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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職場倫理學包含兩個元素，一是對於不同「職場」性質與需求的探討，

此部分涉及職業本身專業知能與判斷的學習；另一是對於「倫理學」

和道德教育的探討，而在教育中引發的問題是：目前社會新鮮人進入

職場最常面臨的職場倫理為何？正式課程中是否皆能將之納入課程加

以教導？職場倫理學在各大學專業領域中是否列為必修課程、或是通

識課程？職場倫理學的課程體系可如何架構？在職場倫理的教學中應

運用哪些教學策略，以喚起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和重視職場倫理的

意識與實踐？此外，職場倫理在教學上的議題探討，如只集中在部屬

員工如何遵守規定上，對於職場倫理學是否有窄化之嫌……

職場倫理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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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每到畢業季節來臨也是求職潮的季節，此時常會揭起一波職場倫理話題，新聞報導出現一

些大企業主或是大學校長會特別強調：社會新鮮人的職場倫理或工作態度比專業能力還要重要。

而職場倫理之培養，應在中小學和大學的教育階段，即給予正確觀念、以及態度養成的學習機

會。     

職場倫理一詞在名義上，相關的還有職業倫理、專業倫理、工作倫理等；如依不同職業場

域則又各有其稱，如：企業倫理、餐飲倫理、醫學倫理、教學倫理等；如依問題性質又可在職

場中加入性別倫理、資訊倫理、環境倫理、生命倫理等議題。總之，這些在工作職場上對於倫

理道德的整體學術與實務探討，可通稱為職場倫理學，如何提昇職場倫理的教學效能，是職場

倫理學的重要課題。 

職場倫理學包含兩個元素，一是對於不同「職場」性質與需求的探討，此部分涉及職業本

身專業知能與判斷的學習；另一是對於「倫理學」和道德教育的探討，而這又可分為兩部分，

在品格規準部分，包括如何藉由職場倫理中品格素養的培育，而最後能達到美善的敬業樂群精

神，如所謂賓至如歸可以是旅館業專業素養中對員工的倫理規準之一，又如人師經師之辨則是

教學倫理中教師對於優先責任的自我認同。在權益規準部分，則重視職場中不傷害或權益原則

等的分際，如顧客隱私權的保障、自律遵守工作場所的安全規定、辦公室性騷擾的處理等維護

人己的職場倫理。 

以上的初步討論，在教育中引發的問題是：目前社會新鮮人進入職場最常面臨的職場倫理

為何？正式課程中是否皆能將之納入課程加以教導？職場倫理學在各大學專業領域中是否列

為必修課程、或是通識課程？職場倫理學的課程體系可如何架構？在職場倫理的教學中應運用

哪些教學策略，以喚起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和重視職場倫理的意識與實踐？在各別專業知識

課程中，是否也將職場倫理融入章節或作為潛在課程？在實習課程中如何安排適當的職場倫理

內涵，對學生起到即事指點的作用？此外，職場倫理在教學上的議題探討，如只集中在部屬員

工如何遵守規定上，對於職場倫理學是否有窄化之嫌，對於公司單位上對下的員工基本人權、

員工幸福指數、企業社會責任等的關照，是否也應列入職場倫理的教學內涵，以新興的社會需

求與生態倫理帶動未來的職場倫理意識。 

本期的評論主題即為「職場倫理教學」，感謝對此議題有經驗心得的教育先進與現場實務

工作者，針對教育政策面、課程與教學面、實務經驗與理論等踴躍提出評論觀點，提昇了大家

對職場倫理在教學領域上的重視。本期收稿後經過審查，通過主題評論 19 篇、自由評論 28

篇、學術動態報導 2 篇，專論文章 1 篇，共計收錄 50 篇文章。感謝各位撰稿人踴躍賜稿，也

請各界人士給予指正與支持。 

方志華 

第五卷第六期 輪值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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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倫理教學之定位 
鍾隆琛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一、為何要定位？定什麼位？ 

臺灣「職場倫理」的教學，不過

最近十年才有的事（鍾隆琛、趙錦豪、

何臺華、李守誠、葛自祥，2014）。這

些年來，各界對「職場倫理」教學的

內涵，似乎慢慢有了「初步」共識。

比如，稱「職場倫理」為「工作倫理」

或「場域倫理」，而且常見類似：「發

生在工作場所中的人際或群體之間的

倫常規範」（陳勁甫、許金田，2010）、

「個人在職場工作時所應遵循的行為

準則和倫理規範」（邱茂城、王昭明、

吳育昇，2009）這樣的定義。分析起

來，此初步共識的內容，含括兩個部

分：其一，「職場倫理」的「職場」指

的是「工作或工作場域」；其二，「職

場倫理」的「倫理」指的是「規範的

學習與教導」。不過，各界對上述兩部

分的進一步理解，仍有所不同： 

其一，「職場倫理」的「工作場域」

如何理解？比如，有認為「職場倫理」

的「職場」，指的是某一個專業或職業

工作的領域，因此應由專業系所開設

專屬自己系所的職場倫理；也有認為

「職場」指的只是「投資者、員工與

顧客三方」所構成的工作場域（陳勁

甫、許金田，2010）；另有人則認為「職

場」是「人生意義可資憑藉的活動領

域」（黃玉麟，2012： 15）。 其二，「職

場倫理」所要教導學習的「規範」如

何理解？比如，有將「職場倫理」定

位在「職場禮儀」；也有將它定位在「職

場守則」或者「職場法規」的教導學

習；另有人則將它定位在，「規範倫理

學」（normative ethics）。1
 

本文的目的，並非要將「職場倫

理」的教學內容定於一，或者評判不

同主張之間孰是孰非；事實上，這裡

並沒有孰是孰非的問題，每位教學的

老師、單位，只要依各自的背景，所

定位出來的「職場倫理」，皆是適合

的。當然，這也不是說，「職場倫理」

的教學，可以完全隨心所欲，愛怎麼

教就怎麼教；「職場倫理」這門課，仍

有其基本精神不能偏離，必須先以此

基本精神作為定位的起點（見下），進

一步將這門課程放到各自教學單位的

背景脈絡，去呈顯屬於自己特色的「職

場倫理」，這才是本文所要建議的「定

位」。 

 

                                                

1
 「規範倫理學」，指的就是傳統哲學所謂的

「倫理學」，它所要教導學習的是：透過理

性思辨的分析對行為作出價值判斷，以「建

構有關行為規範的基本原則，作為我們日

常生活中面臨道德問題的行為指導」。「規

範倫理學」，之所以再冠上「規範」

（normative）兩字，其實是為了與「後設

倫理學」（meta-ethics） （又稱「分析倫理

學」，analytical ethics）以及「描述倫理學」

（descriptive ethics）作區別。三者主要是

依研究進路的不同來區別。與「規範倫理

學」不同的是，「後設倫理學」，是透過「倫

理字句的語意和邏輯的問題」來研究倫理

學；「描述倫理學」，則是透過「對道德實

踐的事實（fact）描述」來研究倫理學。（林

火旺，1976；王臣瑞，1980；朱建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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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定位 

基於上述，關於「如何定位」，底

下將分成兩部分來談：一個是「基本

精神的定位」；一個是「教學單位特色

的定位」 

(一) 基本精神的定位—定位的起點 

「職場倫理」教學之基本精神的

定位，其實關鍵並不在如何理解「職

場」（詳見本文下一節—「(二) 教學單

位特色的定位」）；而是在如何理解「倫

理」。 

「倫理」（ethics），簡要地說，指

的就是「指導個人或群體的規範系統」

（the rules of moral conduct governing 

an individual or group）或者「對這類規

範系統的研究」（中文一般將後者譯作

「倫理學」以區別之）（朱建民，2003；

Bibb, 2010）。但是，作為「指導個人

或群體的規範系統」的「倫理」，有時

會被等同於「禮儀」、「守則」和「法

律」。這一點務必先加以區別。 

「禮儀」（etiquette），多半以未成

文形態出現，它是由社會文化所界

定，規範那些行為是適當（合禮）或

不適當（不合禮）（尤煌傑，2009；林

火旺，1976；鍾隆琛等，2014）。「守

則」（codes），是某一行業的共識或規

範—專業守則 （professional codes），

規範那些行為是合規定（行規）或不

合規定；「法律」（laws），則是立法機

構所界定，用來規範那些行為是合法

或不合法。後兩者，多以成文的形態

出現，相較於「禮儀」，較具體且容易

學習。（朱建民，2003；周卓煇，2011；

沈清松，1998；尤煌傑，2009；林火

旺，1976，2013；Weinstein, 2011） 

當然，我們不能說「禮儀/守則/

法律」與「倫理」不相干，因為它們

畢竟也是為了，讓有著不同需求的人

們能夠和諧相處，而界定出來的規

範；甚至我們可以說，它們也是「倫

理」的一部分。但是，「倫理」這套規

範系統的真正精神，不能只是停留在

「禮儀/守則/法律」這類有標準答案或

既定規範的教導學習；而是要進一步

進行「理性的思辨分析」：一方面教導

學習如何省思既定規範的合理性基

礎；一方面教導學習在面對無所適從

的倫理兩難困境（ethical dilemmas），

如何有能力澄清、歸納出一個或一些

更基本的原則，並根據這些原則做出

正確的倫理抉擇。如此，才有可能發

揮倫理這套規範系統由內而外、最深

層的制裁力（林火旺，2009；鍾隆琛

等，2014） 

總而言之，理解上述「倫理」這

套規範系統的真正精神，正是「職場

倫理」教學之基本精神的定位。沒有

站穩這一步，將會讓「職場倫理」的

教學，只停留在「職場禮儀」、「職場

守則」以及「職場法規」的教導學習，

從而喪失「職場倫理」的基本精神。 

(二) 教學單位特色的定位 

前面還只是定位的起點，並不是

定位的完成。接下來要指出的是，定

位的完成，還需要同時「釐清倫理學

各體系之不同分類」以及「配合開課

單位推動倫理教育之整體規劃」，始能

定位出相應於教學老師及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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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最能呈顯教學老師及教學單位特

色）的「職場倫理」。 

1. 釐清倫理學各體系之不同分類 

關於「倫理學」各體系之不同分

類，如下圖： 

 
圖 1：「倫理學各體系」分類圖  (製圖：鍾隆

琛) 

 

倫理學（規範倫理學）若依其側

重在理論或應用，可分為：「一般倫理

學」（general ethics）與「應用倫理學」

（applied ethics）。「一般倫理學」，其

實指的就是傳統哲學所講的「倫理

學」；「應用倫理學」，則是一門 1960

年代中期美國出現的新興學術領域。

簡單說，凡是應用「一般倫理學」去

釐清並解決日常生活所面臨的道德問

題者，皆可以歸入「應用倫理學」。而，

傳統哲學所講的「倫理學」，為了和新

興的「應用倫理學」作區別，故再冠

上「一般」（general）兩字。（朱建民，

2000；謝青龍，2009） 

「應用倫理學」，若再依其是否

「以單一專業為焦點」（Audi, 1999），

還可再進一步分成「專業倫理」

（professional ethics）與「非專業倫理」

（non-professional ethics）（鍾隆琛等，

2014）。由於「專業」（professional）通

常指的是「專門的一項職業」，因此，

“professional ethics”一詞也有譯作「職

業倫理」（沈清松，2003；邱茂城、王

昭明、吳育昇，2009）。至於，「非專

業倫理」，Bernard Gert（Audi, 1999）

以其「著眼在實踐而非理論，卻不以

單一專業為焦點」，稱其為「實踐倫理」

（practical ethics）；朱建民（2000）則

為對顯「專業倫理」，另稱它為「專題

倫理」。 

那麼「職場倫理」應定位在上述

倫理學分類中的那一項？有學者（鄭

仰峻、洪宗德，2009）認為「職場倫

理」是「一般倫理」 （general ethics）；

也有學者（邱茂城、王昭明、吳育昇，

2009）認為「職場倫理是應用倫理學

（applied ethics）的一環」；另有學者

（楊政學，2006）則認為：「『職場倫

理 』 一 般 亦 稱 為 『 專 業 倫 理 』

（professional ethics）」。我們認為，這

裡並沒有孰是孰非的問題。教學老師

或單位，可以依自己的教學專長，或

者依底下我們將要談的，單位推動倫

理教育之整體規劃，將「職場倫理」

定位在圖 1 分類中的其中一項。 

只是，這裡要補充的是，開課單

位如果已將「職場倫理」定位在「專

業倫理（或職業倫理）」，而且預計將

由專業系所開課者，必須特別注意：

由於被定位在「專業倫理」，它所要教

育的對象，主要是未來畢業後要從事

「職場」中某一專業領域的人；因此，

我們不建議，由負責全校跨系所課程

的通識教育中心獨自到各專業院系所

授課，它至少需要與該專業領域一至

數位老師協同授課。但是，必須隨即

指出，由於職場倫理教學，如前所言，

「培養學生在面對兩難倫理困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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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澄清、歸納出倫理原則，並根

據這些原則做出正確的倫理抉擇」是

其最基本的精神；因此，我們也不建

議，由專業院系所的老師獨自授課，

它至少需要，與通識教育中心或具哲

學思辨分析相關背景，一至數位老師

協同授課。 

2. 配合開課單位推動倫理教育之整

體規劃 

目前國內「開課單位推動倫理教

育之整體規劃」的型態，歸結相關資

料（朱建民，2003；沈清松，1998，

2003；詹德隆、廖湧祥，2004；吳成

豐，2005；楊政學，2006；王立文、

孫長祥，2005；鍾隆琛等，2014），大

抵有幾種： 

 
圖 2 「開課單位推動倫理教育之整體規劃」

分類圖  (製圖：鍾隆琛)。 

 

「未形成課程的型態」：此型態，

目前可見的有「溶滲到課程」以及「潛

在性課程（溶滲到課程以外的生活）」

兩種。「溶滲到課程」，有的是固定在

課程中安排一至數週的溶滲、2
  有的

則是老師在課程中隨機的溶滲。3
  至

                                                

2
 比如，龍華科技大學規劃「每學期第一週訂

為全校『職場倫理週』，各專業課程需於第一

週講授專業倫理知識，並明列於授課大綱中」

（鍾隆琛等，2014: 49） 
3
 比如，前中原大學工業工程系王晃三教授推

廣的倫理教學，就是「隨著專業課程的進行，

於「潛在性課程」，則是以情境教育為

出發點，設計相關活動將倫理教育溶

滲到生活，也就是 J. Solberg 等人所提

的「生活倫理化」（Living Ethics）。4
  

「形成課程的型態」：此是比較正

規課程的型態（廖湧洋，2000a；沈清

松，1998）。此型態，依開課單位的不

同，可分為：「專業院系所開課」（專

業課程）、以及「通識中心開課」（全

校通識課程）；並且，可依其屬必修、

必選修或選修，再進一步分類之。再

者，若依開課班級的多寡，「形成課程

的型態」也可分為「一個課名一個班

級」、以及「相同課名多個班級」。其

中，「相同課名多個班級」的型態，目

前最常見的是，由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的全校必修（或必選修）相關課程。

比如，輔仁大學 1995 年開始將「專業

倫理」訂為全校大三必修課程、5
  美

和科技大學 2007 年開始規劃全校必修

的「職場倫理」課程即屬之（鍾隆琛

等，2014）。 

那麼「職場倫理」應定位在上述

「開課單位推動倫理教育之整體規

劃」分類中的那一項？我們同樣認

為，這裡也沒有孰是孰非的問題。教

學單位，可以依單位推動倫理教育之

整體規劃（包括斟酌單位中長期的發

展方向、統合各學院基礎教育與通識

教育的發展目標與策略等），將「職場

                                                                 

老師隨機指點，在適當情況下，討論應有的道

德作法。」（廖湧洋，2000a: 23-24） 
4
 轉引自，吳成豐（2005: 394-395）。 

5
 輔仁大學「大致安排是大一學生上『大學入

門』，大二學生修『人生哲學』。而『專業倫理』

則安排於大三或大四」（胡憶蓓、艾立勤、尤

淑如編，1998: 3；詹德隆、廖湧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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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定位在圖 2 分類中的任何一項。

