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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全人教育推動之評析—從《學校為何存在？ 

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一書談起 
黃家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士生 
 

一、前言 

《學校為何存在？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一書，作者榮恩米勒博士倡

導「全人教育」，強調它是人類整體經驗的積極互動，是建立在對生命極度尊重

的態度上，並且避免形塑成文化或意識型態的樣式。目前仍積極從事全人教育的

著述與推廣。作者米勒針對美國國內旣已形成的力量，這股力量持續地影響當代

的美國主流教育，進行強而有力的分析和歷史脈絡的批判之作。探討學校教育的

失敗之處，並提出全人教育的拯救之道，本書從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觀

點重新解構美國文化與價值觀對教育的影響，呼籲教育工作者應從整體論的、有

機的、生態的和靈性的世界觀來反省學校教育的目的與方向，重新省思「學校為

何存在」？ 

二、推行全人教育的重要性 

本書作者榮恩米勒博士倡導「全人教育」，他主張沒有一種教育是永遠正確

的！全人教育本身即是一門美的藝術，透過教育的實踐幫助人成為自己。如同杜

威所提出的教育無目的論，因為教育的目的即為生長本身。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

塑造人去符合某個特定的標準或是規則，而是幫助人本身跟隨自己的意志而成為

自己的本身，並以社會實踐作為後現代思維的核心，使得教育除了社會化的目的

外同時也重視個別化的培養，強調透過主體間的對話和容忍，且能尊重多元差異

並創造新的社會文化。 

教育的目的，從中西教育字的源義來看，一言以蔽之，就是「向上向善」。

接受每個獨特的個體，皆朝向自己生命的潛能方向去拓展，或者能夠為個體內在

生命所追尋的印證而接受，若著眼「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立場，來要求學校

辦學的方向，朝向以簡約式、過度科學量化的方式來評量學習的成果與評鑑教學

的績效，以至於忽略了學生整體的、全人教育的和諧發展，甚至於引發身、心、

靈無法達到整合的境界，造成物質與靈性、自然與超自然、人性與神性隔離的苦

悶與不安，則不經令人省思到底是為了「誰」的「教育」在發展？然而其教育的

最終本質與宗旨又為何而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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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目前的教育與後現代教育之不同論點 

美國教育學者杜爾（Doll）在其著作引用了「後現代教育觀」一詞，他認為

後現代教育的開放理念，將取代現代教育的封閉系統。在這開放的系統中，是接

受多元、異向、變化、解構、去集中化、重視人與己身之外的事物，包含人際關

係與環保概念等意識觀點，師生角色之間也有了改變，教師不再是權威式的灌輸

知識，而是協助學生去做整合、應用、建構自己的知識，教育就是在師生的互動

過程中，由教師以智慧來引導學生結合經驗與知識的累積，開啟學生的潛能部分

包含： 

(一) 重視學習者主體性 

以科學和技術為主導的現代社會中，凡事講求快速、效率，因此重視一致性，

連教育活動，也期望投入最少人力獲得最大效果，因此出現一元化的師資、教材、

課程，並無法尊重學生的個別性差異及需要性。後現代教育主張重視學生的興趣

和能力培養、尊重個別化差異、因材施教，教師應多方培養自己的專長、設計多

元化的課程，尊重創意性的思考與學生的主體性，以發揮學生的潛能。 

(二) 尊重價值的多元化 

後現代主義期望自命優勢的團體能屏棄宰制的行動，免除我族中心的霸權意

識型態，在教育上容許歧異、拒絕專斷，讓不同地區、種族、文化、宗教、階級、

性別的學生都能受到適性的教育而得以自我實現，尊重多元面向的價值，讓日趨

多元的社會能因應未來的潮流。 

(三) 注重批判性能力 

學校教育應以培養具有理性批判思考能力的學生為要務之一。教師應是轉化

型的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不能矮化自己成為教育現場的高級

技師，應清楚明白如何增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與價值判斷能力。因此教育應打破

權威式、普遍化、刻板化的現代化教育思想，以培養學生應具備建立自我意識、

批判思考的能力，且具有開闊性視野，而不是茫然跟隨，能自主表達自己的態度、

情緒、意向的言語溝通，這亦有助於社會的群體生活發展。 

(四) 強調人性化 

因功利主義盛行、升學主義掛帥的現代社會中，學校教育似乎淪為升學或升

遷的工具跳板，教育方式喜用填鴨式來灌輸，學生以競爭為首要，明爭暗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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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教育痛斥這種病態現象，鼓吹學校教育不應只局限於知識教學、考試領

導，反而在情感的陶冶、道德價值的釐清更應受到重視，科學知識應與人文結合

情意才是完整的教育，如此才是全人教育，而並非只是成為會競爭於書本、考試

的機器。 

四、結語 

從臺灣近年來的教育改革中，便可以看出此一趨勢，十二年國教乃本於全人

教育之精神，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基本理念（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全人教育的內涵在後現代思潮的倡行下有了新的詮釋，後現代教育重視人的整體

性，強調有關人類的一切內隱或外顯活動都是開放性，允許非均衡、不穩定及模

糊不清渾沌狀態，接受多元價值，採多方角度來探討的社會現象。並且，我們可

從後現代主義的教育內涵中，剖析現代教育隱性和顯性的弊端，找出更好的方

向，指引教育工作者能有創新的課程設計，以因應多元變遷的時代需求。 

因為每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的，具有其獨特性，惟有給予選擇的機會才能使

其獨特性獲得發展，達到教育之目的即是幫助人成為其自己，結合民間力量，多

元化的提供教育福祉，使社會中不同的聲音皆有獲得尊重和其需求被滿足的機

會，例如：華德福教育、蒙特梭立學校等另類教育的興起，都是重視差異及多元

概念的展現。 

多元化的理念也影響課程及教學的發展，另類教育中配合其教育理念使課程

及教學上有多元化的趨勢。在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教師也產生轉變，師資培育

多元化來回應後現代思潮中強調多元性的概念，改變傳統只有師範體系培育師

資，而在大學院校中也設置師資培育中心，多元化的培育方式擺脫受單一價值侷

限的限制，同時也增加師資培育的競爭力刺激品質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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