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殯葬禮儀師就業模組課程之研究

楊國柱 李慧仁

摘要

為使有志投入喪禮服務的人員瞭解喪禮服務工作之情境與

特性，並提供職訓中心或業者規劃教育模組課程時設計情境、

安排教學順序與內容比重的參考，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描述殯葬

禮儀師在工作情境中被期待的執業能力。研究分兩階段進行，

第一階段採參與觀察法、訪談法和文獻回顧，進行德懷術第一

回合問卷的編製，第二階段施行德懷術之專家問卷調查。德懷

專家由11位資深殯葬禮儀師組成，共進行二回合問卷，研究歸

納出喪禮服務工作情境有五類63項，重要性和常見性均屬高度

者25項，重要性高度而常見性中度者17項，重要性高度而常見

性低度者四類5項。被期待具備的執業能力共95項，重要性和常

見性均屬高度者57項，重要性高度而常見性中度者32項，重要

性高度而常見性低度1項。進一步分析，研提就業模組核心課程

有生死學概論等19門，非核心課程則有殯葬文書等19門，提供

日後殯葬禮儀師就業養成教育課程開設之參考。

關鍵字：工作情境、執業能力、就業模組、殯葬禮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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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Module
Courses of Funeral Director

Kuo-Chu Yang Hui-Jen Lee**

Abstract

In order to apply the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engaging in

funeral services to realize the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and providing occupation training centre or funeral

industries to design the status within employment module courses,

arranging the order of teaching, and the reference for content

proportion, this study is aimed at funeral directors’ working

performances on working situations that were expected.

The steps for this research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ly,

participated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review are

adopted to process the first Delphi technique questionnaire editing;

secondly, Delphi technique experts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is

adopted. Delphi technique experts are composed of 11 senior

funeral directors who take questionnaires in two steps. This study

generalize that funeral services working situations are 5 categories

total to 63 items. The importance and common both belonging to

high level are 25 items. The importance belonging to high level

and common belonging to medium level are 17 items. The

importance belonging to high level and common belonging to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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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are 4categories total to 5 items.

The expected working performances are 95 items. The

importance and common both belonging to high level are 57 items.

The importance belonging to high level and common belonging to

medium level are 32 items The importance belonging to high level

and common belonging to low level is 1 item. Moreover, this study

suggests providing employment module course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to life and death and other 19 items, and non-core

courses are funeral instruments and other 19 items. Above all may

provide the reference to employment courses for funeral director.

KeyWords：Employment module, funeral director, working situation,

work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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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為解決我國長年來人才多不願投入殯葬服務行列，使得經

營效率與服務品質無法提升之問題，內政部草擬「殯葬管理條

例」，經立法院於民國91年6月14日三讀審議通過，並由總統以

91年7月17日華總一義字第09100139480號令公布。其中該條例

第三十九條規定：「殯葬服務業具一定規模者，應置專任禮儀

師，始得申請許可及營業。禮儀師之資格及管理，另以法律定

之。」據此條文規定之授權，內政部乃研擬完成禮儀師法草案，

報請行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以期完成立法程序，盡速順利實施

禮儀師證照制度，最後雖因行政院質疑國內禮儀師的養成教育

不足等理由，而將該草案退回內政部重新研議，以致考照制度

改弦更張，與行政院勞工委員會配合，另採非專技人員之喪禮

服務人員技能檢定，凡通過喪禮服務人員乙級技能檢定，具備

喪禮服務兩年工作經驗及修畢相關課程20學分者，即可送審取

得禮儀師資格1。然而考試引導教學，加上禮儀師相對其他上班

族的高收入，吸引不少人才想要就業或轉業，近十年來各種禮

儀師培訓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地開設。

但開課單位只顧努力招生，對於理想禮儀師的工作情境與

執業能力為何，卻極少深究，以致開設培訓班，或課程名稱不

一，或核心與非核心課程認知不一，致開課品質與成效參差不

齊。此外，從殯葬市場人才供給角度觀之，由於接受殯葬教育

課程的不完整或不正確，初次投入喪禮服務場域的人員，因為

1 有關禮儀師證書核發條件，案經內政部於93年3月2日召開研商規劃禮儀師

證照制度暨職業訓練事宜會議，以及94年4月21日召開研商規劃禮儀師證

照制度第二次會議紀錄，大致獲致結論為具下列三者由內政部核發禮儀

師證書：一、須取得喪禮服務職類乙級技術士證。二、修畢殯葬專業學

分課程20學分。三、實際殯葬禮儀服務經歷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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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情境不瞭解或執業能力不足，實際上線時往往受到巨大

的震撼與折磨，從業人員若非堅持工作崗位而付出摸索的代

價，即是選擇離開工作崗位而另謀他就；反之，從人才需求角

度觀之，喪葬業者大舉招募新人時，雖然也會耗費心血進行培

訓，但是當人員分派至客戶端執行服務時，業者才發現「選錯

人」，員工也覺得「選錯行」！這樣的故事，迄今仍時有所聞，

由而人才供需雙方增加不少因徵才與求職所衍生的交易成本

（transaction costs）。到底台灣地區喪禮服務之工作情境及殯

葬禮儀師被期待的執業能力為何？如何建構喪禮服務就業模組

課程及在職教育課程規劃？乃當前提升殯葬服務品質的重要課

題。

本文首先由殯葬禮儀師的角色定位切入，配合參與觀察及

實地訪談喪禮服務人員，以參考設計問卷，並採取德懷術

（Delphi Technique）研究法，以進行實證及分析。全文結構共

分為七個部分，包括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與設計、實證

結果與分析、課程模組之規劃構想、結論，最後為研究限制。

貳、文獻探討

一、殯葬禮儀師的角色定位2

從國內外相關制度經驗規範禮儀師名詞意義及其執業內容

兩方面著手，可瞭解禮儀師的角色定位如下：

2 針對獨立承接並執行喪葬禮儀服務事宜的專職人員，經查殯葬管理條例第

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等規定，雖僅稱禮儀師（內政部，2008：16），惟因

生死禮儀服務中，例如婚慶也有禮儀師稱呼之專業人員，為便於理解，爰

將執行喪葬禮儀服務事宜的專職人員稱為殯葬禮儀師，但內文中有時為行

文方便，也會使用禮儀師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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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名詞意義分析禮儀師之角色定位

按美國伊利諾州「殯葬指導師法」之規定意旨，所謂「殯

葬指導師」（funeral director）係指：「親自管理、參與、代理或

支援殯葬業務活動，並指導葬儀的人員」（ the Illinois General

Assembly, 2009）。另按《中華民國職業分類典》記載，所謂「禮

儀師」係指：「規劃設計整個喪禮如何進行與負責完成的人員」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00）。由此定義以觀，禮儀

師係殯葬業務活動的規劃者與管理者，同時也是殯葬禮儀的指

導者。

（二）由執業內容分析禮儀師之角色定位

美國伊利諾州法律所規範的殯葬指導師之執業內容相當詳

盡，主要包括：

1. 事前準備、防腐處理、葬禮或火化、安排墓地且指導監

督葬禮的進行、安葬遺體、以及任何遺體準備工作的相

關手續。

2. 安葬前辦理一處作為安置逝者遺體或照顧遺體之地的準

備工作。

3. 將遺體從逝者處、某機構或其他地方遷移的工作。

4. 具備葬禮同意簽訂，而從事殯葬行政及管理業務；或負

起行政和管理責任。

5. 負責監督，運輸，提供庇護所、保管照顧遺體，並供給

所需之殯葬服務、設施及裝備。（ the Illinois General

Assembly, 2009）。

《中華民國職業分類典》記載禮儀師之執業內容則較為簡

明扼要，包括：

1. 從臨終前的關懷到死亡後的接體；

2. 與喪家協商整個喪禮的安排。包括參與喪事人員的決

定；入殮、出殯時間的選定；訃文的設計印製；靈禮堂

的布置；儀式的選擇；葬法的決定；埋葬地點的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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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的估算與收取；社會資源的尋求等等；