只是，這裡要補充的是，分類中各項

皆有其各自的優劣；而且，各項其實

是可以並存、相互配合。 

首先，即使教學單位預計將在專

業院系所開授「職場倫理」課程，還

是可以而且有必要，規劃由通識教育

中心開設全校跨系所的「職場倫理」

相關課程。因為，正如學者（周卓煇，

2011；胡憶蓓、艾立勤、尤淑如編，

1998；Audi, 1999）已指出的，我們需

要「專業倫理通識教育。」這不僅可

以，讓專業人員瞭解其他專業人員的

倫理規範，使不同專業之間發揮良好

互動；而且可以，讓非專業人員瞭解

專業人員的倫理規範，使非專業人員

得以保障個人權益，並與專業人員處

在較對等地位。（周卓煇，2011；鍾隆

琛等） 

再者，「未形成課程的型態」，屬

於化倫理教育於無形或至少接近無形

的作法，學生比較不易抗拒（沈清松，

1998；周卓煇，2011；鍾隆琛等，

2014）。「形成課程的型態」，則較能「整

體性、系統性地灌輸學生一般倫理原

則，以及培養學生在面對兩難情境

時，有能力根據倫理原則做出正確的

倫理抉擇」（廖湧洋，2000；鍾隆琛等，

2014）。但是，前者（「未形成課程的

型態」）的劣處，正在它缺乏後者（「形

成課程的型態」）的優處；後者的劣

處，正在它缺乏前者的優處。其實，

經由後者的學習，才能弄清楚前者的

理論依據；經由前者在情操、意願層

面的習慣養成，才能增進後者在倫理

抉擇能力之教導學習。正如學者所

言：「兩者應該相互配合，不能只教其

一，不教其二。」（沈清松，1998）、「兩

者相輔相成」（朱建民，2003），才是

「倫理教育的極致。」（王立文、孫長

祥，2005） 

三、結語 

總之，關於「職場倫理教學之定

位」，本文提出兩點： 

首先，「職場倫理」教學，不能只

停留在「職場禮儀」、「職場守則」以

及「職場法規」這些既定規範之教導

學習；它必須進一步對既定規範進行

理性思辨分析：一方面省思其合理性

基礎；一方面學習澄清、歸納出基本

原則，並根據這些原則做出正確的倫

理抉擇。此為「職場倫理」教學之基

本精神，是必須先確立的定位起點。 

再者，「職場倫理」教學的定位，

還需要同時「釐清倫理學各體系之不

同分類」以及「配合開課單位推動倫

理教育之整體規劃」，始能定位出相應

於教學老師及教學單位的「職場倫

理」。這個部分，並沒有孰是孰非的問

題，每位教學的老師、單位，只要依

各自的背景，所定位出來的「職場倫

理」，皆是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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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關係的愛恨糾葛與職場倫理的各自表述 
王俊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一般在提及「職場倫理」時，它

的英文翻譯會是” workplace ethics”或

“employment ethics”，前者指的是「工

作場域」的相關規範，後者則著眼於

受雇員工應有義務與權利。以工廠勞

工為例，他們是以付出勞力（labour 

service）來與資方交換薪水，因此從許

多企業主最愛員工特質調查中，我們

便可約略看出其中職場倫理意涵，像

是員工要能謹守規範並具有良好服從

性，要有穩定的工作表現，要較高的

服務熱忱，或者是要有正向的組織認

同。這些職場倫理有的是屬於具有強

制性的法定範疇，有些則是屬於非正

式的道德範疇。然而，職場倫理的對

象並非只有規範勞工，相反的，雇主

或管理階層當然也有相對應負的職場

責任。例如臺灣在 1996 年陸續發生多

起傳統產業惡性倒閉，導致員工退休

金與資遣費一夕成空，又像是國道高

公路因 2006 年全面電子收費，衍生收

費員轉置與補償的抗爭。顯見，若雇

主未能盡到應負責任，一旦勞、雙方

係掉入對立而非互惠關係，從最低限

度的法律規範來看，無論勞、資問題

多麼難解，透過《勞動基準法》中有

關勞動契約、工資、工時、退休、職

災補償等規範，相關法律條文至少提

供糾紛與衝突的解決準據。《勞動基準

法》保障的是處於弱勢的勞工，然而，

這種關係可以類推到不同型態職業？

事實上，適用與否是存在著爭議的。 

救人是醫護人員的天職，故要求

「醫療機構不得拒絕緊急病人」、「醫

護人員需對病患負完全責任」，也為避

免因工時制造成「醫療機構護理人力

的調配困難」，醫護人員因而被長期排

除適用《勞動基準法》。正因如此，雖

然醫護人員受雇於醫院，但由於被排

除適用，反而形成「血汗醫護」的剝

削狀況，新聞中便有醫護人員吊滴點

工作的報導，其敬業態度固然令人動

容，但勞動條件不合理就是不合理，

無法用責任制與道德訴求來做為迴避

的籍口。另一群被排除適用《勞動基

準法》的對象則是教育人員。教育關

係的複雜程度不亞於醫病關係，相較

於社會大眾對血汗醫護人員的支持態

度，學校教師反而未能獲得同樣奧

援。差異肇因於教育人員的身份定

位，即教師到底是公務員還是勞工？

什麼的狀況會是專業奉獻？什麼狀況

會是被剝削？教師是承受著怎樣的不

合理勞動條件？凡此問題，可見學校

場域的職場倫理關係不是單純勞、資

的二元關係，它包括了教師、學生、

家長與社會大眾之間的多元糾結，多

方的爭執使得合宜的職場倫理更難取

得共識。 

對照醫病關係，教育關係除了教

師與學生外，也包括教育行政機關、

家長與社會大眾等多方闗係。過去，

我們總把焦點放在教室內的師生關

係，而且對於為人教表者，要求其必

須「在人品學問能當學生學習榜樣」，

也就是「師者，人之模範」的意思。

以往教師一方面被賦予極高的道德尊

崇，另一方面卻也同時被用極高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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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要求。伴隨社會變遷與家長教育程

度大幅提高，現在的教師社會地位與

職業聲望不若以往，到底維繫教育場

域中的倫理關係如何才會合宜的？從

許多教師新聞中，我們看到的教育職

場中的立場糾葛，進而使得倫理闗係

的「尺度」淪為各自表述的狀況。從

國民教育談起，什麼是教師本份？若

用高道德要求，教師必須不計利害地

奉獻給教育，能為學生做的就應盡

力。相反的，在某些狀況下，特別是

針對基礎學校教育，若教師較關注工

作權益或個人利益，就變得好像有損

教師清望。在某些狀況下，特別是高

等教育，大學教師追求個人利益卻又

是有利於國家社會發展的正向表率。

其間看來是有些矛盾的，而教育職場

中倫理尺度又好像極有「彈性」！ 

根據 2015 年 7 月公告施行《工會

法》，教師團體取得組織工會的權利，

並得就勞動條件或勞資爭議與資方進

行團體協商。宜蘭縣教師工會便以此

與縣政府展開團體協商，經討論後初

步訂定的協約內容包括「工時八小

時」、「寒暑假返校日數以兩天為原

則」、「教師得拒絶擔任交通導護」等。

這些協議後來當然引起相關團體反

彈，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就認為少數教

師為爭取自己的權益，已扭曲教師形

象，更因此到孔廟狀告孔子，家長認

為「學生在，老師就應該在！」。然而，

爭議並未解決，臺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也以交通導護非教師法明定之教師義

務、教師無交通指揮權，以及接送學

生上下學是家長職責等為理由，向臺

中市府勞工局申請仲裁，要求教師未

來不必擔任導護工作。到底老師可否

拒絶執行導護工作？是依據道德訴

求？或是依據法律的規範？我們若不

在判斷尺度上尋求共識，就只能持續

雞同鴨講，跳針式各自表述。 

就社會大眾而言，教師尋求合理

勞動條件當然具有正當性，對於校園

內的學生學習權，教師也同樣具有無

可迴避的責任。只是，當法律規範與

道德訴求未能一致時，要求給予明確

的法律保障，或者給予其他配套措

施，再來要求其負責任，這方能符合

民主社會的遊戲規則。無怪乎，有學

者指出「老師的天職是把孩子教好，

不是幫『不願為孩子出錢的廉價社會』

當 OK 繃，真正該負責的是政府！」

換言之，社會該學習放下泛教條化的

批評方式，嘗試採取法制化的態度來

面對爭議。傳統的師道精神指的是老

師對學生道德責任，國家基於對教師

與軍人等特別職業身份的特別義務要

求，故同時給予特別的額外保障。時

至今日，臺灣民主化發展，現代教師

身份定位必須走出過時的「特別權力

關係」，並逐漸轉向契約保障的「特別

法律關係」。換言之，我們當然可以要

求教師將教育作為一種志業，只是志

業的期許以及契約的規範，這是兩件

事，不應混在一起談。 

當然所有「職業」都可以是一種

「志業」。但無論「職業」或是「志業」，

都只是個人對自我、對執業群體的榮

譽與信念的事，絕對不是機構維持者

執以任令從業人員負無上限義務的藉

口。所以醫院不可以假「醫德」之名，

要求醫師過勞；報社不可以訴諸民眾

「知的權利」，要求記者僱員隨時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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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新聞事件影音；當然學校及其經

營者，也不可以用「師道」為名，行

樽節支出、黨同伐異，甚至要求教師

從事各種行政任務，或於教育目的之

外，為學校服無限的勞務（劉繼蔚，

2015） 

與此同理，當我們試著從法律角

度來替教師設想，相對自然也必須正

視「老師適用教師法，怎麼又是勞

工？」的質疑。毫無疑問，倫理學中

有所謂「反身性原則」或「道德可欲

性」（moral desirable）原理，也就是當

我們在轉換不同立場後，如果仍會採

取同樣的主張或行為，這才是合道德

的。好比當我遺失錢包，我當然不希

望撿到的人侵佔，所以當我撿到錢

包，當然要讓它物歸原主。面對《教

師法》與《工會法》之間的教師身份

認定矛盾，教師當然要回應只要好

處，不要責任的質疑。假若要教師要

走《工會法》路線，早期因「特別義

務」而享有國家給予的特別保障與福

利，自然也必須同步檢討。事實上，

一如過去爭議不休的教師納稅議題，

當教師團體提出「還我納稅權」訴求，

而政府後來也在「有所得就要納稅」

精神下提出配套做法，爭議自然就找

到出路。質言之，教師團體有責任先

確認其身份，也唯有如此，教育倫理

關係也才會有一致的衡酌尺度。 

平心而言，教育場域的職場倫理

問題，愛恨的糾結不只發生在中、小

學教育現場，也同樣出現大學殿堂，

以下將再舉近期的兩個例子，什麼是

「正確而且是該做的事」？我們好似

更難捉摸其中的倫理依據，甚至有落

入「政治修辭」之嫌。第一個例子助

理納入勞保的問題，強制納保政策之

所以會引起許多大學反彈，其原因是

迫使身為雇主的學校或計畫主持人，

因其聘任勞務型助理而有分攤保險的

支出。這雖然對學校與教授增加負

擔，但從社會正義的高度來看，當我

告訴我的學生，她可以選擇選勞保

時，而我也和她把工作內容與時間明

訂在合約中，她不但獲得更明確的保

障，而很年輕的她也能及早享有自己

的勞退帳戶，看起來這是往好的方向

發展。就第二個例子來看，對比小學

導護問題，國小教師被社會大眾批評

是因為「未盡應盡責任」，用更淺白的

話說，就是「既自私又不敬業」。我不

禁好奇，到底什麼「應盡責任」？教

師能一方面領學校薪水，一方面又開

補習班賺錢？這是當然不當，也沒有

人會支持。同理，當大學經營階層提

出「讓大學教師可以開公司，給教師

走入企業界的誘因，才能創造產學雙

贏局面」之主張，或許，這個想法是

以臺灣提供給教授薪資缺乏國際競爭

力為前提，其理由在於留住人才，也

為推動研發成果的產業化。不過，大

學的本質到底是學術機構？是企業組

織？或者只是為私人企業服務的職訓

機構？若大學教師一方面啟迪學生

「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又允許其追

「營業利潤」，在時間、精力有限的狀

況下，我們要把這兩個本質矛盾的任

務同時給予大學教授，這必定要有更

周嚴的配套。可以借用效益倫理

（utilitarian ethics）的核心價值來評個

建議，效益論能夠對所有相關當事人

利益給予平等對待，不會有因人而異

的考量。亦即，在平等的基礎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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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想要比別人得到更多，這便會是

不合宜的（王俊斌，2012）。綜合前述

的事例，不同教育階段的職場倫理問

題，因為牽扯著多方立場，本位心態

無助於對話與問題解決，唯有尋求較

完備的法制來加以規範，也同時重構

較合宜的職業角色規範，這才有助於

各級學校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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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導護事件探討教師專業倫理對學生安全維護的規範

與落實 
呂秀蓮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教師是基本國力的建造工程師，

所以對於教師這門專業，各國大抵都

有某種程度的倫理規範，以確保教師

的行為相應於專業的期望（沈清松，

1996 ）。「 專 業 」， 根 據 字 典

（Merriam-Webster, 2015）的定義，是

一種志業，是一種需要專門知識，而

且常是長期而密集學院預備的工作；

而「倫理」則是某一特定群體道德上

好壞的行為準則。是以，教師專業倫

理指的是，有專門知識、經過完善學

院預備的教師，在道德層面上好壞行

為的準則。既然教師專業倫理是專業

行為規準，教師專業行為的運作，就

相當程度受到教師專業倫理準則良莠

的影響（吳青山、黃旭鈞，2005），並

且反映在各項專業實務操作上。 

近年來交通導護問題，在臺灣不

同地區相繼發生，就是典型的教師專

業倫理準則影響教師專業操作的事

例。例如，宜蘭縣教師在 2015 年的秋

季開學時，即根據教師工會與學校團

體協商結果，要求學校必須有交通警

察或號誌，否則將「不舉牌、不吹哨、

不擋車」（呂健吉，2015） 。另外，

針對教師拒站導護一事，臺中市教師

職業工會為了保護教師權益，遂向「勞

工局」提出申請針對此一權責問題，

進行法律的仲裁 （張菁雅、林曉雲， 

2016）。教師站導護的事件，根據文獻

報導，大抵起因於教師因站導護受到

不等委屈，最終導致罷站的社會事件

（呂健吉，2015）。 

無論起因如何，這些拒站導護事

件已影響社會大眾對教師的觀感，認

為教師在為爭取個人權益，不把學生

的權益放在專業上考量，因而對教師

專業的信任，產生相當程度的衝擊（朱

巧柔，2016）。這對教育界與社會而

言，均是不幸的事件。 

然而，這些事件產生出來的疑問

是：為何導護事件會相繼發生？究竟

該事件產生的背後原因是什麼，是法

律政策的問題或是教師的問題？或

者，是教師專業倫理的教導問題？源

於這些疑問，本文擬透過探究臺灣與

國外教師專業倫理針對學生安全維護

規範的比較對照，來審視教師拒站導

護問題的根源，並企圖在教師專業倫

理規範的制訂上，尋找解決之道。 

二、導護事件是法律政策的問題

或是教師的問題？ 

本節探討導護事件相繼發生的背

後原因，是源於法律政策的問題或是

教師的問題。導護工作如果是教師的

專業工作項目之一，在專業倫理上應

該有所規範。所以本節以專業倫理為

核心，就臺灣與他國的學生安全規範

進行探討，期望透過檢視各國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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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倫理針對學生安全規範所呈現的狀

況，找出導護事件的問題所在。 

為了探討國外教師專業倫理針對

學生安全維護的準則訂定，除臺灣

外，本文分別自美、澳、歐、亞洲中

各選一代表國家：美國、澳洲、英國

和中國（見表 1），進行分析比較。如

表 1 所示，各國對教師專業倫理有些

不同解讀，有的定義教育專業倫理包

括專業能力和專業道德與行為，有的

則專注在專業道德與行為上面。由於

各國的準則細目長度不一，無法一一

表列，所以本文首先提供簡要而全貌

的規範原則，幫助讀者理解各國專業

倫理準則的大概念，再進一步聚焦在

學生安全規範細目的討論。 

臺灣的《全國教師自律公約》（全

國教師會， 2000）乃根據《教師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而訂定，為全國教師

的專業行為規準。公約內容包括兩部

分：教師專業守則和教師自律守則。

「教師專業守則」部分包括以下精

義：（1）傳授學生知識，（2）以公正、

平等的態度對待學生，（3）課程內容

及教材應充分準備妥當，（4）主動關

心學生，並與學生及家長溝通連繫，

（5）時常研討新的教學方法及知能，

充實教學內涵，（6）以身作則，遵守

法令與學校章則，維護社會公平正

義，倡導良善社會風氣，關心校務發

展及社會公共事務，（7）為學習者，

時時探索新知，並以愛關懷他人及社

會

表 1 

各國的教師專業倫理準則 

國家 法規 原則 

臺灣 《全國教師自律公

約》 

教師專業守則 

（1）傳授學生知識 

（2）以公正、平等的態度對待學生 

（3）課程內容及教材應充分準備妥當 

（4）主動關心學生，並與學生及家長溝通連繫 

（5）時常研討新的教學方法及知能，充實教學內涵  

（6）以身作則，遵守法令與學校章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倡導良善社 會風氣，關心校務發展及社會公共事務 

（7）為學習者，探索新知，並以愛關懷他人及社會 

教師自律守則 

（1）不得向其學校學生補習 

（2）不應在言語及行為上對學生有暴力之情形發生  

（3）不得利用職權教導或要求學生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

或信奉特定宗教 

（4）與學校學生不應發展違反倫理之情感愛戀關係 

（5）不得利用職務媒介、推銷、收取不當利益 

（6）不應收受學生或家長異常的餽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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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規 原則 

美國（美國教

育者協會） 

《教師倫理準則》

（Code of Ethics for 

Educators） 

（1）對待學生的道德行為 

- 竭力防範有害學生學習、健康或安全的情況發生 

（2）實踐和表現上的道德行為 

（3）對待專業同事的道德行為 

（4）對待家長和社區的道德行為 

澳洲（維多利

亞教學學會） 

《教師專業行為與

倫理準則》（The 

Victorian Teaching 

Profession Code of 

Conduct and Ethics） 

（1）維持專業的信任 

- 顧及學生的安全和福祉 

（2）和學生維持專業的關係 

（3）尊重學生的獨特與多樣性 

（4）和同事、父母、監護人以及照護者維持協作關係 

（5）行為誠實而正直 

（6）時時更新專業知識和實踐 

英國（教育

部） 

《教師標準》

（Teachers' 

