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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爆發的學術倫理風波，引發政治風暴，成為臺灣社會廣

泛討論的話題。然而，關於學術倫理議題並非突如其來，早在政治圈引爆之前，

臺灣學者被國際學術界舉發數件涉及學術倫理的案件，即已令人嘩然（吳美瑤、

盧建賓，2016）。 

為此，教育部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積極的透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和學術

倫理審查機制等方式，藉此改善國內學界的學術倫理風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2022；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4）。然而，學術倫理爭議並未因政

策趨於完善而得以消失，反而因科技資訊發達，衍生更多新興議題，像是生成式

AI 的原創性與資訊來源，都可能讓學術創新與發展蒙塵。 

學術倫理對高等教育影響甚鉅，學術倫理看似與中小學基礎教育無關，實則

不然。吳美瑤和盧建賓（2016）指出學術倫理教育不應僅在大學或研究所階段進

行，而應在早期教育中持續灌輸。在長期的教育過程中，陶冶學生養成誠信的人

格，以及真正落實實踐學術倫理的行為，是每個階段教育工作者共同的責任。 

本文探討如何將將學術倫理議題融入中小學探究學習，期使學術倫理從高等

教育延伸至基礎教育，儘早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學術倫理行為。 

二、學術倫理的內涵與中小學探究教學的關係 

學術倫理（academic ethics）是學術的道德準則，也可以是學術研究的基石，

是從事學術工作者應履行的倫理規範。一般認知學術倫理是高等教育機構最常面

臨的議題，然而十二年國教重視探究學習，在課程綱要中即揭示，彈性學習「節

數」改為彈性學習「課程」（又稱校訂課程），鼓勵學校發展跨領域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戶外教育、學生自主學習等課程，落實學校教育願景及學生適性學

習（教育部，2014）。這就代表在課程中，不再只是知識的灌輸，而是引導學生

爬梳相關資料，運用適當的研究法，像研究人員一樣，從「做中學」。因此，學

術倫理並非跟中小學教育毫無關連。 

根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於 2022年頒布的〈研究人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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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倫理規範〉，本文將學術倫理內涵分成四大面向，並就其與中小學探究學習的

關係進行說明，如下： 

(一) 遵守研究誠信 

中小學的探究學習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法，強調在真實情境中進行

探索和問題解決，進而獲得知識（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0）。根據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2）指出，研究人員應盡可能客觀

的蒐集與分析研究資料或數據，因此研究誠信要求研究者不得篡改或偽造資料與

數據，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學生的探究學習。 

探究學習往往需要學生參考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或文獻資料。學術倫理要求學

生在使用他人作品時必須明確標註來源，這不僅是對原作者的尊重，也是讓學生

在探究學習中實踐誠信原則，養成良好的學術習慣。 

(二) 尊重研究參與人 

中小學探究學習常採小組形式進行，學生需要與研究夥伴互動，也可能需要

尋找研究對象做調查訪問，不乏機會與他人互動。雖然此階段比起其他階段的研

究，對於接觸參與者的個人信息或敏感數據上，隱密性低且較為單純。然而，根

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2）的規範，研究者有責

任保護這些信息不被未經授權的披露或濫用。在中小學探究學習中，讓學生理解

並實踐，有助於他們養成保護他人隱私與研究數據的好習慣，這對於他們將來在

任何領域中的道德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除此之外，尊重研究參與人也體現在對參與者貢獻的認可上，在合作式的探

究學習中，學生可以相互學習，並通過討論和辯論來深化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因

此應該在研究結果中如實呈現參與者的貢獻，反映出每個人的努力，避免抄襲他

人的研究成果，或不當引用他人的作品，這也是一種學術誠信的表現。尊重參與

者的付出，維護了學術活動的道德性，也促進學生的人格發展。 

(三) 保持研究公正性 

公平與公正是社會運作中重要的價值，而展現在中小學探究學習中的研究公

正性，即指根據事實和數據做出公正的判斷。保持研究公正性意味著學生在探究

學習中必須避免偏見和利益衝突。根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2022）的規範，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應該客觀的收集和分析數據，而不

應因個人偏好或外部壓力而改變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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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學習的核心精神在於鼓勵學生提出問題、設計研究、收集和分析數據，

並基於證據形成結論（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而保持研究公正性，學

生學習在面對複雜問題時保持中立和客觀，有助於培養批判性思維和科學態度。 

(四) 擔負對研究結果的責任 

探究學習不僅是一種促進知識獲取的方法，更是一個使學生理解和承擔學術

倫理中多項研究責任的過程。這些責任包括誠實報告研究結果、正確處理和分析

數據、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及對研究參與者和研究過程具有道德標準。根據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2）的規範，研究人員應對其研

究的各個階段負責。此外，研究人員也應該對研究結果的社會影響負責，確保其

研究有益於社會而非造成危害。 

探究學習中讓學生有機會實踐學術倫理的責任，不僅能夠提高研究品質，培

養學術誠信、責任感和道德意識，對於學生全面發展具有影響。 

三、中小學教師在探究學習中的學術倫理角色 

十二年國教課綱指出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與實施，須要整合知識、能力與態

度；重視情境與脈絡的學習；重視學習的歷程、方法及策略；強調實踐力行的表

現（洪詠善、范信賢，2015）。為了落實這樣的教育理念，探究學習受到重視並

得以在課程中實踐。隨著探究學習在中小學教育的重要性增加，教師也發揮培養

學生學術倫理觀念的核心作用。老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更是學生學術誠信和

道德責任感的引導者。 

探究學習具備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色彩，而學術倫理則是不可侵犯的

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價值。Ackerman（2003）提出傳統主義和進步主義教