3. 在喪禮完成之後，還繼續提供作七、做旬、作百日、作

對年、做三年的服務，以及家屬的悲傷輔導（行政院勞

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00）。

至於「殯葬管理條例」並未按照治喪流程規範禮儀師之執

業內容，僅標舉殯葬活動之重要工作項目。依該條例第四十條

規定禮儀師得執行業務包括：

1. 殯葬禮儀之規劃與諮詢；

2. 殯殮葬會場之規劃與設計；

3. 指導喪葬文書之設計與撰寫；

4. 指導或擔任出殯奠儀會場司儀；

5. 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

6.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項目。

由前述執業內容來看，禮儀師除了規劃與管理殯葬業務活

動及指導殯葬禮俗儀節之外，我國之法制更賦予禮儀師具有臨

終關懷及悲傷輔導之角色功能，美國殯葬指導師制度並未具有

此種功能。這可能係因為美國除了有殯葬指導師之證照考試之

外，另透過死亡教育輔導協會（ADEC）之證照制度課程，建

立有「臨終死亡與悲傷證照」制度，為防免兩種證照之角色功

能重疊而有此制度設計。

二、殯葬禮儀師養成教育

盱衡國內殯葬學術研究文獻，探討養成教育課程規劃議題

者有邱麗芬（2002）〈當前美國殯葬教育課程設計初探──兼論

國內殯葬相關教育的實施現況〉，探討美國殯葬教育課程設計現

況，再嘗試從美國殯葬教育課程的設計的模式來反觀台灣殯葬

相關教育的現況，提出應規劃適用本土課程設計，如：增加公

共衛生相關學術領域課程，企業管理增加電腦及網路課程，應

重視溝通技巧、諮商及臨終關懷課程，訂定專業道德規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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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實習與建教合作課程的結論。

陳繼成（2003）撰著〈台灣現代殯葬禮儀師角色之研究〉，

認為台灣的禮儀師的養成教育，目前並沒有納入正式的教育體

制當中，無論在大學、技術學院、二專、五專、高中和高職之

中，都沒有禮儀師養成的科系。現在禮儀師的進修管道主要為

政府部門及部分大學開辦的短期研習班。雖然研習班對於想要

進修的禮儀師有正面助益，但是因為研習班本身為短期與輔助

性質，因此，對於政府即將要實施的禮儀師證照制度而言，如

果無法有配合的教育學程，及正式的教育管道，則此政策所希

望達成的成效，將會大打折扣。因此，政府相關單位如能對於

殯葬教育的重視，對於現代禮儀師的提升方有正面的推波效

果。惟該文重點在探討禮儀師角色功能，對於禮儀師養成教育

僅呼籲其重要性，至於養成教育應如何規劃並未研提。

鄭志明（2005）撰述〈台灣殯葬學術教育的現況與省思〉

一文發現，學術界在喪葬教育上著重於文化內涵素質的課程內

容，但殯葬業者卻期待實用性運行操作訓練，兩者就課程的需

求有所落差。曾煥棠（2007）〈喪葬教育與考照〉之研究則對台

灣喪葬教育進一步觀察，他認為2002年「殯葬管理條例」通過

之前，社會上普遍未將喪葬人員所進行的服務當作是專業服

務。2006年技職考照期以後，喪葬教育大致上還是停留在專業

職訓班的層次，由勞委會來主導培訓職訓班學員經由技術檢定

考試，取得專業技術士的資格，再經由內政部的審查，取得禮

儀師的證照，但就殯葬專業與民眾生死尊嚴的考量，最終仍應

落實喪葬學術教育，將專業的知識理論體系與專門的技藝技法

相結合。

蔡鴻儒（2009）〈成人參與勞委會職訓局之職業訓練移轉成

效研究──以殯葬禮儀師訓練課程為例〉，探討成人學習動機、

訓練課程、職場支持度與訓練移轉成效之間的關係。主要發現

訓練移轉成效提升有賴組織營造正向積極學習氣氛，職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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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覺知能顯著預測訓練移轉成效。

綜上文獻回顧得知，欲提升殯葬服務品質，有賴健全之養

成教育，惟國內殯葬禮儀師的養成教育尚未建全，有待研議改

善之道。另就維護民眾生死尊嚴及業者實務需求之執業能力考

量，從殯葬禮儀師工作情境與執業能力探討，提出就業模組課

程之建議有其必要性。

三、國內殯葬禮儀課程

楊國柱（2005）蒐集從民國88年起，國內各學術機構、社

團所開設之課程情形及次數，發現國內開立的科目，依頻率高

至低分別為「生死學概論」，其次為「殯葬文書」，再其次為「殯

葬禮俗」、「悲傷心理學（悲傷輔導）」、「遺體修復美容」，此外，

另有「司儀專業理念與技巧」、「殯葬政策與法規」、「宗教科儀」、

「公共衛生學」、「殯葬制度史」、「臨終關懷」、「遺體處理」、「殯

葬會場設計與流程規劃」、「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與管理」、「殯葬

設施用地之規劃與管理」、「民法與商業法規」、「殯葬風水與擇

日」、「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生死信託」、「殯葬經濟學」、「死

亡社會學」及「死亡心理學」。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2007）配合禮儀師定位為非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之政策，辦理「喪禮服務職類」技術士技能檢定，

提出「技能檢定規範之20300喪禮服務」，建立喪禮服務人員所

需「技能」與「知識」的基本標準。其中乙級設定為統籌規劃

並指導喪禮服務執行之人員，與此殯葬禮儀師工作內容較為相

近，乙級技術技能檢定項目包括「臨終服務」、「初終與入殮服

務」、「殯儀服務」、「後續服務」、「服務倫理」等五項，亦制定

出「臨終服務」三項技能種類與標準及三項相關知識；「初終與

入殮服務」六項技能種類與十七項技能標準及十五項相關知

識；「殯儀服務」九項技能種類與二十二項技能標準及十一項相

關知識；「後續服務」二項技能種類與四項技能標準及六項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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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服務倫理」二項技能種類與五項技能標準及七項相關知

