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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課綱國民小學道德教育之評析 
林建銘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在九年一貫課程的變革中，道德教育最被人詬病之處，就在於以社會科學之

價值中立的角度來教導道德知識，導致道德教育空洞化，引發社會的譴責，致使

教育部（2019a）推出三期的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來加以補強，雖已推出如此的補

救之道，然而社會上依然質疑下一代的品德素質日漸低落，故 108 課綱的改革是

否有針對此一問題加以對治，本文將加以檢視與評析。 

二、本文 

(一) 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否受到重視？ 

在教育部（2014）108 課綱《總綱》（參、課程目標〉目標四涵育公民責任

之內涵中，民主法治教導「守法」，道德勇氣培養「道德情操」，學會自我負責教

導「負責」，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教導「尊重」，追求社會正義教導「正義」，教

導國際理解與養成地球公民教導「國際價值」與「環境倫理」。 

在九年一貫課程時以國家認同來取代「愛國」，在此課程中因強調個人主義

價值，課程中教導個人追求自我實現（林建銘，2008）；但此次十二年國教之課

程修訂刪除教導個人追求自我實現，卻依然沿用國家認同，然而國家認同之概念

並非「愛國」，並未恢復愛國的價值。 

此外，教育部（2014）108 課綱《總綱》（肆、核心素養〉面向(三)社會參與

強調建立適切的人際關係與合作；強調知善、樂善與行善的品德，具備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識，養成社會責任感（C1）；並具備個人的道德知識與是非判斷的能力，

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E-C1）。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已包含道德教育的認

知、實踐與判斷各層面，但未提到道德情操。 

教育部（2014）108 課綱《總綱》對於本土文化與國際理解採取多元文化觀

點，要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念，並尊重、欣賞與包容多元文化（C3、E-C3）。

九年一貫課程的尊重不同文化，從本土文化的主體價值觀點來尊重其他文化的差

異性（林建銘，2008）；教育部（2019b）108 課綱《社會領域》卻強調價值中立，

轉變成多元文化價值，各種不同的價值觀點都有各自的合法性，這有價值相對主

義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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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道德教育在此次課程修訂中是受到重視的，並對前期課程的缺失加以些

許修正，然而對於愛國與中華文化價值是採取模糊處理的，以國家認同與自我文

化認同來處理，並提倡多元文化價值，如此將使我國家定位模糊與主體文化價值

認同危機的混亂狀態無法獲得有效處理。 

(二) 道德教育的課程地位是否提升？ 

教育部（2014）108 課綱《總綱》（柒、實施要點〉之課程發展中提出課程

設計與發展時應適切融入品德……等議題，必要時由學校於校訂課程中進行規

劃。在《社會領域》（柒、附錄〉附錄二之議題學習目標中提出「品德教育：增

進道德發展知能；了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議題；養成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素養。」（教育部，2019b，頁 63） 

然而在議題適切融入各領域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及學習重點舉例說明

中，品德教育並未納入其中。道德教育從前期課程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中的空洞口

號，獲得了融入八大領域中十九個議題之一的課程地位，然而如何融入則依然是

空泛的概念。 

(三) 道德教育是否是國民小學階段的學習重點？ 

教育部（2014）108 課綱《總綱》（伍、學習階段〉國民小學階段的學習重

點為第一學習階段（低年級）著重建立生活習慣與品德的養成，第二學習階段（中

年級）發展生活基本知能與社會能力，第三學習階段（高年級）增進是非判斷的

能力，展現互助與合作的精神。 

由上述可知道德教育在小學低年級著重生活習慣與品德的培養是其學習重

點，中高年級只有呈現與生活知能相關的道德能力，道德教育未成為中高年級的

學習重點，可見小學中高年級的道德教育是碎裂的。小學是道德教育的黃金時

期，道德教育的認知、實踐、判斷、情意等都應貫串低中高三階段。 

(四) 道德教育是否依然融入社會領域（生活課程）的課程目標與核心素養中？ 

教育部（2019c）108 課綱《生活課程》（第一學習階段）課程目標四強調了

解生活規範的意義及建立起良好的生活習慣。教育部（2019b）108 課綱《社會

領域》（第二三學習階段）課程目標二強調提升獨立思考與價值判斷的素養；課

程目標六強調敏察覺知多重公民身分與涵育責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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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低年級強調建立生活規範與生活習慣是道德教育的基礎工作，中高年

