類無法避免的現象，每個人都將面臨死

亡，但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對死亡的看法卻不盡相同 Hayward & Owen (2011)。在西

方文化中，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是主要的宗教信仰，這些宗教對死亡的看法

和態度也有所不同。在探討西方宗教對死亡態度的影響，基督教是西方最主要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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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一，它對死亡的看法主要來自聖經，聖經中描繪了天堂和地獄的存在，認為人

們在死後會得到永恆的報應或獎賞，基督教強調信仰和懺悔的重要性，認為只有跟

隨耶穌基督的教誨，才能得到永生。因此，對基督徒來說，死亡不是終點，而是一

個新的開始 McGrath (2011)。基督教的教義教導人們相信，死亡是一種轉變，一種

從地球生命到永恆生命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是必須經歷的。猶太教對死亡的看法也

來自聖經，但它並不像基督教那樣著重於永恆的報應或獎賞，猶太教強調對死者的

悼念和尊重，以及重生的信念。猶太教相信，死者的靈魂會返回上帝那裡，而身體

則會成為大地的一部分，這種對生命和死亡的看法體現了猶太教對大自然和人類

的尊重和平衡的價值觀。 

宗教信仰對於死亡態度的影響可以幫助人們面對死亡時更加冷靜和自信，同

時文化差異也會影響人們對死亡的態度和行為，因此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探討這

些影響的具體細節。 

除了宗教因素，西方和東方文化背景也對死亡態度有所影響，在西方文化中，

死亡往往被視為個人的問題，人們通常會關注自己的生命和死亡，並將其視為一個

私人問題。相反在東方文化中，死亡往往被視為社會和家庭的問題，人們通常會關

注家人和社區的生命和死亡，並將其視為一個公共問題。 

這種文化差異也反映在死亡態度上，在西方社會中人們往往更加開放和坦率

地討論死亡，並且更加強調個體的自主權和自主決策 Stjernswärd et al.,(2017）。相

反在東方社會中，人們通常更加關注家庭和社區的期望和需求，並且更加注重家庭

和社區的和諧 Kim et al.,(2016）。 

此外年輕人和老年人對於死亡態度也有所不同，研究顯示年輕人更加恐懼死

亡，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於未來和生命有較高的期望和未完成的目標 NCI & 

APA(2015)。相反，老年人可能會更加接受死亡，並且更加關注自己的遺產和對家

人的貢獻 Chio & Chan (2010)。 

死亡態度是一個複雜的主題，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文化、宗教、年齡和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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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等因素都可能對人們的死亡態度產生影響，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

地理解和處理死亡這個普遍存在的問題。 

一些研究探討論西方和東方文化中死亡態度的差異，以及宗教對死亡態度的

影響。這些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對於死亡態度有顯著的影響，而且不同宗教對於死

亡態度的影響也有所不同。此外這些文獻還探討了不同年齡群體對於死亡態度的

差異，以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對於死亡態度的影響。宗教信仰可以幫助人們面

對死亡，例如提供安慰、安心、信仰和希望等等。這種宗教信仰對於死亡態度的影

響可能因宗教信仰的內容和形式而有所不同 Florian & Mikulincer (1998）。宗教信

仰可以幫助人們減輕死亡焦慮，例如透過信仰和祈禱來減少對於死亡的恐懼和不

確定性。這種宗教信仰對於死亡態度的影響可能因宗教信仰的種類和個人的信仰

程度而有所不同 Pyszczynski et al.,(2006）。在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們對於死亡的態

度和反應可能因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例如在日本文化中，死亡被視為一

種自然的過程，並且對死亡有一定的接受度和積極性 Kashima et al.,(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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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喪親經驗對死亡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施測在 2020 年是因為 covid-19 是在 2019 年 12 月底爆發，全球陷入疫

情之中，新聞媒體不斷大量報導相關染疫人數及死亡人數，台灣在 2021 年 4 月一

度因疫情而升至三級，把疫情控制下來，而 2022 年則疫情逐漸增加，5 月死亡人

數約 1400 人，把經歷過喪親或參加喪禮設為變項，雖然喪禮活動從簡較多，這是

經歷死亡事件可能產生的重大失落也可能會影響死亡態度，陳慶餘等(2003）發現

重大威脅生命事件的發生，往往為民眾帶來面對生死學習的契機，在人生中經歷喪

親經驗中，籍由親人死亡對自我人生重新省思，在喪禮中聽到對故人的感謝文時，

也會回想故人對自我人生中的回憶，面對未來規劃時，人生價值觀及對生命結束的

死亡態度是否有正向影響，這也是故人給親人們的最後一刻生命的學習。 

    死亡是人生中無法避免的一個過程，每個人都會面臨死亡，而對於死亡的態度

也因人而異，有些人對死亡非常害怕，而有些人則對死亡毫不在意。這種差異可能

與個人是否經歷過死亡經驗有關，那麼經歷死亡經驗是否會影響死亡態度呢？根

據一些研究，經歷過死亡經驗的人普遍對死亡持有較為積極的態度，並且更能夠接

受死亡的存在，這可能是因為在死亡經驗中，個人對死亡有了更深刻的體悟，認識

到死亡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並且學會了更好地面對死亡。此外經歷死亡經驗的

人可能更能夠享受當下的生活，並且更能夠珍惜時間，對於他們來說，生命變得更

加珍貴(Greyson, 2015; Palmieri et al., 2017)。 

    一項對於喪親之痛的研究顯示，女性更容易表達自己的悲傷和痛苦，而男性則

更容易採取消極的應對策略 APA (2014)，例如迴避和退縮。 

    親友死亡經驗可以對個人的死亡態度和看法產生多種影響，具體取決於經驗

的性質和個人的反應。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影響: 

一、宗教信仰:對死亡的信仰和看法可以通過宗教信仰得到改變。例如，信奉

基督教的人可能會相信死後有天堂和地獄，這會影響他們對死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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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態度。 

二、自我保護機制:當面對親友的死亡時，個人可能會使用自我保護機制來應

對，例如否認或避免。這些機制可以幫助人們在短期內減少痛苦，但長期

來看可能會對死亡態度造成負面影響。 

三、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可以幫助個人應對死亡損失和經歷。當個人得到來自

家人、朋友或社區的支持時，他們可能會感到更有勇氣和力量應對死亡，

這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死亡的態度和看法。 

四、自我反思和尋求意義:面對親友死亡的經驗可能會促使個人進行自我反思

和尋求意義。這些反思和尋求可能會幫助個人更好地理解死亡和生命的

意義，並且可能會對他們的死亡態度和看法產生積極的影響。 

五、增加對生命的珍惜:親友死亡的經驗可能會使個人更加珍惜生命。這種珍

惜可能會影響個人的價值觀和態度，讓他們更加關注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六、心理健康:親友死亡的經驗可能會對個人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例如

憂鬱和焦慮。這些心理狀態可能會影響個人的死亡態度和看法，使他們更

加恐懼和擔憂死亡。 

七、信仰改變:某些人可能會因為親友死亡的經驗而改變他們的信仰或生活方

式。這種改變可能會對他們的死亡態度和看法產生深遠的影響。 

整體來說，親友死亡經驗經常會對個人的死亡態度和看法產生影響，這些影響

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負面的。因此，當個人面臨這種經驗時，可能需要尋求適當

的支持和幫助，以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死亡和生命。 

這項研究探討了在護理照顧的過程中 Wong et al.,(2012)，提供給家庭照顧者的

喪親輔導和支持的現況。研究發現，儘管有相關的指導方針和建議，實際上提供這

種支持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研究提出了改進現有支持系統的建議，以提高家庭

照顧者的心理健康和應對能力 Aoun et al., (2010)。 

一些研究探討了因暴力事件而失去親友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和死亡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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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個人對死亡的看法和態度受到了他們對親友死亡的解釋和意義的影響。因此，

研究建議提供專業的心理輔導和支持，以幫助這些人進行意義的建構和應對過程

Currier et al.,(2006)。 

探討了親友死亡經驗經驗對死亡態度的影響。其中，Currier et al.,(2014）提出

了一個中介模型，認為意義建構是人們在面對暴力損失時所採取的一種應對方式，

而意義建構對悲傷和死亡態度之間的關係起著中介作用。Rubin & Malkinson（2001）

的研究則發現，應對親人死亡的方式可能影響個人的死亡態度。最後， Wijngaards-

de Meij et al.,(2008）的研究則發現，接觸死者可能有助於個人的後成長，從而影響

死亡態度。 

悲傷和哀悼是一個人面對失去親友或其他重要人物時的自然反應，但這些反

應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一些文化中，哀悼可能會持續很長時

間，甚至幾年或更長時間，而在其他文化中，哀悼可能只持續幾天或幾週。此外不

同文化還可能有不同的儀式和慣例，用於幫助人們應對失去的痛苦 Corr (1993)。研

究發現，無論年齡如何，大多數人都會對父母死亡感到悲痛和失落。然而，年輕人

和年長人的悲傷反應存在差異。具體來說，年輕人更傾向於表達情感和尋求社會支

持，而年長人則更傾向於表現出克制和接受 Lund et al., (2002)。所以在喪親的經驗，

無論是在什麼年紀都是生命中的重要經歷過程，人們通過悼念和面對喪失的現實

來應對喪親之痛。而復原導向過程是指人們通過重塑自我身份和建立新的人際關

係來應對喪親之痛 Stroebe & Schu (1999)。 

林昱秀、陳錫琦(2015)研究發現，有接觸死亡經驗的大學生死亡態度較為正向，

且認為生命意義較重要，對大學生的死亡態度與生命意義有顯著相關，生命意義愈

高者，其死亡態度愈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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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本研究是針對南華大學生死系同學們，在生死系是由殯葬組、社工組及諮商組

等所組成，了解同學們的死亡態度，正視自己對死亡與瀕死的態度，才能在協助個

案時不會感到焦慮及其它之不舒服，且阻礙了協助瀕死病人的歷程 Kubler(1966)。

在台灣死亡人口目前的發展現況說明，人口不斷老化，出生率不斷減少，面臨人口

倒金字塔的現狀，又加上疫情爆增死亡的人數，面對現況的死亡事件，在未來生死

學的學生更了解死亡態度的重要性，故做此研究。 

影響大學生對死亡態度的因素: 

一、文化和宗教信仰:文化和宗教信仰對於人們對死亡的看法有很大的影響。

例如一些文化和宗教信仰認為死亡是生命的一個自然部分，並且可能會

被視為重要的轉變或者是通往新的生命的開始，而其他文化和宗教信仰

可能會對死亡感到恐懼和不安。 

二、個人經驗:個人經驗也會影響對死亡的態度。例如某人可能已經失去了親

密的家人或朋友，並且已經經歷了哀悼和悲痛的過程，這可能會影響他

們對死亡的看法。 

三、教育和知識:大學生的教育和知識水平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死亡的看法。例

如大學生可能已經學習了關於死亡的不同觀點和哲學，從而對死亡有不

同的理解。 

四、社會和文化環境:社會和文化環境也會影響對死亡的看法。例如社會可能

會強調年輕人應該擁有無限的生命和機會，而其他社會可能會更加接受

死亡作為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五、個人特質和性格:個人特質和性格也可能會影響對死亡的態度。例如一些

人可能非常謹慎和擔心，可能會對死亡感到恐懼和不安，而其他人可能

更加接受死亡，並且認為死亡是自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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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齡和生命階段:大學生正處於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他們可能會對死亡

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一些年輕人可能更加輕視死亡，並且認為自己永遠

不會死亡，而其他人可能會更加關注死亡，並且認識到自己的有限性。 

七、社會支持和關係:社會支持和關係也可能會影響對死亡的態度。例如一些

人可能有親密的家庭關係和朋友關係，並且能夠共同面對死亡和哀悼，

而其他人可能感到孤單和無助，並且對死亡感到恐懼。 

整體來說，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是多方面的，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了解這些

因素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大學生在面對死亡和哀悼時的需求。 

在過去死亡是人們一直害怕恐懼的議題，藉由了解死亡態度量表的五個面向，

透過量表可以更具體的對死亡態度呈現，同時也檢視個人對死亡態度的反應，有助

於生死系同學有機會在填寫問卷中，可以思考死亡議題與自我的相關; 人的一生中

是無法避免遇到死亡事件這議題，生死系同學對於生死科系教育課程中，也因為死

亡議題是人生中重大事件，與未來工作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在實習過程中可以實

踐死亡教育的認知，而死亡議題也開啟人生課題的一個大門，透過研究了解學生們

經歷了對生命與死亡教育的學習，年級的增加是否有影響，而在大學四年課程學習

後是否有不一樣的死亡態度。 

目前時局因疫情的關係，讓死亡事件全球新聞每天不漸斷的更新，而台灣過去

防疫有控制下來死亡人數，而國家政策的改變，要與病毒共存，這政策大大的影響

人民的威脅，死亡人數不斷上升，這對在校的學生和即將成為社會新鮮人的同學，

陳慶餘等(2003）無形中是否影響死亡態度要緩解死亡恐懼，生命教育、死亡教育

以及對於死準備的學習就顯得格外重要。過去有許多學者會個人背景影響死亡態

度的論述，是否也建構死亡教育的學習基石。 

正向的死亡態度通常表現為對死亡的接受和理解，認為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結

束，並且可能是一種解放或轉變。這種態度通常伴隨著對生命的肯定和感恩。 

負向的死亡態度通常表現為對死亡的恐懼和否定，可能導致焦慮和沮喪。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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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可能反映出對生命的不安和對未知的恐懼。 