識。對於殯葬禮儀師工作情境與執業能力亦具參考價值。

承上，禮儀師係規劃設計整個喪禮如何進行與負責完成的

人員，換言之，禮儀師係殯葬業務活動的規劃者與管理者，同

時也是殯葬禮儀的指導者，必須具備身、心、靈全方位的殯葬

管理專業知識與能力。

四、情境、能力與模組教學

（一）情境與能力

1.「情境」（situation）

是指與事件相關的狀態或環境，也可以是某個時間點上所

有事件的組合狀態（Webster, 2003）。強調情境教學的學者認

為：知識基植於情境脈絡，知識若脫離情境使用，學習便成了

抽象符號的遊戲（邱貴發，1996），因此透過在真實情境脈絡

中來學習，才能有效的建構個人的知識能力，成為實際問題解

決的工具。因此為探討殯葬禮儀師之執業能力，必須先瞭解喪

禮服務工作之情境。

2.能力（competency）

根據韋氏字典的定義，能力是指在特定的行業中必須具備

的或足夠的能力（ability）或品質以執行工作（Lyon & Boland,

2002）。

能力包括知識、技能、態度，以及能達到職場所要求的標

準。所以能力應包括三大特色：

⑴從外顯的知識技巧轉向後設能力；

⑵從一般共通性能力轉向工作獨特性能力；

⑶從文件證明具合法能力轉向能真正執行工作的能力。

（Ramritu and Barnard, 2001）

能力指的是特定職業的工作者，在特定的角色或情境下，

能整合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而執行專業所賦予的業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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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效執行工作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李隆盛，2001）。

知識必須在情境脈絡中學習而產生，可見執業能力與工作

情境息息相關。以情境為基礎建構執業能力類別，不僅可以讓

學習者有效獲得在該情境下應具備的能力，並可以據此發展能

力評量的標準，來確認是否具備該情境所要求的執業能力（郭

鳳霞，2004）。就喪禮服務之工作特性，尊重每位逝者的獨特性，

以及面臨複雜與多元的工作情境而執業，透過工作情境，探討

殯葬執業能力是可行之道。

（二）能力與就業模組教學

「能力取向」是目前各行各業招募新人的關鍵要素，在人

力資源管理上亦將提升員工執行職務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列為

核心工作。就喪禮儀服務的就業市場需求，殯葬禮儀師的養成

教育應以培養職場能力作為課程設計的導向，培養學生具有執

業能力及就業競爭力。有鑑於此，將能力本位教育方法應用在

職業教育上，培養未來能勝任工作的人才，學習的內容應包含

職場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學習者

具備從事專業工作的能力（康自立，1994）。

能力本位學習的教學模式是以精熟學習的理念進行模組化

教學（洪榮昭，1998），透過工作情境與執業能力的分析結果，

建立能力項目及標準，設計「教學單元」，每項能力單元學習結

束後，必須通過測驗才能進入下一能力單元的學習，以培養學

生精熟職場所需的各項技能標準，使其達到預定能力的一種教

育訓練系統（周談輝，1984；吳育昇，2000；康自立，1994，

1997）。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將設定培養某一特定專業能力為目

標的課程規劃成數個完整獨立的「單元」，各單元之間又可互相

連結，最後組成一個完整的課程，而這些獨立的小單元即稱為

「模組」（module or modular）。

喪禮服務若要設計合宜的能力本位教學課程，必須先完成

能力分析，以瞭解殯葬禮儀師在專業上所需的能力項目及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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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因此，本研究進行喪禮服務情境分析，再探究執業能力內

容，提供日後模組課程設計的依據及參考。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瞭解喪禮服務之情境脈絡，以及在此情境脈絡

下需具備哪些執業能力才能勝任殯葬禮儀師的角色任務。研究

方法主要採取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為主軸，並藉由參與

式觀察、文獻查證及訪談法修正之。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

又稱德爾菲法，屬於專家預測法，以科學的方法彙整專家們

最後一致的意見後，再提供給主事者進行決策時的參考，或

者用在預測某一事件的發展趨勢。德懷術用在對未來趨勢的調

查，容易獲得明確的結果，而且意見來回分析嚴謹，缺點則是時

間較長與經費花費較高（江文雄等人，1999：p.2）。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區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從確認研究問題、參與

觀察喪禮服務及訪談相關人員；第二階段編製第一回合問卷、

選擇專家，進行第一回合問卷調查，再依第一次問卷之意見編

製第二回合問卷，後續判斷專家意見已有共識時，則進行研究

報告之撰寫，研究流程設計如圖一。

（二）選擇專家

本研究挑選專家之條件如下文，專家之人數分布如表一，

專家的教育程度分析如表二，專家特性分析如表三。

1.專業知識與經驗

為選定具有經驗及具權威性之專家，故選擇具備喪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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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專業知識和三年以上實務經驗者。

圖一 研究流程設計

（一）確認研究問題

（二）參與觀察及訪談

（三）分析／歸類觀察及訪談內容

（四）編製第一回合問卷

（五）選擇專家

（六）寄發第一回合問卷

（七）回收並分析第一回合問卷

（八）編製第二回合問卷

（九）寄發第二回合問卷

（十）回收並分析第二回合問卷

（十一）判斷專家共識性之達成

（十二）撰寫研究報告

文

獻

查

證

與

分

析

第

二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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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研究德懷專家人數

等級

區域

傳統公司 財團型態 合計

資深人員 管理階層 資深人員 管理階層

北部 1 1 1 1 4

中部 1 1 2 4

南部 1 1 1 1 4

合計 3 2 4 2 11

表二 本研究德懷專家教育程度

學歷別 人數 百分比

專科 2 18%

學士 6 55%

碩士 3 27%

合計 11 100%

表三 本研究德懷專家特性分析

類別

分析值
喪禮服務工作年資 年齡

最大值 30 年 55 歲

最小值 3.3 年 28 歲

平均值 11 年 38 歲

2.呈現不同觀點

喪禮服務實務界，區分為傳統公司（員工數在10人以下者）

以及財團型態（員工數在10人以上者），分別選擇不同組織型態

之代表；另考量南、北地域、觀念及文化背景之差異性，為獲得

更多元更豐富之訊息，所以分別挑選北、中、南區域不同之專家。

並就職位部分選擇資深人員及管理階層，廣納不同之觀點。

3.具溝通表達能力

選擇學歷至少為專科層級以上，且具有教學指導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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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與熱誠

關心喪禮服務專業與養成教育訓練者，願意配合多次問卷

調查者。

（三）問卷調查

1.參與觀察與訪談

至某財團公司所屬之喪禮服務單位進行參與式觀察與訪

談，進行兩件服務個案之跟案觀察與訪談，殯葬禮儀師服務個

案之工作內容彙整如表四，內容包括從接獲家屬通知個案臨終

階段到火化進塔安葬之流程，依此瞭解喪禮服務情境脈絡，搜

集喪禮服務工作情境類資料作為編製德懷問卷之參考依據。

表四 殯葬禮儀師服務個案工作內容

項 目 內 容

服務前
視狀況以電話或親赴客戶指定地點，接受禮儀服務相關諮

詢，並呈現專業提醒家屬臨終與初終相關事宜。

接 體

1.接獲接體任務，接體地點若在市區必須在一小時內抵達

指定地點，市區以外（同ㄧ縣境內）二至三小時內抵達

指定地點。

2.抵達後協助搬運遺體、協助亡者洗身、更衣、裝設組合

亡者安置的床鋪與布幃，除安撫家屬情緒，並向其解釋

守鋪儀節及注意事項。

治喪協調

與客戶約定時間洽談治喪細節，蒐集逝者與家屬的相關資

料，統籌所有意見與需求及殯葬設施等因素後，規劃並建

議治喪地點、時間、參加人數、會場布置、儀式流程、用

品、車輛等等，以簡報講解及溝通互動之方式進行。

入 殮

確定並處理遺體狀況，檢查並搬運入殮用品，驗收棺木品

質，督導或共同參與負責搬運遺體進棺木，確定擺放正確

後，協助蓋上棺木蓋。

關 懷

每二天抵達靈堂所在位置，關心客戶是否有任何問題或檢

查棺木或遺體之狀況。（以每案十天作業，至少親訪三次，

每次預估花二小時）

做七功德 陪伴家屬做七與功德法事，督導驗收儀式流程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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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禮布置

