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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成才之前先成人 

「智為成才之源，德為成人之本，成才之前先成人」，品德教育是教育最重

要的一環，義大利詩人但丁說過：「道德可以彌補知識的不足，知識卻無法填補

道德的空白」，比優秀、學業更重要的事是「品德」，面對瞬息萬變的年代，在教

育的這條道路上，品德必須優先，來培養孩子良善的價值觀與動機，展現出有道

德的行為，並願意為他人服務奉獻，讓孩子能「知善」、「愛善」、「行善」。所以，

有關品德教育在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的發展，國內多位學者曾經做過相關的調查

研究報告，提出品德教育「單獨設科」是多數教育人員與家長期望之品德課程模

式等（陳延興等，2015）。爰此，如何在漸趨多元的課程中，找尋品德教育推動

的作法，實是學校教育重要之議題。又童軍教育是品德教育的具體實踐，筆者身

為教育人員，期能作一深度的反省以擷取其核心精神，適切地轉化至學校課程情

境，並嘗試探討可行之作法。 

二、省思－學校推動品德教育的盲點 

綜觀品德教育課程發展的沿革，九年一貫課程沒有設置品德教育正式課程，

強調品德融入各學習領域，也因此九年一貫課程常被戲稱為「缺德」的課程改革

（劉秀嫚等，2015）。十二年國教的願景為「成就每一位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結合「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的主軸，

分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透過素養導向教學連結

實際生活情境，要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2021）。因此品德教育

不僅是學校教育的基石，也是社會運作發展的基礎，面對當前學校推動品德教育

的缺失與盲點，我們需要全面思考和改進，提高品德教育的質量和效果。茲說明

學校推動品德教育的可能缺失與盲點如下： 

(一) 智育成績至上，缺乏良善價值觀 

現今的教育體制和制度普遍偏重知識和技能的教育，忽略了品德和價值觀的

培養，學校通常更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忽略了學生的品德和行為表現。社會的

價值觀也會影響學校的教育方向和重點，許多人可能更加看重個人的成功和財

富，而對品德和價值觀的培養並不重視。這樣的價值觀也會影響學校對品德教育

的重視程度，形成學校智育成績至上，缺乏培養學生良善價值觀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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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能實踐落實，流於宣導與說教 

學校品德教育往往只是停留在說教和宣導，缺乏具體的實踐方案，學生只是

被告知什麼是好的行為，卻不知道如何在實際生活中實踐這些行為。實踐是品德

教育的核心，缺乏實踐，品德教育只是空泛的理論。 

(三) 體驗機制不足，難以內化與自省 

學校品德教育缺乏學生體驗和反饋的機會。學生需要參與到品德教育當中，

能夠自主思考和表達自己的看法，如果學生缺乏體驗，僅靠講解和理論學習很難

達到良好的效果。 

(四) 欠缺品德楷模，無法引發共鳴認同 

學校對於品德教育缺乏具體的品德楷模，無法向學生展示具體的行為榜樣，

缺乏可供學生學習和模仿的對象，或學校有選拔品德楷模，但在學生心目中缺乏

認可度，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和共鳴，難以產生認同感。 

三、童軍教育在推動品德教育上的重要性 

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因應社會需求與時代潮流，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

軸，而童軍教育就是要把品格素養的教育核心納進來。童軍教育以諾言、規律、

銘言為核心，發展品德、服務、健康、技能為四大目標，並透過三大制度－小隊、

榮譽、徽章制度，加上做中學、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等方式，要培養孩子具有良

好公民素養（李榮東，2022）。 

吳清山、林天祐（2005）指出，品格教育係指用來陶冶學生良好的社會行為

與個性，使學生能夠知道並實踐如何與人相處，如何面對問題的教學與學習活動。

楊大慶（2009）認為幼童軍活動是生活教育和品格教育的統整課程，強調做中學。

因此，童軍教育就是品德教育的一種重要學習形式，可以培養孩子的良好品格和

道德觀念。童軍活動常包括野外求生、露營、手工藝等，這些活動有助於孩子們

發展身體健康和生活技能，同時也有助於他們學習勇氣、毅力、自律和領導等特

質。童軍也鼓勵孩子們參與社區服務和公益活動，以培養孩子們對他人的同理關

懷和責任感（陳麗敏，2021）。 

綜上，童軍教育有助於培養孩子的品德、獨立自主、樂於承擔和領導才能等

素養，透過童軍教育，孩子們可以成為具有良善價值觀和道德操守的未來世界公

民，為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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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踐－童軍教育培養品德素養的方法 