Standards） 

教學： 

（1）設立高期望以鼓舞、激勵和挑戰學生 

（2）促進學生良好的學習進展和成果 

（3）展現良好的學科課程知識 

（4）計畫和教導結構良好的課堂 

（5）調整教學方式回應學生的長處和需求 

（6）精確有效地使用評量 

（7）有效管理行為，確保良好和安全的學習環境 

（8）更廣泛地履行專業責任 

- 對更廣泛的學校生活和精神，做出積極貢獻。 

個人與專業行為： 

（1）捍衛大眾對該行業的信任，並在校內外維持高標準的

專業行為 

- 根據法律保護學生的福祉 

（2）在思維、政策和實踐上保有適當而專業的態度，並維

持出缺勤和守時的高標準 

（3）了解並以回應專業職責和責任的法定框架 

中國（教育

部） 

《中小學教師職業

道德規範》 

（1） 愛國守法 

（2） 愛崗敬業 

（3） 關愛學生 

- 保護學生安全，關心學生健康，維護學生權益 

（4） 教書育人 

（5） 為人師表 

（6）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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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律守則」部分包括（1）

不向其學校學生補習，（2）不在言語

及行為上對學生有暴力之情形發生，

（3）不利用職權教導或要求學生支持

特定政黨（候選人）或信奉特定宗教，

（4）與其學校學生不發展違反倫理之

情感愛戀關係，（5）不利用職務媒介、

推銷、收取不當利益，（6）不收受學

生或家長異常的餽贈。由以上的行為

規準可以發現，臺灣的教師專業倫理

法規，除了（7）提及「以愛關懷他人

及社會」，勉強與導護工作略有關係

外，其他與學生安全維護直接相關的

規定，卻是闕如。這現象可能就是導

致教師執行導護工作時缺乏法規支持

的原因，也源於此，諸多與維護學安

全時所發生的事件，難以根據此法規

進行有效的解釋與規範。 

美國教育者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Educators）發展出來的《教

師倫理準則》 （Code of Ethics for 

Educators, 2016），針對學生和教師的

權利，訂定四項原則。這些原則包括

（1）對待學生的道德行為，（2）實務

和表現上的道德行為，（3）對待專業

同事的道德行為，（4）對待家長和社

區的道德行為。 

其中在（1）「對待學生的道德行

為」原則，有一細目：「竭力防範有害

學生學習、健康或安全的情況發生」，

是與維護學生安全有關。這項規定，

將學生的安全維護從教室擴展到與學

校相關的場域，是教師們必須執行校

車責任（bus duty）的法源根據。 

 

澳洲的「維多利亞教學學會」發

展出的《教師專業行為準則》（The 

Victorian Teaching Profession Code of 

Conduct, 2015）包含六大原則。它們分

別是（1）維持專業的信任，（2）和學

生維持專業的關係，（3）尊重學生的

獨特與多樣性，（4）和同事、父母、

監護人以及照護者維持協作關係，（5）

行為誠實而正直，（6）時時更新專業

知識和實踐。其中，原則（1）「維持

專業的信任」有一細目與學生安全維

護有關。該細目規定，教師要「顧及

學生的安全和福祉」。將這細目安置在

「維持專業的信任」準則中，似乎暗

示教師維護學生的安全與福祉，有助

維持社會對該專業的信任。由此可

知，導護工作屬於教師的職責之一，

因為它既能維護學生的安全，也有助

社會對教師專業的信任。 

英國教育部訂定的教師專業倫

理，與「教學」（Teaching）並存於《教

師標準》（Teachers' Standards, 2011）

裡。《教師標準》包含「教學」和「個

人與專業行為標準」（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conduct）兩部分。「教學」

部分包括：（1）設立高期望以鼓舞、

激勵和挑戰學生，（2）促進學生良好

的學習進展和成果，（3）展現良好的

學科課程知識，（4）計畫和教導結構

良好的課堂，（5）調整教學方式回應

學生的長處和需求，（6）精確有效地

使用評量，（7） 有效管理行為，確保

良好和安全的學習環境，（8）更廣泛

地履行專業責任。「教師個人與專業行

為標準」部分，規定教師（1）要捍衛

大眾對該行業的信任，並且在校內外

維持高標準的專業行為；（2）在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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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思維、政策和實踐上保有合適

而專業的態度，並且在出缺勤和守時

方面維持高標準；（3）必須了解並以

行動回應專業職責和責任的法定框

架。「教學」部分準則（8）「更廣泛地

履行專業責任」有一細目間接與學生

安全維護有關。該細目要求教師「對

更廣泛的學校生活和精神，做出積極

的貢獻。」此外，「個人與專業行為」

部分準則（1）「捍衛大眾對該行業的

信任，並在校內外維持高標準的專業

行為」有一細目與學生福祉有關。該

細目要求教師要「根據法律保護學生

的福祉。」將兩部分的兩細目內容放

在一起檢視，導護工作應屬於對較廣

泛學校生活的貢獻，也是為了學生的

福祉。由此可知，導護工作在英國屬

於教師法定工作項目之一。 

中國教育部全國委員會於 2008 年

訂定《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範》（教

育部全國委員會， 2008）。該職業道

德規範包括六項原則：（1）愛國守法，

（2）愛崗敬業，（3）關愛學生，（4）

教書育人，（5）為人師表，（6）終身

學習。該規範原則（3）「關愛學生」

中，有一細目明白規定：教師須「 保

護學生安全，關心學生健康，維護學

生權益。」這項規定使導護工作成為

保護學生安全的具體表現。 

由以上各國專業倫理的探討中，

可以發現：除了臺灣以外，其他各國

對學生安全的維護，均清楚規畫在準

則的細目裡，因而能有效防範導護事

件的發生。以上探究結果顯示，臺灣

導護事件相繼發生的背後原因，顯然

是法律政策缺乏支撐實務的問題在

先，導致教師無法對專業做出正確判

斷的問題，隨之在後產生。 

三、教師專業倫理對學生安全維

護規範如何落實？ 

本節將就臺灣與他國教師專業倫

理學生安全維護規範的實務和落實兩

面向進行探討，期望找出學生安全維

護規範的落實之道。根據臺灣《全國

教師自律公約》（全國教師會， 2000）

的規範，依稀存在一輔助法條的小部

分，即「以愛關懷他人及社會」，來支

持學生安全維護的工作。然而「以愛

關懷他人及社會」做為專業工作項目

的理由，抽象而不具約束力。即使教

育 部 也 曾 發 新 聞 稿 （ 教 育 部 ， 

2003.10.15）感謝教師基於愛心從事導

護工作，並且承認法律上並無明文規

定教師必須從事這項導護工作。因

此，以法律觀點而論，因為沒有具體

規範教師必須對學生安全維護負起責

任，所以在教師發展的職前、導入、

及在職階段，均不需接受此知識觀念

的灌輸與態度的培養，更無所謂落實

的可能性。因此導護事件的引發，應

屬法規缺失下，實務發展後之必然結

果。 

反觀他國的教師專業倫理規範，

均具備學生安全的準則，然而如何落

實，確定教師已經習得和遵守，卻各

有不同做法。美國屬於地方分治的國

家，因此尋找準則落實的案例，需在

各州中找實例，本文以喬治亞州為

例。該州訂立《喬州學校績效標準》

（ Georgia School Performance 

Standards）（GaDOE, 2015），其中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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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文化」標準項下，有二細目規定與

學生安全有關：「發展、溝通和實施規

則、慣例和程序，以保持一個安全、

有秩序學習環境」以及「建立信任和

尊重的文化，促進良性互動和社區意

識。」喬治亞州教育部規定，該州師

資培育機構必須要求職前教師蒐集實

習資料，證明自己：「發展、溝通和實

施規則、慣例和程序，以維護安全、

有秩序的學習環境」以及「建立信任

和尊重的文化，促進良性互動和社區

意識。」其中導護工作即是可資證明

的一項事實資料。顯然地，美國在學

生安全維護的落實上，乃從職前師資

培育開始進行，並且要求職前教師提

出實作的證據，以確認其行為與態度

均衡培育。 

澳洲的維多利亞教學學會《教師

專業行為準則》（The Victorian Teaching 

Profession Code of Conduct, 2015）要求

教師負起達到及維持專業實務和行為

的高標。如果教師沒有維護這些標

準，可能要接受紀律的處分。因此，

教師的責任是要提出證據，證明自己

達到「維持專業的信任」和「顧及學

生的安全和福祉」的規準，而導護工

作是這些規準的最佳證據了。 

英國教育部（Teachers' Standards, 

2011）明定，《教師標準》的訂定在於

規範所有職前、初任和在職教師實務

的最低期望，也用來評鑑所有階段教

師的專業表現。因此，如果教師拒絕

導護工作，將無法「對更廣泛的學校

生活和精神，做出積極的貢獻」，或者

「根據法律保護學生的福祉」，因此等

同於犯了嚴重的行為問題。為防範類

似行為問題的發生，該規範的學習必

須落實在各專業成長階段，而職前教

師階段對學生安全維護的學習，就成

為必要的事。 

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全國教育

工會（2008）針對《中小學教師職業

道德規範》的學習宣傳和貫徹實施工

作有以下要求：一、充分認識教師職

業道德建設的重要意義，二、全面準

確地理解該規範的基本內容，三、認

真做好該規範的學習宣傳和貫徹實施

工作。另外，要求各地將學習與貫徹

該規範的情況，及時回報教育部師範

教育司。這些規定，能確保學生安全

維護的規範，切實而全面性地落實在

教師專業工作上。 

從各國教師專業倫理學生安全維

護規範的落實情形，可以推論，當一

個國家的專業倫理準則規範完備，教

師工作的落實，可以不同方式達成。

其中，以職前教師的養成而論，實習

經驗是準教師們在進入職場的最後一

道專業防線，也是師資培育機構可以

再次確認與教導如何在教育職場上，

表現合乎倫理的最佳時機。因此當一

個國家的教師專業以此階段為落實學

生安全維護觀念的培訓時期，應是教

師在該項專業工作行為與態度的最佳

養成期。反之，當法定條文闕如，教

師工作項目規定產生漏洞，教師的工

作就容易產生問題。 

四、教師導護問題的解決之道 

本節將細談臺中市教師拒站導護

事件，並進一步探討其解決之道。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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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拒站導護事件，導致教師職業工

會向「勞工局」提出申請，針對此一

權責問題，進行法律的仲裁 （張菁

雅、林曉雲， 2016.3.4）。此仲裁案件，

引起社會各界人士對學生安全維護工

作的多元看法。 

對仲裁案持贊成態度的群體中，

臺中市教師職業工會的論點是教師無

交通指揮權，而且接送學生上下學應

屬於家長的責任，所以教師不應站導

護。全國教師總聯會（全教總，

2016.3.3）也支持以仲裁來解決導護工

作的爭議，並且指出法律條文並沒有

該項義務規定。最後，一位大學教授

認為教師的天職是教學，不應為廉價

社會當急救包，哪裡有需要，就找教

師出來幫忙處理，並且指出政府應當

編列預算請保全人員來處理此項工作

（許秩維，2016）。 

相對地，在反對方中，全國校長

協會理事長薛春光（王承中，2016）

認為學校教師因為有學生，才有存在

的價值。教師如果不站導護，對學生

的安全會產生很大的威脅。另外，全

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吳福濱（王承

中，2016）認為學生為教育的主體，

凡事應以學生為考量中心，不應由家

長或校長承擔導護的責任。吳理事長

提議將導護納入教師聘約的規定事

項。教育部次長林騰蛟也不贊成勞工

仲裁，認為學生在哪，教師就在哪；

家長站導護，教師沒理由不執行此項

任務 （陳至中，2016）。 

從以上多元觀點中，不難發現，

正反雙方都站在各自認同的觀點上提

出說詞，缺少對對方論點的同情和支

持。贊成仲裁案的正方包括教師工

會、教師總聯會和大學教授，而反方

則由校長團體、家長團體和教育部組

成。其間，贊成方認為教師無交通指

揮權和法律條文規定的義務，所以需

要透過勞工局仲裁，讓導護從教師工

作中除去，而讓家長承擔；也有人認

為教師的天職是教學，並忽略學生安

全維護工作在教師專業上的必要性。

另一方則反對仲裁，因為他們擔心如

果仲裁結果把導護從教師專業工作項

目中除去，將對學生安全產生威脅，

並且導致校長要為此事擔心，教師也

失去對主體學生所需要的事進行關注

的機會；也有人提議在約聘書上加註

此工作項目。這些論點各持其理，互

不相讓。 

事實上，解決類似導護仲裁事

件，需要回到專業本質如何影響專業

倫理的論證上。專業的存在是為了回

應專業服務對象的需求。以教育為

例，教育的主體就是學生，因此，除

了其他專業工作項目外，教師維護學

生的安全是專業職責之所在，乃不爭

的事實。然而工作上遇到困境是難免

的，就如教師無交通指揮權是一項事

實，也是一種困境。面對這困境，教

師與學校當局需要做的是一起面對和

督促教育當局決策出相關配套，以有

效解決這困境；而不是轉而考慮學生

安全維護工作的取捨問題。再者，教

師遇到導護困境，而嘗試將學生安全

維護的工作，推給家長或校長，是不

專業、不負責任的作法，因為這種作

法將造成家長或校長無法專心從事份

內該做的社會生產活動，從而促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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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必要的怨懟氣氛。這種處理方

式，長期以往，將對教師專業的信任

造成嚴重傷害。 

學生是教師專業的中心，信任是

專 業 尊 嚴 的 來 源 （ The Victorian 

Teaching Profession Code of Conduct, 

2015）。歷年來教師們為了維護學生的

權益，向來努力不懈。如今因為規範

的缺失，加上民意高漲，造成親師間

紛爭頻傳，更導致社會大眾對教師專

業信任的動搖，都是遺憾的事情。 

準此，為了挽救教師專業的形

象，並解決學生安全維護問題，當務

之急，應該是教育當局和全國教總會

聯手盡快對法律進行周延嚴謹的修

訂，使教師工作於法有據，並且應該

受到法律充分的保障。如此，將能幫

助教師工作進退有據，並且減少親師

間的摩擦與紛爭。 

五、結語 

根據各國教師專業倫理準則的探

究發現，臺灣是所有探究的國家當

中，唯一缺乏在學生安全維護上具備

明確規範的國家。其他國家由於具備

學生安全維護的專業倫理規範，導護

工作順理成章地歸屬於教師的專業工

作之一，教師也因而必須學習該規範

的知識與切實實施，並且定期接受該

規範的評鑑，以確保該該規範的實務

品質。 

反觀臺灣則因為這種倫理準則的

缺失，導致導護工作上的紛爭頻傳與

工作落實的困難。首先，缺乏法律規

範與支持的情況，促使教師在導護工

作上遇到困難時，不是專注在尋求解

決之道，而是轉身考慮透過法律仲

裁，試圖將此專業工作移轉到家長或

校長身上，因而造成相關人士工作上

無法專注，並動搖其對教師的專業信

任。另外全國教師自律公約，因為缺

乏倫理準則的規範，教師無法如某些

先進國家一般，在各個成長階段，尤

其是職前師資培育階段，進行相關知

識素養的灌輸與培育，更造成有些教

師對此工作項目不以為然的態度，嚴

重影響社會對教師專業的觀感。 

從各國教師專業倫理規範的探究

結果發現，臺灣現行教師專業倫理對

學生安全維護的法規呈現缺失狀態，

造成諸多的教師專業行為問題。因

此，本文強烈建議教育當局和全國教

師總會應該聯手合作，針對學生安全

維護的議題，制定相應的教師專業倫

理法條，以釐清教師的專業職責，幫

助教師遇到道德困境時，能有所遵

循，並在回應責任的工作中，重新找

回社會大眾對教師專業的信任，並重

拾教師應有的專業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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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化社會職場倫理、專業發展，輕重問題？重構問題！ 
何慧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系退休教師 

永井正武 

日本帝京大学理工学部退休教授 

 

一、前言 

21 世紀，學校不可不教的是什

麼，或至少該教的是什麼？職場倫理

規範與專業職能發展，孰輕孰重？對

於 2003 年北市抗 SARS 醫護人員犧

牲、2011 年福島核災災民自律表現、

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無私援助，職

場倫理發展亟待補強元素是什麼？面

向全球經濟與工業 4.0 構建態勢，知識

經濟與創意經濟成為重中之重，職場

專業核心要素又是什麼？ 

盱衡教育發展及其沿革，基礎教

育是國民人格與社會建設的利基，高

等教育影響國家發展與文明精進，二

者具程序關係。今日，在教育普及與

科技文明下，人與社會、科技、生態

發展漸次凌駕人與己關係扎根。有鑑

於，社會多元化與歧異性、經濟發展

科技化與功能性，以及生態週期與有

限性，理性辨識、專業實踐與價值選

擇是職場不可或缺要素。 

 e 化社會職場倫理、專業發展，孰

輕孰重？倫理與專業不再是主觀性問

題，本文旨在凸顯：（1）展延性，e 化

社會是工業社會繼起新形態社會；（2）

認知性，認知理性與 e 化制度協定、

網路社會與實體社會交互作用；（3）

應用性，一則自律與社會化中體現專

業性格（professional character），二則

專業具操作性與可評比性。 

二、建構基礎理論框架 

面向數位科技翻轉世界實體趨勢

氛圍，未來世界發展，列舉要素如下： 

(一) 網路社會 

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資通訊

科技在手與腦、需求與目標持續性整

合下，網路社會與實體社會並行運

作，可見影響：（1）網路社會催生實

體社會動態變遷；（2）型塑多元價值

與開放的網民社會；（3）發揮經濟性、

政治性與知識性功能。 

概括言之，網路社會構建利基：

（1）提供資訊化與標準化溝通平臺、

（2）推進數位達爾文主義發展、（3）

匯聚多元媒體大熔爐。實體世界發展

趨勢：（1）決策-目標與功能取向、（2）

現代化-科技與速率取向、（3）績效-

任務與創新取向。 

數位紀元，教育與人力資源重要

性凌駕機械與自然資源之上，從而數

位科技發展成為政治、經濟與教育關

注的焦點。今日，針對全球貧富差距

與青年就業問題日益嚴峻現象，利益

關係人透過網路網絡發聲，網路社會

新增社會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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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業 4.0 