級依然是以社會科學的教育觀點來養成公民為核心。故社會領域的課程目標與九

年一貫課程無多大的差異。 

教育部（2019b，2019c）108 課綱《社會領域》、《生活課程》核心素養具體

內涵為了解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及能實踐於生活中（生活-E-C1）；展現

尊重、溝通及合作的技巧（生活-E-C2）；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了解與遵守社會

規範，養成社會責任感（社-E-C1）；並養成尊重差異、關懷他人，及團隊合作的

態度（社-E-C2）。 

由上可知在低年級時要培養的素養如生活禮儀、團體規範、關懷、角色責任、

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等，都已涵蓋與中高年級道德有關的素養，中高年級並未加

廣至其他道德價值，只是加深低年級所教導的道德價值，也就是說未能將各種重

要價值全面施行於中高年級。 

(五) 道德教育是否依然融入社會領域（生活課程）的課程內容中？ 

    課程內容的學習重點包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部分，《生活課程》的學習

表現以七個主題軸來呈現，學習內容則以六大內容主題來提出，《社會領域》的

學習表現以三個構面（每個構面再分成 3-4 個項目，共計 10 個項目）來呈現，

學習內容則以四個主題軸來提出，與道德教育相關的內容表列如下： 

表 1  《生活課程》、《社會領域》之道德教育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照表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生活課程》 

主題軸 6.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覺察自己、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省思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體

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並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 

主題軸 7.與人合作（能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

完成工作，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社會領域》 

構面 2.態度及價值 

項目 a.敏覺關懷（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

的互動、差異與變遷等問題。表達對居住地方社

會事物與環境的關懷。）（ 關注社會、自然、人

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表達對在地與全

球議題的關懷。） 

 

項目 b.同理尊重（體認人們對生活事物與環境有

不同的感受，並加以尊重。感受與欣賞不同文化

的特色。）（ 體認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

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方式，並加以尊重。

《生活課程》 

六大內容主題：「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

察與省思」、「環境之美的探索與愛護」、「生活事

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人際關係的建立與

溝通合作」、「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自主學

習策略的練習與覺察」。 

 

 

《社會領域》 

主題軸 1.互動與關聯（在探究社會中個人與群

體、人與自然環境，以及人在社會環境與制度的

互動情形，並探討其關聯性，也強調尊重、合作、

永續等價值的重要性。） 

 

 

 

主題軸 2.差異與多元（在探究個體、群體組織在

生活環境、社會與文化的差異，也強調尊重多元

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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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多樣

性。） 

 

項目 c.自省珍視（省思個人的生活習慣與在群體

中的角色扮演，尊重人我差異，避免對他人產生

偏見。澄清及珍視自己的角色與權利，並具備責

任感。）（ 反省自己或社會的價值觀、偏見與

歧視，並探究其緣由。體認並願意維護公民價值

與生活方式。澄清及珍視自己的公民身分，並具

備對國家及文化的認同感。） 

 

構面 3.實作及參與 

項目 c.溝通合作（聆聽他人的意見，並表達自己

的看法。透過同儕合作進行體驗、探究與實作。）

（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與他人

討論。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

合作。主動分擔群體的事務，並與他人合作。） 

 

 

 

主題軸 4.選擇與責任（在探究多元社會中，個人

在追求自身發展、參與社會的經濟活動及公共事

務時，必須做出合宜的選擇，並負起應盡之責

任。） 

 

 

 

 

 

（對應主題軸 1.互動與關聯） 

資料來源：引用並修改自教育部（2019c）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小學--生活課程，頁 7-9。及教育部（2019b）：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頁 7-14。 

1.學習表現 

教育部（2019c）108 課綱《生活課程》分為七個主題軸，主題軸六強調表

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教導的道德價值有負責（6-I-2）、禮節（6-I-3）、關懷（近