含領取奠禮用品、確定廠商與物料抵達時間與驗收等，以

及其他殯葬文書作業等，協助或監督協力廠商將奠禮會場

布置、掛吊輓聯、搬運罐頭塔與花圈、花籃。

奠禮執行

主導奠禮儀式之執行，包含引導家屬迎請外家長輩、跪

拜、致哀，與樂隊、司儀、靈車司機等人溝通確認，並注

意靈堂拆除等細節事項。（有如戲劇導演主導一切）

火化與安葬 協助搬運棺木至火化爐或指導人員將棺木下土安葬

撿骨封罐 將骨灰罐搬運至火化場，引導家屬祭拜，並陪同進塔。

行政作業
整理案件所有表格與文件資料，彙整並登入或繳交指定窗

口。

滿意度調查
瞭解家屬對整體服務的看法，並依服務內容約定之金額收

取款項。

服務後
寄發百日、對年卡，並提前電話聯絡提醒，解答相關疑問

或代為安排祭祀、追思事宜。

備註：本表係參與觀察喪禮服務現場及訪談紀錄內容之摘要

2.編製問卷

本文設計問卷內容包含喪禮服務工作情境類項及執業能力

類項之編製，依據文獻、參與觀察與訪談擬定五大類之喪禮服

務工作情境脈絡（如圖二）與執業能力如次：

5.團隊因素：與公司同仁、業務人員、協力廠商、供應商、宗教人士和殯

葬設施主管單位人員互助合作，並能掌控相關人員共同配合，執行已與

家屬達成共識之殯葬禮儀服務內容

4.人的因素：家屬與親友不同之需求

1.服務前 殮 殯 葬 2.服務結束

臨終關懷

1.遺體的處理

逝者 2.靈性的安頓

3.生死關係處理

後續關懷

3.地點因素：因應治喪地點等不同狀況

圖二 喪禮服務之工作情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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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工作情境

第一類「服務前」臨終關懷：執行接體服務前，面對臨終

者與家屬的身、心問題。

第二類「地點因素」：因應逝者死亡原因、發生地點與治喪

場所不同，需評估與注意的情況。

第三類「人的因素」：蒐集逝者背景、生平行誼與心願，面

對各個家屬與親友的不同想法與需求，彙整、組織轉換成殯葬

禮儀服務規劃。

第四類「團隊因素」：與公司同仁、業務人員、協力廠商、供

應商、宗教人士和殯葬設施主管單位人員互助合作，並掌控相關

人員能共同配合達成與家屬達成共識之殯葬禮儀服務內容。

第五類「服務結束」：後續關懷：喪禮服務結束後，提供逝

者與家屬後續的可行服務。

⑵執業能力

第一類「服務前」：執行臨終關懷之殯葬禮儀服務執業能

力。

第二類「地點因素」：因應逝者死亡原因、發生地點與治喪

場所不同，而需評估與注意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第三類「人的因素」：蒐集逝者背景、生平行誼與心願，面

對各個家屬與親友的不同想法與需求，彙整、組織轉換成殯葬

禮儀服務規劃的能力。

第四類「團隊因素」：與公司同仁、業務人員、協力廠商、

供應商、宗教人士和殯葬設施主管單位人員互助合作，並能掌

控相關人員共同配合，執行已與家屬達成共識之殯葬禮儀服務

內容，所應具備的知識、態度與技巧。

第五類「服務結束」：指結清服務費用及提供必要的後續關

懷或服務內容之能力。

3.問卷施測

藉由第一回合70%有效問卷回收，彙整專家建議，進行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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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另針對問項進行眾數、平均數、標準差與四分位數分

析後，將相關結果載記於第二回合問卷。第二回問卷回收率

100%，再次進行質性分析與量的分析後，確認整份問卷收斂標

準已達75%以上，故完成問卷調查。

4.資料分析

⑴質性分析

以內容分析方式，彙整專家意見，將每個類別及定義作逐

字的分析、修正、新增與刪除，並將項目作分析與歸類。

⑵量化分析

A.眾數：出現次數最多的數值，可看出多數專家贊同之

意見集中在哪個評量尺度上，以瞭解專家們對此議題

意見的集中性。

B.平均數：代表專家對於各項工作情境與執業能力項目

重要性、常見性程度之意見的平均態度，愈高代表專

家對此議題之共識性愈好，故相對常見性、重要性程

度也愈高。

C.標準差：表示離差，計算專家意見之離散程度，呈現

專家對於情境項目之差異性，標準差愈小愈好，當標

準差愈小時表示結論之共識愈好，當此回合標準差小

於或等於前一回之標準差時即達收斂度，收斂度依

Lindeman（1975）、Salmond（1994）的研究以75%為

收斂度的切點，當收斂項目達全體總項目的 75%則可

代表專家群意見已達一致性。

D.四分位差：將專家意見劃分為25%、50%、75%三個切

點，而第三個四分位數（Q3）與第一個四分位數（Q1）

之差的一半，即Q=（Q3－Q1）/ 2，主要用以瞭解專

家群意見之一致性，避免極端值之干擾。分析結果四

分位差若小於0.6，則具有高度一致性；若介於0.6~1.0

間者具中度一致性；若四分位差大於1.0，則未達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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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Faherty, 1979）。

E.重要性、常見性交叉分析，如表五。

表五 重要性、常見性交叉分析

類別

常見性

高度（M≧6）
中度

（3≦M≧6）
低度（M＜3）

重

要

性

高度（M≧6）
重要性高度

常見性高度

重要性高度

常見性中度

重要性高度

常見性低度

中度（3≦M≧6）
重要性中度

常見性高度

重要性中度

常見性中度

重要性中度

常見性低度

低度（M＜3）
重要性低度

常見性高度

重要性低度

常見性中度

重要性低度

常見性低度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喪禮服務工作情境

（一）類別、項目與定義

搜集與歸納二回合問卷之回收資料，就喪禮服務工作情

境，專家提出的意見與建議大致可區分為文字表達、現況的澄

清、增修的意見等，最後確定如表六的內容。

（二）各類工作情境項目的重要性與常見性

第二回合問卷共獲得五類六十三項工作情境的常見性及重

要性經描述性統計（眾數、平均數及標準差）後之結果如表七

之呈現，殯葬禮儀師各類別工作情境之項目常見性與重要性之

交叉分析如表八，表九則為殯葬禮儀師各類別工作情境之項目

常見性與重要性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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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喪禮服務工作情境類別、項目與定義

類別 工作情境名稱（項目數） 各類工作情境之定義

第一類

服務前至臨終關懷：執行接

體服務前，面對臨終者與家

屬的身心問題（11）

指接運遺體服務前，臨終者及

其家屬因對死亡及對殯葬禮儀

服務內容不瞭解或不確定感產

生的生理狀況、情緒問題與靈

性需求。

第二類 地點因素（13）

因應逝者死亡原因、發生地

點與治喪場所不同，必需評

估與注意的情況。

第三類 人的因素（19）

蒐集逝者背景、生平行誼與

心願，面對各個家屬與親友

的不同想法與需求，彙整、

組織轉換成殯葬禮儀服務

規劃。

第四類 團隊因素（14）

必須與公司同仁、業務人

員、協力廠商、供應商、宗

教人士和殯葬設施主管單

位人員互助合作，並掌控相

關人員能共同配合達成與

家屬達成共識之殯葬禮儀

服務內容。

第五類

服務結束至後續關懷：服務

結束對逝者與家屬後續可行

服務（6）

指結清服務費用，完成殯葬

禮儀服務後，對於殯葬禮儀

服務人員的關懷或服務需

求。

合計 五類（6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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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情境項目在常見性與重要性的收斂性與一致性百分比摘要表