2011 年，工業 4.0 概念（Industry 

4.0）（Kagermann, Lukas, & Wahlster, 

2011）在 Hannover 工業博覽會首次提

出；2014 年，Nürnberg 國際自動化會

展揭示聯網生產（Internet of Things, 

IoT）與智慧製造；2015 年，Nürnberg

全球嵌入式技術會展體現靈巧精簡與

高速存取概念，預示智慧生產與製造

是不可逆趨勢。 

工業 4.0 組成主要部分，歸納如

下：（1）通訊傳播科技及其設備、（2）

資訊數位化及其數據庫建置、（3）經

理人/團隊，其中，W3C 網路協定是基

礎建設（infrastructure），據以連結（1）

與（2），構造新形態數位網絡，有謂

物聯網，（3）經理人/團隊居間經營與

優化由需求、設計、模擬、製造到生

產的價值鏈。 

工業 4.0 新經濟生產模式，勾勒如

下特色：（1）動態網絡：集目的、數

據、數位化與可修正性之網絡；（2）

顧客中心：B2C、B2B 模式漸次轉換

為 C2B（Consumer-to-Business）模式；

（3）決策策略：辨識、目標、執行、

回饋。工業 4.0 開啟由知到行的決策生

態策略思維、由執行操作到目標檢核

的系統思考。 

(三) 生態經濟 

「現在是智慧的年頭，同時也是

愚昧的年頭。」面向全球化發展趨勢，

科技文明、物質富裕程度有目共睹，

相反的，全球暖化、聖嬰現象、能源

耗竭、70 億人口、種族滅絕則是史無

前例。今日，全球籠罩於「又平、又

熱、又擠」氛圍（Friedman, 2008）。 

Chief Seattle 在《西雅圖的天空》

書中（孟祥森譯，1998）呼籲人與自

然和諧共生。生態問題複雜，影響因

素多元，如污染、浪費、廢棄物、濫

墾濫伐等等。概括言之，生態問題是

經濟問題，並且是’Think, Live, Save’

跨代平等生存的倫理問題。 

有鑑於，科技與經濟「增長熱」，

20 世紀 70 年代，《單向度的人》批判

工具理性唯一性（Marcuse, 1991），深

度生態學（deep ecology）提出生態本

位概念（Næ ss, 1989）。今日，生態系

統平衡破壞嚴重性不敵社會性、經濟

性問題受到重視。 

綜合上述，可見未來，在工業 4.0

助益下，網路社會與實體世界變革愈

形頻繁與複雜。e 化社會現象：（1）科

技文明商品化，社會價值重組、物化

與人己異化；（2）自然資源耗竭、工

業化與現代化負荷，以及生態系統平

衡破壞；（3）數據、績效與動態取向

之職業生態認知及其實踐發展。最

後，運用數理工具 MSM（Matrix based 

Structure Modeling）（Nagai, & Tsai, 

2013）表徵時代要素之關係結構（見

圖 1），助益：（1）掌握整體結構、（2）

溝通互動、（3）後設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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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e 化社會核心要素關係結構 MSM 

 

三、分析與討論 

依據上述構建基礎理論框架，自

標準化、專業化與 e 共生分析與討論

職場倫理、專業發展概況。 

(一) 標準化 

有鑑於，通訊與資訊構築社會變

得複雜，建置標準化基礎工程浮上檯

面，1983 年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提出軟體硬體

網路互連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OSI)，藉以體現：（1）

相容性-標準國際化、（2）評鑑性-智慧

產品與品質、（3）流通性-平等互惠與

效率。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資訊化、

數位化成為各國政經與教育現代化指

標，今在工業 4.0 助益下，可見變革：

（1）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產業進一步發展、（2）

數據取向決策態勢指日可期、（3）標

準化協定（protocol of standardization）

成為網路社會與實體世界溝通互動依

據。 

對於人工智慧 AlphaGo 在博弈中

勝出現象，可見旨趣：（1）堅定數據

取向決策策略、標準化工程利基性、

（2）職場規範由人與事範疇轉向有效

專業共識結構協定與實踐力評比、（3）

速度、精準與達標。職場不適行徑如

公器私用、朋黨比周、弱肉強食、專

業濫用，無關乎教育與專業，而是人

格特質與修養、價值理性與選擇問題。 

(二) 專業化 

教育歷經 1970、80 年代以至今日

之多元論述、改制與典範轉移，其專

業性、科學性與跨科際整合性漸次躋

身於科學學術之列（何慧群、永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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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2015）。現代教育發展不是意識形

態更迭，更非素樸公共化與市場化辯

證，相反的，教育沿革及其發展業由

要素構建、同課異構/差異教學到標準

化評鑑、學用合一與動態應變。 

依據教育與人力資源論觀點，程

序不是政策制訂的核心問題，理性教

育箇中關鍵是：（1）理論與實務轉換，

如 Deming Cycle，由目標-工具到診斷-

行動週期精進（Deming, 1986）；（2）

歧異與差異，涵蓋教師/學校、學生/

同儕、家長與地域；（3）國家政經發

展宏觀調控策略與教育正義方案規劃

（何慧群、永井正武，2013）。 

1809 年，Humboldt-University 創

立，主體、用合一，即對內倡導學術

自由、整合教學與研究，對外擔負知

識探究與學術發展終極目標。今日，

業界以超越十倍速推進心生產模式，

產官學功能合作是趨勢（何慧群、永

井正武，2016），專業力與具操作性決

策策略是關鍵核心。職場專業變革由

文憑主義、專業實踐到機動應變。 

(三) e-共生 

「知識就是力量」，科技文明發展

反映人的智力與智能無限可能。人類

在《追求卓越》（Peters, & Waterman, Jr., 

2004）驅動下，生物科技發展由複製

動物、基因改造食品到醫療貢獻醫技

服務；資通訊科技創造《世界是平的》

（ Friedman, 2005 ）、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數位科技開啟工業 4.0

新經濟生產模式、走動式學習等。 

關於科技、自然生態與人文社會

先後浮現棘手問題，前者如《不願面

對的真相》（Gore, 2006）、《成長的極

限》（Meadows, Meadows, & Randers, 

2004），後者如《M 型社會》（大前研

一，2006）、《下流社會》（吳忠恩譯，

2006）。有鑑於，e 化社會是不可逆發

展，認知-readiness、情意-discipline、

行為-management 亟待優化。 

面向數位紀元變革，以心態調適

逆勢操作，如《慢活》（Honoré, 2005）、

《快樂經濟學》（Layard, 2011），非長

久之計；相反的，運用 e-科技平臺優

化系統思考：（1）體用相依-正視《兩

種文化》（Snow, 1998）到《反對完美》

辯證（Sandel, 2009）；（2）雙贏-以競

和策略取代賽局意識；（3）共生-經濟

與自然生態演化與依存。 

綜合上述，面向數位紀元，群概

念凌駕個人概念之上，職場倫理與專

業發展，歸納如下：（1）以 Deming 

Cycle 作為專業精進參考框架；（2）人

為用、事為體：人的部分，自律是根

本、組織規範與專業個性是核心；事

的部分，生態系統思考、專業共識與

協定、參與與體現競和策略；（3）可

評比的專業力與決策策略。同上，運

用 MSM 結構分析時代倫理與專業要

素之結構關係（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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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 化社會職場倫理、專業結構分析 MSM 

 

最後，運用 MSM 並列圖 1 與圖

2，一則綜覽數位紀元之職場倫理、專

業關係結構，二則可得 e 化社會核心

要素關係結構及其職場倫理、專業之

結構分析（見圖 3）。圖 3 顯示，未來

e 化社會，專業在標準化協定基礎上推

進工業 4.0 新經濟生產模式，據以：（1）

經營生態經濟、優化生活品質與 e 共

生；（2）正視物化與生活品質、異化

與幸福指數間衝突性；（3）體現教育

專業於專業實踐與機動應變。 

 
圖 3：e 化社會要素結構分析 MSM 

 

四、結論 

數位紀元，網路社會是實體世界

運作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工業 4.0 不無

催生新形態社會可能。其次，人工智

慧 AlphaGo 呈現以群為單位的工作模

式，群的組合有數據庫、專業共識與

分工、決策策略。 

e 化社會以十倍速運作，職場倫

理、專業發展由傳統個人本位轉換為

集人事物本位，人是人-機或團隊、事

是目標任務、物是場域與資源，專業

力與決策策略是工具，專業個性與生

態觀體現於問題解決與任務執行。 

最後，運用數理工具 MSM 表徵與

結構分析 e 化社會職場倫理、專業發

展，藉以：（1）表徵要素與要素之系

統結構、（2）提供簡潔扼要與反餽迴

路之階層結構、（3）示範教育研究另

類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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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倫理教學還欠缺什麼－從二個外緣問題談起 
李真文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兼地方教育輔導組組長 

 

一、前言 

職業無分貴賤，對社會分工而

言，每項職業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個

人存在於分工社會的價值，在於扮演

好社會職務的角色，發揮分工合作之

最佳效能。若從事該職業的人做事不

認真、不負責，甚至違法亂紀，足使

外行人對這項職業的專業性抱以質

疑。或說內部人士，例如：老闆或管

理者，也常常抱怨招募不到合適員

工，或忠誠度不足、流動率過高，影

響績效運作。又時以爾虞我詐，明爭

暗鬥，致使職場氣氛詭譎，不利團結

和諧。理應選對職業，找到好工作，

最後在該處寄以安身立命的場域。但

此中湧現的各種紛爭與眉角，幾乎不

脫倫理之範疇，其座落於職業倫理、

專業倫理與職場倫理交融的區塊之

中。 

廣業而言，倫理規範是為了保證

各種職業的專業展現，從而各盡社會

責任，保障眾人福祉的實現。職業倫

理或職業道德規範的是特定職業從業

者之社會責任；專業倫理亦相仿，唯

專業更有其區別於其他半專業或非專

業職業的高標準要求；職場倫理則是

職人在工作場域中所應遵守的各種規

範。三種倫理互有重疊，但吾人的重

新探究，關注的不是規範有那些，或

其如何產生，而是這樣規範之目的適

切性與意義的價值性。它將不會簡化

為職場生存手冊，或是員工寶典，而

是從我們對職業、工作、勞動、經濟、

社會分工等相關概念，以及與人類的

精神性與生命意義相近的議題中去重

新審酌思考，得出的動態調整原則。

故本文擬從勞動工作的意義，進入勞

動異化的轉折，再走向有意義的工作

如何參與的脈絡，除了職人角度外，

並就「消費者心理」與「專業至上」

的二個外緣問題審視，期能對職場倫

理教學內涵面向上加以補充。 

二、從勞動異化到有意義的工作 

為了生存，人必須勞動。如佛禪

所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以勞動

來回敬天地養育之恩。又或《聖經》

所提：「人受造不是為了逸樂，而是為

了工作」「我父工作直至如今，我也作

工」。工作，是上帝給予人類的基本使

命，其本身即是人存在的價值，也是

崇敬上帝的一種存在方式，更可說是

「我工作，故我在」的體現（李志鴻，

2001）。  

勞動的神聖意義，除了形上學的

價值外，亦是為了人類為彼此生產而

存在，如馬克思所言：「不論是生產本

身中人的活動的交換，還是人的產品

的交換，其意義都相當於類活動和類

精神－它們的真實的、有意識的、真

正的存在，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

受。」所有人的勞動活動（人與人的

交往）呈顯著「一多互攝」的社會的

人的存有狀態（伍至學，1993）。換言

之，人的勞動是其本質的顯現，透過

活動的參與或是產品的交換，將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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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意義投顯於中，並與其他社會成

員共在。因此，從事一項工作本身即

是社會參與。 

馬克思批判的是，進入私有制及

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疏離了勞動者的

生命，工人從屬於資方，其參與勞動

僅是為了餬口，在其中沒有自我，所

勞動的產品愈是什麼，自己愈不是什

麼（陳學齡，1983；伍至學，1993），

勞動者喪失對工作的主體性，反而成

為工作的奴役，工作不再是生存的目

的，而成了生存的手段（李志鴻，

2001），以致出現勞動異化的弔詭，愈

是從事勞動以求生存，愈是離自身的

生命意義愈遙遠。可是，圖個溫飽的

基本需求還是難以退讓，如何將五斗

米折腰的無奈轉化成有意義的勞動參

與，化解勞資二方對立架構，並在供

需兩造的經濟環節與全體生態平衡間

取捨折衝，使得進入職場的勞動成為

從 事 有 意 義 的 工 作 （ meaningful 

work）。 

有意義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被視為

人類基本需求，因其可滿足人對自

由、自主與尊嚴的旨趣（Yeoman，

2014）。然而，有工作與從事「有意義

的工作」間存在著鴻溝，有意義的工

作能給予多數人有機會護養其自尊，

施展人的本質能力，對人類的幸福感

之發展是必要的，而唯有透過就業才

能將有意義的工作與個人自尊把握在

手（Attfield, 1984）。因此，人還是以

進入職場方能確保其有機會自我實現

為前提。 

 

但有意義的工作有工作的條件

（客觀面向）和勞工的感受（主觀面

向）兩方面的視域，兩者亦有著難以

協調的落差（Ciulla, 2000）。工作的條

件，包含了職場的制度與管理以及福

利保障是否可以滿足勞工的各種需

求，其升遷獎勵可否激發勞工的能力

與潛能，以創造個人與組織的最佳績

效。管理者的領導風格，同事之間的

工作氣氛等，能否使勞工認定其即為

安身立命之地。勞工的感受，則是受

到工作的條件以及個人能力與價值觀

的影響（Michaelson, et al, 2014）。儘管

個人價值觀不同致使有意義的工作會

有極大的差異，但從道德價值來說，

其也必須是符合社會認同的，畢竟從

事恐怖攻擊即使符合了主客觀的要

件，還是不被視為有意義的工作

（Michaelson, 2009）。 

若以康德的視域來說，有意義的

工作基本上反映了幾項特質：1.有意義

的工作是可以自由加入的工作；2.可以

准許員工保有其自主與獨立；3.可以使

其發展理性的能力；4.可以提供其合適

生活的待遇；5.能支持其道德之發展；

6.不會阻撓其如何實現其幸福（Bowie, 

1998）。但這樣的特質似乎僅以企業應

提供員工的工作條件來看待，可是，

老闆有其道德義務要提供有意義的工

作嗎？員工有其道德義務去追尋有意

義的工作嗎（ Michaelson, et al. ，

2014）？ 

當今新興且更具彈性的工作型態

增加，如：兼職、季節性工作、機動

的上班時間、固定總工時、契約外包、

工 作 分 攤 等 ， 出 現 「 個 人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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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ization）的現象（McGovern 

et al., 2007）。不論這種現象的出現是

受到經濟景氣的影響，或是隨著後現

代氛圍漸濃的渲染，個人工作價值體

系儼然已轉變，不再依附於公司或企

業，甚至是工會，而是基於自己對於

自己負有義務，不再背負社會期待，

純是一種個人的自利與自戀（Beck & 

Beck-Gernsheim, 2006 ； 王 之 相 ，

2015）。因此，職場倫理已非公司與員

工間的契約關係可以涵蓋，它也不再

具有賣身契的約束，亦非公司獲利與

員工幸福的正負相關可以解釋。可以

做的，則是重新回到職人與其外緣關

係的變動來思考職場倫理的可能。 

三、從職人及其外緣的角度思考

職場倫理 

職場倫理相關教科書的諄諄教

誨，一向標榜著兼顧職人角度與公司

組織效能及社會責任的角度來思考。

其重視職場中的人己關係，完善自我

的成長，在職場生涯發揮最好的表

現。透過這些發展自己有異於組織的

個性與特長的需要，以達到組織中需

要達到的職業倫理與道德的最基本態

度與要求（楊政學，1998）。但職場倫

理的原理原則又如同員工的指導手

冊，一般的告誡是期盼員工能具備：

1.遵守工作規範；2.服從上級指令；3.