中立的死亡態度通常表現為對死亡的平衡看待，認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但

沒有特別的情感或價值判斷。這種態度通常基於理性和冷靜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每個人對死亡的態度都是獨特的，受到個人和文化背景、經驗、

信仰、教育和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態度的正向、負向或中立並不意

味著正確或錯誤，而是反映了個人對死亡的看法和感受，並沒有是非對錯之分，透

過研究了解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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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個部分進行說明研究方法。第一節是研究設計; 第二節是研究架

構; 第三節是研究對象; 第四節是研究工具; 第五節是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文主要以南華大學生死系大學部同學為主要施測對象，原因是全台灣高等

教育單位當中只有南華大學有生死系所，以生命教育為主要探討生命及死亡的知

識課程內容，而生死系是由一到四年級的同學們分成個組別，分別是殯葬服務組、

社會工作組、諮商組三組組成，及調查男性和女性的比率，因調查期間是和 COVID-

19 疫情開始至今的時間是重疊，台灣在 2021 年五月疫情大暴發所影響的組群非常

廣大，因此同時調查同學們 2020 年至今是否有經歷過喪親或參加喪禮，也蒐集同

學們的宗教信仰是否有和死亡態度相關，以上目的是蒐集同學們的各別資訊。 

問卷設計主要依照 Wang , Reker 及 Gesser 的死亡態度量表三十二題為主，分

七種態度分數， SA =完全同意(7 分)； A =同意(6 分)； MA =有點同意(5 分)； U 

=尚待商定(4 分)； MD =有點不同意(3 分)； D =不同意(2 分)； SD =非常不同意

(1 分)。在非常不同意 1 分到強烈同意 7 分的方向上，所有項目的得分都從 1 分到

7 分。對於每個維度，可以通過將總規模得分除以形成每個規模的項目數量來計算

平均規模得分。 

在本問卷包含許多與對死亡的不同態度有關的陳述。 請同學仔細閱讀每個問

題，然後決定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原死亡態度量表問卷就有正向題及反向題，在

問卷上再次強調請同學們詳閱題目作答。 

此死亡態度問卷是用網路網頁蒐集問卷，過去都是用紙本問卷方式蒐集，因應

環保及疫情關係減少人與紙本直接接觸交叉感染的問題，所以利用網路科技減少

問題發生，透過 Survey Cake 網路軟體問卷做蒐集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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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樣本收集管道主要利用南華大學生死系的 FB 公共平台發送網路訪查，經

由系辦正式提出申請及審核此問卷-南華生死系大學部死亡態度量表施測，其間回

收率非常不好，更改方式提高同學們問卷填寫的意願，提供獎金及獎品抽獎活動二

次，另外經各班老師同意以入班宣達三至五分鐘，為期兩週，其間因研究者有時間

上無法配合的問題，無法全部生死系的班級都有入班宣達。 

本研究是用網路網頁問卷調查，可以透過個人手機直接填寫的方便性，傳仰止

(2001)過去在網際網路上的調查普遍面臨重要瓶頸，主要是以網頁調查為甚。過去

填寫網頁問卷者的來源通常沒有經過抽樣設計，而蒐集到的問卷調查樣本較不具

備隨機性質、無法驗證網路使用人口、非常容易扭曲調查結果。例如:匿名是無法

證實身份的真實，及重複填寫，或者他人代寫，所造成調查結果的偏誤是時常發生

的事。本研究是以南華大學生死系同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網路網頁問卷是透過內部

資訊發送，沒有對外開放及公佈。分成二部份蒐集網路網頁問卷，一是透過學校生

死系的系辦審核同意後，發送到南華大學生死系 FB 平台，此平台的是要透過學號、

真實姓名及校內電子信箱驗證，才得以加入平台，故在此平台發送問卷，所接受調

查的同學是符合身份，是封閉是調查，非隨機性質取樣，是可以確認網路的使用人

口，較不扭曲調查結果。二是入班宣導方式，透過校內網路查詢生死系一到四年級

各三組的課程時間及教室，實際到生死系各班級，經各班老師同意入班宣導，請班

上同學掃描二維條碼轉發到班上群組，邀請班上同學填寫。此外本次問卷有抽獎活

動，所以同學都有留學號參加抽獎活動，總數 263 份的問卷中只有六份未填寫學

號，故可以利用學號再次認確認填寫者身份，以確保問卷調查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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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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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調查的對象設定的以南華大學生死系大學部同學為主要施測對象，

台灣唯一國內大專院校有生死學之科系，成立 1997 年，至今有二十五年。基於對

台灣社會的人文關懷以及生命教育死亡知識學科專業化教育發展的需求，大學部

分別為「殯葬服務組」、「社會工作組」與「諮商組」三大組別，本次受試同學為 107

年至 110 年入學在校有學籍的學生。全系一至四年級同學總數為 592 位為主要母

群體，蒐集到 263 位問卷樣本數，剃除 4 位非本系同學，實際總人數 259 位。  

利用南華大學生死系的 FB 公共平台發送網路訪查，經由系辦正式提出申請及

審核此問卷-南華生死系大學部死亡態度量表施測，其間回收率非常不好，更改方

式提高同學們問卷填寫的意願，經各班老師同意以入班宣達三至五分鐘，為期兩週，

另外提供獎金及獎品抽獎活動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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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節共分為五個部分進行說明研究工具。一、是基本資料; 二、是計分方式; 

三、是說明工具量表; 四、是五大面向; 五、是題項內容及信度。 

 

一、基本資料:  

本研究之基本資料包含年級、組別、性別、2020 年至今是否有經歷過喪親或

參加喪禮、宗教信仰、學號(抽獎使用)等。 

 

二、計分方式:  

本研究採用 Wang、 Reker 及 Gesser 於 1994 年修定編製之「死亡態度描繪

修訂量 表「DAP-R」，內容包括死亡恐懼(FD)、死亡逃避(DA)、自然接受(NA)、趨

近接受(AA)、逃離接受(EA)態度五個層面，共 32 題，記分方式為七點李克特量表，

以 SA =完全同意； A =同意； MA =有點同意； U =尚待商定； MD =有點不同

意； D =不同意； SD =非常不同意。在強烈不同意 1 到強烈同意 7 的方向上，所

有項目的得分都從 1 到 7。本量表不加計總分，而是依各量表的得分越高，表示受

試者此一面向之態度。 

 

三、說明工具量表: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死亡心理學一直被對死亡焦慮的研究所主導（Kastenbaum, 

2000; Neimeyer, 1994a，b; Iverach et al., 2014）。關於死亡接受的研究很少，大約 30 

年前，對死亡接受度進行了全面研究，這導致了死亡態度概況  (DAP) 的發展

Gesser et al.,(1987-88）。除了死亡恐懼和死亡逃避之外，人們確定了三種不同類型

的死亡接受:（1）自然的死亡接受:理性地接受死亡作為生命的一部分；(2) 趨近接

受:接受死亡作為通往更好來世的途徑；(3) 逃避接受:選擇死亡作為痛苦生存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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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選擇。DAP 後來被修訂為 DAP-R Wong et al., (1994)，這兩種量表已在世界範圍

內廣泛使用。 

    採用量表探討多向度的死亡態度有其重要意義，其中包含認知及情感層面，主

要分成五個面向死亡恐懼、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趨近接受、逃離接受等，死亡態

度包括恐懼、逃避、接受的態度等，在死亡態度量表的部份，Wong，Reker 和 Gesser

在 1994 年修訂的死亡態度簡況（DAP-R），對待死亡態度的多元計量，在五個面向

的部份: 

(一)、死亡恐懼 FD(Fear of Death):  

恐懼是指人面對現實的生活中危險，或是自我想像中的危險情境，讓自己感到

厭惡的事物等，產生出驚慌的狀態，一種生理上的反應，突然或強烈的一個恐懼可

能導致猝死。死亡恐懼是一種人們普遍對死亡的態度，並且對死亡的恐懼可能產生

出對死亡的否認態度。人生中有非常多恐懼死亡原因，對自我失落或喪失的感覺，

害怕關係分離焦慮，一些未知相關死亡的擔憂，人們對死亡未知感到害怕，不知自

己死亡何時到來及人死後會發生什麼事情，而感到焦慮恐懼，也害怕瀕死可能產生

的痛苦，死亡過程中讓身心逐漸退化，無法得知死後生命的存在及狀態，害怕生命

中擁有的一切全部消失，包含物質及情感上不存在，害怕痛苦和苦難，想到失去了

贖罪和救贖的機會，對關心的親人擔憂，都是死亡恐懼的一部分原因;在人生成長

過程中，充滿了成就感和自我價值感，但隨著日子過去，年齡的逐漸增長，會意識

到自己將面對死亡，隨時都有可能終止一切生命，這時候的對死亡恐懼由然而生。

死亡恐懼的另一個普遍原因，未能找尋到有意義的生活而感到恐懼。 

在死亡態度量表中的死亡恐懼有七項題目:1、2、7、18、20、21、32。 

(二)、死亡逃避 DA(Death Avoidance): 

亦是死亡逃避是指個體對死亡的逃避的表現，這在華人社會裡非常常見，因為

害怕死亡，所以對死亡一詞絕口不提、逃避及逃離相關死亡的話題，刻意避開殯儀

館及喪禮活動，對相關的人事物避而遠之;個體認為逃避掉死亡議題就可以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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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遠一些，可必免死亡，沒有做好準備接受死亡，而選擇逃避問題。 

在死亡態度量表中的死亡逃避有五項題目:3、10、12、19、26。 

(三)、自然接受 NA(Neutral Acceptance):  

廣泛定義為不可避免的最終退出人生做好心理準備。自然接受是指個體接受

死亡是生命結束必定的事件。在許多研究中發現大多數老年人不懼怕死亡，並且喜

歡談論死亡，並接納死亡，例如在重病無法醫治的情況下，甚至發現了一個迫切的

期望最終擺脫了脆弱身體的束縛和負擔。 Klug & Sinha (1987）將死亡接受概念化

為兩個組成部分:對抗死亡以及死亡的融合。對抗是認知的組成部分，是指面對自

己的死亡；清楚表明對於死亡的認識是生活中的事實 Weisman(1974）。融合是對抗

的積極情感反應，人文主義及存在主義心理學的基本原則是，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

有可能實現自我實現個人已經同意了個人死亡這一事實（Bugental, 1965;  Feifel, 

1990; Maslow, 1968; May et al.,1958）。因此，成人不會受到威脅因個人死亡。弗蘭

克 Frankl(1965）也認為，在人生中找到意義可以消除對恐懼的恐懼，了解死亡，

並可以增加一個人的幸福感。 

自然接受的建構意味著以理性的方式接受死亡的現實，並充分利用地球上有

限的時間。Cicirelli (2001) 確定了四種不同的個人死亡意義:滅絕、來世、激勵因素

和遺產。相信來世類似於接近接受。滅絕、激勵和遺產都可以歸入自然接受的範疇。 

在死亡態度量表中的自然接受有五項題目:6、14、17、24、30。 

(四)、趨近接受 AA(Approach Acceptance): 

是指在死亡當中個體心態上接受及面對的方式，這種態度意味著相信人的死

亡不是一種結束，是還有幸福的來世，似乎這是一種信仰。這中間就牽涉到個體是

有神論、無神論，及是否有宗教信仰的部份，而趨近接受有許多的文獻中記載，個

體對來世的信仰與宗教信仰和對教意實踐是有相關的。其中也發現，具有強烈宗教

信仰的個體，越是相信有來世，對死亡的未來更有確定性，是有可能表現出較不那

麼恐懼死亡的態度。而這一切的背後似乎跟宗教是有密切相關的，個體一但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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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就有了精神寄託，對於面對死亡不在感到害怕，是因為信相只要死亡過後有

安頓的方案，東方和西方的宗教對死亡後的去處是不同的形容的，所以對於死亡後

的確定感會對來世信仰與宗教參與。Hertel(1980）在對信念的判別分析中天堂和來

世，發現宗教信仰是唯一重要的預測因素 Steinitz(1980）發現，對來世的信念是與

樂觀和有意義相關。因此，考慮所有關於宗教信仰的發現和對來世的信仰，堅定的

信徒似乎傾向於較少的死亡焦慮並享有更高的個人意義和幸福感。 

趨近接受可以包含自然接受，以充分利用人們在地球上有限的生命，但它還有

一個額外的好處，即為一個人的意識在墳墓之外繼續存在提供希望。人們可能永遠

不知道為什麼大多數人相信天堂或來世 Bethune(2013），但這種信仰，無論是基於

宗教信仰還是世俗信仰，都可以成為面對死亡時的安慰和希望的源泉。 

趨近接受來至於理想來世的宗教和精神信仰。對於那些信奉這種信仰的人來說，來

世不僅僅是像徵性的不朽，因為它通常與有神論的宗教信仰或對超越現實的信仰

有關。接受接近是基於對墳墓之外的生活的社會建構，從而為垂死的人和失去親人

的人提供希望和安慰。更具體地說 Harding et al.,(2005) 報告說，衡量對上帝或是

神存在的信念和對來世的信念的量表都與死亡焦慮呈負相關，但與死亡接受度呈

正相關。 

在死亡態度量表中的趨近接受有十項題目:4、8、13、15、16、22、25、27、

28、31。 

(五)、逃離接受 EA(Escape Acceptance): 