類 別 收斂性（標準差） 一致性（四分位差）

情境常見性 56 項（88.8%）

高度一致性 53項（84%）

中度一致性 9項（14%）

未達一致性 1項（2%）

情境重要性 57 項（90.4%）

高度一致性 56項（90%）

中度一致性 7項（10%）

未達一致性 0項（0%）

表八 殯葬禮儀師各類別工作情境之項目常見性與重要性之交叉分析

程 度
常見性 總 計

（百分比）高 中 低

重

要

性

高 25 項 17 項 5 項 48 項（74%）

中 10 項 5 項 16 項（25%）

低 1 項 1 項（1%）

總計（百分比） 25 項（40%） 28 項

（46%）

10 項（11%）63 項（100%）

表九 殯葬禮儀師各類別工作情境之項目常見性與重要性之分析表

類別
常見性

高度（M≧6）

重
要
性

高度

（M≧6）

（一）高度重要與高度常見

2-1 取得遺體處理權。

2-2 決定遺體保存的方式與地點。

2-3 規劃遺體接運的路線、方式。

2-4 遺體處理方式（洗、穿、化、殮等）。

2-5 禮與俗之間做抉擇。

2-6 豎靈場地之選擇。

2-8 規劃治喪儀式的時間與場地安排。

2-9 費用的掌控與規劃。

2-10 遵守殯葬相關法規規範。

2-11 選擇適宜入殮、出殯與安葬之吉日時辰因素。

3-7 面臨家屬與逝者之間，或是家屬彼此之間，以及家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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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間的宗教信仰衝突。

3-17 推薦並協助家屬挑選禮器用品，如棺木、骨灰罐、紙

錢、花藝商品等等。

3-18 家屬的挑選禮器用品時無法達成經營者（資方）所設

定的獲利目標。

3-19 客戶期待被尊重並得到及時的協助，但常與服務人員

其他個案或工作勤務時間產生衝突。

4-1 必須與公司同仁、業務人員、協力廠商、供應商、宗教

人士和殯葬設施主管單位人員互相配合。

4-5 承擔負責供應廠商提供之花藝商品營造之氛圍與品

質，達成原定之殯葬禮儀服務內容。

4.6 掌控訃聞、魂幡、魂帛、祭文等書寫內容與物品呈現之

品質。

4-7 承擔供應商提供之棺木與骨灰罐材質、壽衣、祭品等物

品品質，達成原定之殯葬禮儀服務內容。

4-9 滿足客戶對於時辰良吉與沖煞閃避之需求。

4-10 必須瞭解各種宗教殯葬儀軌的如法性，並確保滿足逝

者與家屬在靈性上之需求。

4-11 必須瞭解各種宗教殯葬儀軌的如法性，並確保滿足逝

者與家屬在靈性上之需求。

4-13 承擔樂隊表現品質，以合乎已與家屬溝通確認的殯葬

禮儀服務效益。

4-14 能取得殯葬設施主管單位人員的協助完成原定之殯葬

禮儀服務規劃。

4-15 能得到公司同仁即時與有效的協助。

5-3 家屬詢問有關後續百日、對年、合爐、掃墓等祭祀事宜。

中度

（3≦M≧6）
（二）中度重要且高度常見 0 項

低度

（M＜3）
（三）低度重要且高度常見 0 項

類別
常見性

中度（3≦M≧6）

重
要
性

高度

（M≧6）

（四）高度重要與中度常見

1-1 判斷臨終者的適合從醫院出院回家壽終的生理狀態。

1-2 面臨臨終者出院後生命徵象繼續維持未減弱的狀況。

1-3 面對家屬慌亂與哭泣的情緒反應。

1-4 負責維護臨終者身心舒適與尊嚴。

1-6 面對家屬頻頻提問服務內容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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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面對家屬對禮儀人員專業的質疑。

1-8 面對家屬對禮儀服務費用的質疑。

1-9 面對家屬意見分歧。

1-10 面對臨終者與家屬不同的宗教（靈性）上的需求。

2-7 考量家屬參與的便利與安全考量。

3-1 在有限的時間內掌握逝者的背景、生命歷程、成就、喜

好、心願與禁忌。

3-15 必須面對家屬期待與預算間的衝突。

3-16 家屬要求服務人員全方位與萬能之仰賴。

4-3 與公司同仁、業務人員、協力廠商、供應商、宗教人士

和殯葬設施主管單位人員彼此間的角色或利益衝突。

4-4 必須有效要求公司同仁、業務人員、協力廠商、供應商、

宗教人士和殯葬設施主管單位人員共同達成殯葬禮儀服務

之效益目標。

5-1 家屬詢問稅金或遺產繼承等相關問題。

5-5 家屬因民間禁忌考量，要求丟棄所有殯葬相關物品。

中度

（3≦M≧

6）

（五）中度重要且中度常見

1-11 遭遇家屬拒絕服務。

2-13 協助選擇或安排安葬的地點。

3-2 面對家屬成員或親友悲傷反應。

3-3 面對家屬成員與親友的補償心理。

3-4 面臨家屬與逝者之間，或是家屬彼此之間，以及家屬與

親友間的利益衝突。

3-5 面臨家屬彼此之間，以及家屬與親友間的人際關係衝

突。

3-6 面臨家屬對殯葬禮儀服務流程的誤解。

3-8 面臨家屬對殯葬禮儀服務的需求與預期的消費有落差。

4-8 解答客戶地理風水攸關禍福之問題。

5-6 家屬因民間禁忌考量，要求服務人員不得再與其聯絡。

低度

（M＜3）

（六）低度重要且至中度常見

1-5 面對不同死因致死的遺體，負責維護逝者遺體的完整與

尊嚴。

類別
常見性

低度（M＜3）

重
要
性

高度

（M≧6）

（七）高度重要與低度常見

2-12 承接國外死亡遺體或骨灰回國治喪。

3-10 逝者或家屬期待的殯葬流程違反政府規範的相關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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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面臨家屬對於殯葬禮儀服務規劃內容拿不定主意，或

是決定後反覆修訂。

3-12 殯葬禮儀服務規劃內容無法讓家屬在執行前充分瞭

解。

5-4 家屬抱怨服務瑕疵要求賠償。

中度

（3≦M≧

6）

（八）中度重要但低度常見

3-9 面對家屬原期待的殯葬服務內容與實際呈現的有落差。

3-11 逝者或家屬期待的殯葬流程與殯葬從業人員的信仰或

價值觀衝突。

3-14 遭遇家屬或親友拒絕配合殯葬禮儀服務流程。

5-2 家屬求助生理、心理或生活上的困擾，要求協助。

4-2 公司同仁、業務人員、協力廠商、供應商、宗教人士和

殯葬設施主管單位人員對於個案的殯葬禮儀服務規劃期望

達成的目標不清楚。

低度

（M＜3）
（九）低度重要且至低度常見 0 項

二、殯葬禮儀師被期待具備的執業能力項目

（一）執業能力類別、項目與定義

搜集與歸納二回合問卷之回收資料，就殯葬禮儀師被期待

應具備各類工作情境執業能力項目，專家提出的意見與建議大

致可區分為文字表達、現況的澄清、增修的意見等，最後確定

的內容如表十。

表十 喪禮服務執業能力類別、項目與定義

類別 工作情境名稱（項目數） 各類執業能力之定義

第一類

服務前至執行臨終關懷

之殯葬禮儀服務執業能

力（16）

指接運遺體服務之前，能對臨終者及其

家屬因對死亡及對殯葬禮儀服務內容

不瞭解或不確定感產生的生理狀況與

情緒問題等因應處置之知識、技能與態

度。



 
 