似仁愛） （6-I-4、6-I-5）。主題軸七強調與人合作，教導的道德價值有尊重（7-I-3）、

守信（7-I-4）、合作（7-I-5）。 

教育部（2019b） 108 課綱《社會領域》的學習表現由「理解及思辨」、「態

度及價值」、「實作及參與」等三大面向構成。其中構面 2「態度及價值」之自

省珍視項目主張省思個人的生活習慣與個人在群體中的角色扮演，澄清及珍視自

己的角色與權利，並具備責任感，及對國家及文化的認同感；其敏覺關懷項目與

同理尊重項目則是對社會文化、環境、制度與全球議題的關懷與尊重。構面 3「實

作及參與」之溝通合作項目強調聆聽他人的意見，能與他人討論，表達自己的看

法，並主動分擔群體的事務，及與他人合作。 

從預期學童之學習表現來看，道德教育內容主要是在生活課程中，而在社會

領域中是採融入於養成公民的學習表現之中。 

2.學習內容 

教育部（2019c）108 課綱《生活課程》是由七個主題軸發展出 30 條學習表

現，羅列出生活中相關的人、事、物與生活現象，歸納出六大內容主題，其中，

「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合作」強調合作；「生活規範的實踐與省思」教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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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禮儀的意義與重要性，並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與品格，強調生活習慣的養

成、生活規範的實踐、自我行為的檢視與調整。 

教育部（2019b）108 課綱《社會領域》學習內容：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的學

習內容以「互動與關聯」、「差異與多元」、「變遷與因果」及「選擇與責任」等四

個主題軸為統整架構，統整「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三學科的相關學習

主題。其中「互動與關聯」強調須遵守社會規範，及尊重、合作、永續等價值的

重要性；對於生產與消費，則是強調與他人分工合作，透過儲蓄與消費，來滿足

生活需求 （未強調勤儉）。「差異與多元」強調尊重多元的重要。「選擇與責任」

主張個人在追求自身發展時，必須做出合宜的選擇，依據個人需求與價值觀、生

活習慣和方式進行價值選擇，並負起應盡之責任 （有價值中立的危險） 。 

整體而言，《社會領域》統整「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三學科，現

代公民素養的養成都包含入學習重點之中，道德教育已於《生活課程》中建立基

礎，道德觀念教育雖已在《社會領域》及《生活課程》中呈現，然而卻不夠全面，

已呈現的有尊重、關懷（近似仁愛）、負責、合作、守法（守信）、禮節，《總綱》

目標有強調但無課程內容的是正義，尚待加強的有諸如誠實、勤儉、愛國（並非

是國家認同）。此外道德實踐動力的道德情操（在《總綱》目標中有提及道德勇

氣）的養成則付諸闕如，由於《社會領域》的學習表現之態度及價值，採取的是

價值中立的觀點，提倡多元價值，故實踐與否是由實踐個體依自我的價值認同來

抉擇，這雖非是九年一貫課程所強調的自我實現，但依然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

不利於社會主流價值之有效推動。 

三、結語 

此次十二年國教課程修訂，在其《總綱》目標中已重新重視道德教育的重要

性，《社會領域》、《生活課程》也融入道德教育內容，然而仍有待改進之處： 

1. 在《社會領域》課程的修訂中未賦予道德教育較高的課程地位，致使有些重

要的道德價值無法呈現於課程中，應將社會主流道德價值全面納入課程之

中。 

2. 在《社會領域》課程中對價值採取價值中立與多元價值的觀點，不利於形塑

社會的主流價值，應將社會主流價值作為核心價值，以此去看待其他價值觀

點。 

3. 《生活課程》之道德教育課程地位明確，使國小低年級學童之道德發展能建

立良好基礎，但《社會領域》的道德教育課程薄弱，應將「公民與社會」調

整為「公民、道德與社會」，不應用公民教育包含與其相關的道德內容，應

提升道德教育的課程地位與公民教育同等，而非僅是 19 個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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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品德」議題融入各領域課程仍處於不明確的狀態下，以及《社會領域》

以公民教育的觀點來教導道德下，「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不宜廢除，

並應鼓勵各校以建立品德教育學校本位課程的方式來落實「品德教育」議

題，以改善目前國小道德教育課程地位低下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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