育的整合，並強調這種融合對當代學生的重要性。文章雖然沒有直接談論探究學

習的學術倫理問題，但其所提倡的教育理念與學術倫理有相關性。本文就

Ackerman 的觀點，來說明中小學教師在探究學習中的學術倫理角色： 

(一) 傳統主義觀點 

1. 促使學生有誠信 

根據 Ackerman（2003）的觀點傳統主義是強調教導最有價值的東西，而道

德和紀律的培養，就是不變的價值。而體現在探究學習的學術倫理上，就是教師

應該教導學生，誠實記錄和報告研究過程及結果，即使結果不符合預期，也應遵

守誠信原則，杜絕篡改或隱瞞數據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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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調研究的公正性與客觀性 

Ackerman（2003）認為，傳統主義具備嚴謹性，嚴謹的目的是讓學生豁然開

朗，隨後幫助開闊並啟發思路。而表現在探究學習的學術論理中，即是教師應指

導學生在研究設計和數據分析中保持公正，避免受到個人偏見或外部壓力的影

響。 

3. 重視學生責任感養成 

傳統主義強調紀律、規則和結構，指出老師應該嚴格的教導並堅持卓越的標

準（Ackerman, 2003），像是學生被要求遵守規定、完成指定的作業並準備考試，

都有助於促使學生發展出學習的責任感。而展現在探究學習中，學生被賦予更多

的自主權，這也意味著教師要引導學生重視學術倫理中的責任感，對其成果負責。 

(二) 進步主義觀點 

1. 指導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 

 Ackerman（2003）指出，不應該將孩子的心智看成一個容器，為了讓學生

理解，不僅僅是在課堂上按下「錄製」按鈕，然後重播老師的話。學生需要思考

他們聽到或讀到的內容。他們要能解釋材料，從中提取推論，並將其交織在一起。

此觀點代表進步主義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創造性思維和實際應用能力。將其運用

在探究學習的學術倫理上，是讓學生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自身興趣和需求

再行探索，形成自己的理解。因此，教師應教導學生正確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

並在課堂中強調不當引用和抄襲的後果。 

2. 引導學生尊重研究參與人 

Ackerman（2003）提到，記住孩子是完整的人（whole people），而非不足的

成人，這也表明了教育應該是全人的發展，這意味著除了知識的傳授外，還應該

關注學生品格的培養，而學術倫理正是這一過程中的核心。而在探究學習的合作

過程中，有助於培養學生的社會技能和團隊合作精神。老師需要引導學生在小組

工作中，公平的分配任務，尊重他人的貢獻，並誠實的報告彼此的投入和成果。 

綜合上述，在中小學探究學習中，教師應將學術倫理視為要件，結合傳統主

義對學生責任感的要求與進步主義的創造性自由，使學生在探究過程中能夠在遵

守誠信與紀律，並發展自主探索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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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倫理教育在中小學探究學習的實施策略 

因應中小學探究學習的課程設計，學術倫理融入教學中，勢在必行，本文提

出在中小學中推行學術倫理教育的具體策略，如下： 

(一) 學術倫理教育儘早開始 

吳美瑤和盧建賓（2016）指出有些中小學學生，對於教師指定的作業或報告

如有不了解之處，會透過抄襲或參考同學的來完成。因此，如果能在學生從小繳

交作業或報告時，引導其養成正確摘要和引述他人著作的習慣，將有助於提升國

內研究者的學術倫理概念和養成良好的學術倫理行為。因此，學術倫理教育並非

只能等到高等教育才實施，中小學學生探究學習的風潮漸盛，是適合學術倫理教

育紮根的時機。 

(二) 強調老師的榜樣作用 

教師應以身作則，樹立學術誠信的榜樣，在教學過程中示範如何正確的引用

資料、尊重他人研究成果，並在進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時，像是教案設計與教學

材料來源等，展示出高標準的誠信行為，不抄襲，不剽竊，尊重智慧產權。教師

行為示範，能幫助學生理解學術倫理的重要性。 

(三) 在課程設計中融入學術倫理教育 

將學術倫理教育融入各領域課程設計中，老師可以透過案例討論或是設計學

術倫理道德兩難的情境，以提升學生的道德認知水平，並協助他們未來在類似的

真實情境中，做出較為合宜的抉擇和行為（吳美瑤、盧建賓，2016）。舉例來說：

在科學課程中，教師可以介紹研究倫理，包括對研究參與者的尊重、知情同意等，

甚至也可以帶入動物實驗倫理的議題；在文學或社會科學課程中，可以引導學生

正確引用資料，避免抄襲，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等，並探討相關法律議題。 

(四) 鼓勵學生進行自我評估與反思 

 吳美瑤和盧建賓（2016）提到，在國際上各學習階段的倫理教育課程中，

道德兩難的教學方法已被廣泛運用，有助於提升學生的道德認知水平。而執行道

德情境兩難的模擬時，自我評估可以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更清楚的意識到自

己的學術行為是否符合倫理標準。而反思則能夠幫助學生將學到的知識內化，並

應用到真實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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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現今社會將學術倫理議題的重點，著眼於高等教育，主因在於涉及學術研究

的發表。然而，中小學學生除了原有的科展競賽外，隨著十二年國教的探究教育

興起，亦有不少小論文寫作與發表。因此，將學術倫理的概念帶入中小學課堂，

加強老師與學生對學術倫理的知能，對教育的長遠發展是有助益且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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