是指在生活中充滿痛苦及困難，所有各種壓力累加的困境讓個體有了對死亡

另一種感受，把死亡當做可以逃離痛苦及困境的選擇，又或者是可以結束一切糟糕

的事情的方法，這時的死亡選項似乎是受歡迎的選擇。Vernon（1972）認為，在某

些條件下生活的恐懼可能會更強烈。而不是害怕死亡。當個體在生活中被苦難和痛

苦所淹沒時，幾乎沒有救濟的可能性，死亡似乎是個唯一逃避的途徑。因此，在逃

離接受中的積極態度面對死亡，不是因為對死亡存有美好終結的想法，反而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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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不好的選擇接受死亡。逃離接受是非常矛盾的意思，即然要逃離對死亡的態

度，為什麼又要接受面對死亡，顯然的個體表現出逃離接受是因為無法再有效地應

對生活中痛苦和存在的問題。 

逃離接受主要是基於這樣一種觀念，即死亡可以緩解活著的痛苦和痛處。自殺

和醫生協助的自殺是逃避接受之表現。例如，Cicirelli (2006) 觀察到，當個體經歷

頑固的疼痛或功能喪失時，他們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死亡態度量表中的逃離接受有五項題目:5、9、11、23、29。 

修訂的死亡態度概論 DAP-R 是 DAP 的修訂版，DAP 是對死亡態度的多維衡

量指標，由 Gesser，Wong 和 Reker（1987-88）開發。 DAP 最初由四個部分組成

階乘導出的維度: 

（1）FD 對死亡的恐懼:對死亡的消極負向的想法和感受。 

（2）AA 趨近接受:將死亡視為通向死亡的入口是來世幸福。 

（3）EA 逃離接受:將死亡視為從痛苦的生存中逃生。 

（4）NA 自然接受:將死亡視為現實，既不應該害怕也不歡迎。 

在開發者隨後針對大學生和中年成年人的 DAP 研究中，開發者們發現他們中

有些人寧願避開死亡話題。儘管隱含著消極的態度無論是死亡恐懼，還是避免死亡，

都需要加以區分。在死亡恐懼中，個人面對死亡以及它喚起的恐懼感。但是，在避

免死亡方面，個人逃避為了減少死亡焦慮而思考或談論死亡。因此，避免死亡意味

著一種使死亡遠離意識的防禦機制。換句話說，兩個可能都對死亡持消極態度，個

人表示高度恐懼死亡，而另一高度避免死亡。這種考慮導致包括 7 項避免死亡量

表。由於開發者們對死亡態度感興趣，因此在死亡恐懼與死亡有關的項目消除了

DAP 的維度，並添加了新的 DA 死亡恐懼項目。附加項目也被添加到三個接受量

表中。結果，原始的 21 個項目的 DAP 進行了擴展至 36 個項目。為了憑經驗確定

DAP-R 中五個維度的面向有效性，要求 10 名年輕，10 名中年和 10 名老年受試者

將每一項放入概念上最合適的位置。類別。所有 36 個項目均達到了開發者們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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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 70％一致的標準。實際上，大多數項目超過了協議規定的 90％。儘管最初的

DAP 在心理上已足夠，但 DAP-R 更全面，更從概念上講是純正的。到目前為止，

研究開發者們收集的數據使開發者們確信 DAP-R 確實是優於原始的 DAP。明顯的

優勢 DAP-R 代表著廣泛的死亡態度，從逃避接受、自然接受到趨近接受。 

死亡代表著無形恐懼，如何正視死亡議題不逃避，是需要終生學習的，真實面

對死亡的過程，可以改變自身的生活態度及對生命的意義，對人生也較不留遺憾，

是關注在自我存在的意義。 

死亡是從一出生就無法逃避的，是讓人們了解生命是非常有限的，在面對死亡

事件所帶來的焦慮負面情緒，反面看來是不斷提醒著人還活著，在生命的長河中，

可以為自己創造出最大的價值，又或者是讓生命可以活的更精彩，產生出對生命的

意義。 

 

四、五大面向: 

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Wong et al.(1994)和本研究測出的五個面向在

信度方面，各面向的 Cronbach a 值為:在原著「死亡恐懼」=.86、「死亡逃避」=.88、

「自然接受」=.65、「趨近接受」=.97 以及「逃離接受」=.84，五個分量表的 a 值

於.65~.97 間，顯示此量表有穩定的信度。在本研究「死亡恐懼」=.849、「死亡逃

避」=.829、「自然接受」=.574、「趨近接受」=.816 以及「逃離接受」=.901，五個

分量表的 a 值於.574~.901 間，顯示此研究有穩定的信度。 

 

 

五、題項內容及信度: 

(一)死亡恐懼(FD):指個體對死亡所引起的害怕、恐懼、不安負向想法及感受。

有 7 項題分別為:1、2、7、18、20、21、32。 

    1、毫無疑問，死亡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經歷。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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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Cronbach a 值為.44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3。 

2、想到自己的死亡,我就感到焦處不安。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71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79。 

7、人終將會死讓我感到困擾。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

為.71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2。 

18、我對死亡有強烈的恐懼感。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

為.76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75。 

20、死後生活問題，有極大的困擾著我。在DAP-R量表信度方面，原著Cronbach 

a 值為.69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2。 

21、死亡意味著一切的結束，這個事實令我感到害怕。在 DAP-R 量表信度方

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75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78。 

32、死後將發生什麼事的不確定性讓我很擔心困擾。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

原著 Cronbach a 值為.76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1。 

(二)死亡逃避(DA):指個體透過自我逃避思考和死亡相關的議題，竟而可以暫

時逃避對死亡的害怕恐懼，例如在生活中忌諱談論死亡一詞，就使用其他語句來代

替死亡字詞。有 5 項題分別為: 3、10、12、19、26。 

3、我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死亡的念頭。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73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2。 

10、每當死亡的想法進入腦海中,我都試著將它趕走。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

原著 Cronbach a 值為.69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1。 

12、我總是盡量不要去想到死亡。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82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77。 

19、我完全避免去想到死亡。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

為.83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1。 

  26、我盡量避免與死亡相關的事物。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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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值為.81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5。 

(三)自然的死亡接受(NA):指認為死亡在人的生命中自然會發生，而且是無法

改變之事實，態度就會是不恐懼也不歡迎死亡的到來。有 5 項題分別為: 6、14、

17、24、30。 

6、死亡應視為自然的、無可否認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 DAP-R 量表信度方

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70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93。 

 14、死亡是生命過程中自然的部分。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81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92。 

 17、我既不懼怕死亡，也不歡迎死亡。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40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92。 

 24、死亡只是生命過程的一部份而已。在DAP-R量表信度方面，原著Cronbach 

a 值為.83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93。 

 30、死亡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49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94。 

(四)趨近接受方式(AA):指相信死亡後將會有更美好的來生，態度也會比較歡

迎死亡的到來。有 10 項題分別為: 4、8、13、15、16、22、25、27、28、31。 

4、我相信我死後定會進入天堂或極樂世界。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84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8。 

8、死亡是通往極樂世界的入口。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

為.80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4。 

13、我相信天堂將比這個世界更好。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80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75。 

15、死亡是與神和永恆幸福的結合。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89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2。 

16、死亡會帶來嶄新輝煌的生命願景。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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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值為.90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79。 

22、我期待著死後與親人的團圓。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86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1。 

25、我視死亡為通往永恆幸福之地的通道。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90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77。 

27、死亡為靈魂提供的美好的解脫。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73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78。 

28、在面對死亡時，讓我感到安慰的是因為我相信死後仍會有生命。在 DAP-

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84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3。 

31、對死後的世界懷有期待。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

為.83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6。 

(五)逃離的死亡接受(EA):指死亡是生命解脫的一種選項，當生命痛苦不堪且

問題無法處理時，死亡成為解脫的一種方式。有 5 項題分別為: 5、9、11、23、29。 

5、死亡將帶走我所有煩惱。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68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9。 

9、死亡可讓我逃脫這可怕的世界。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75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3。 

11、死亡是從痛苦和苦難中解脫。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74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5。 

23、我認為死亡為現世痛苦的解脫。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77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2。 

29、我認為死亡可以減輕生活負擔。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Cronbach 

a 值為.80 和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為.788。 

    以上是三十二題各題項原著與本研究測出 Cronbach a 值，其顯示此研究的各

題項皆有穩定的信度。 



 

 48  

本量表之測量信度部分，內在一致性 Cronbach a 值為.77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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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 之統計軟體來對研究假設進行考驗。  

一、描述性統計:以描述性統計分析，來了解研究對象之樣態，描述統計是對

資料進行整理、摘要和描述，以便了解資料的特點和分佈情況。 

二、死亡態度題目分析:以統計佔比分析，各題目是否為常態或者是偏態，佔

比本身是一個比例，不是一個連續的數值變量，對於每一個題目，可以計算各個選

項的佔比，並進行比較和分析。 

三、皮爾森相關顯著性分析:死亡態度五大面向之相互關係，可以透過計算兩

個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來評估它們之間的關係，相關係數可以介於-1 到 1 之間，

表示變數之間的關係強度和方向。當相關係數為正時，表示兩個變數之間存在正相

關，也就是當一個變數增加時，另一個變數也會增加；當相關係數為負時，表示兩

個變數之間存在負相關，也就是當一個變數增加時，另一個變數會減少。當相關係

數為 0 時，表示兩個變數之間不存在線性關係。   

四、卡方檢定: 死亡態度的五大面向分為高中低是用 4 分位差，低於 25%是

低， 然後介於 25%以上到 75%以下這之間是中，大於 75%就是高，就是用高中低

與不同的項目組別進行交叉考驗。  

五、ONE WAY ANOVA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

性別、不同年級、不同組別、2020 年至今是否有經歷過喪親或參加喪禮、不同宗

教信仰在死亡態度上是否達顯著差異，使用 ANOVA 分析方法比較不同組別之間

的死亡態度得分是否存在顯著差異。ANOVA 分析可以幫助研究判斷不同組別之間

是否存在差異，並進一步分析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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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本章依據問卷調查所得結果進行統行分析與討論，共分為 節; 第一節研究對

象背景描述分析，第二節死亡態度題目分析，第三節探討背景變項與死亡態度之相

關，第四節五大面向卡方檢定，第五節探討死亡態度五大面向分析。 

 

第一節 樣本描述分析 

     本節主要在描述研究對象之背景變項分析，說明如下: 

(一) 性別:由下表得知，本次研究對象的性別比是以「女性」居多占 74.9%。性別

在死亡態度的研究上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研究指出 Wong et al(1994)，女性對

死亡的恐懼感較高，因此在死亡態度量表的設計中，通常會針對性別因素進行比較。

在本次研究中，因為女性樣本比例遠高於男性，可能會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程度的

影響。 

表 4-1-1 性別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性 65 25.1 25.1 

女性 194 74.9 100.0 

總和 259 100.0   

(二) 宗教信仰: 由下表得知，本研究是無宗教最多佔百分比 40.5%，其次是信奉道

教佔百分比 22.8%，再次是民間信仰佔百分比 18.9%。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死亡態

度方面可能會與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所不同。Wong et al(1994)由於宗教信仰通常與

對死亡的看法和處理方式有關，因此缺乏宗教信仰可能會使人們更難以處理和接

受死亡。另一方面，缺乏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會更加關注現世生活和自己的存在意義，

這也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死亡態度。因此，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探討無宗教信仰的人

在死亡態度方面的特點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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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宗教信仰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佛教 29 11.2 11.2 

道教 59 22.8 34.0 

一貫道 4 1.5 35.5 

民間信仰 49 18.9 54.4 

基督教 11 4.2 58.7 

天主教 2 .8 59.5 

無宗教 105 40.5 100.0 

總和 259 100.0   

 (三)組別:研究對象分為大學部三組，殯葬服務組最多佔百分比 54.1%，其次是社

會工作組佔百分比 25.9%，再次是諮商組佔百分比 20.1%。從事殯葬服務相關工作

的人員可能會對死亡產生更加積極和成熟的態度，但也需要注意其可能面臨的工

作壓力和心理負擔。  

表 4-1-3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殯葬服務組 140 54.1 54.1 

社會工作組 67 25.9 79.9 

諮商組 52 20.1 100.0 

總和 259 100.0   

 

(四)年級: 由下表得知，2 年級最多佔百分比 31.7%，其次是 4 年級佔百分比 26.3%，

再次是 1 年級佔百分比 24.3%，最後是 3 年級佔百分比 17.8%。年級對死亡態度的

影響在文獻中已有相關研究。研究表明，隨著年級的增加，個體對死亡的接受度和

理解會逐漸增強，死亡態度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例如年齡較大的學生可能更能夠

理解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自然性，從而表現出較為成熟和積極的死亡態度。相反，

年齡較小的學生可能對死亡感到更加陌生和恐懼，因此表現出較為消極和不成熟

的死亡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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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年級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年級 63 24.3 24.3 