遵守公司機密；4.提升工作效率；5.表

現忠誠態度；6.發揮團隊精神；7.尊重

他人隱私等基本態度（陳鎰明、鮑騏

騏，2014；邱茂城、王昭明、吳育升，

2009），才稱得上是遵守職場倫理的好

伙伴。 

職場倫理的難題，始自於企業組

織甄選合適員工開始，如何兼顧公平

與卓越，在就業平等與企業需求的兩

端求取最佳模式。挖角的、獵人頭的、

空降的、重金禮聘的外人，與參酌年

資、輩份，予以拔擢的內升人員，這

種考量適才適所與團體最佳效能的權

衡，磨合著員工與老闆的智慧。 

再者，倫理看似專業的要求，實

際上恐成了人權的侵犯。企業主總是

希望員工好用又耐操，領較少的薪

資，做最多的事。上班兢兢業業，下

班隨時待命。加班毫無怨言，分紅亦

不貪求。然而，為什麼要別人犧牲奉

獻，才能展現其對組織的認同，以及

對專業的熱情？倫理要求的承諾彷彿

是無私奉獻，這是老闆症候群，也是

幻想曲！儘管華人的基本倫理乃以忠

孝為底，而今對職人個體來說，對公

司的忠誠並非首要的倫理，尤其是在

階層性愈明顯的公司，更是墊底的選

項（Oakley & Lynch, 2000）。因此，若

企業主無法善待員工，自然得不到員

工的奉獻精神。 

職場中最大的挑戰，不外乎是小

我與大我間的拉扯。是要犧牲小我完

成大我的成全，還是要滿足小我捨棄

大我的保全，端視個人價值觀的層

級，也涉及到個人人格的完整性。諸

多兩難，超越了個人與公司，有時更

需要提升至國家社會乃至於全人類的

角度來取捨，才不致於淪為苟且。像

是美國前中情局史諾登爆料事件，即

是這類倫理難題的極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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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一項常被忽略的問題是生涯

選擇的問題：「職人如何認識個人是否

適合從事某個職業？」若不想從事該

份工作，則不會產生工作熱情與承

諾。由於現代人未必每個人都清楚自

己想要或適合從事那一個職業，有些

人的生涯選擇甚至是家人代為決定，

因此，自己沒有興趣或是不適合從事

的職業，自然容易離職或跳槽。對流

動的員工來說，職場倫理絕對不會產

生緊箍咒之效。 

此外，筆者擬從二個外緣的角度

來反思職場倫理的連動範疇： 

(一) 外緣問題一：消費者心理取向 

多數消費者也成為某種倫理規範

的共犯，讓企業主或管理者有機可

趁，從而由正式制度或潛規則的方式

指使其部屬順服並執行，以下即二個

常見心理之提問： 

1. 為什麼每樣東西都要俗又大碗？ 

俗又大碗的撿便宜心態，間接使

得製造者必須迎合這樣的市場需求，

因此，必須降低人力成本，使得平均

薪資難以調漲；必須降低原物料成

本，只好以次級品或劣級品代替。血

汗工廠或是黑心企業，不就是呼應了

這樣的消費者心聲而誕生的嗎？俗又

大碗，則只會造就劣質粗糙的心力投

入，因為用過即丟，丟了再買的循環，

使得消費者並不珍惜商品，商品既非

生產者的嘔心瀝血之作，又遭到消費

者的無情對待，其廢棄造成環境污染

不說，更受傷的是員工的勞動永遠異

化與被剝削。很難想像在沒有人權保

障的工作環境中，會存在合理的職場

倫理。唯有反映合理利潤，並將利潤

回饋給勞動參與者，才可能恢復人性

化的職場倫理。  

2. 為什麼別人要將你奉為至上？ 

閣下至上的待客之禮，已漸被「老

子有錢，所以你要服侍我」的庸俗心

態給取代。但為什麼吃個飯要搞得別

人對你低聲下氣，讓你頤指氣使的。

金錢若只能滿足你的欲求，而不能變

化你的氣質，那麼金錢換來的尊重並

不真實。我們的社會似乎也不會為羞

辱服務工作者而感到內疚，但若如果

你知道雇工只領到最低工資，常處於

絕望與喪氣中，要求他/她們在提供服

務時擠出一絲笑容，的確強人所難（林

麗雪譯，2016）。倫理可不是規範下人

用的，要求好的服務，應該也要替服

務者的福祉著想才行。 

以上二個問題主要反映消費者的

自私自利現象，這當然可能威脅到社

會秩序（Ritzer,et al., 2001），也間接促

使某些不合理的職場倫理存在。在認

知上，消費活動本身自有其獨立的意

義，對自己好一點「也並沒有甚麼不

對」之自我意識，這種新個人主義並

不會感到不好意思（Ransome, 2005）。

消費者自我膨脹，自我犒賞，拿著自

己辛苦賺來的錢大肆花費甚至炫耀的

觀念，其實便是職場倫理中外緣的首

要問題。除非消費者可以認同自身做

為轉化此種現象的能動者，其於日常

的消費中連結到實現人權、環保、民

主等「公共價值」的面向，形成對公

共有益的集體行動，展現有益於社會

發展的正面影響力（Trentmann，2007；

張春炎，2015；鄭陸霖，2014）。否則

職場倫理教學還是難擋市場競爭下形

塑回公司內部的各種不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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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緣問題二：專業至上取向 

專業分工愈細，則專業間的敵視

情況愈嚴重。這種敵視不只是內行人

間的文人相輕而已，還包括與其他行

業間的相互競爭。專業合作，有時可

能演變成專業互鬥，誰也不服誰？以

下即是二個常見現象之反問：  

1. 為什麼政治正確可以凌遲專業？ 

上頭指示的即是正確的，風向

球隨著主管的莫名遠見而轉呀

轉！官威浩大，只好臣服。向來都

是政治引導專業，而不是專業輔佐

政治。在政治正確的強勢主導下，

倫理如同牆頭草測試題，順向者

生，逆向者亡。按理來說，專業的

存在是為了提供其他社會成員最

佳的社會服務，使社會成員間能透

過彼此的擅長而獲得高水準的福

祉保障。儘管政治正確未必都是

錯，有時為了對抗不公義或彌補錯

誤，採取的必要手段，的確可以贏

得喝采。但有時其也未必正確，更

令人憂慮的則是完全不理會專業

建議而一意孤行，這種政治豪賭絕

對是殘害專業倫理。 

2. 為什麼專業可以凌駕一切？ 

很多專家都罹患傲慢症，如果

其標榜的專業可以換來社會地位

的尊崇的話，這種傲慢症候群愈是

嚴重。訴諸專業，固然是好事，但

只能以專業來行事，恐怕也不是每

個人的風格。專業倫理是要求專業

從業人員提供最佳的作法建議，而

非取代他人的決定。當大家都訴諸

於專業，彼此互不相讓，其造成的

倫理難題又豈易解決？ 

「恐龍╳╳」的稱謂，意謂著

該專業從業人員如化石般的存

在，嚴重地與現實脫節。專業在其

固有領域中的進展，成為內行人自

我取悅的資糧。但何以專業中的路

徑會走向恐龍的死巷？是外行人

學識太淺薄而無法欣賞專業人士

的深思熟慮，還是內行人的自我鍛

錬岔上了走火入魔之途而不自

知。是要在內行人中取暖地修補自

身的倫理，或是應開放其他領域的

高見來琢磨自己的倫理？專業不

應該困在象牙塔而自以為身在天

堂，應該有更貼近人間與眾生共商

的作法。 

四、職場倫理課程與教學的外延

（代結語） 

臺灣社會肇生諸多違反職場倫理

的案件，有志之士感慨現今教育太重

知識或技術，反而對品格的培養較少

重視，才會導致社會亂象叢生（陳美

玲、徐定華，2011）。然而，專業倫理

與道德教育課程的實踐，不僅是純粹

知識性、客觀的教學的活動而已，它

還涉及倫理或道德在具體生活中的落

實問題。換言之，專業倫理與道德教

育課程，必須貫通「知識活動」與「實

踐活動」，並且將兩者融合為一（黃俊

傑，2002）。 

由本文初步的探討可知，職場倫

理教學本身大多聚集於某項職業別的

專業養成與規範，但職場倫理的重要

性，不光是像從業人員的護身保典而

已，更應該成為職場生活哲理的判斷

規準，使職人們在職場上更清楚自己

的角色定位，從而對人對事對物，都

能誠敬以待。本文以職人角度與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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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緣問題談起，以為未來在職場倫理

課程內涵上尚需加強：生涯輔導教

育、消費者教育以及高層次跨界域的

倫理思辨教育。 

隨著第二次機器時代的來臨，電

腦取代人類工作之危機，將迫使人們

不斷更換其職業以求生。職場的不穩

定性提高，倫理的違犯與更動勢必更

加頻繁。生涯輔導教育，能讓學生更

認識自己適合從事的職業，亦能從工

作中累積轉職所需的關鍵能力，如

此，到了另一個職場則又能貢獻心

力，成就個人與組織。 

再者，必須推動消費者教育，使

之進行綠色消費或是公平消費，這種

消費者意識的抬頭，將不再是消費者

是大王的享受心態，而是消費者的公

民運動。 

最後，則是高層次跨界域的倫理

思辨教育，能夠在跨域專業間取得相

互認識與調適，專業之間彼此可以對

話交流，是互為主體的尊重，以卸除

各門戶的專業至上偏鋒。 

目前國內職場倫理課程之開設以

技專校院居多，技職學校的專業科系

開設的「職業倫理」課程，多半是以

專業為主體發展的職業倫理，其課程

又分兩部分：基礎倫理與專業倫理。

在基礎倫理部分，主要是以倫理情感

與行動教育為核心；在專業倫理部分

則以倫理思辨教育為主。這樣的開設

還是限於自身的專業，並未跨出專業

之外。若是課程內容可以包含倫理思

維的介紹，生命倫理、生活倫理的意

義，環境倫理的面對，及討論倫理在

現代社會中可能產生的悖論；課程的

核心應運用抉擇與體驗的方式，讓學

生透過自我的經驗來進行抉擇，面對

責任（耿慧玲，2009）。並且納入筆者

從外緣問題所提的建議，相信國內的

職場倫理教學將於日後於各職場中顯

現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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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公務機構之職場倫理 
徐淑敏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一個國家能夠順利運行，政府機

構在制定與執行各項政策時，有賴於

行政人員的參與，因此在行政體系中

公務人員的職場倫理就顯得格外重

要。廉能政府向來為人民所追求與期

望的目標。在現今價值多元的社會

中，鞏固民主行政的基礎和落實倫理

的價值更形重要。在公務職場上需要

各個部門及人員通力合作，始能順利

完成各項政策。然而部門間與成員間

無法避免摩擦，如何有效解決衝突與

分歧，使公共利益和社會正義得以實

現，職場倫理更顯重要。 

何謂公共行政中的職場倫理？考

試院於文官制度興革規劃方案揭示

「廉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

五大核心價值，作為公務員執行職務

及行為處事之原則。公務員該具備的

職場倫理，包括：第一、行政倫理，

強調行政中立，身為公務員應該不分

黨派，維持政治中立，在做決策時維

持客觀中立及公平的超然的立場，以

國家、人民的整體利益為考慮。第二、

專業倫理，當政策涉及專業，決策者

無法憑自身知識處理時，必須請政策

分析人員協助。政策分析人員在處理

專業方面的倫理道德問題時，應該遵

循專業倫理所涵蓋的道德價值觀與行

為規範。第三是個人倫理，其講求的

不是外在的標準與規則，而是重視行

為者內在的看法，Harmon 指出公務員

需具有自我反省和團體合作的能力。 

本文就專業倫理的部分進一步說

明，許多政策因涉及專業，必須請政

策分析人員提供分析結果，協助首長

做為決策的依據，政策分析人員在從

事分析工作時可能面對的倫理責任有

以下四種： 

(一) 關於個人利益的問題 

當政策分析人員在擬定方案或衡

量標準時可能會受到各方面的影響，

例如自身利益、首長的立場、大眾媒

體的壓力等而誤導政策分析的結果，

尤其是在政府部門工作，可能會有假

公濟私的嫌疑。 

(二) 事實與價值判斷的問題 

政策分析人員不應有先入為主的

觀念，若專業與價值無法區分，而誤

導決策者或民眾，將導致分析結果的

不公正與不正確。 

(三) 價值判斷的問題 

任何政策一定會涉及價值判斷，

政策分析人員無論是基於何種立場或

價值判斷，都應使民眾能夠了解和審

視其過程。須清楚交代才能形成強而

有力的政策論據，使民眾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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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參與 

當政策問題與人民相關時，應傾

聽人民的聲音。積極鼓勵民眾參與，

舉辦公聽會、座談會等，以了解民眾

想法。若忽視民意可能造成政策執行

不力，困難度也會提升。 

然而，在政策分析人員與首長間

的互動中發生價值衝突和意見分歧

時，政策分析人員該如何選擇？

Hirschman、weimer、vining 和朱宏志

等多位學者提出以下幾種解決途徑： 

1. 直言與抗議策略：向首長表達抗

議，藉此改變決策。若不成功則繼

續向上挑戰，表達自己不同的意

見，但此舉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2. 離職與離開策略：當意見表達後仍

無法得到適當的回應時，選擇離

開。 

3. 最後通牒：向首長發出最後通牒，

試圖影響決策者。 

4. 不忠誠策略：此將涉及道德上的問

題，例如洩密給所屬機關以外的人

員。近年來，個資法倍受重視，保

密在倫理道德上十分重要。 

5. 辭職時揭發：政策分析人員在辭職

時，揭露該機關倫理道德上的缺

失。 

6. 直言到制止：政策分析人員採取直

言抗辯到首長停止策略為止，並運

用大眾傳播媒體揭露此政策對民

眾和國家的不利之處。 

7. 顛覆策略：破壞或阻止政策的執

行。 

政策分析人員一旦面臨與首長價

值衝突時，通常不是違背自己的良心

去服從首長的指示，便是選擇傷害首

長的利益和名聲。為避免陷入此種窘

境，一開始便需慎選首長。上述七大

解決途徑中，如何選擇因人而異，與

其個性、價值觀和處事態度相關。本

文認為前三項是較為穩妥的作法，政

策分析人員應具備與長官溝通的能

力，面對權責時應該直言不諱，而首

長也應有雅量，接納不同的意見。政

策分析人員若直言抗辯仍得不到首長

認同，又不願意採取首長的指示時，

離職去尋求與自己理念相近的首長為

另一抉擇。職場上講求道德操守，能

力再好，若無道德一切都是空談。上

述所提的不忠誠策略和顛覆策略，本

文認為不可行。 

總而言之，政策分析人員應該維

持自己的專業精神，不能一味的聽從

首長而摒棄專業良知做出錯誤的分

析，然而也不能完全不考慮首長的政

治立場，必須兼顧此兩項，並在其間

取得平衡，做出綜合性的考量。公務

員的職場倫理可以顯現其個人價值，

無論對所屬職務的態度、面臨衝突、

或是與同事和長官間的互動等皆須符

合倫理道德的規範，以打造廉能和有

效率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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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孟子哲學」課程示例溶滲式倫理教學 
陳雪麗 

華梵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暨哲學文創學程召集人 

 

一、前言：職場態度，世代差距 

電影「我的少女時代」，成年林真

心終日埋首工作，順從老闆臨時要求

加班的命令，聽到年輕部屬奚落：「誰

要跟她一樣啊？工作超時，薪水又不

夠用。她把公司當家人，公司把她當

畜牲。誰要跟她一樣啊，那不就很衰。」 

她頹喪自問：「十八歲的我，如果

在街上偶然遇到這個女人，一定也會

和他們一樣，毫不留情的嘲笑她。」 

這是太聽話不敢反抗？還是骨子

裡自然反射的負責敬業態度？ 

電影場景，反映兩個世代截然不

同的工作態度。多數五六年級這一

代，對老闆臨時交辦工作，不惜加班

也要使命必達。 

到了七八年級新生代，捍衛自己

權利的意識高漲，不管公事緊急與

否，下班時間一到準時走人，休假盡

情享受，不能也不願接受突發工作，

勉強接受也是抱怨連連。 

上班時段未盡全責竭力以赴，臉

書、Line、電玩、網路不曾間斷，卻對

下班時間錙銖必較。 

APP 滑世代，多工導致注意力無

法集中，職場錯誤百出的烏龍現象，

近幾年特別嚴重。網路標價尾數少個 0

的例子屢見不鮮，護士打錯針、給錯

藥的事情，也多有所聞。 

原價 12900 元相機，打折後 8900

元出售，網路標價每臺 890 元，1.5 個

小時，被 4 個人搶標 240 臺1。 

旅行社網路錯標，定價 9900 元的

北荷蘭 12 日遊，少標一個 0，引起網

友瘋狂搶標，25 人成功下標，旅行社

損失約 225 萬元2。 

北城醫院致命烏龍，將肌肉鬆弛

劑錯當 B 肝疫苗施打。新生兒 1 死 6

脫險。護士涉業務過失致死，吊銷執

照3。 

太多的差不多先生小姐，工作漫

不經心，疏忽職場應具備的基本細心

查核與精準確實的態度。標錯價格，

造成業者金錢、商譽損失，引發人性

貪婪，競相搶標佔便宜的浮動與爭

奪。打錯疫苗的疏失4，對新生兒與家

                                                

1
 8900 相機只賣 890，又是標錯價 （99 年 8

月 9 日） 

http://boylondon.pixnet.net/blog/post/46822434-

8900%E7%9B%B8%E6%A9%9F%E5%8F%A

A%E8%B3%A3890-%E5%8F%88%E6%98%A

F%E6%A8%99%E9%8C%AF%E5%83%B9 
2
 少標一個 0 北荷蘭 12 日萬元出團 （中時電

子報，104 年 2 月 9 日） 

http://www.rclaw.com.tw/SwTextDetail_02.asp?