 
 
 
 
 
 
 
 
 
 
 
 
 
 
 
 
 
 
 
 
 
 
 
 
 
 
 
 
 
 
 
 
 
 
 
 
 
 
 

 

殯葬禮儀師就業模組課程之研究 67

第二類 地點因素（13）

因應逝者死亡原因、發生地點與治喪

場所不同而需評估與注意的知識、技

能與態度。

第三類 人的因素（31）

蒐集逝者背景、生平行誼與心願，面

對各個家屬與親友的不同想法與需

求，彙整、組織轉換成殯葬禮儀服務

規劃的能力。

第四類 團隊因素（27）

必須與公司同仁、業務人員、協力廠

商、供應商、宗教人士和殯葬設施主

管單位人員互助合作，並掌控相關人

員能共同配合達成與家屬達成共識之

殯葬禮儀服務內容。

第五類

服務結束至後續關懷：

服務結束對逝者與家屬

後續可行服務（8）

指結清服務費用，完成殯葬禮儀服務

後殯葬禮儀服務人員必須提供之關懷

或服務內容。

合計 五類（95 項）

（二）各類執業能力項目的重要性與常見性

第二回合問卷共獲得五類九十五項執業能力的常見性及重

要性經描述性統計（眾數、平均數及標準差）後之結果如表十

一之呈現，並進行如表十二殯葬禮儀師各類別執業能力之項目

常見性與重要性之交叉分析，殯葬禮儀師各類別執業能力之項

目常見性與重要性之分析如表十三。

表十一 殯葬禮儀師各類別執業能力項目重要性的收斂性與一致性

百分比摘要表

類 別 收斂性（標準差） 一致性（四分位差）

情境常見性 91 項（96%）

高度一致性 93項（98%）

中度一致性 1項（1%）

未達一致性 1項（1%）

情境重要性 94 項（99%）

高度一致性 56項（100%）

中度一致性 0項（0%）

未達一致性 0項（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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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殯葬禮儀師各類別執業能力之項目常見性與重要性之交叉分析

程 度
常見性 總 計

（百分比）高 中 低

重

要

性

高 57 項 32 項 1 項 90 項（95%）

中 1 項 2 項 1 項 4 項（4%）

低 1 項 1 項（1%）

總計（百分比） 58 項

（61%）

35 項

（37%）

2 項

（2%）

95 項

（100%）

表十三 殯葬禮儀師各類別執業能力之項目常見性與重要性之分析表

類別
常見性

高度（M≧6）

重
要
性

高度

（M≧6）

（一）高度重要與常見

1-6 知道遺體處理的相關法規與衛生防護知識。

1-9 能呈現專業的談吐與外表。

1-14 能在有限時間內對臨終者或家屬背景與需求，提出

合理適當的服務費用報價。

1-16 危機處理。

2-1 合法取得遺體處理權的知識與方法。

2-2 瞭解各種合法遺體保存的方法與利弊。

2-3 能在維護個人與公眾衛生利益的狀況下監督或執行

遺體搬運，同時能維護逝者的尊嚴。

2-4 瞭解遺體處理的方式，包含洗身、穿衣、化妝、入

殮等。

2-5 能夠執行遺體處理，包含洗身、穿衣、化妝、入殮

等。

2-6 瞭解一般殯葬的禮儀與風俗。

2-9 知道如何安排治喪儀式的流程及場地的布置與安

排。

2-7 能因應宗教別不同執行殯葬服務。

2-8 能就以殯儀館、自有住宅、宗教聚會所不同知道進

行如何不同的殯葬禮儀服務。

2-10 能以客戶的預算費用規劃與執行殯葬禮儀服務。

2-11 瞭解殯葬相關法規規範，並能確實遵守。

2-12 知道如何挑選適宜入殮、出殯與安葬之吉日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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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能運用悲傷輔導技巧於殯葬禮儀服務規劃中。

3-6 瞭解殯葬相關法規與設施使用規範。

3-7 瞭解如何運用人際溝通與衝突管理。

3-10 能製作提出殯葬禮儀服務流程規劃書。

3-11 具備企劃簡報的能力 。

3-12 瞭解消費心理。

3-13 瞭解如何在殯葬禮儀規劃中呈現生命的意義與價

值。

3-17 能確實掌控殯葬禮儀服務流程之執行效率成效。

3-18 能與家屬保持聯繫與溝通，並能隨時調整殯葬禮儀

服務規劃。

3-19 能建議或協助家屬尋求社會資源或保險理賠等相

關事宜。

3-23 瞭解殯葬職業倫理之內涵。

3-24 能做合乎職業倫理之判斷。

3-26 最具效益的勤務行程安排。

3-27 能依禮俗提供家屬與親友身分穿著或配戴之喪服。

3-28 引導家屬與親友在治喪期間呈現合乎社會期待的

言行與表現。

3-29 客戶服務的原理與技能。

3-30 客戶抱怨的處理技能。

3-31 瞭解各年齡層的生命任務。

4-2 能夠進行專案流程與管理 。

4-3 具備溝通與談判技巧 。

4-4 懂的成本效益管理。

4-5 團隊成員的激勵。

4-7 殯葬文書的品質驗收。

4-10 具備殯葬司儀主持的技能。

4-11 會場設計規劃之技能。

4-12 會場氛圍營造的技能。

4-13 音樂氛圍營造的技能。

4-15 殯葬用品之驗收能力。

4-16 政府單位行政法令之基本認知。

4-17.知道殯葬設施申請與使用規範。

4-18 瞭解各種宗教的殯葬儀軌內涵與做法。

4-19 瞭解各宗教的生死觀。

4-20 瞭解各種殯葬用品的緣由與功能。

4-21 瞭解各種殯葬用品或儀式被取代的可行性。



 
 
 
 
 
 
 
 
 
 
 
 
 
 
 
 
 
 
 
 
 
 
 
 
 
 
 
 
 
 
 
 
 
 
 
 
 
 
 
 
 

 