2年級 82 31.7 56.0 

3年級 46 17.8 73.7 

4年級 68 26.3 100.0 

總和 259 100.0   

 

(五) 2020 年至今是否有經歷過喪親或參加喪禮: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有經歷過

喪親或參加喪禮佔百分比 52.9%，沒有經歷過喪親或參加喪禮佔百分比 47.1%。沒

有經歷過喪親或參加喪禮的大學生，林昱秀、陳錫琦(2015)可能對於死亡相關議題

較沒有深刻的體驗和理解，可能會有較為理性、冷靜的態度，而有經驗的大學生則

可能會有更為深刻的體驗和情感投入，可能會有更多情感反應，甚至可能會對死亡

產生較強的恐懼和焦慮情緒。 

 

表 4-1-5 2020年至今是否有經歷過喪親或參加喪禮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137 52.9 52.9 

無 122 47.1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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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死亡態度題目分析 

本節主要在描述研究對象之五大面向題項描述分析，以下是五大面向各別題

項: 

死亡恐懼 FD（7 項）:1、2、7、18、20、21、32。 

死亡逃避 DA（5 項）:3、10、12、19、26。 

自然接受 NA（5 項）:6、14、17、24、30。 

趨近接受 AA（10 項）:4、8、13、15、16、22、25、27、28、31。 

逃離接受 EA（5 項）:5、9、11、23、29。 

在 DAP-R 量表信度方面，原著 Wong et al.(1994)和本研究測出的五個面向在

信度方面，各面向的 Cronbach a 值為:在原著「死亡恐懼」=.86、「死亡逃避」=.88、

「自然接受」=.65、「趨近接受」=.97 以及「逃離接受」=.84，五個分量表的 a 值

於.65~.97 間，顯示此量表有穩定的信度。在本研究「死亡恐懼」=.849、「死亡逃

避」=.829、「自然接受」=.574、「趨近接受」=.816 以及「逃離接受」=.901，五個

分量表的 a 值於.574~.901 間，顯示此研究有穩定的信度。 

在題目當中，平均數最高是有四題都在自然的死亡接受(NA)項目下的題目

是:(十四) 死亡是生命過程中自然的部分，平均數 6.43; (六) 死亡應視為自然的、

無可否認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平均數 6.24; (二十四) 死亡只是生命過程的一部份而

已，平均數 6.21; (三十) 死亡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平均數 5.34。死亡作為生命

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是死亡態度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對許多人來說，死

亡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並且有一些人認為死亡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生命的開

始一樣自然，因此這種觀點通常會反映在他們的死亡態度中，即對死亡持有較為平

靜和接受的態度。在死亡態度的研究中，對於死亡是否是自然的一部分，以及對此

的認知和接受程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個人

對死亡的態度和看法，進而提供相應的支持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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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平均數在避免死亡(DA)項目下的題目是: (十九) 我完全避免去想到死亡，

平均數 2.39; (二十六) 我盡量避免與死亡相關的事物，平均數 2.69;(三) 我不惜一

切代價避免死亡的念頭，平均數 2.83; 避免死亡的死亡態度是指一種對死亡的恐懼、

不願意接受、甚至嘗試避免死亡的態度，這種態度在人們的生活中很常見，而且往

往受到社會文化、宗教信仰、個人經驗等因素的影響，在死亡態度的研究中，避免

死亡的態度常常被認為是負向的態度，因為它會導致人們無法正視死亡、接受死亡，

甚至會對人們的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許多研究顯示，避免死亡的態度與焦慮、

憂鬱、孤獨感、健康問題等負向因素有關聯。(Wong et al.,1994; Templer et al.,1990)

針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避免死亡的態度與焦慮和憂鬱有顯著正相關。Park & 

Malone (2017)針對老年人的研究也顯示，避免死亡的態度與孤獨感和身體健康問

題有顯著正相關。然而有些研究則認為，避免死亡的態度也有其正面意義，避免死

亡的態度能夠促進人們對生命的珍惜和對生命的意義的思考，進而推動人們對自

己和社會的價值和意義的思考。  

次低平均數是死亡恐懼(FD)項目下的題目是:(十八) 我對死亡有強烈的恐懼

感，平均數 2.86;(七) 人終將會死讓我感到困擾，平均數 2.97。是指人們對死亡的

強烈恐懼和擔憂，通常表現為避談死亡、不願接受死亡的現實、對死亡相關事物的

過度焦慮等，死亡恐懼可以是一種正常的心理現象，Wong et al.,(1994)研究表明，

死亡恐懼與年齡、性別、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等因素有關，年齡越大的人通常會更

加接受死亡的現實，而年輕人往往會對死亡感到恐懼和不安，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容

易感到死亡恐懼，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也會影響人們對死亡的看法和態度。 

由平均數可說明研究對象是高度的對自然的死亡接受，對於死恐懼是較不會

有怕害的，也對死亡逃避的態度是較正面接受的。 

以下是各項題目的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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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亡恐懼 FD: 

 

題號(一) 毫無疑問，死亡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經歷: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

不同意佔百分比 27.8%最高，其次是有點不同意的佔百分比 22.8%。 

 

表 4-2-1 毫無疑問，死亡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經歷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40 15.4 15.4 

不同意 72 27.8 43.2 

有點不同意 59 22.8 66.0 

尚待商定 42 16.2 82.2 

有點同意 34 13.1 95.4 

同意 10 3.9 99.2 

強烈同意 2 .8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二) 想到自己的死亡，我就感到焦處不安 :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有點

同意佔百分比 23.9%最高，其次是不同意佔百分比 23.6%，此結果有點相互矛盾。 

     

表 4-2-2 想到自己的死亡,我就感到焦處不安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27 10.4 10.4 

不同意 61 23.6 34.0 

有點不同意 43 16.6 50.6 

尚待商定 39 15.1 65.6 

有點同意 62 23.9 89.6 

同意 17 6.6 96.1 

強烈同意 10 3.9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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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七) 人終將會死讓我感到困擾: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不同意佔百分比

34.7%最高，其次是有點同意佔百分比 18.9%，略偏左。  

     

表 4-2-3 人終將會死讓我感到困擾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41 15.8 15.8 

不同意 90 34.7 50.6 

有點不同意 49 18.9 69.5 

尚待商定 23 8.9 78.4 

有點同意 32 12.4 90.7 

同意 18 6.9 97.7 

強烈同意 6 2.3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十八) 我對死亡有強烈的恐懼感: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不同意占百分

比 35.5%最高，其次是有點不同意占百分比 27.0%。，偏左不同意方向。 

 

表 4-2-4 我對死亡有強烈的恐懼感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32 12.4 12.4 

不同意 92 35.5 47.9 

有點不同意 70 27.0 74.9 

尚待商定 28 10.8 85.7 

有點同意 25 9.7 95.4 

同意 7 2.7 98.1 

強烈同意 5 1.9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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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二十) 死後生活問題，有極大的困擾著我: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不同意

佔百分比 30.5%最高，其次是尚待商定占百分比 22.0%。 

 

 

表 4-2-5 死後生活問題，有極大的困擾著我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29 11.2 11.2 

不同意 79 30.5 41.7 

有點不同意 39 15.1 56.8 

尚待商定 57 22.0 78.8 

有點同意 39 15.1 93.8 

同意 8 3.1 96.9 

強烈同意 8 3.1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二十一) 死亡意味著一切的結束，這個事實令我感到害怕: 由下表得知，研究

對象選擇不同意佔百分比 28.2%最高，其次是有點不同意占百分比 20.1%。 

 

表 4-2-6 死亡意味著一切的結束,這個事實令我感到害怕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43 16.6 16.6 

不同意 73 28.2 44.8 

有點不同意 52 20.1 64.9 

尚待商定 41 15.8 80.7 

有點同意 30 11.6 92.3 

同意 14 5.4 97.7 

強烈同意 6 2.3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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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三十二) 死後將發生什麼事的不確定性讓我很擔心困擾: 由下表得知，研究

對象選擇不同意占百分比 23.0%最高，其次是有點同意占百分比 21.6%，此題呈現

相互矛盾。 

 

表 4-2-7 死後將發生什麼事的不確定性讓我很擔心困擾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18 6.9 6.9 

不同意 62 23.9 30.9 

有點不同意 41 15.8 46.7 

尚待商定 45 17.4 64.1 

有點同意 56 21.6 85.7 

同意 21 8.1 93.8 

強烈同意 16 6.2 100.0 

總和 259 100.0   

 

 

二、死亡逃避 DA（5 項）: 

題號(三) 我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死亡的念頭: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不同意佔

百分比 34.%最高，其次是有點不同意佔百分比 20.1%。 

 

表 4-2-8 我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死亡的念頭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45 17.4 17.4 

不同意 88 34.0 51.4 

有點不同意 52 20.1 71.4 

尚待商定 38 14.7 86.1 

有點同意 18 6.9 93.1 

同意 13 5.0 98.1 

強烈同意 5 1.9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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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十) 每當死亡的想法進入腦海中，我都試著將它趕走: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

選擇不同意佔百分比 29.3%最高，其次是不同意佔百分比 24.3%。 

     

表 4-2-9 每當死亡的想法進入腦海中,我都試著將它趕走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31 12.0 12.0 

不同意 76 29.3 41.3 

有點不同意 63 24.3 65.6 

尚待商定 32 12.4 78.0 

有點同意 34 13.1 91.1 

同意 19 7.3 98.5 

強烈同意 4 1.5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十二) 我總是盡量不要去想到死亡: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不同意佔百

分比 31.3%最高，其次是有點不同意佔百分比 27.0%。 

     

表 4-2-10 我總是盡量不要去想到死亡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29 11.2 11.2 

不同意 81 31.3 42.5 

有點不同意 70 27.0 69.5 

尚待商定 32 12.4 81.9 

有點同意 24 9.3 91.1 

同意 18 6.9 98.1 

強烈同意 5 1.9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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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十九) 我完全避免去想到死亡: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不同意佔百分比

41.7%最高，其次是強烈不同意占百分比 22.8%，沒有人選擇強烈同意，偏左不同

意方向。 

     

表 4-2-11 我完全避免去想到死亡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59 22.8 22.8 

不同意 108 41.7 64.5 

有點不同意 51 19.7 84.2 

尚待商定 20 7.7 91.9 

有點同意 15 5.8 97.7 

同意 6 2.3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二十六) 我盡量避免與死亡相關的事物: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不同意

佔百分比 39.4%最高，其次是有點不同意占百分比 20.8%，偏左不同意方向。 

 

表 4-2-12 我盡量避免與死亡相關的事物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42 16.2 16.2 

不同意 102 39.4 55.6 

有點不同意 54 20.8 76.4 

尚待商定 30 11.6 88.0 

有點同意 19 7.3 95.4 

同意 9 3.5 98.8 

強烈同意 3 1.2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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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接受 NA（5 項）: 

題號(六) 死亡應視為自然的、無可否認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

選擇強烈同意佔百分比 45.9%最高，其次是同意佔百分比 42.1%，明顯偏右。 

 

表 4-2-13 死亡應視為自然的、無可否認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4 1.5 1.5 

不同意 1 .4 1.9 

有點不同意 1 .4 2.3 

尚待商定 5 1.9 4.2 

有點同意 20 7.7 12.0 

同意 109 42.1 54.1 

強烈同意 119 45.9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十四) 死亡是生命過程中自然的部分: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強烈同意

占百分比 53.7%最高，其次是同意占百分比 39.0%。偏右強烈同意的面向。 

     

表 4-2-14 死亡是生命過程中自然的部分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點不同意 2 .8 .8 

尚待商定 5 1.9 2.7 

有點同意 12 4.6 7.3 

同意 101 39.0 46.3 

強烈同意 139 53.7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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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十七) 我既不懼怕死亡，也不歡迎死亡: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有點同意

占百分比 24.7%最高，其次是同意占百分比 23.6%。 

     

 

表 4-2-15 我既不懼怕死亡，也不歡迎死亡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3 1.2 1.2 

不同意 19 7.3 8.5 

有點不同意 45 17.4 25.9 

尚待商定 50 19.3 45.2 

有點同意 64 24.7 69.9 

同意 61 23.6 93.4 

強烈同意 17 6.6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二十四) 死亡只是生命過程的一部份而已: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同意

占百分比 43.2%最高，其次是強烈同意占百分比 42.1%，沒有人選擇強烈不同意及

不同意，偏右同意方向。 

     

表 4-2-16 死亡只是生命過程的一部份而已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點不同意 3 1.2 1.2 

尚待商定 11 4.2 5.4 

有點同意 24 9.3 14.7 

同意 112 43.2 57.9 

強烈同意 109 42.1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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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三十) 死亡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同意占百分

比 44.8%最高，其次是有點同意占百分比 22.4%，偏右同意方向。 

 

表 4-2-17 死亡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2 .8 .8 

不同意 4 1.5 2.3 

有點不同意 11 4.2 6.6 

尚待商定 41 15.8 22.4 

有點同意 58 22.4 44.8 

同意 116 44.8 89.6 

強烈同意 27 10.4 100.0 

總和 259 100.0   

 