Gid=8906&txtgp=&groupkd=0 
3
 打錯針 新生兒 1 死 6 脫險 （自由電子新聞

網，91 年 11 月 30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 
002/new/nov/30/today-t1.htm 
4
 打錯針案 北城護士判兩年 （自由時報新聞

網，92 年 5 月 23 日） 判決書指出，黃ＸＸ

坦承未詳讀藥瓶標示，且沒有遵守疫苗注射前

應採行之「三讀五對原則」，既已起疑卻又未

加驗證，過失明確。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may/

23/today-life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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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更是終生遺憾且無可彌補的傷害。 

試想，公司員工若有人離離落

落，做事不精確，常常出錯惹麻煩。

卻有另一人隨時注意小細節，鉅細靡

遺關照流程，他就有機會被賞識挖掘。 

二、大學開設職場倫理課程的教

學爭議 

鏡頭轉回教育現場，對於大學如

何開設職場倫理等相關課程，國內有

諸多不同的主張。 

王晃三教授致力推動「溶滲式倫

理教學」，隨著專業課程的進行，老師

隨機指點，在適當情況下，討論應有

的道德作法。這種化倫理教育於無形

的作法，學生較不易抗拒，一般認為

有相當成效 （鍾隆琛等，2014）。 

廖湧祥教授反對，認為這類教學

法的缺點是，不能整體性、系統性地

灌輸學生一般倫理原則，以及培養學

生在面對兩難情境時，有能力根據倫

理原則做出正確的倫理抉擇，主張應

採「單一課程型態倫理教學」（鍾隆琛

等，2014）。 

即便爭論如是，目前多數大學的

共識：全校性倫理教育必須是持續

性、長期性，點滴累積才可望見效，

不能只停留在「單一課程型態」。 

筆者贊成此觀點，因為魔鬼藏在

細節裡，大學教師可藉溶滲式的隨機

指點，提醒學生諸多職場倫理與工作

態度的注意事項。 

例如，技術研發機密外洩、個資

外流等違背職業倫理事端時有所聞。

教師可從學生作業抄襲網路資料等問

題，延伸提醒對業界智慧財產權的保

密、保障顧客隱私權等。 

三、敬業樂群是決定職場表現良

窳的核心素養 

《CEO 最在乎的事：職場倫理與

工作態度》乙書提及：「學歷光環會在

踏入職場三至五年後漸漸消失，而那

些成功的經理人，往往都是最能夠掌

握職場倫理與工作態度的人才。」（許

書揚，2013）  

態度，決定高度；良好的工作態

度，決定生涯品質與志業高度。敬業

樂群，是決定職場表現良窳的核心素

養。敬業，是積極奮勉的學習態度；

樂群，是樂於與同儕切磋探究，精益

求精的狀態。 

《禮記．學記》云：「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早在周朝

的學校教育，學生入學三年即須考評

「敬業樂群」乙項。 

教師可於教學歷程中，施予適當

的機會教育。從準時到課、繳交作業、

應對進退，分組合作報告等，塑造敬

業樂群的職場氛圍。 

提醒學生進入職場，必須具備敬

業樂群的素養：自發學習，努力追求

職場新知，更新專業知識與技術；團

隊合作奉獻所長、跨域整合學習、共

謀創新研發、累積志同道合者的人脈

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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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員工，敬業樂群；身為老闆，

必須關照員工基本人權、幸福指數、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等。 

四、溶滲式倫理教學：「孟子哲

學」課程推衍示例 

大學教師也許困擾專業科目與職

場倫理教學何干？運用之妙，存乎於

心！如何從古典經籍中汲取智慧，讓

傳統經典活泉湧現？大俠獨孤求敗在

其墓前、劍塚中留言： 

「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四十歲

前恃之橫行天下。四十歲後，不滯於

物，草木竹石均可為劍。自此精修，

漸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5
 

撰稿時靈光閃過，試以筆者在《教

育大辭書》撰寫之孟子條目6，發為「孟

子哲學」課程推衍示例之。孟子七篇

「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

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7設若在

大學開設「孟子哲學」乙科，如何經

由教師即事提點、討論延伸，古今映

照，將之溶滲於職場倫理教學中？ 

(一) 義利之辨，杜絕黑心商品；與人

樂樂，提升員工幸福指數 

                                                

5
 維基百科，獨孤求敗條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D%A8%E

5%AD%A4%E6%B1%82%E6%95%97 
6
 教育大辭書，陳雪麗撰寫「孟子哲學」系列

條目，收錄於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辭彙、學

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每則均有 QR Code。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au:" 陳 雪 麗

"&field=&op=AND&page=3 

以下引用筆者撰寫之其他孟子條目，不再複

註。 
7
 東漢趙歧〔孟子題辭〕 

孟子以「仁義」破功利思想，詳

辨義利，告訴梁惠王、齊宣王等國君，

要「與民偕樂」、「與人樂樂」、「必使

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主張「得道多助」、「仁者無敵」、「以

善養人」，如此可推行王道以王天下。 

學生中若有家族企業的繼承者，

或有雄才大志欲創業者，以上討論能

引發深入思考探究興趣。老闆心存義

利之辨，就不該出現黑心商品；能與

人樂樂，自會照顧員工權利，提升員

工幸福指數。例如，有些企業附設幼

稚園、提供有機營養餐等。 

(二) 堅守正道，不同流合汙，終結走

後門、官商勾結歪風 

孟子指出人一旦產生「枉尺直

尋、屈小伸大」的意念，就會生出許

多計謀圖利的心，以圖利之心出發，

即使「枉尋直尺、屈少伸多」，還算有

利，難道可以去做嗎？說明人必須堅

持正道，不可唯利是圖、屈服於現實

而放棄道義。 

孟子畢生嚴守「脩禮守正、非招

不往」的原則，不為求富貴而歪曲正

道。如朱熹所言：「古之人寧道之不

行，而不輕其去就。」朱熹贊揚孟子

終其一生固守正道的堅持與決心。 

孟子雖處天下無道、交相爭利的

時代，仍堅守正道，不隨波逐流、同

流合汙，即使深盼大道行於天下，也

嚴正自持，堅忍不屈，行不由徑，如

此而得行其道，才是真正的大道，否

則寧可保持志節，仍然不失為守道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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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身行道，不唯利是圖。於此，

老闆可用於建立企業風氣端正品牌；

堅守正道、行不由徑，則可望終結官

商勾結、勤走後門歪風。 

(三) 養大體，養心養志，勿因小失大，

晚節不保 

孟子舉例，管理園圃者，如果不

種梧桐檟樹等有用的樹木，卻去培養

酸棗荊棘等無用的雜樹，就是不高明

的人。就像有人為了保養一根手指

頭，卻失去整個肩背；又如，狼只知

顧前，不知顧後，這是「因小失大」。 

企業組織亦如是，人生追尋的是

公益事業的成全，與道助天下的大

志。無論老闆或員工，切勿貪圖一己

私利，勿只顧養口腹之欲，如此將因

小失大。養大體，在於養心養志，才

能成為大人。看過太多貪圖小利行方

便或不法者，致使晚節不保的例子，

殷鑑甚多，不得不慎。 

(四) 齊傅楚咻，建立優質企業文化 

孟子以學習齊國方言的楚國人為

例，雖有齊國人教導齊國方言，但是

周遭都是說楚國話的人，即使天天打

他，逼他學好齊語，也不可能。孟子

藉此說明居住環境、交遊對象，對人

有鉅大影響。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白

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

自直」即是此理。君子居必擇鄉，遊

必就士，旨在防邪僻而近中正。 

老闆若深知此理，必須杜絕小團

體內耗，拒絕偏聽流言，遠離愛打小

報告者，親近拔薦中正直言有為之

士，建立優質企業文化，實踐社會責

任。 

(五) 與人為善，從善如流；敬業樂群，

公心為上 

孟子藉子路、大禹兩人的德行，

烘托虞舜大德。讚美子路只要聽到別

人告訴他的過錯，就非常歡喜地接受

且立刻實行。大禹更勝一籌，不必等

到自己有過，只要聽到有益於德的言

語就虛心拜受，所以可捨棄缺點，廣

納天下人的善言，使自己的德行更為

高超。 

至於虞舜，還在子路、大禹之上，

無論從事耕種、燒窯、打漁等低微工

作，或成為尊貴帝王，始終秉持採擷

別人善言善行的原則，從善如流，勇

於捐棄成見，樂採別人長處，要求自

己遵從實施。 

孟子說：「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君子之所以為君子，是肯向人學習、

擇取別人的善言善行，幫助別人行

善。「與人為善」，由自己出發，推展

到所有人，便可達「善與人同」。志於

修德者，上自天子貴族，下到庶民，

應有這種「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的襟懷。 

企業組織內折磨的人事糾纏，多

數起於人的私心私利，我執糾葛。之

所以無法敬業樂群，係因聽不進別人

建議，看不到別人優點，無法虛心切

磋琢磨，徒將聰明才智用於猜疑爭

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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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效子路、大禹、虞舜之德，

跳脫人性私利困陷，開誠佈公，公心

為上，目標一致，方向明確，貢獻己

長，共生共榮，共創志業高峰，輝煌

人生大志與夢想！ 

五、結語：滔滔濁世，堅守勤耕 

孟子生長的時代，周室衰微、教

化陵夷、諸侯放恣、民不聊生。諸子

百家競起各立門戶，各談各的主張，

處士們常發違背正道謬論，社會現象

崇尚功利，捨棄仁義，導致儒家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之學不彰，造成大道充

塞不明的窘境。 

孟子以導正人心、消滅邪說、斥

責偏邪不正的行為、摒棄放蕩無據的

言論、宏揚聖道等為一己之職志。他

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

是為了護衛聖道、闡明仁義才不得不

大聲疾呼。 

對照 2300 多年後的臺灣，政黨惡

鬥、官商勾結、黑心商品充斥、公司

惡性倒閉、隨機殺人、人心動盪、社

會不安。 

中生代教師們，面對學子漫不經

心、疏忽懶於學、自我放棄等椎心險

境，無論課綱如何變動，外在環境如

何險惡，人心如何快速惡化，我們都

沒有放棄與絕望的權利。 

不必空等枯待教育政策確立，只

要有真心有悲愿，課堂即道場！ 

採溶滲式的即事指點，觀機逗

教，在惡劣局勢中力挽狂瀾，導正學

子疏忽放失的混亂心於萬一。 

斯為教師還能在滔滔濁世中，堅

守勤耕教育園地的卑微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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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倫理的新思維 
鄭仰峻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職場倫理，教了沒？ 

一件好事，為什麼到最後大家都

不快樂？學生畢業後到職場工作，可

以為企業貢獻自己所學，學生個人可

以領到工作的薪酬；企業增加了新的

生力軍，為企業賺取獲利；學生踏出

校門進入職場，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就

業力百分百；這樣看來，不都是件好

事嗎？ 

然而，自民國 89 年開始，行政院

主計處的統計，20-24 歲年輕人的失業

率高達 13%，其中大學的失業率達

4.88%。如何讓大學畢業生順利進入職

場，成為目前重要的課題。其二，產

業與學校的學用落差問題，造成企業

找不到人才，學生也找不到合適的工

作，惡性循環下，問題誤導成年輕人

不願屈就工作，「草莓族」成為「90 後」

或「七、八年級」這代年輕人的代名

詞。究其原因，人力供給面向的變化，

反映在：1.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速度不

一；2.學生畢業後的勞動條件，就業環

境亦是決定學生就業的關鍵；3.許多產

業缺工並非學校沒有培育相關人才，

而是勞動條件欠缺所致，低薪的工作

環境與條件，影響青年就業意願，而

選擇繼續升學（董莊敬，2014）。這些

外在環境的影響，造成新世代年輕人

對於工作少了熱誠。為了解決就業力

與縮短學用落差的問題，教育部從教

師、學生等面向提出各項改進措施，

包含推動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其中為

協助學生提早體驗職場，推動落實學

生校外實習課程，以便建立學生的正

確工作態度。然而，學生校外實習制

度也產生了紛爭，實習生的薪資、休

假、勞健保等權益問題不斷浮上檯

面，造成學校與企業很大的困擾。企

業主也感嘆工作態度表現與敬業精神

不佳。一位平時表現良好的職場新鮮

人，工作數月後，突然用 LINE 的訊息

告訴主管：「經理，不好意思，星期一

我就不去上班了！」主管按耐住情緒

回覆：「怎麼了？ 工作上有何問題？

想休息？還是要離職？」沒想到，年

輕人回答的乾脆：「現在是周末，我們

不談公事喔！」或許是個玩笑，但這

樣的案例，時有耳聞。難道，學校沒

教「職場倫理」嗎？ 

二、世代差異，誰的職場倫理？ 

    再從教育部大專校院課程資訊網

（教育部，2016）觀察，目前大專校

院開設「職場倫理」相關課程數有 462

門，修課人數近二萬人。課程名稱與

內容主要以工作領域為範圍，有以專

業領域為核心，如：觀光職場倫理、

餐旅職場關係與倫理、旅運職場倫理

與情緒管理、觀光職場倫理與權益保

障、職場倫理與安全（跨領域）。亦有

以進入職場職能為授課內容，如職場

倫理與職場精神、職場準備與企業倫

理、職場倫理講座、職場工作倫理、

職場品德與專業倫理、職場倫理與溝

通、職場倫理與就業力等課程。以上

課程原則只要符合課程的核心能力與

目標，應該不會有教學上的問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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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門課程若要引起學生的共鳴，

恐怕非易事。 

職場的世代差異的第一個原因是

工作型態已不盡然相同。根據主計處

的研究報告（潘寧馨、林玉樹、洪毓

霞、陳嘉鴻，2000）：回顧過去產業發

展歷程， 40 年代發展勞力密集、進

口替代之輕工業為主；50 年代發展輕

工業依賴低廉工資，產品迅速打開國

際市場，逐漸朝向製造業為主的工業

社會；60 年代發展重化工業，惟因面

臨石油危機與國際保護主義，乃起步

轉向技術密集產業發展；70 年代採行

策略性工業政策，促進產業升級逐步

調整產業結構，以降低國內生產比較

利益漸失之衝擊；80 年代後政府更推

動落實「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以高科

技產業為產業主軸。 

產業變遷的過程中，75 年後新臺

幣升值以及生產要素上漲衝擊，傳統

產業外移漸趨明顯，影響企業員工雇

用，顯見 80 年至 90 年間傳統產業面

臨調整階段，其從業員工受到明顯影

響，結果就是企業的人力運用愈來愈

精簡，非典型雇用的型態與比率逐漸

攀升。92 年國內非典型就業人數 75 萬

9 千人，占整體就業人數 6.94%，屢創

新高。非典型工作的出現，主要是產

業結構與工作型態改變，企業對正職

工作需求降低，因此兼差、臨時或接

受派遣的人數逐年增加。因此近 10 餘

年來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側重於高

科技產業發展，透過「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

法」、「科學技術基本法」、「科學工業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措施，給予業

者租稅減免等優惠，並設置行政院開

發基金提供融資貸款服務，藉以積極

鼓勵業者投入，顯示製造業投入資源

愈趨集中於科技產業。當下第四次工

業革命（工業 4.0） 已然發生，堅持

的是「工廠會解決全球面臨的問題」

理念，焦點對準了在未來 10～15 年內

有望實現技術發展的項目（高野敦，

2014）。現在職場當家做主的，你知道

嗎？35 歲的年輕人們，真的開始在全

球職場當家。104 年起，美國千禧世代

占職場人口比率達 35%，首度超越所

有世代，已躍居全球第一大、擁有 14

億用戶的臉書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正是千禧世代第一個 CEO，相信嗎？

全世界的職場正在改變。 

第二個原因，正是基於工業 4.0 的

對策，政府與學校鼓勵年輕人投入三

創（創意、創新、創業）教育。教育

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將「創新

創業」列為重要推動策略，其目的在

配合產業趨勢與時俱進，並藉由課程

因應調整教學內容，追求務實致用以

縮短學用落差，協助與提供學生接受

創新創業教育之可能性，創造產值利

基，促進經濟發展。因為青年人創業

已是全球趨勢，1995 年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在大學宿舍發展出搜尋引

擎 Google；2004 年 Mark Zuckerberg

在大二時，一時好玩設計出交友社群

網站 Facebook，讓他成為史上最年輕

打入世界前 10 大富豪。 

第三個原因，臺灣的新世代正面

臨價值觀的斷裂。年輕人看上下兩個

世代對工作、職場、經濟發展的看法

時常是迥異到無法對話。劉揚銘

（2015）點出了世代的各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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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代價值觀的比較 