70 生死學研究│第十三期

4-22 具備儀式創新開發的能力。

4-23 具備殯葬用品開發設計的能力。

4-24 知道評估殯葬服務品質的方法。

4-25 能夠進行危機處理。

4-26 針對服務缺失能夠啟動再發防止的方案。

4-27 知道殯葬產業中下游彼此的關係與權責、義務

5-5 百日、對年、合爐、掃墓等祭祀事宜的知識與做法。

中度

（3≦M≧6）

（二）中度重要且高度常見

3-21 能瞭解各種禮器用品的緣由、材質特色、價值與售

價。

低度

（M＜3）
（三）低度重要且高度常見 0 項

類別
常見性

中度（3≦M≧6）

重
要
性

高度

（M≧6）

（四）高度重要與中度常見

1-1 能辨識瀕死者的生理狀態。

1-2 知道瀕死者的心理反應。

1-3 能安撫家屬慌亂與哭泣的情緒反應。

1-4 能維護臨終者身心舒適與尊嚴。

1-5 瞭解遺體的屍斑、屍僵、腐化等變化及其原理。

1-7 面對不同死因的遺體，知道如何應變維護遺體的完

整與尊嚴。

1-8 運用溝通技巧與原則。

1-10 能整合家屬意見紛歧的能力。

1-11 能判斷臨終者與家屬的宗教信仰，正確提供相關禮

器或儀式滿足其靈性的需求。

1-12 能在有限時間中取得家屬信任並委託。

1-13 能提出足以說服家屬的服務品質保證。

1-15 溝通與談判技巧。

2-13 能處理國外運回之遺體或骨灰之殯葬禮儀服務。

3-2 訊息歸納與分析的能力。

3-3 瞭解殯葬禮儀的功能與目標。

3-4 瞭解並能辨識失落與悲傷的反應。

3-8 瞭解如何運用談判與溝通技巧。

3-9 具備殯葬禮儀流程規劃與設計能力。

3-14 瞭解如何與消費者訂定合約。

3-15 瞭解消費者的權益。

3-16 能主動與積極滿足消費者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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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瞭解因應死亡事件發生必須辦理之後續除戶、遺產

繼承、過戶等手續。

3-22 行銷技巧。

3-25 有效的時間管理。

4-1 具備團隊領導能力 。

4.6 殯葬文書撰寫 。

4-8 花藝設計的專業知識。

4.9 花藝商品的驗收。

4-14 燈光氛圍營造的技能。

5-2 遺產繼承等相關法規之知識。

5-3 後續悲傷陪伴或輔導之知識。

5-6 客戶抱怨的處理。

重
要
性

中度

（3≦M≧6）

（五）中度重要且中度常見

5-8 不主動聯繫家屬的態度。

5-1 稅法相關知識。

低度

（M＜3）

（六）低度重要且至中度常見

3-1 生命傳記的採訪技巧。

類別
常見性

低度（M＜3）

重
要
性

高度

（M≧6）

（七）高度重要與低度常見

5-4 社會資源與福利之協尋與轉介。

中度

（3≦M≧6）

（八）中度重要但低度常見

5-7 遺物處理。

低度

（M＜3）
（九）低度重要且至低度常見 0 項

伍、課程模組之規劃構想

本研究依據德懷術之研究方法，已分別描述出殯葬禮儀師

工作情境與執業能力的類別和項目，且分析出其重要性與常見

性，再以楊國柱（2005）於國內網路上查閱到之喪禮服務人員

推廣教育班開設之課程統計，並針對開課次數累積排名之資料

為基礎，對應本研究分析之工作情境與執業能力項目重要度與

常見性之交叉分析內容進行比較，由於文字描述內容繁多，僅

就生死學概論、殯葬禮俗及殯葬政策與法規等課程，列舉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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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境、執業能力與課程模組對應情形如表十四，整體對應結

果則以項數呈現如表十五。

表十四 工作情境、執業能力與課程模組對應表

程度 工作情境 執業能力 課程模組

高度

重要

與高

度常

見

3-7 面臨家屬與逝者之

間，或是家屬彼此

之間，以及家屬與

親友間的宗教信仰

衝突。

3-31 瞭解各年齡層的生命任

務。

4-19 瞭解各宗教的生死觀。

生死學概

論

2-5 禮與俗之間做抉

擇。

3-17 推薦並協助家屬

挑選禮器用品，如

棺木、骨灰罐、紙

錢、花藝商品等

等。

4-11 必須瞭解各種殯

葬儀軌的禮義，並

確保滿足逝者與家

屬在靈性上之需

求。

5-3 家屬詢問有關後續

百日、對年、合爐、

掃墓等祭祀事宜。

2-6 瞭解一般殯葬的禮儀與風

俗。

3-27 能依禮俗提供家屬與親

友身分穿著或配戴之喪

服。

3-28 引導家屬與親友在治喪

期間呈現合乎社會期待的

言行與表現。

4-21 瞭解各種殯葬用品或儀

式被取代的可行性。

5-5 百日、對年、合爐、掃墓

等祭祀事宜的知識與做

法。

殯葬禮俗

2-1 取得遺體處理權。

2-10 遵守殯葬相關法

規規範。

1-6 知道遺體處理的相關法規

與衛生防護知識。

2-11 瞭解殯葬相關法規規

範，並能確實遵守。

3-6 瞭解殯葬相關法規與設

施使用規範。

4-16 政府單位行政法令之基

本認知。

4-17 知道殯葬設施申請與使

用規範。

殯葬政策

與法規



 
 
 
 
 
 
 
 
 
 
 
 
 
 
 
 
 
 
 
 
 
 
 
 
 
 
 
 
 
 
 
 
 
 
 
 
 
 
 
 
 

 

殯葬禮儀師就業模組課程之研究 73

4-27 知道殯葬產業中下游彼

此的關係與權責、義務

高度

重要

與中

度常

見

-- -- 生死學概

論

-- 3-3 瞭解殯葬禮儀的功能與目

標。

殯葬禮俗

-- -- 殯葬政策

與法規

表十五 推廣教育課程各科目之開課情形與工作情境、執業能力項目

之對應分析表

開 課

次 數

排 名

課 程 名 稱 高 度 重 要 與 高

度 常 見 （ 項 ）

高 度 重 要 與 中

度 常 見 （ 項 ）

工作

情境

執業

能力

工作

情境

執業

能力

1 生死學概論 1 2 0 0

2 殯葬文書 0 1 0 1

3 殯葬禮俗 4 5 0 1

4 悲傷心理學（悲傷輔導） 0 0 3 2

5 遺體修復美容 0 0 0 1

6 司儀專業理念與技巧 1 1 0 0

7 殯葬政策與法規 2 6 0 0

8 宗教科儀 1 1 2 1

9 公共衛生學 0 2 0 0

10 殯葬制度史 0 1 1 0

11 臨終關懷 0 0 3 1

12 遺體處理 2 3 0 2

13 殯葬會場設計與流程規劃 4 6 1 1

14 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與管理 1 0 0 1

15 殯葬設施用地之規劃與管

理

16 民法與商業法規 0 0 0 3

17 殯葬風水與擇日 2 1 1 0

18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2 7 3

19 生死信託 0 0 0 2

20 殯葬經濟學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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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死亡社會學 2 2 0 0

22 死亡心理學 0 0 0 1

未統

計列

入排

名課

程

殯葬倫理學 4 4 0 1

企劃 1 1 0 0

專案流程管理 0 1

成本效益管理 0 1

消費者心理學 1 1 0 0

危機處理 1 1 0 0

時間管理 2 2 0 0

組織運作與領導 1 1 0 0

行銷技能 3 3 0 0

社會福利與資源 1 1 0 0

客戶服務 1 2 1 1

服務品質管理 0 3 0 1

英姿美儀（儀態） 0 0 0 1

遺物處理 0 0 0 1

境外死亡個案處理 0 0 0 1

花藝與燈光基本知識 0 0 0 1

37項 54項 20項 27項

資料來源：本表以楊國柱（2005）繪製之表格為基礎，合併本研究工作情境與

執業能力重要度與常見性之交叉分析內容進行對照。

由於教育課程著重於理想性與長遠性，因此研提課程規劃

構想僅就高度重要與高度常見、高度重要與中度常見兩大類進

行分析，凡屬重要性與常見性皆屬高度之項目歸類為核心課

程，高度重要與中度常見之項目，則列為非核心課程，又某課

程（例如遺體修復美容）在高度重要與高度常見之組合中，不

論於工作情境或執業能力其中之一無文字描述項可對應者，同

樣列為非核心課程。

承上述開課情形與工作情境、執業能力項目之對應分析，本

節研提課程模組規劃構想包含核心課程及非核心課程各十九門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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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課程