四、趨近接受 AA（10 項）: 

 

題號(四) 我相信我死後定會進入天堂或極樂世界: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

待商定佔百分比 44.0%最高。 

 

表 4-2-18我相信我死後定會進入天堂或極樂世界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22 8.5 8.5 

不同意 40 15.4 23.9 

有點不同意 29 11.2 35.1 

尚待商定 114 44.0 79.2 

有點同意 24 9.3 88.4 

同意 22 8.5 96.9 

強烈同意 8 3.1 100.0 

總和 259 100.0   

    

 



 

 64  

題號(八) 死亡是通往極樂世界的入口: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待商定佔百

分比 44.8%最高，其次是不同意佔百分比 18.1%。 

 

    

表 4-2-19 死亡是通往極樂世界的入口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16 6.2 6.2 

不同意 47 18.1 24.3 

有點不同意 34 13.1 37.5 

尚待商定 116 44.8 82.2 

有點同意 28 10.8 93.1 

同意 15 5.8 98.8 

強烈同意 3 1.2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十三) 我相信天堂將比這個世界更好: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待商定

占百分比 34.4%最高，其次是不同意占百分比 15.4%。 

 

表 4-2-20我相信天堂將比這個世界更好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19 7.3 7.3 

不同意 40 15.4 22.8 

有點不同意 39 15.1 37.8 

尚待商定 89 34.4 72.2 

有點同意 30 11.6 83.8 

同意 28 10.8 94.6 

強烈同意 14 5.4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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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十五) 死亡是與神和永恆幸福的結合: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待商定

占百分比 45.6%最高，其次是不同意占百分比 20.1%。 

     

表 4-2-21 死亡是與神和永恆幸福的結合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14 5.4 5.4 

不同意 52 20.1 25.5 

有點不同意 43 16.6 42.1 

尚待商定 118 45.6 87.6 

有點同意 24 9.3 96.9 

同意 4 1.5 98.5 

強烈同意 4 1.5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十六) 死亡會帶來嶄新輝煌的生命願景: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待商

定占百分比 41.7%最高，其次是有點同意占百分比 18.1%。 

    

表 4-2-22 死亡會帶來嶄新輝煌的生命願景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5 1.9 1.9 

不同意 28 10.8 12.7 

有點不同意 35 13.5 26.3 

尚待商定 108 41.7 68.0 

有點同意 47 18.1 86.1 

同意 30 11.6 97.7 

強烈同意 6 2.3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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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二十二) 我期待著死後與親人的團圓: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待商定

占百分比 29.0%最高。 

     

表 4-2-23 我期待著死後與親人的團圓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11 4.2 4.2 

不同意 36 13.9 18.1 

有點不同意 40 15.4 33.6 

尚待商定 75 29.0 62.5 

有點同意 50 19.3 81.9 

同意 38 14.7 96.5 

強烈同意 9 3.5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二十五) 我視死亡為通往永恆幸福之地的通道: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

尚待商定佔百分比 39.0%最高，其次是有點不同意占百分比 19.7%。 

    

 

表 4-2-24 我視死亡為通往永恆幸福之地的通道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11 4.2 4.2 

不同意 28 10.8 15.1 

有點不同意 51 19.7 34.7 

尚待商定 101 39.0 73.7 

有點同意 39 15.1 88.8 

同意 20 7.7 96.5 

強烈同意 9 3.5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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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二十七) 死亡為靈魂提供的美好的解脫: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待商

定占百分比 32.8%最高，其次是有點同意占百分比 24.7%。 

     

 

表 4-2-25 死亡為靈魂提供的美好的解脫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5 1.9 1.9 

不同意 21 8.1 10.0 

有點不同意 35 13.5 23.6 

尚待商定 85 32.8 56.4 

有點同意 64 24.7 81.1 

同意 37 14.3 95.4 

強烈同意 12 4.6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二十八) 在面對死亡時，讓我感到安慰的是因為我相信死後仍會有生命: 由

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待商定占百分比 29.7%最高，其次是有點同意占百分比

23.2%。 

    

表 4-2-26 在面對死亡時,讓我感到安慰的是因為我相信死後仍會有生命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12 4.6 4.6 

不同意 34 13.1 17.8 

有點不同意 37 14.3 32.0 

尚待商定 77 29.7 61.8 

有點同意 60 23.2 84.9 

同意 28 10.8 95.8 

強烈同意 11 4.2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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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三十一) 對死後的世界懷有期待: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待商定百分

比 30.1%最高，其次是有點同意占百分比 22.0%。 

 

表 4-2-27 對死後的世界懷有期待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8 3.1 3.1 

不同意 26 10.0 13.1 

有點不同意 27 10.4 23.6 

尚待商定 78 30.1 53.7 

有點同意 57 22.0 75.7 

同意 41 15.8 91.5 

強烈同意 22 8.5 100.0 

總和 259 100.0   

 

 

五、逃離接受 EA（5 項）: 

 

題號(五) 死亡將帶走我所有煩惱: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有點同意佔百分比

21.6%最高，其次是同意佔百分比 18.5%。 

     

表 4-2-28 死亡將帶走我所有煩惱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16 6.2 6.2 

不同意 35 13.5 19.7 

有點不同意 28 10.8 30.5 

尚待商定 41 15.8 46.3 

有點同意 56 21.6 68.0 

同意 48 18.5 86.5 

強烈同意 35 13.5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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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九) 死亡可讓我逃脫這可怕的世界: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有點同意佔

百分比 23.6%最高，其次是同意佔百分比 18.9%。 

     

表 4-2-29 死亡可讓我逃脫這可怕的世界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12 4.6 4.6 

不同意 26 10.0 14.7 

有點不同意 34 13.1 27.8 

尚待商定 41 15.8 43.6 

有點同意 61 23.6 67.2 

同意 49 18.9 86.1 

強烈同意 36 13.9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十一) 死亡是從痛苦和苦難中解脫: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有點同意佔

百分比 30.5%最高，其次是同意佔百分比 21.6%。 

     

 

表 4-2-30 死亡是從痛苦和苦難中解脫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4 1.5 1.5 

不同意 24 9.3 10.8 

有點不同意 41 15.8 26.6 

尚待商定 33 12.7 39.4 

有點同意 79 30.5 69.9 

同意 56 21.6 91.5 

強烈同意 22 8.5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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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二十三) 我認為死亡為現世痛苦的解脫: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尚待商

定及有點同意占百分比 22.8%一樣。 

 

表 4-2-31 我認為死亡為現世痛苦的解脫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3 1.2 1.2 

不同意 22 8.5 9.7 

有點不同意 34 13.1 22.8 

尚待商定 59 22.8 45.6 

有點同意 59 22.8 68.3 

同意 49 18.9 87.3 

強烈同意 33 12.7 100.0 

總和 259 100.0   

 

 

題號(二十九) 我認為死亡可以減輕生活負擔: 由下表得知，研究對象選擇有點同

意占百分比 24.7%最高，其次是同意占百分比 19.3%。 

 

 

表 4-2-32 我認為死亡可以減輕生活負擔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強烈不同意 9 3.5 3.5 

不同意 29 11.2 14.7 

有點不同意 36 13.9 28.6 

尚待商定 46 17.8 46.3 

有點同意 64 24.7 71.0 

同意 50 19.3 90.3 

強烈同意 25 9.7 100.0 

總和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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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死亡態度五大面向之相關 

在本節主要是探討南華大學生死系同學們所測驗的死亡態度量表，由死亡態

度五大面向的相關，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統計分析，了解各面向之間的相關情

形，以下是五大面向分析: 

一、死亡恐懼 FD 與死亡逃避 DA 相關係數絕對值(r =.57，p＜.01)呈現高度正

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與原著 Wong et al.(1994)相關係.47 相近。對死亡的恐懼避免

死亡意味著一種使死亡遠離意識的防禦機制。死亡恐懼與死亡逃避可能都對死亡

持消極態度，表示高度恐懼死亡及高度避免死亡，所產生高度的正相關，如死亡恐

懼高相關者死亡逃避也會高係數。 

二、死亡恐懼 FD 與自然接受 NA 相關係數絕對值 (r = -.14，p＜.05)呈現低度

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與原著 Wong et al.,(1994)相關係數 r =-.12 相近。死亡是一

種驅力，死亡的恐懼可能產生出對死亡的否認態度，對自然接受是不可避免的最終

退出人生做好心理準備的接受態度，是完全相反的態度，由此也說明死亡恐懼與自

然接受是負相關。 

三、死亡恐懼 FD 與趨近接受 AA 相關係數絕對值 (r = .09，p＜.05)呈現低度

正相關，無顯著水準。與原著 Wong et al.,(1994)相關係數 r =-.40 相反。越是相信有

來世，對死亡的未來更有確定性，是有可能表現出較不那麼恐懼死亡的態度。而這

一切的背後似乎跟宗教是有密切相關的，個體一但有宗教信仰，就有了精神寄託，

對於面對死亡不在感到害怕，所以死亡恐懼與趨近接受有著低度相關。 

四、死亡恐懼 FD 與逃離接受 EA 相關係數絕對值(r = -.16，p＜.01)呈現高度

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與原著 Wong et al., (1994)相關係數 r =-.28 相近。恐懼死

亡過程中讓身心逐漸退化，無法得知死後生命的存在及狀態，害怕生命中擁有的一

切全部消失，逃離接受是把死亡當做可以逃離痛苦及困境的選擇，消極與積極相反

態度，所以會有高度的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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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死亡逃避 DA 與自然接受 NA 相關係數絕對值(r = -.16，p＜.01)呈現高度

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與原著相關係數 r =.02 相反。逃避掉死亡議題就可以離死

亡可以遠一些，可必免死亡，自然接受是指接受死亡是生命結束必定的事件，逃避

與自然接受是相反態度，所以死亡逃避與自然接受表現出負相關。 

六、死亡逃避 DA 與趨近接受 AA 相關係數絕對值(r = .07，p＜.05)呈現低度

正相關，無顯著水準。與原著相關係數 r =-.20 相反。死亡逃避是沒有做好準備接

受死亡，而選擇逃避問題，趨近接受是面對死亡不在感到害怕，是因為信相只要死

亡過後有安頓的方案，選擇方案似乎產生了相關性。 

七、死亡逃避 DA 與逃離接受 EA 相關係數絕對值(r = -.16，p＜.01)呈現高度

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與原著 Wong et al., (1994)相關係數 r =-.10 相近。死亡逃

避對死亡恐懼的複雜防禦機制，導致了一種否認的心理狀態（Pyszczynski et al., 

2002; Solomon et al.,2004），逃離接受是因為無法再有效地應對生活中痛苦和存在

的問題，否認的態度與因應接受是相反的態度，所以產生高度負相關的關係。 

八、自然接受 NA 與趨近接受 AA 相關係數絕對值(r = .04，p＜.05)呈現低度

正相關，無顯著水準。與原著 Wong et al., (1994)相關係數 r =-.07 相反。自然接受

的建構意味著以理性的方式接受死亡的現實，趨近接受來至於理想來世的宗教和

精神信仰，所以是低相關。 

九、自然接受 NA 與逃離接受 EA 相關係數絕對值(r = .07，p＜.05)呈現低度正

相關，無顯著水準。與原著 Wong et al., (1994)相關係數 r =-.03 相反。自然接受清

楚表明對於死亡的認識是生活中的事實 Weisman (1974），逃離接受是可以結束一

切糟糕的事情的方法，這時的死亡選項似乎是受歡迎的選擇，產生了對現實的呼應，

所以呈現了正相關。 

十、趨近接受 AA 與逃離接受 EA 相關係數絕對值(r =.20，p＜.01)呈現高度正

相關，且達顯著水準。與原著相關係數 r =.57 相差許多。趨近接受態度意味著相信

人的死亡不是一種結束，是還有幸福的來世，逃離接受死亡可以緩解活著的痛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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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處，都是接受死亡的態度，故產生高度的正相關。 

 

表 4-3-1五大面向的相關 

 

死亡恐懼

FD（7項） 

死亡逃避

DA（5項） 

自然接受

NA（5項） 

趨近接受 AA

（10項） 

逃離接受

EA（5項） 

死亡恐懼

FD（7項） 

Pearson 

相關 

   1 .570** -.140* .094 -.160** 

顯著性 

(雙尾) 

 .000 .024 .131 .010 

個數 259 259  259  259  259 

死亡逃避

DA（5項） 

Pearson 

相關 

.570**   1 -.166** .079 -.162** 

顯著性 

(雙尾) 

.000  .007 .205 .009 

個數  259  259  259  259  259 

自然接受

NA（5項） 

Pearson 

相關 

-.140* -.166**    1 .045 .072 

顯著性 

(雙尾) 

.024 .007  .474 .251 

個數  259  259  259  259 259 

趨近接受

AA（10

項） 

Pearson 

相關 

.094 .079 .045    1 .207** 

顯著性 

(雙尾) 

.131 .205 .474  .001 

個數   259  259  259  259  259 

逃離接受

EA（5項） 

Pearson 

相關 

-.160** -.162** .072  .207**    1 

顯著性 

(雙尾) 