 傳統世代 新世代 

工作職

場 

找個穩定的大

企業，做一輩子

的工作 

產業變化快，無

法作一輩子。 

學歷 追求高學歷 學歷貶值，早點

踏出社會 

經濟發

展 

金錢至上 環保與永續 

分配 強調分配是在

爭奪資源。 

沒有正義的分配

規則，餅再大也

只是被某些人分

走。 

社會 競爭力最重要 關懷弱勢 

政府 穩固的象徵 政府也會破產 

權威 有權威才有秩

序，有秩序才安

定，安定才能發

展。 

權威可以被挑

戰，不安定才有

變化，有改變才

有希望。 

資料來源：劉揚銘（2015.8.6）。不上不下的六年級，就

當世代差異的接著劑吧！。聯合報，職場人際。 

一位創業家稱此新世代為「無耐

性世代」。因為他們：一、經濟安全感

最高：隨時可歸零，不懼怕放棄現有

成就。二、資訊能力最強：網路資訊

無所不在，他們厭倦了工作，隨時可

下載辭職信並重新學習新技能，職涯

轉換超容易。三、追求超音速成功：

對現況不滿意，就想拋棄離開，他們

只想百分之一的成就，丟棄其餘部出

色的表現（田習如、陳筱晶，2015）。 

第四個原因，我們面臨道德抉擇

的困難，以致無法解決工作與生活難

題（侯秀琴譯，2013）。以學生實習制

度為例，無薪實習是條件交換的一種

形式，企業或其他組織提供經驗給某

人，從而得到此人的協助，無薪實習

是否符合道德原則，決定於此人得到

的是哪一種經驗。如果實習生所作的

是了解這家企業所必要的，如參與公

司內的廠務、行銷等會議，這對實習

生是寶貴的經驗，道德方面自然沒有

問題。但實習生所做的事基本上是無

償勞動，例如裝信封、打掃、影印或

端咖啡，這類工作極可能造成剝削行

為。一直以來，無薪實習的負面評價

不少，如果這類安排是建立在道德智

慧的兩大支柱：尊重與公道的道德原

則基礎上，人人都會是贏家。 

我們社會的環境觀感、職場生

態、生活習慣、文化素養與人生價值，

隨時充斥著道德抉擇。每個生態都有

其潛規則與道德觀，雖無對錯，卻隨

時碰撞。想想，從家庭、學校到進入

社會工作，世代的痕溝距離明顯越來

越大。因此，心六倫的提倡，須從家

庭倫理、生活倫理、校園倫理、自然

倫理、職場倫理、族群倫理具體實踐。

道德的實踐，關鍵在於自己，正確的

倫理觀念，一定是從自己做起。 

三、結語 

道德生活與倫理的金科玉律，相

信從小在學校幾乎每堂課都得不斷複

誦與學習，父母與師長就不斷以身

教、言教這些原則。猶如個人一般，

若要工作和生活順利美好，必須具備

道德智慧和職場倫理，有正確的處世

方法和態度，生活就不會出現偏斜與

錯誤。儘管我們都明白，這些原則在

日常生活具有關鍵作用，卻又很容易

忘記它們的重要，轉而順著內心的衝

動行事。近日發生許多的社會案件，

行車糾紛、霸凌、性侵等事皆另人吒

舌，一件小糾紛卻演變成侵權事件。

急於報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很多人

面臨這些事，一定會有這個念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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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依道德原則—不造成傷害、讓事

情變得更好、尊重他人、合乎公道、

心中有愛—其實這些早知道了啦。這

些原則兼顧法律、財務和心理層面，

也是倫理道德的首要精神，即構成道

德智慧的核心。如何掌握這些原則以

增強道德智慧，俾讓我們在職場與生

活作出正確決策，應該是職場倫理的

重要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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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倫理教學 
黃惠慈 

南臺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年輕世代不重視職場倫理—或自

有一套異於上一個世代的職場倫理，

原因來自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變遷，這

場急遽的價值觀變遷，不僅出現在臺

灣社會，更有全球化的趨勢。過去人

們重視的是自我強制力與自我控制，

或是義務與接受的價值，這類價值大

概包含：紀律、服從、成就、秩序、

完成義務、忠實、恭順、勤勞、謙虛、

自制、準時、適應力、配合度、節制。

後來，這類價值的重要性漸漸下滑，

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 “自我開展” 的

價值，這類價值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 理想社會批判的價值，如從權威

中解放、平等、民主、個人的參

與和自主； 

(二) 快樂主義的價值，如享受、冒險、

刺激、變化、情緒需求方面的盡

興； 

(三) 個人主義的價值，如創造力、隨

興之所至作決定、自我實現、不

受拘束、自我主張。 

簡言之，亦即集體導向的價值下

降，而自我導向的價值上升。自我利

益的價值遠超過團結的價值。 

這樣的改變有一大部分責任要歸

咎教育。學校作為家庭與社會的橋

樑，未能將學生教導或社會化為社會

所需的各種角色，而將學生教導為一

種只能適應學校生活的”半社會人”。以

至於一個人作為社會成員必須經歷的

職業社會化歷程，必須由各個行業付

出成本來調教社會新鮮人。 

職場倫理可以開一門課來教，但

是它的效應只是片面、短暫的。重點

在於如何全面改造校園的氣氛，讓學

生體驗並習慣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從業

人員角色。要進行全面的職場倫理教

學，必須全面改變教師、學生、家長

對學校教育的期待與作風。當學生未

經事先請假就可以缺課或遲到半小

時，老師為了鼓勵學生特別”開恩”讓學

生補考再補考時，學生學到的只是”犯

任何錯都是沒關係”的心態。校園是溫

暖的，社會是現實的、殘酷的。當我

們處於一個安全區，而被教育要去防

範未來的殘酷時，這樣的教育是沒有

臨場感的。 

實習可以稍微鍛鍊學生的職場倫

理、敬業精神和負責態度。醫學系

以”SP 病人”的臨場模擬來考驗醫學系

學生的職場反應，也可供借鏡。未來，

在各種職業類科若都能制度性地安排

人力、模擬情境和設備，應可增加職

場倫理教學的效果：(1)志工—演出該

行業的被服務對象，(2)編劇—模擬該

行業可能出現的場面和問題，(3)單面

鏡教室—教師及社會人士予以觀察及

公評…等。目前”SP 病人”的實境模

擬，參與人力來自各種志工，這些志

工先經數次編導演的專業人士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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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嚴格考驗未來從業人員的實境反

應，執行就學期間的職場倫理淘汰制

度和敬業態度品質管控，或能轉化一

些一直活在父母及老師呵護照顧之下

的“** 寶”的心態。 

大學銜接的是社會，如果大學不

能提供一個”類社會”的情境，學生如何

轉型成社會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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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cch.org.tw/edu/periodical/%E6%95%99%E7%A0%94%E5%89%B5%E6%96%B0%E5%AD%A3%E5%88%8A%E7%AC%AC%E4%B8%89%E6%9C%9F/%E6%95%99%E7%A0%94%E5%89%B5%E6%96%B0%E5%AD%A3%E5%88%8A_%E7%AC%AC%E4%B8%89%E6%9C%9F05-(%E6%A8%99%E6%BA%96%E5%8C%96%E7%97%85%E4%BA%BA%E4%BB%8B%E7%B4%B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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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人的專業反思與倫理實踐 
                                武藍蕙 

康寧大學臺北校區嬰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一、脈絡化的課程趨向 

幼兒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礎，在

世界各國皆挹注資源振興幼兒教育，

兒童權益越來越受重視的今天，幼兒

園教師與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地位亟

待提升。因為教師是影響教育品質的

關鍵因素，而教保產業的相關工作人

員雖無教師之名，卻行教師之實。幼

兒園教師既非保母，亦非家長代理

人，其工作內容卻是所有教師職業之

中工作最繁瑣、專業也最被低估的一

群，其不但專業知識與技能被低估，

專業倫理更被輕忽。近幾年為因應幼

托整合政策之諸多改革，包括教保人 

學歷之提升與證照之推動，似仍無法

杜絕潛藏於各教保機構中違法超收、

甚至嬰幼兒被凌虐或忽視等社會案

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1989 ）在其召開的「面向二十一世紀

研討會」中特別指出，道德、倫理、

價值觀的挑戰將會是二十一世紀人類

面臨的首要任務，而為了迎接這個挑

戰，世界各國紛紛從教育改革著手。

天下雜誌在特別製作的教育專刊《品

格決勝負─未來人才的祕密》中提到

「舊道德成為新顯學，反映出重建價

值觀成為迫切的需要。進入新世紀，

企業與媒體弊案頻傳，不僅嚴重打擊

社會對專業倫理的信心，也顯示建構

自由經濟體系的誠信基礎正嚴重鬆

動」（天下雜誌，2003）。美聯社報導，

2002 年下半年的短短三個月內，美國

就有將近 300 家企業聘請了倫理長

（Ethical Officer），同時為了讓倫理長

並非虛有其名，能夠發揮真正的作

用，其職級與副總裁同階，負責員工

的倫理訓練課程，處理投訴與徵詢，

並接受員工舉發企業的不當行為。歐

陽教（1998）指出，學校所實施的道

德教育，比之於家庭、社區、教會、

行業團體等，更有系統有組織、較學

術化較合理化，通常也較有效果。 

隨著西方後現代思潮與課程再概

念化運動的興起，師資培育課程的典

範及其內涵有了重大的轉變，從強調

技術理性的能力本位轉而關注教師創

新與反思，而教保師資培育課程研究

也在這股新興理論與趨勢的影響之

下，開始對幼兒園教師的專業發展與

專業自主等層面加以多元化探究。以

往對幼兒園教師的研究多鎖定在教室

內的私密空間，如今許多研究已踏出

教室，尋求經驗與社會脈絡之間的聯

繫（莊明貞，2003；周淑卿，2004；

歐用生，2006；Carr，2000）。 

教保人其所處的工作場域與生活

情境錯綜複雜地交織相融，其專業內

涵既呈現社會文化的縮影，也是一般

大眾得以自由發表論述的空間。此

外，相對於其他的師生關係，幼兒之

相對於幼兒園教師，是較為弱勢與無

聲的。近年來臺灣的幼教改革將提升

教保人員專業知能的強化列為重點工

作，而倫理教育需要透過專業倫理的

職前或在職課程加以深化，更是刻不

容緩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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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性的倫理意識與實踐 

Hansen（2001）指稱教師是一種

道德的專業，效率並非行動依據的唯

一準則，在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的革

新之外，思考與反省的能力與作為更

為重要。課程是一種倫理的實踐，課

程由誰決定、如何決定、哪些課程內

容應被納入或排除、如何評量等等決

策的過程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

不同層面的倫理抉擇。由於幼保場域

的特殊性與多元性，反思性師資培育

課程不僅必須從科學的、藝術的、社

會的、政治等不同的觀點加以理解，

還必須由下而上從在地的、脈絡內

的、從基層幼兒園教師與教保人員的

聲音予以詮釋（歐用生，2006；武藍

蕙， 2010）。 

欲培育專業化與優質化的幼兒教

育師資，師資培育課程提供了無限可

能；要讓教保工作者在具備專業技術

之外，也能涵養專業倫理意識，師資

培育課程就必須有所革新。各行各業

都在追求專業化，要追求專業化的教

保人不能忽略教保專業倫理的力量。

社會各界對於幼兒教育的期待越來越

殷切，職業道德與專業倫理的議題方

興未艾，因此專業倫理課程實負有提

升幼保品質之責。幼兒教保專業倫

理，簡言之，就是幼兒教保人員必須

相互提醒遵循的專業行為與思考。而

一個園所是否能永續經營，保有高品

質的教保專業，在於園所提供的就業

環境是否符合專業倫理的討論氛圍。 

Parker Palmer（2007）在《教學的

勇氣》（The Courage to Teach）中曾經

提到幼兒園老師的教學藝術很可能比

擁有博士學位的教授們來得高明，因

為幼兒園裡的幼兒就像是「國王的新

衣」故事中的孩子，他們根本不在意

妳是從哪個研究所獲得學位，誰是妳

博士班的指導教授，或是妳寫過多少

本書，但是，他們很快就能感覺得到

妳是不是「玩真的」，真心喜愛孩子，

願意為他們付出。 

McLaren 將加拿大珍芬治走廊的

一所內城小學的教學日誌加以出版，

此書一問世，即成為一本極富爭議性

的暢銷書。據他自承：「跟許多學校的

教師一樣，我仰賴著一種實務知識與

原始的教學直覺的混合知識，熬過了

五年的教學生命。」（McLaren, 1998）

後在進入研究所進修之後，即在批判

社會理論中找到理論基礎，去重新檢

視在當前學校教育體制之下的學生與

其家庭、社會結構之間的關聯，繼而

在前述的教學日誌中加入了理論的部

分，成為該書主要內容與架構。

McLaren 認為當前美國的教育工作者

很少被鼓勵去將個人的教育學，跟更

大的社會過程、社會結構、社會議題

作連結。學校其實運用著「潛在課程」

的機制，將學生囚禁在「權力的符號

學」之中，並且阻礙種族弱勢、階級

弱勢以及女性、貧窮的孩子獲得成

功。他所主張的理論─批判教育學，

其目的不只在於協助教師賦權增能

（empower），也在於協助教師進行賦

權增能的教學。批判教育工作者應思

考如何創造一種語言，協助教師有能

力去檢視學校教育在創造知識與權力

的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 P e t e r 

McLaren 與 Palmer 一樣，都是小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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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出身的大學教授，他們也都將自己

的教學生涯軼事或日誌出版成書，成

為暢銷書。Palmer 強調教學中的自我

必須與學生、學科統整，McLaren 則重

視弱勢學生的社會建構因素，兩者皆

強調省思的重要性。 

專業倫理可以探測人心，可以檢

驗技術背後的理念是否與之相契合，

可以理解為何學生的憂傷久久無法消

融，可以體會學生為何仍願意留在職

場奮鬥。而自己，又是站在什麼位置

去透視這一切，從課程中，教師又投

射了多少的自己（武藍蕙, 2015）。因

此教師與學生的課堂對話，時時會出

現第三者，有時是 Paul Freire 或 Nel 

Noddings 這些單槍匹馬的個人，有時

候是像 NAEYC 這樣大型的國際專業

組織，或者是中華民國幼教改革學會

或臺北市保母協會，她們會插話，有

時會促使師生對話，讓 Noddings

（1984）所謂「對話」的彼此朝「互

為主體性」靠近，因而在探索幼保專

業倫理課程之祕時，教師和學生是一

同探險的旅伴。 

但學生又是如何意識自己的課程

與教學呢？舉例而言，在我教授「教

保專業倫理」的課堂上，受到歐美幼

教課程的影響，學生通常談及課程就

會提到課程模式，因此在分享自己的

幼兒教育觀之後，會繼續與她們討論

她們心中所認同的課程模式，學生除

了將討論的結果寫在教室裡的白板

上，也應我之請，在我的部落格中，

將課堂中討論的結果與另外兩班的同

學分享。在她們的想像中，幼教課程

模式是一趟旅程，而分科教學的課程

模式是一種「進香團」： 

這種課程形態的行程滿、口碑

佳。客層以阿公阿嬤居多，一次行程

可容納多人參與，行程以導遊為主

導，無法自行走東往西。上車睡覺下

車尿尿充分掌握時間，還要不時穿插

良心小販到車上熱場，前往各大廟宇

進香，也逛遍各大名產專賣店。 

如果有幸多出時間，請放心導遊

不會開天窗，一定另有驚喜所有的行

程早已安排確定，只要把時間掌控得

宜，即可皆大歡喜，滿載而歸。 

─專倫案討 20090412-01 

小朋友只要排排坐，小手放背，

小嘴閉起來，因此是老師主導教學

的。教材通常已經設定好目標，課程

乍看之下非常豐富、時間緊湊、一般

家長的接受度高。分齡教學年齡相

近、團體授課，創意少、團討少，創

意延伸與想像力較受侷限。吃得多、

睡的好、才藝也多元。但課程結束須

盡快轉換課程，避免影響後續安排課

程之進行，學期結束讀本與評量、作

品與成果均是大豐收。 

主題教學則如套裝行程，行程已

事前規畫完畢，只選定特定地點單一

國家進行不同地點的遊覽，導遊負責

帶領團員行進各流程。有時間的限

制，巴黎鐵塔、凱旋門、羅浮宮、聖

母院、買包買香水都要在時間內完

成！行程雖緊湊，但相當有深度，能

在有限的時間內參觀完畢。 

─學生專倫案討 20090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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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必須先規劃一個大主題為教

學方向，再細分相關小單元進行討論

與延伸。設計的角落會盡量符合主題

方向，以利團討與操作。教師的角色

雖為觀察者，但依幼兒學習狀況須加

以引導以達學習均衡的目的。 

課程事先沒有制定的方向，也沒

有時間的壓力，只有暫定一個大主

題，沒有後續的預設課程。依照與幼

兒討論的結果與反應，作為單元延伸

的依據。如討論的單元反應熱烈，延

伸性多元，則依照幼兒的真實感受，

延長課程的討論期間。經由這樣的譬

喻與討論，課堂上笑聲不斷，而蒙特

梭利的譬喻又如何？ 

而蒙特梭利的課程模式則有另一

番風景。蒙氏重視實務操作與工具練

習，混齡教學、團體個別並重，強調

做中學學做，老師讓孩子依照喜好選

擇工作，但操作教具通常具有特定的

目的，故創意與延伸活動較為缺乏。

重視親身經歷的體驗，也想參與部分

已安排行程，需要導遊的導覽，也想

要自行觀光，希望兩者兼具。受限於

脫隊觀光，故於後續行程安排上較易

受限。須於回程機票時間提前結束自

訂行程。 

─學生專倫案討 20090412-03  

三、互為主體性的語言與行動 

學生們─這群資深的教保實務工

作者，在畢業前、實習中的這學期，

必須修過「教保專業倫理」的準合格

幼兒園教師們（學生們目前雖在幼兒

園所工作多年，卻非幼保相關科系畢

業，或雖是幼保相關科系畢業，但僅

有高中職學歷），充滿著 Palmer 及

McLaren 等學者提到的教學直覺，也有

許多似是而非的課程理論混合交雜在

他們的教學現場，例如將角落規劃誤

用為教保課程模式、將威嚇孩子誤認

為有效的輔導方法、逼迫偏食的孩子

把東西吃完是負責任的表現、蒙特梭

利是特殊孩童的教育方式、活動設計

只有 Tyler 目標模式的寫法等等，將近

兩年的專科課程，學生認為所學的理

論的確顛覆了以往自以為是、人云亦

云的教法。 

透過與學生的對談、與同儕的對

話、臉書與部落格的交談，以及自我

書寫的教學日誌，師生的課程與教學

觀會交互影響。對話之後有省思，省

思之後有行動。如果學生還是認為只

要將兒童發展的觀念落實在實務之

中，就能扮演好專業教保人員的角

色，不能認清幼教生態與教保人員的

處境，那麼專業倫理的實踐將是一條

漫漫長路。 

如前所述，專業倫理課程所要達

成的最終理想是藉由實務工作者專業

倫理意識的提升以及專業倫理行為的

實踐，來促進教保品質的提升，而透

過課堂實際案例的討論以及課後的持

續關心即能一探究竟。課程在運用案

例討論專業倫理行為以及釐清專業倫

理意識時，在職的教保工作者最先也

最常提到的是專業倫理行為失當的事

實，而這些事實往往伴隨著她們在現

場工作的專業倫理困境而來。在職學

生教師的困境包括教學理念與園所發

展方向不同、家長意見太多、幼兒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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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導、同事之間無法溝通，而深入