童軍教育培養孩子的品德素養可以透過童軍方法，童軍方法是一套循序漸進

的自我教育及合作學習系統。童軍方法共有八大元素，藉由童軍諾規銘、從做中

學、個人化進度訓練、小隊制度、成人的支持、具象徵意義的訓練架構、大自然、

社區參與等各種元素相互影響實行（許家愷，2022）。以下是童軍教育實踐品德

素養的方法： 

(一) 童軍諾言、規律與銘言 

童軍諾規銘是童軍教育的核心，其中包括承諾對自己、對他人、對上蒼的責

任，規律強調了品德和行為準則。孩子可以透過學習童軍諾言、規律與銘言來理

解他們應該如何表現出良好的品德素養。 

(二) 從做中學 

童軍教育強調實際參與，在不斷嘗試中學習，透過行動、體驗來發展品德素

養。孩子在嘗試中要面對挑戰和困難，這種挑戰可以幫助孩子增強自信心和毅力，

並且學習如何克服困難、解決問題。 

(三) 個人化進度訓練 

童軍活動強調學習多樣化、差異化，進程訓練是依照孩子的能力和興趣量身

訂製，讓孩子在期待中迎向新的進程，樂在學習進而主動學習，發掘孩子多元智

慧與無限的潛能，培養孩子負責與自主學習的能力。 

(四) 小隊制度 

透過六至八人的異質分組，將孩子混齡編組成各小隊，孩子在小隊長的帶領

下，由資深、年齡較大的童軍帶領資淺、年齡較小的童軍，在小隊中學習領導與

被領導，共同協作學習與決策，培養其團隊精神、領導才能、人際智能與歸屬感。 

(五) 成人的支持 

「最具說服力的道德教材是大人以身作則」，童軍成人領袖以夥伴形式引導

孩子，建立一個自主尊重的互動環境，成人領袖是孩子的楷模，經由典範學習培

養孩子的責任感與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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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具象徵意義的訓練架構 

童軍領巾、制服、左握、三指禮、徽章都是童軍重要的象徵符號，並透過具

象徵意義的訓練架構來促進孩子的多元學習與發展童軍的獨特性，以增進團隊凝

聚力與認同感。 

(七) 大自然 

scouting（童軍）英文有 8個字母，其中有 6個字母是 outing（戶外），這說

明了童軍大部分的時間是走向戶外，在戶外場域中進行的（呂建政，2022）。大

自然提供孩子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發展有無限的學習機會，透過大自然

學習生活教育、環境教育、冒險體驗，尊重自然並與環境和諧共處。 

(八) 社區參與 

學校為社區的文化教育中心，應發揮「互動」、「共好」精神，創造與社區共

榮氛圍，童軍透過社團方式走入社區，孩子經由實際體驗，了解社區環境，進而

回饋社區，培養孩子的公民責任。例如童軍參訪「育幼院」、「家扶中心」來激發

仁善同理關懷，在服務學習的體驗中，能有更深刻的體認，關懷社會，做個更積

極的世界公民。 

五、結語：童軍是品德教育的重要推手 

十二年國教提出核心素養，其中包含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

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

理解之九大項目，特別是「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凸顯品德教育的重要定位（蔡

清田等，2012）。課程能適度納入童軍教育的內涵，在校訂課程中進行規劃與實

踐，有助於品德教育的涵養。如在綜合領域加入小隊制度共同協作學習；社會領

域連結社區參與進行服務學習；自然領域走向戶外建構環境永續理念；彈性課程

的主題研究納入個人化進度訓練；或藝術領域設計象徵符號以凝聚班級向心力。 

「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能做大事，沒有品德，大小事都會壞事。」

童軍教育是品德教育的重要推手，童軍教育的理念與內涵，與品德教育精神不謀

而合。十二年國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從中不難發現童軍教

育的精神，藉由童軍教育培養孩子具備「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

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即是符應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值得我們重視與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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