.010 .009 .251  .001  

個數  259  259  259   259  259 

註:*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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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五大面向卡方檢定 

在南華大學生死系同學們所測驗的死亡態度量表，假設年級、組別、性別、宗

教及有無喪親經驗是否會影響死亡態度五大面向有差別，為了要驗證這個假設: 

(一)、瞭解南華大學生死系大學生，提升教育是否影響死亡態度。(二)、生死相關

行業因性別對死亡態度有所改變。(三)、有無宗教信仰與死亡態度相關。利用卡方

檢定來討論，所以把死亡態度的五大面向分為高中低是用 4 分位差，低於 25%是

低， 然後介於 25%以上到 75%以下這之間是中，大於 75%就是高，就是用高中低

與不同的項目組別進行交叉考驗，以下分析各組之間的差異情形，是否有達顯著水

準，就以不同背景變項之研究分析如下: 

進入南華大學生死系後，學習著以生死為主題的相關課程，對生命與死亡的知

識增加，也隨年紀心智及成熟度，會對死亡的態度更加有體悟，國內外多位學者提

出，教育程度較低對死亡的恐懼及焦慮越高。在年級與死亡態度五大面向的交叉表

及卡方檢定中，呈現沒有顯著差異。 

在原著的年齡是差異性較大的，在本研究中年級別只是一年一個級別，並不是

像原著中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等年齡的明顯的差距，自然接受的態度隨著年齡

增加也會有較高顯著性，在此研究中沒有顯著差異。另外想在本研究中驗證出年級

別的增加，是否表現出更少的死亡恐懼和更多的死亡接受態度，都沒有顯著的差異。 

生死系分為三組有 A 組殯葬組、B 組社會工作組、C 組諮商組，在死亡教育

課三組均有課程學習，主要專業學習有所不同，而各組都有與死亡事件接觸，屬於

直接及間接接觸不同，相同的都是未來會從事為人服務的工作。在組別與死亡態度

五大面向的交叉表及卡方檢定中，呈現沒有顯著差異。 

經歷死亡事件可能產生的重大失落也可能會影響死亡態度，發現重大威脅生

命事件的發生，往往為民眾帶來面對生死學習的契機(陳慶餘等，2003）。在有無喪

親經驗與死亡態度五大面向的交叉表及卡方檢定中，呈現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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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性別與五大面向的分析中，只有在性別與死亡恐懼 FD 交叉表中，女性

的數值比較集中在中度恐懼與低度恐懼，男性對死亡恐懼是較高，在卡方檢定中有

顯著性，王姿茵、余景文(2009)顯著性對性別與成功恐懼的調節效果。性別在其他

面向是沒有顯著差異。 

在原著 Wong et al.,(1994)中有許多研究報告女性死亡恐懼程度較高，但在本研

究中是相反的結果，男性對死亡恐懼是較高，現代男女平權運動，女性逐漸被受重

視，而較無過去歧視及偏見，，男性不必為了雄性的尊嚴或是權威，隱藏內在的性

格或是情緒，新獨立女性反而變得較有想法及自立，所以女性在死亡恐懼是較低的

呈現，對於未來從事死亡相關行業上也會有較大的接受度，同時也驗證了假設(二)、

生死相關行業因性別對死亡態度有所改變。 

 

表 4-4-1性別與死亡恐懼-交叉表 

個數 

  

高:大於等於 40分/中:18-39/低:小於 18 

總和 低恐懼 中恐懼 高恐懼 

性別 男性 25 34 6 65 

女性 67 125 2 194 

總和 92 159 8 259 

 

 

表 4-4-2性別與死亡恐懼-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11.976a 2 .003** 

概似比 10.163 2 .006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315 1 .574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259     

注:a. 1格 (16.7%)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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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有無宗教信仰與死亡態度相關。此假設主要是因為在國內外的需多

文獻中都有在探討死亡態度與宗教的關係，Feifel(1959) 認為有宗教信仰者會以宗

教觀去思考死亡相關的議題，因此較不容易對死亡產生焦慮。宗教信仰在無形之有

安定人心的作用，人對死亡的未知產生恐懼感，研究發現宗教虔誠度越高，死亡恐

懼较低(李復惠，1987; 黃琪璘，1991)。(Hertel，1980）在對信念的判別分析中天堂

和來世，發現宗教信仰是唯一重要的預測因素（Steinitz，1980）發現，對來世的信

念是與樂觀和有意義相關。因此，考慮所有關於宗教信仰的發現和對來世的信仰，

堅定的信徒似乎傾向於較少的死亡焦慮並享有更高的個人意義和幸福感。 

在不同宗教與趨近接受的交叉表中，發現宗教別確實有很顯著的差異，大學生

有了宗教信仰之後，對於恐懼程度就比較低了，因為數值是集中在中恐懼，沒有在

高恐懼，而無宗教是有部分高恐懼，所以在有宗教信仰下對死亡態度是接受的，相

信死後比現世更好的地方，發現個人宗教信仰虔誠度愈強烈者，有愈高之趨近導向

之死亡接受(吳麗玉，1997)，在卡方檢定中相較之下有顯著的差異，同時也驗證宗

教與趨近接受是有相關的，在不同宗教與其他面向是沒有顯著差異。 

在原著 Wong et al.,(1994)宗教與自然接受的態度會有影響性，如道家視死亡為

非常自然結束，在本研究中沒有顯著差異，而是在趨近接受中當人們有堅定的信仰

或沒有信仰時，對死亡的恐懼最低，在這部份有不一樣的結果，沒有任何信仰的人

是有較高恐懼，對來世的或都是死後沒有任何想法，反而對有信仰的人來說死後是

有歸依，無宗教信仰在本研究中是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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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宗教與趨近接受-交叉表 

個數 

  

高:大於等於 53分/中:16-52/低:小於 17 

總和 低恐懼 中恐懼 高恐懼 

宗教信仰 佛教 3 26 0 29 

道教 2 57 0 59 

一貫道 0 4 0 4 

民間信仰 5 44 0 49 

基督教 2 9 0 11 

天主教 1 1 0 2 

無宗教 1 100 4 105 

總和 14 241 4 259 

 

 

表 4-4-4宗教與趨近接受-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25.249a 12 .014** 

概似比 22.315 12 .034 

線性對線性的關

連 

6.462 1 .011 

有效觀察值的個

數 

259     

註:a. 15格 (71.4%)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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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基本資料與五大面向四分位表 

 高≧ 中 低＜ 

年級 *死亡恐懼  40 18-39 18 

年級 *死亡逃避  26 10-25 9 

年級 *自然接受  26 10-25 9 

年級 *趨近接受  53 16-52 17 

年級 *逃離接受 26 10-25 9 

性別 *死亡恐懼  40 18-39 18 

性別 *死亡逃避  26 10-25 9 

性別 *自然接受 26 10-25 9 

性別 *趨近接受  53 16-52 17 

性別 *逃離接受  26 10-25 9 

經歷 *死亡恐懼 40 18-39 18 

經歷 *死亡逃避  26 10-25 9 

經歷 * 自然接受 26 10-25 9 

經歷 * 趨近接受 53 16-52 17 

經歷 *逃離接受  26 10-25 9 

宗教 *死亡恐懼  40 18-39 18 

宗教 *死亡逃避  26 10-25 9 

宗教 *自然接受  26 10-25 9 

宗教 * 趨近接受 53 16-52 17 

宗教 * 逃離接受 26 10-25 9 

組別 *死亡恐懼  40 18-39 18 

組別 *死亡逃避  26 10-25 9 

組別 *自然接受  26 10-25 9 

組別 *趨近接受  53 16-52 17 

組別 * 逃離接受 26 10-25 9 

註:低於 25%是低， 然後介於 25%以上到 75%以下這之間是中，大於 75%就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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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死亡態度變異數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討不同年級、組別、宗教以上為背景變項為依變項，五大面向是

自變項，在不同的背景變項之下是否影響死亡態度的五大面向，進行 ANOVA 作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若有達顯著水準，加以 Scheffe 法事後檢定，了解各

組之間的差異情形，以下是不同背景變項之研究: 

一、年級:瞭解南華大學生死系大學生，提升教育是否影響死亡態度。 

 

表 4-5-1年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死亡恐懼 FD（7項）:1、

2、7、18、20、21、32 

組間 149.159 3 49.720 .811 .489 

組內 15632.130 255 61.302   

總和 15781.290 258    

死亡逃避 DA（5項）:3、

10、12、19、26 

組間 39.433 3 13.144 .439 .725 

組內 7632.752 255 29.932   

總和 7672.185 258    

自然接受 NA（5項）:6、

14、17、24、30 

組間 13.841 3 4.614 .471 .703 

組內 2497.718 255 9.795   

總和 2511.560 258    

趨 近 接 受 AA （ 10

項）:4、8、13、15、

16、22、25、27、28、

31 

組間 216.549 3 72.183 .999 .394 

組內 18417.011 255 72.224   

總和 18633.560 258    

逃離接受 EA（5項）:5、

9、11、23、29 

組間 34.941 3 11.647 .245 .865 

組內 12139.569 255 47.606   

總和 12174.510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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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多重比較 

 

依變數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死亡恐懼 FD（7

項）:1、2、7、

18、20、21、32 

1年級 2年級 -1.297 1.312 .807 -4.99 2.39 

3年級 -2.216 1.518 .547 -6.49 2.06 

4年級 -.592 1.369 .980 -4.45 3.26 

2年級 1年級 1.297 1.312 .807 -2.39 4.99 

3年級 -.919 1.442 .939 -4.98 3.14 

4年級 .705 1.284 .960 -2.91 4.32 

3年級 1年級 2.216 1.518 .547 -2.06 6.49 

2年級 .919 1.442 .939 -3.14 4.98 

4年級 1.624 1.495 .758 -2.58 5.83 

4年級 1年級 .592 1.369 .980 -3.26 4.45 

2年級 -.705 1.284 .960 -4.32 2.91 

3年級 -1.624 1.495 .758 -5.83 2.58 

 

年級與死亡恐懼中，在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對死亡恐懼的態度是逐年增加，

在四年級中有實習課程有殯葬工作實習、社會工作實習、諮商見習安排，經歷實習

後對死亡恐懼的態度明顯下降。 

表 4-5-3年級與死亡恐懼 

年級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1年級 63 21.35 

2年級 82 22.65 

3年級 46 23.57 

4年級 68 21.94 

顯著性   .480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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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在年級與死亡逃避中，一年級至三年級對死亡逃避的態度逐漸下降，死亡教育

課程對學生是可以認識死亡是人生必須面對的議題，不是避免、不去想或是刻意逃

避死亡的議題，就可以避開死亡議題，當選擇修讀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時，對生死議

題是有好奇心，又或者是有想更深入了解生死議題，死亡教育是生死系必修課程，

不斷對死亡增加知能，對死亡會有較多的學習，使對死亡逃避的態度逐年漸低，可

是卻在四年級的死亡逃避態度就上升了，在實習課程中會有真實接觸人生課題的

機會，或是即將畢業的四年級同學，對社會是有抱負的，未來是可以實現想夢的，

所以會刻意逃開死亡議題，四年級的死亡逃避態度會升高。 

 

表 4-5-4年級與死亡逃避 

年級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1年級 63 14.41 

2年級 82 14.00 

3年級 46 13.37 

4年級 68 14.44 

顯著性   .756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62.003。 

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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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級與自然接受中平均數的差異並不大只有.6，二年級對死亡自然接受的態

度明顯下降，其原因值得探究，在一年級、三年級及四年級對死亡是自然接受的態

度平均數差異非常小，所以對死亡自然接受的態度較一致性。 

 

表 4-5-5年級與自然接受 

年級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1年級 63 28.92 

2年級 82 28.44 

3年級 46 28.85 

4年級 68 28.99 

顯著性   .815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62.003。 

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在年級與趨近接受的部分，二年級的平均數明顯較高，較相信死後是天堂或極

樂世界，對死亡的態度趨近美好的結果是有所期待的，而在一年級、三年級及四年

級是逐漸往下的平均數，明顯對死亡後美好的世界較低的期望。 

表 4-5-6年級與趨近接受 

年級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1年級 63 38.78 

2年級 82 40.54 

3年級 46 38.87 

4年級 68 38.31 

顯著性   .547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62.003。 

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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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與逃離接受的部分，三年級對死亡是逃離的態度平均數是明顯較高，現實

的壓力對三年級而言，會有想透過死亡可以逃離壓力的方式，可能因為再一年就要

畢業，對目前所學的專業是否有熱情可以支撐到未來出社會，內心的壓力產生逃離

的心態，在四年級經歷實習課程的磨練後，對死亡逃離接受的態度較趨緩，透過實

習課程的幫助對未來可以減少現實的壓力。 

表 4-5-7年級與趨近接受 

年級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1年級 63 22.13 

2年級 82 22.85 

3年級 46 23.22 

4年級 68 22.69 

顯著性   .856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62.003。 

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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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別:  

 