⑴生死學概論：可著重於各年齡階段之生死概念、發展

任務等；

⑵殯葬禮俗：可著重於禮與俗之差異與功能意義探討；

⑶司儀專業理念與技巧；

⑷殯葬政策與法規；

⑸宗教科儀：可加強宗教生死觀之內容再帶出各宗教之

喪禮儀節；

⑹遺體處理；

⑺殯葬會場設計與流程規劃；

⑻殯葬風水與擇日：可考量以現代環保議題進行詮釋及

探討；

⑼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可著重於口語表達、簡報技能、

談判技巧等；

⑽死亡社會學：可針對角色理論及衝突進行探討；

⑾殯葬倫理學；

⑿企劃：可偏重於儀式或活動之企劃；

⒀消費者心理學；

⒁危機處理；

⒂時間管理；

⒃組織運作與領導；

⒄行銷技能；

⒅社會福利與資源；

⒆客戶服務原理；

2.非核心課程

⑴殯葬文書；

⑵悲傷輔導：可著重於在喪禮服務如何運用悲傷輔導技

巧之實務課程；

⑶遺體修復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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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公共衛生學：可著重於殯葬與衛生；

⑸殯葬制度史：可著重殯葬相關之意涵與緣起之探討；

⑹臨終關懷：應包含臨終者身、心、靈之變化與照護需

求；

⑺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與管理；

⑻殯葬設施用地之規劃與管理；

⑼民法與商業法：可討論消費者權益及企業社會責任議

題；

⑽生死信託；

⑾殯葬經濟學；

⑿死亡心理學；

⒀專案流程管理；

⒁成本效益管理；

⒂服務品質管理；

⒃英姿美儀（儀態訓練）；

⒄遺物處理；

⒅境外死亡個案處理；

⒆花藝、燈光等基本知識；

陸、結論

殯葬禮儀師養成教育課程應如何規劃與開設，台灣目前各

大專院校、社團等仍見解分歧，做法不一，未能滿足殯葬禮儀

服務市場之人才需求。楊國柱（2005）首先由名詞意義、執業

內容及歷史演變探索及確立禮儀師的角色定位，並由角色定位

研提課程規劃構想，最後蒐集歸納國內六、七年來有關禮儀師

專業推廣教育課程開設情形，以印證課程規劃構想之可行性，

最後指出未來國內有關禮儀師養成教育課程規劃的落實方向。

本文則由喪禮服務人員對工作情境之認知與瞭解及殯葬禮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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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期待的執業能力著手，進而檢視並補充楊文之養成教育課程

規劃內容，研提較合理實用之喪禮服務就業模組課程，彌補楊

文課程規劃偏重開課者之理念而忽略受教育者需求之缺點。

本文研提課程模組規劃構想，除提供學校、機構及團體開

設殯葬禮儀師養成教育課程之參考外，亦有助於檢視現行禮儀

師之執業規範與證照制度。例如本文課程模組規劃將殯葬文

書、悲傷輔導及臨終關懷等列入非核心課程，「殯葬管理條例」

卻將該些課程列入禮儀師執業內容之重要工作項目 3。又如本文

將殯葬文書、殯葬衛生學（含殯葬後續關懷）及殯葬服務與管

理等列入非核心課程，內政部研商核發禮儀師證書條件 4，卻將

3 依「殯葬管理條例」條例第四十條規定禮儀師得執行業務包括：1.殯葬禮

儀之規劃與諮詢；2.殯殮葬會場之規劃與設計；3.指導喪葬文書之設計與

撰寫；4.指導或擔任出殯奠儀會場司儀；5.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6.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項目。
4 有關禮儀師證書核發條件，案經內政部於93年3月2日召開研商規劃禮儀師

證照制度暨職業訓練事宜會議，以及94年4月21日召開研商規劃禮儀師證

照制度第二次會議紀錄，大致獲致結論為具下列三者由內政部核發禮儀

師證書：一、須取得喪禮服務職類乙級技術士證。二、修畢殯葬專業學

分課程20學分。三、實際殯葬禮儀服務經歷2年。

至於請領禮儀師證書所需修畢至少殯葬專業課程20學分之必選修科目規

劃，經內政部分別於99年2月4日及99年10月27日邀集專家學者，各相關校

系及各殯葬團體代表召開研商會議，獲致結論如下：

一、必修科目至少需修畢5科，每科採認上限為2學分，依其所屬領域詳列

如下：

（一）人文科學領域：3科

1.殯葬禮俗

2.殯葬生死觀╱殯葬倫理學（2選1）

3.殯葬會場規劃與設計╱殯葬文書╱殯葬司儀（3選1）

（二）健康科學領域：殯葬衛生學（含殯葬後續關懷）

（三）社會科學領域：殯葬服務與管理（含殯葬政策與法規）

二、以上必修科目至少需修畢10學分，至選修科目部分，由內政部列舉一

定之科目範圍，選修科目每科採認上限仍為2學分。

三、有關請領禮儀師所需至少20學分之殯葬專業課程，未來申請人除完成

必修科目至少10學分認證外，其餘學分應從上開選修科目範圍補充，以達

總學分數至少2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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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些課程列為「修畢殯葬專業學分課程20學分」之必修科目。

上述殯葬禮儀師之執業規範與證照制度規劃，可能存在對於禮儀

師專業涵養與執業能力認知之過於理想與不切實際，宜審慎研

議，速謀調整改善。

最後，將本文研提模組課程與行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7）

「技能檢定規範之20300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應具備之相關知

識進行對照，預估未來即使通過喪禮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之人

員，其執業能力仍有欠缺。彌補此執業能力之欠缺，宜促使該

些人員接受教育訓練，教育課程包括「殯葬風水與擇日」、「人

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死亡社會學」、「企劃」、「消費者

心理學」、「時間管理」、「組織運作與領導」、「行銷技能」、

「社會福利資源」、「客戶服務原理」、「生死信託」、「服

務品質管理」、「遺物處理」、「花藝、燈光等基本知識」、

「殯葬設施用地之規劃與管理」及「遺體修復與美容」等，此

建議由企業內訓或其他職業訓練課程補足之。

柒、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第二回合問卷標準差即達收斂，四分位差也達

一致性，故終止本研究問卷的進行，因此對少許分歧性意見有

待再進一步確認與釐清。

二、本研究為求異質性專家意見而邀請傳統公司及財團企

業不同之專家表達意見，受到專家所任職單位經驗的限制，在

工作情境與執業能力之常見性的結果表現上，顯現不同的差

異，也因此影響了研究結果的一致性。

三、針對殯葬禮儀師擔任該項職務後，就雇用能力、起始

能力及後續能力未在本研究探討，無法區分各項執業能力應具

備之時間點，值得後續之研究者進行更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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