表 4-5-8組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死亡恐懼 FD（ 7

項）:1、2、7、18、

20、21、32 

組間 225.650 2 112.825 1.857 .158 

組內 15555.640 256 60.764   

總和 15781.290 258    

死亡逃避 DA（ 5

項）:3、10、12、19、

26 

組間 55.117 2 27.559 .926 .397 

組內 7617.068 256 29.754   

總和 7672.185 258    

自然接受 NA（ 5

項）:6、14、17、24、

30 

組間 10.382 2 5.191 .531 .588 

組內 2501.178 256 9.770   

總和 2511.560 258    

趨近接受 AA（10

項）:4、8、13、15、

16、22、25、27、28、

31 

組間 1.857 2 .928 .013 .987 

組內 18631.703 256 72.780   

總和 18633.560 258    

逃離接受 EA（ 5

項）:5、9、11、23、

29 

組間 68.514 2 34.257 .724 .486 

組內 12105.996 256 47.289   

總和 12174.510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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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9組別多重比較 

依變數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死 亡 恐 懼

FD:1、2、7、

18、20、21、

32 

殯葬服務組 社會工作組 -1.543 1.158 .413 -4.39 1.31 

諮商組 -2.182 1.266 .228 -5.30 .93 

社會工作組 殯葬服務組 1.543 1.158 .413 -1.31 4.39 

諮商組 -.639 1.441 .906 -4.19 2.91 

諮商組 殯葬服務組 2.182 1.266 .228 -.93 5.30 

社會工作組 .639 1.441 .906 -2.91 4.19 

死 亡 逃 避

DA:3、10、12、

19、26 

殯葬服務組 社會工作組 -.120 .810 .989 -2.11 1.88 

諮商組 -1.184 .886 .411 -3.36 1.00 

社會工作組 殯葬服務組 .120 .810 .989 -1.88 2.11 

諮商組 -1.064 1.008 .574 -3.55 1.42 

諮商組 殯葬服務組 1.184 .886 .411 -1.00 3.36 

社會工作組 1.064 1.008 .574 -1.42 3.55 

自 然 接 受

NA:6、14、17、

24、30 

殯葬服務組 社會工作組 -.452 .464 .623 -1.60 .69 

諮商組 -.311 .508 .829 -1.56 .94 

社會工作組 殯葬服務組 .452 .464 .623 -.69 1.60 

諮商組 .141 .578 .971 -1.28 1.56 

諮商組 殯葬服務組 .311 .508 .829 -.94 1.56 

社會工作組 -.141 .578 .971 -1.56 1.28 

趨 近 接 受

AA:4、8、13、

15、16、22、

25、27、28、

31 

殯葬服務組 社會工作組 -.178 1.267 .990 -3.30 2.94 

諮商組 -.158 1.385 .994 -3.57 3.25 

社會工作組 殯葬服務組 .178 1.267 .990 -2.94 3.30 

諮商組 .021 1.577 1.000 -3.86 3.90 

諮商組 殯葬服務組 .158 1.385 .994 -3.25 3.57 

社會工作組 -.021 1.577 1.000 -3.90 3.86 

逃 離 接 受

EA:5、9、11、

23、29 

殯葬服務組 社會工作組 -1.213 1.022 .495 -3.73 1.30 

諮商組 -.601 1.117 .865 -3.35 2.15 

社會工作組 殯葬服務組 1.213 1.022 .495 -1.30 3.73 

諮商組 .612 1.271 .890 -2.52 3.74 

諮商組 殯葬服務組 .601 1.117 .865 -2.15 3.35 

社會工作組 -.612 1.271 .890 -3.7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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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與死亡恐懼，殯葬組對死亡恐懼的態度是最低的，這也與未來從事殯葬工

作有直接的相關，在三組中殯葬組是直接接觸死亡事件最多的，對死亡事件的頻繁

接觸，會讓殯葬組同學較少的恐懼態度，轉而是專業恭敬的態度面對死亡事件，其

次是社工組同學，對死亡恐懼態度平均數最高的是諮商組同學。 

表 4-5-10組別與死亡恐懼 

組別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殯葬服務組 140 21.47 

社會工作組 67 23.01 

諮商組 52 23.65 

顯著性   .243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72.641。 

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組別與死亡逃避的部份，諮商組對死亡態度是逃避最高的，在殯葬組及社工組

部份平均數較低，諮商組較其他兩組直接或間接接觸死亡事件較少，諮商組同學一

般面談諮商個人問題為主，除非個案有自殺或自傷較大的議題，而這需要轉介專業

心理師處理，這對諮商組死亡逃避的態度會有所影響。 

表 4-5-11組別與死亡逃避 

組別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殯葬服務組 140 13.84 

社會工作組 67 13.96 

諮商組 52 15.02 

顯著性   .427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72.641。 

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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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別與自然接受平均數的差異並不大只有.5，社工組對死亡是自然接受的態

度平均數是最高，其次是諮商組，殯葬組對自然接受死亡態度較低，往往死亡是非

預期性的突發事件所造成的，而殯葬組是較多機會接觸死亡事件，這也會影響對自

然接受的態度。 

表 4-5-12組別與自然接受 

組別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殯葬服務組 140 28.59 

諮商組 52 28.90 

社會工作組 67 29.04 

顯著性   .685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72.641。 

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組別與趨近接受，在社工組及諮商組對死亡趨近接受的態度平均數值都較高，

對於死亡後有美好的願景，這在社工組及諮商組對自我及他人有對死亡心靈上的

慰籍，殯葬組平均數明顯偏低，可能是對善終的見解受實務影響的關係，較無太多

的期盼。 

表 4-5-13組別與趨近接受 

組別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殯葬服務組 140 39.15 

諮商組 52 39.31 

社會工作組 67 39.33 

顯著性   .992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72.641。 

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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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與逃離接受，在社工組對死亡逃離接受的態度較高，其次是諮商組，殯葬

組的平均數較低，社工組接觸社會新聞相關案件較多，往往是重大事件，例如性侵、

家暴、弱勢家庭、重大災害等，都是直接服務的個案，對於社工組可以結束煩腦或

是逃離可怕的事件，對死亡逃離現實的態度相對會較高。 

 

表 4-5-14組別與逃離接受 

組別 個數 

alpha = 0.05 的子集 

1 

殯葬服務組 140 22.26 

諮商組 52 22.87 

社會工作組 67 23.48 

顯著性   .569 

註:顯示的是同質子集中組別的平均數。 

a. 使用調和平均數樣本大小 = 72.641。 

b. 組別大小不相等。將使用組別大小的調和平均數。不保證型 I 的誤差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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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宗教 

在研究目的假設(三)、有無宗教信仰與死亡態度相關。在宗教與死亡態度的五

大面向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宗教與死亡恐懼有顯著差異的是.007，出於本能恐懼

死亡，極力抑制意識死亡。此種抑制常常會將人們引導到信仰，每當人們感到對死

亡的無助，就會想要尋求外界幫助或資源，而不是孤獨一人面對死亡，死亡恐懼助

長了宗教的發展，利用宗教信仰來緩解大眾對死亡的恐懼 Wong et al., (1994)。宗教

與趨近接受有顯著差異的是.000，趨近接受有許多的文獻中記載，個體對來世的信

仰與宗教信仰和對教意實踐是有相關的。其他面向較無顯著差異。  

 

表 4-5-15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死 亡 恐 懼 FD （ 7

項）:1、2、7、18、

20、21、32 

組間 1062.656 6 177.109 3.032 .007** 

組內 14718.634 252 58.407   

總和 15781.290 258    

死 亡 逃 避 DA （ 5

項）:3、10、12、19、

26 

組間 330.553 6 55.092 1.891 .083 

組內 7341.632 252 29.133   

總和 7672.185 258    

自 然 接 受 NA （ 5

項）:6、14、17、24、

30 

組間 15.840 6 2.640 .267 .952 

組內 2495.720 252 9.904   

總和 2511.560 258    

趨近接受 AA（ 10

項）:4、8、13、15、

16、22、25、27、28、

31 

組間 2370.463 6 395.077 6.122 .000*** 

組內 16263.097 252 64.536   

總和 18633.560 258    

逃 離 接 受 EA （ 5

項）:5、9、11、23、

29 

組間 407.894 6 67.982 1.456 .194 

組內 11766.616 252 46.693   

總和 12174.510 258       

 

在宗教與死亡恐懼中，佛教對應無宗教的死亡恐懼部分，有宗教信仰是佛教的

同學，對死亡恐懼態度是較無宗教信仰的同學較高，差異是正數，那表示說有宗教，

尤其是在佛教顯然比無宗教較對死亡恐懼較大，對佛教的同學來說有宗教信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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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這些同學不能沒有佛教信仰，虔誠信仰的佛教的同學們對死

亡恐懼會有心靈上的寄託，在佛教中人在死亡後是希望能夠透過佛陀的保佑，去到

西方極樂世界。 

 

表 4-5-16宗教與死亡恐懼 

 

 

下界 上界

道教 2.376 1.733 .930 -3.83 8.58

一貫道 3.172 4.076 .996 -11.42 17.76

民間信仰 3.193 1.791 .785 -3.22 9.60

基督教 5.263 2.706 .706 -4.42 14.95

天主教 5.172 5.587 .990 -14.82 25.17

無宗教 5.934* 1.603 .036 .20 11.67

佛教 -2.376 1.733 .930 -8.58 3.83

一貫道 .797 3.949 1.000 -13.33 14.93

民間信仰 .817 1.477 .999 -4.47 6.10

基督教 2.888 2.510 .970 -6.10 11.87

天主教 2.797 5.495 1.000 -16.87 22.46

無宗教 3.559 1.243 .229 -.89 8.01

佛教 -3.172 4.076 .996 -17.76 11.42

道教 -.797 3.949 1.000 -14.93 13.33

民間信仰 .020 3.974 1.000 -14.20 14.24

基督教 2.091 4.462 1.000 -13.88 18.06

天主教 2.000 6.619 1.000 -21.69 25.69

無宗教 2.762 3.893 .998 -11.17 16.70

佛教 -3.193 1.791 .785 -9.60 3.22

道教 -.817 1.477 .999 -6.10 4.47

一貫道 -.020 3.974 1.000 -14.24 14.20

基督教 2.071 2.550 .995 -7.05 11.20

天主教 1.980 5.513 1.000 -17.75 21.71

無宗教 2.741 1.322 .637 -1.99 7.47

佛教 -5.263 2.706 .706 -14.95 4.42

道教 -2.888 2.510 .970 -11.87 6.10

一貫道 -2.091 4.462 1.000 -18.06 13.88

民間信仰 -2.071 2.550 .995 -11.20 7.05

天主教 -.091 5.875 1.000 -21.12 20.93

無宗教 .671 2.422 1.000 -8.00 9.34

佛教 -5.172 5.587 .990 -25.17 14.82

道教 -2.797 5.495 1.000 -22.46 16.87

一貫道 -2.000 6.619 1.000 -25.69 21.69

民間信仰 -1.980 5.513 1.000 -21.71 17.75

基督教 .091 5.875 1.000 -20.93 21.12

無宗教 .762 5.455 1.000 -18.76 20.29

佛教 -5.934
* 1.603 .036 -11.67 -.20

道教 -3.559 1.243 .229 -8.01 .89

一貫道 -2.762 3.893 .998 -16.70 11.17

民間信仰 -2.741 1.322 .637 -7.47 1.99

基督教 -.671 2.422 1.000 -9.34 8.00

天主教 -.762 5.455 1.000 -20.29 18.76

死亡恐懼FD（7
項）:1、2、7、18、

20、21、32

佛教

道教

一貫道

民間信仰

基督教

天主教

無宗教

依變數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 平均差異在 0.05 水準是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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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趨近接受，有顯著差異，有事後檢定道教比無宗教趨近接受死亡的態度

較高，原著 Wong et al.,(1994)宗教信仰還是世俗信仰，都可以成為面對死亡時的安

慰和希望的源泉。在信仰道教的教義中，人需順應自然，落葉歸根，接受死亡是順

應天命，對於有修行之人死後是可以成仙成佛，也相信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結束，將

會是與宇宙萬物一起存在的。在基督教與無宗教來比，無宗教明顯就是沒辦法趨近

接受死亡，因沒有宗教信仰對死後認為沒有天堂或極樂世界，也無法想死後會是美

好的脫解，是通往永恆幸福之地。在基督教對死亡是趨近接受的態度是非常高的，

信仰基督教的教意中信耶穌得永生上天堂，所以死後是會進入天堂，也會與逝去的

親人團聚，對於死亡是接受的態度。由此可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較沒有辦法去瞭

解死亡的意義，也沒辦法對死亡有趨近接受的態度，在死亡教育的部份有宗教信仰

是可以有助於同學對死亡的態度，而沒有宗教信仰的同學較不能趨近接受死亡，所

以宗教信仰對死亡教育是非常有意義的，尤其是在基督教跟道教中是有顯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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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7宗教與趨近接受 

 

 

  

下界 上界

道教 .655 1.822 1.000 -5.86 7.18

一貫道 4.655 4.285 .978 -10.68 19.99

民間信仰 .941 1.882 1.000 -5.79 7.68

基督教 -4.708 2.845 .840 -14.89 5.47

天主教 -8.345 5.873 .917 -29.36 12.67

無宗教 5.655 1.685 .085 -.38 11.69

佛教 -.655 1.822 1.000 -7.18 5.86

一貫道 4.000 4.151 .988 -10.85 18.85

民間信仰 .286 1.553 1.000 -5.27 5.84

基督教 -5.364 2.638 .659 -14.81 4.08

天主教 -9.000 5.776 .876 -29.67 11.67

無宗教 5.000
* 1.307 .026 .32 9.68

佛教 -4.655 4.285 .978 -19.99 10.68

道教 -4.000 4.151 .988 -18.85 10.85

民間信仰 -3.714 4.177 .992 -18.66 11.24

基督教 -9.364 4.691 .679 -26.15 7.42

天主教 -13.000 6.957 .745 -37.90 11.90

無宗教 1.000 4.093 1.000 -13.65 15.65

佛教 -.941 1.882 1.000 -7.68 5.79

道教 -.286 1.553 1.000 -5.84 5.27

一貫道 3.714 4.177 .992 -11.24 18.66

基督教 -5.649 2.680 .618 -15.24 3.94

天主教 -9.286 5.795 .860 -30.03 11.45

無宗教 4.714 1.390 .078 -.26 9.69

佛教 4.708 2.845 .840 -5.47 14.89

道教 5.364 2.638 .659 -4.08 14.81

一貫道 9.364 4.691 .679 -7.42 26.15

民間信仰 5.649 2.680 .618 -3.94 15.24

天主教 -3.636 6.175 .999 -25.74 18.46

無宗教 10.364
* 2.546 .013 1.25 19.47

佛教 8.345 5.873 .917 -12.67 29.36

道教 9.000 5.776 .876 -11.67 29.67

一貫道 13.000 6.957 .745 -11.90 37.90

民間信仰 9.286 5.795 .860 -11.45 30.03

基督教 3.636 6.175 .999 -18.46 25.74

無宗教 14.000 5.734 .430 -6.52 34.52

佛教 -5.655 1.685 .085 -11.69 .38

道教 -5.000* 1.307 .026 -9.68 -.32

一貫道 -1.000 4.093 1.000 -15.65 13.65

民間信仰 -4.714 1.390 .078 -9.69 .26

基督教 -10.364* 2.546 .013 -19.47 -1.25

天主教 -14.000 5.734 .430 -34.52 6.52

趨近接受AA（10
項）:4、8、13、15、

16、22、25、27、

28、31

佛教

道教

一貫道

民間信仰

基督教

天主教

無宗教

依變數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 平均差異在 0.05 水準是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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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在依據研究分析結果彙整做為結論，並提出建議，以供南華大學生死系以

及未來研究作為參考，本章分成二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過去一直都沒有人對南華大學生死系大學部的學生做過死亡態度的施測，而

本研究是正式提出死亡態度量表去做實測，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是特殊的學科生死

系，這科系畢業的學生未來都會直接或間接的面對服務社會，是由生命的開始到死

亡結束相關行業的工作，而生死系的課程內容及專業訓練都是與研究有相關的，從

個人到家庭再到人群這都是息息相關的議題; 另一個原因是透過這次的疫情的關

係，想要了解在南華大學生死系的學生，面對疫情人口死亡不斷增加是否影響死亡

態度，而且是第一次以南華大學生死系同學為主作為研究的對象，此量表過去較多

是護校使用測量，藉由死亡態度量在生死系這門特殊科系做研究就顯得是有意義

及價值的。 

在蒐集過程，問卷是用網路網頁蒐集，因應環保及疫情關係減少人與紙本直接

接觸交叉感染的問題，開始是利用南華大學生死系的 FB 公共平台發送，但效果非

常不佳，就改變方式經各班老師同意以入班宣達，而這些班級並沒有指導老師直接

授課，為提高受試意願提供了獎品及獎金，同時也提高回收率，且過程並無各班老

師主導而是研究者進行說明及施測，受試者是自由意願填寫，此研究問卷是正常程

序收集完成，無倫理問題。總回收為 263 位問卷樣本數，剃除 4 位非本系同學，有

效樣本總人數 259 位問卷樣本數。 

具體的研究發現如下，生死系下各組對死亡態度是有所差異的， 是由五大面

向的分析: 

一、死亡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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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死亡未知感到害怕，不知自己死亡何時到來及人死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而感到焦慮恐懼，也害怕瀕死可能產生的痛苦，死亡過程中讓身心逐漸退化。 

在性別與死亡恐懼研究分析中，女性的數值比較集中在中度恐懼與低度恐懼，

女性比男性顯著性高，男性對死亡恐懼的態度相較女性有較高，女性對死亡的恐懼

較低。Wong et al., (1994)在許多研究報告女性死亡恐懼程度較高，但在本研究中是

相反的結果，男性對死亡恐懼是較高，現代男女平權運動，女性逐漸被受重視，而

較無過去歧視及偏見，，男性不必為了雄性的尊嚴或是權威，隱藏內在的性格或是

情緒，新獨立女性反而變得較有想法及自立，所以女性在死亡恐懼是較低的呈現，

對於死亡態度上會有較大的接受度。 

以年級與死亡恐懼中，在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對死亡恐懼的態度是逐年增

加，在四年級中有經歷實習後對死亡恐懼的態度明顯下降。 

在組別與死亡恐懼，殯葬組對死亡恐懼的態度是最低的，這也與未來從事工作

有直接的相關，其次是社工組同學，對死亡恐懼態度平均數最高的是諮商組同學。 

沒有喪親經驗的同學對死亡恐懼的態度是較高的，而有經驗的同學對死亡恐

懼的態度是相對較低，經歷喪親的經驗會對同學有死亡教育學習的機會。 

在宗教佛教對應無宗教的死亡恐懼部分，有宗教信仰是佛教的同學，對死亡恐

懼態度是較無宗教信仰的同學較高，對佛教的同學來說有宗教信仰對他們來說是

很重要的，虔誠信仰的佛教的同學們對死亡恐懼會有心靈上的寄託。 

二、死亡逃避  

個體認為逃避掉死亡議題就可以離死亡可以遠一些，可必免死亡，沒有做好準

備接受死亡，而選擇逃避問題。 

在年級與死亡逃避中，一年級至三年級對死亡逃避的態度逐漸下降，可是卻在

四年級的死亡逃避態度就上升了，在實習課程中會有真實接觸人生課題的機會，或

是即將畢業的四年級同學，對社會是有抱負及願景，未來是可以實現想夢的，所以

會刻意逃開死亡議題，四年級的死亡逃避態度會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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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別部份諮商組對死亡態度是逃避最高的，在殯葬組及社工組部份平均數

較低。 

在性別中男性與女性的死亡逃避的態度差距非常小，故在性别與死亡逃避是

較一致的態度。 

在無喪親經驗的同學對死亡逃避的態度是較高，沒有經驗接觸死亡事件，對死

亡的會以逃避的態度面對。 

三、自然接受 

最終退出人生做好心理準備，是指個體接受死亡是生命結束必定的事件。 

年級與自然接受中，二年級對死亡自然接受的態度明顯下降，在一年級、三年

級及四年級對死亡是自然接受的態度平均數差異非常小，所以對死亡自然接受的

態度較一致性。 

組別中的社工組對死亡是自然接受的態度平均數是最高，其次是諮商組，殯葬

組對自然接受死亡態度較低，往往死亡是非預期性的突發事件所造成的，而殯葬組

是較多機會接觸死亡事件，這也會影響對自然接受的態度。 

性別中男性對死亡自然接受的態度是較高的，女性對死亡自然接受的態度較

低。 

有喪親經驗的同學對死亡是自然的事件是較高的接受態度，對生命過程中死

亡是必定的過程是接受的態度。 

在原著宗教與自然接受的態度會有影響性，如道家視死亡為非常自然結束，在

本研究中沒有顯著差異。 

四、趨近接受 

是指態度意味著相信人的死亡不是一種結束，是還有幸福的來世，似乎這是一

種信仰。 

在年級中二年級的平均數明顯較高，較相信死後是天堂或極樂世界，對死亡的

態度趨近美好的結果是有所期待的，而在一年級、三年級及四年級是逐漸往下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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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明顯對死亡後美好的世界較低的期望。 

組別中社工組及諮商組對死亡趨近接受的態度平均數值都較高，對於死亡後

有美好的願景，殯葬組平均數明顯偏低。 

性別中女性對死亡趨近接受的態度高於男性，女性對死亡後是有美好的願景，

認為死亡後是有不一樣的存在。 

有喪親經驗的同學對死亡後的是可以進入美好的境界，死亡後的世界是有期

待的，沒有經驗的同學對死亡的趨近接受較低。 

在原著宗教與趨近接受中當人們有堅定的信仰或沒有信仰時，對死亡的恐懼

最低，在這部份有不一樣的結果，沒有任何信仰的人是有較高恐懼，對來世的或都

是死後沒有任何想法，反而對有信仰的人來說死後是有歸依，無宗教信仰在本研究

中是有顯著差異。 

在宗教與趨近接受的交叉表中，發現宗教別確實有很顯著的差異，大學生有了

宗教信仰之後，對於恐懼程度就比較低了，因為數值是集中在中恐懼，沒有在高恐

懼，而無宗教是有部分高恐懼，相較之下有顯著的差異。在事後檢定道教比無宗教

趨近接受死亡的態度較高，在也相信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結束，將會是與宇宙萬物一

起存在的。在基督教與無宗教來比，無宗教明顯就是沒辦法趨近接受死亡，因沒有

宗教信仰對死後認為沒有天堂或極樂世界。在基督教對死亡是趨近接受的態度是

非常高的，信仰基督教死後是會進入天堂，也會與逝去的親人團聚，對於死後的態

度是接受的。由此可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較沒有辦法去瞭解死亡的意義，那也沒

辦法對死亡有趨近接受的態度，在死亡教育的部份會因為沒有宗教信仰較能接受

死亡事件，所以宗教信仰對死亡教育是非常有意義的，尤其是在基督教跟道教中。 

五、逃離接受 

生活中充滿痛苦及困難，所有各種壓力累加的困境讓個體有了對死亡另一種

感受，把死亡當做可以逃離痛苦及困境的選擇，又或者是可以結束一切糟糕的事情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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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級對死亡是逃離的態度平均數是明顯較高，現實的壓力對三年級而言，

會有想透過死亡可以逃離壓力的方式，在四年級經歷實習課程的磨練後，對死亡逃

離接受的態度較趨緩，透過實習課程的幫助對未來可以減少現實的壓力。 

在社工組對死亡逃離接受的態度較高，其次是諮商組，殯葬組的平均數較低，

社工組接觸社會新聞相關案件較多，往往是重大事件，例如性侵、家暴、弱勢家庭、

重大災害等，都是直接服務的個案，對於社工組可以結束煩腦或是逃離可怕的事件，

對死亡逃離現實的態度相對會較高。 

性別中女性對現實的苦難是可以經由死亡逃離一切的態度是較高的，相對男

性是對死亡逃離的態度是較低。 

無喪親驗經的同學對死亡的態度認為是可以結束所有苦難，有較高的平均數

的，有驗經的同學對死亡逃離接受的態度較低。 

總結，本研究調查大學生對於死亡態度的影響因素，發現女性、無宗教信仰、

2年級學生、有經歷過喪親或參加喪禮的學生佔比較高。自然接受題目平均數最高，

逃避死亡題目平均數最低。死亡恐懼與逃避死亡呈中度正相關。宗教信仰與死亡恐

懼及趨近接受呈現顯著差異，而男性對於死亡恐懼的程度也顯著高於女性。因此對

於大學生的死亡教育及輔導，可針對宗教信仰與性別因素進行不同的介入及輔導，

以提升其死亡態度的正向發展。 

這份研究結果顯示出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和恐懼程度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

包括性別、宗教信仰、年級等等。這些因素可以提供給學校或社會工作者，以便針

對不同族群開展相應的心理健康輔導工作，減輕大學生對死亡的恐懼感和情緒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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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以下建議的部份: 

一、本研究發現在教育課程中，要多重視性別的議題。不同的性別對死亡教育

的認知也會直接影響未來的職涯，例如:男性高度對死亡恐懼，在殯葬業中會造成

流動率就會很高，也相對影響著對於人員的培育及公司的長期發展。 

二、針對大學生的死亡教育與輔導，可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加強:1.加強學生對

於死亡態度的正確認知，降低對於死亡的恐懼和逃避；2.提供相關的教育課程及輔

導活動，增強學生對於死亡態度的正向發展；3.注意學生的宗教信仰及性別因素，

進行不同的輔導策略，增進學生的心理健康及生命教育素養。 

三、在大學課程中實習制度是有效的，對未來工作者是有直接的幫助，學校不

要因為現在的學生很特殊及想法多變、抗壓性低，然後就讓學生不用實習，減少了

學生直接接觸實務的經驗。 

四、在未來高度人口老化，加上目前疫情延燒，所造成人們經歷死亡的經驗不

斷的增加，死亡教育的重要性是不可乎視，是需要不斷推廣死亡識能，包含了學生

的家人親友，在學校的部份建議以讓學生家長來參加死亡教育課程，及體驗南華大

學的生命館，讓同學可以學以致用，也讓親朋好友們對生命死亡教育的更深入的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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