探討隱身在這些困境背後的原因，還

是在於學生教師的專業自主性未能建

立，以致於在做任何一項課程決定的

時候，干擾的人、事、物都太多。 

許多專書及研究資料多只能顯現

官方說法以及學界意見，並未能納入

實務工作者在教學第一現場的聲音。

因此教保人的困境與問題長期以來一

直懸而不決。但如果這些從事幼保工

作的基層人員對於提升自己專業層次

的努力進行更積極的省思與行動，將

能促使政府相關單位做更積極的對

應。 

四、形塑以關懷為本的倫理觀 

教保專業倫理課程必須將教保實

務工作者的自我與社會做一連結，透

過他們的眼睛呈現他們所認同的角色

位置以及所處的困境，清楚地表達是

哪些障礙阻礙了她們實踐專業倫理的

腳步。但若師資培育者更進一步地化

批判與反思為行動，將 Noddings 的關

懷倫理學融入教保專業倫理課程實踐

的行動研究中（武藍蕙，2010），將可

驗證幼保人覺察到的倫理困境大多不

是自己在教室內可以解決的問題，而

是發生在教室外的整個大環境的問

題。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兩點對於教保

師培教育的建議： 

(一) 教保專業倫理師資培育課程應納

入女性主義關懷倫理觀 

  在 Noddings（1984）的關懷教育

藍圖中，其關懷的層面極為廣泛，大

至地球社會，小至動植物，但強調推

己及人、由近而遠、量力而為，有實

施的優先順序（方志華，2004），關懷

的實踐是各項教育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對於幼保工作之專業化更具有

決定性的影響。 

專業化在傳統的思維中多強調科

技理性的訓練，導致現今各行各業的

專才有時變成了沒有生命、缺乏倫理

的專業人士，例如詐領健保費而任意

摘除婦女健康子宮的醫生、對特殊幼

兒實施嚴格體罰的教師等等。關懷倫

理學所指涉的關懷是一種有所為有所

不為的溫柔力量，要求教育中消除科

技理性的思維、績效導向的教學與評

量，回歸人性的需求，讓想要成為專

業教保人員的學生理解教保專業的關

懷面向。 

(二) 教保專業倫理課程之師培工作者

必須對幼保實務工作者之工作處

境有深刻的理解 

  關懷取向專業倫理課程不僅能促

進實務工作者重新檢視自己的工作處

境與倫理困境，也能讓師資培育者更

能理解教保專業倫理課程的定位。宣

達一份專業倫理守則並非難事，但若

真正希望守則中的內容能夠讓實務工

作者認同並加以實踐，不但守則的訂

定必須納入實務工作者的觀點與立

場，更應該考量各國社會文化的差異

而作調整，不該將白人中產階級男性

中心的標準一體適用於世界上所有的

教保從業人員。因此，教保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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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應該納入專業核心課程而非通識

課程，除非通識課程的任課老師能夠

理解該專業領域從業人員的專業倫理

問題，因為專業倫理課程不同於一般

倫理課程，專業倫理課程具有強烈的

專業性與脈絡性，故教保專業倫理課

程之師培工作者必須對實務工作者之

工作處境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正視倫

理實踐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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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倫理學在國中教育現場的運用初探 
林藝麒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研究生 

陳建煇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筆者在工作職場上將近十年的光

陰，從大學時代的補習班打工、教師

實習、公私立學校任教，再加上今年

唸研究所在社區諮商所的心理師實

習。經過這麼多場域的磨練與工作經

驗，對於職場倫理有很深刻的感觸。

職場倫理如果簡單將其分為對人與對

事兩方面來看，在人的部分：好比在

職場上面對公司先進、長官的相處、

以及與其他同事、客戶相處的尊重…

等，算是會與人接觸到的倫理面，在

事的部分，比較針對於專業上的倫

理，例如顧客隱私、企業機密、尊重

版權…等，與事情有關，都算是職場

上的倫理。小至每個公司的潛規則、

大至與工作的營運有關，都包含著倫

理在其中。而倫理的涵蓋廣大，要討

論職場倫理學之前，先討論何謂倫

理，再探討要如何做職場倫理的融入。 

二、倫理學 

先就倫理的定義與內涵來看倫理

的概念。Hosmer（1987）認為倫理包

含信仰，用來支持某個特定的觀念，

因此倫理是道德的論點，道德是倫理

的執行（引自黃經典，2014）。林火旺

（2007）認為可以增進個人長期最大

利益的行為就是符合倫理（林火旺，

2007）。倫理學因為研究方式的不同可

以區分為四種類型：描述倫理學、後

設倫理學、規範倫理學和應用倫理

學。而此篇要討論的「職場倫理學」

是倫理學中的應用倫理學（ applied 

ethics），應用倫理學（applied ethics）

興起於二十世紀 60 年代末 70 年代

初，應用倫理學的產生是因應倫理學

是實踐科學的特色，它被視為哲學倫

理學（又稱一般倫理學或理論倫理學）

的分支，就是將倫理學的基本原理原

則應用於具體的、有爭議性的道德應

用問題暨特殊的倫理議題，簡而言

之，職場倫理學就是運用倫理學的基

本原理原則討論在職場中的道德應

用。 

三、倫理與國中學生的發展 

在教育心理學中，維果思基

（vygotsky）對於孩子的認知發展提出

了鷹架理論，他認為孩子有兩個發展

水準，一個是在未經引導與任何協助

下，自己發展出來的能力水準，另一

個是經過成人或同儕的引導協助下發

展出來的能力水準（Corey 著，修慧蘭

譯，2010）。就如同蓋房子一樣，在原

本有的水準上給予協助，漸漸的會長

出比原本自己發展還要多的能力。 

因此，如果要將職場倫理學運用

到國中教學現場，首先要知道國中階

段孩子的道德發展階段到哪，順著他

的道德發展給予更多激發與學習才能

長出孩子自己的倫理道德參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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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柯爾堡（Kohlberg）提出

道德發展理論，將道德發展分為三期

六階段，分別為道德成規前期、道德

循規期、道德自律期。道德成規前期

主要發生在 0-12 歲小孩的發展階段，

又可分為避罰服從、相對功利階段。

（Corey，2010）。13-16 歲屬於道德循

規期，可分為尋求認可與順從權威階

段。16-20 歲屬於道德自律期，此階段

分為法治觀念與價值觀念階段。而國

中階段的學生大致是落在道德循規期

也就是尋求認可與順從權威階段。 

依照維果思基（vygotsky）的鷹架

理論，我們會發現國中生的道德發展

階段是在道德循規期，或者是正要發

展道德循規期，但是經由研究，很多

人到成年期不見得道德發展有往下進

一步的趨勢，因此藉由學校的教學幫

助，讓學生更加穩固在道德循規期的

階段，並且能夠往下一階段發展前進。 

了解了國中生的基本道德發展階

段以後，接下來就要將職場倫理學放

在校園當中做實際融入，以下從課

程、老師班級經營以及學校整體做討

論。 

四、課程方面─職場的道德兩難

思考： 

在課程方面，職場倫理可以放在

公民課討論，也可以在上生涯教育課

程時，經由一些職場倫理的新聞時事

做切入，與學生做討論，並且提供一

些兩難的倫理道德問題，引發學生的

思考，讓他們在道德發展上藉由老師

的提問或是同儕不一樣的看法，提升

學生的道德思考，讓學生除了理解之

外還要內化，唯有真正內化落實，未

來遇到職場倫理問題時才比較不容易

有所動搖。此時職場倫理也可以結合

學生對於生涯的價值觀來做討論，讓

學生去檢視自己的生涯價值觀以及職

場倫理有沒有可以互相搭配的地方或

是相牴觸之處。 

除此之外，在輔導室安排的職業

參訪以及職業試探的活動時，可以讓

學生親自與工作現場的人直接對話，

了解每個職場需要共同注意與了解的

相關倫理道德。而這一些的道德思

考，也要搭配同理心的練習，讓孩子

了解站在他人角度，衡量環境、他人、

自身的關係，才能夠真正將到倫理的

認知內化成自身的價值。 

五、教師班級經營方面 

在班級經營方面，學校如同一個

小型社會，因此也可以將班級視同一

個小型職場，在班級中學生會有一些

幹部的經驗，此時，老師也可以利用

學生在擔任幹部的過程中，給予一些

倫理觀念，而沒有當幹部的人也可以

學習當一般小職員時應該有的職場倫

理道德，也是一種實作的概念，讓學

生在班上不只是當幹部，而是有覺察

能力的情況之下擔任這個職位。 

除此之外，基本的道德也可以在

班級中做培養，例如舉辦某一次的誠

實月考，不需要有監考老師的情況之

下，讓學生自發性的誠實，之後再回

過頭討論這次經驗的感覺……等。有

了一些基本的道德，未來要類推到其

他的職場倫理也比較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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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園整體：布置一個倫理道

德的校園氣氛 

在教學的實務課程中，通常老師

們都會融合「認知、情意、技能」三

方面來培養學生，而倫理道德比較多

側重在情意方面，而情意教育也是讓

學生發自內心感同身受後所產生出來

的。 

古人云：「身教不如言教」，學生

在學校上課，眼睛裡面多多少少也看

得到教師在職場上的職場倫理，因

此，要融入的第一步，應該從老師們

做起，在校園中表現出好的示範，讓

學生可以有所感覺。 

校園的公共空間也可以張貼一些

有關職場生活的小故事，藉由閱讀也

能讓學生去學習辨識以及內化。在活

動方面，學校可以每年配合生涯教育

舉辦職場倫理道德的辯論賽，在教學

課程曾經讓學生去做的職場道德兩難

思考，更加進階挑選有關於在職場上

道德兩難問題，讓學生去收集資料整

理，提出自己的見解看法，做一個公

開的大型辯論。 

七、結論 

倫理道德是一個需要從小培養的

觀念以及情意教育，從小扎根，讓孩

子可以內化，並且搭配同理心的培

養，感同身受，了解當倫理不存在時

別人或自身會遭受的不舒服或者影響

的整個局面，唯有內化到內心轉變成

價值觀，才能夠類推到職場倫理甚至

在專業倫理上面，當面臨道德兩難

時，也比較能做出較少傷害的最好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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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輔導老師專業倫理議題之探討 
洪惠嘉 

苗栗縣大西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一、前言 

任何一門專業都有其專業的倫理

規範，用以強調專業團體成員之間，

或與社會其他成員互動時遵守專業行

為規範，藉以發展彼此專業關係（沈

清松，1996）。助人領域包括醫學、社

會工作或學校輔導等，國中輔導老師

運用諮商技巧，幫助心理困擾學生，

屬於諮商輔導的一種，亦屬於助人專

業領域的一環。根據教育部 103 年 11

月所公布的《學生輔導法》，第十條第

二項規定國民中學十五班以下設置輔

導教師一人，十六班以上，每十五班

設置一名輔導教師。因此，全國每一

所國中至少都有一位輔導教師。由於

國中學生正值狂飆期，情緒穩定性

差，比較容易衝動，衍生出來的倫理

議題成為國中輔導老師的挑戰。以下

將先探討諮商專業倫理意涵，接下來

再探討國中輔導老師經常會碰到的諮

商倫理議題，以及因應的方法。 

二、諮商專業倫理議題 

(一) 諮商專業倫理的意涵 

所有專業輔導員必須遵守由諮商

專業組織所制定的倫理標準。在學校

情況下的輔導員，必須遵守由美國學

校輔導協會訂定的倫理（ ASCA, 

2004）。中國輔導學會於民國 1989 年

訂定《中國輔導學會會員專業倫理守

則》，並於 2001 年制定第二版的倫理

守則，該守則旨在指明專業倫理係諮

商工作之核心價值及諮商實務中相關

倫理責任之內涵。換句話說，諮商專

業倫理守則對於專業人員提供一個守

則，使其能敏於倫理行為，面對各種

倫理問題與兩難情境時能做出合理判

斷，以保障當事人福祉，並促進諮商

專業的發展（Kocet, 2005）。 

在國中校園場域中，輔導老師經

常要面對倫理議題，因此，倫理抉擇

應有評估的原則，以協助輔導老師和

受輔學生的權益不受損。Kitchener

（1984）提出五項基本原則：自主性

（autonomy）指受輔學生可自由決定

接 受 諮 商 或 退 出 ； 免 受 傷 害 

（Nonmaleficence）指學校輔導老師應

保障受輔學生的權利，使其免於受到

輔導的傷害；受益（beneficence）指

學校輔導老師應盡力應用專業技巧與

能力來幫助受輔學生；公平待遇

（justice）指輔導老師應消除對任何人

的歧視，包括性向、宗教信仰、國籍、

膚色等；和忠誠（fideality）指受輔學

生有權利要求輔導老師真實對待、尊

重與保密。 

(二) 國中場域經常會面對的倫理議題 

國中學生年齡介於十三至十五

歲，符合法律所規定的未成年人。未

成年由於無法完全負起責任，所以必

須有監護人的監督。法律之所以賦予

監護人監護未成年人，係因為該階段

未成年人身心產生極大改變，所以情

緒起伏大並有衝動困擾問題。當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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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老師面對這群暴衝的未成年學

生，勢必產生許多火花，這些火花有

些與倫理議題有關。為維護受輔學生

的基本權益，並促進他們及社會福

祉，國中輔導老師應熟悉相關倫理議

題，茲將介紹隱私與保密、多元文化

能力、知後同意、專業能力和跨性別

覺察等項倫理議題。 

1. 隱私與保密 

國中學生對異性感到好奇，喜歡

透過網路交友，相約見面卻不知如何

避孕，導致懷孕的新聞時有所聞。根

據性侵害防治法第八條教育人員於執

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節

者，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

小時。國中輔導老師也是教育人員，

因此，在輔導學生時，發現學生疑似

性侵害犯罪，應該立即通報。然而，

一旦啟動通報機制，受輔學生的父母

親就會知道，但學生透露訊息當時就

要求輔導老師幫她保密，不能告訴父

母。牛格正、王智弘（2008）指出保

密是當事人為保護自己隱私的特有權

利，他所提供的資料，未經本人同意，

助人專業人員不外洩。面對法規要求

與學生保密期待，輔導老師若沒通報

就會被罰款，但若真的為其保密，屆

時父母知道實情也會怪罪輔導老師，

所以要同時兼顧學生的隱私和保密真

的很難。 

2. 多元文化能力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新移民子女就

讀國中小人數統計，發現自 93 學年度

到 102 學年度，新移民子女數佔國中

小人數比率從 1.6%到 9.9%（教育部，

2014）。 國中小校園中新移民子女人

數變多的狀況下，輔導老師受輔學生

中新移民子女的比率也會提高，所以

多元文化能力是輔導老師應具備的能

力。多元文化能力之重要性，已被看

到，許多培養諮商師的課程都將多元

文化能力列入重要培養能力（Winston, 

2016）。現職國中輔導老師由於過去專

業訓練並未將多元文化能力列為必備

能力，但實務上會碰到此類學生，鑒

於不傷害受輔學生，透過在職訓練或

自我充實以增加多元文化能力是刻不

容緩的任務。 

3. 知後同意 

根據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

業倫理守則 2.2.1 條，當事人有接受或

拒絕諮商的權利，諮商師在諮商前應

告知諮商關係的性質、目的、過程、

技術的運用、限制及損益等，以幫助

當事人做決定。雖然國中輔導老師與

諮商師並不同，但同屬助人工作，因

此，尊重受輔學生的諮商意願很重

要。另外要考量的是，國中學生由於

未成年，仍須受監護人監督，因此，

在輔導前獲得受輔學生之監護人同意

很重要。然而，在實務運作上受輔學

生被轉介輔導時，經常沒有獲得其接

受諮商之自主意願，或監護權人同

意，導致淪為非自願案主，輔導成效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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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業能力 

美 國 心 理 學 會 （ 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2010）指出

心理學家應了解他們能力的範圍與技

術的限制。他們只能提供和使用訓練

和經驗中可以勝任的技術與服務。隨

著醫療進步，和社會改變，許多精神

疾病由於宣導得當，過去沒被辨識出

來的精神疾病學生都被發現，例如網

路成癮。因此，國中輔導能力應知道

自己能力的限制，當轉介的學生已經

超過專業訓練時，就必須將當事人轉

介給其他專業人員。洪有義（2010）

指出轉介不是逃避輔導的責任，反而

是輔導當事人的負責任的態度。所以

將超出輔導能力學生，轉介給適合的

專業人士，反而是為受輔學生最佳利

益著眼，但專業的輔導老師也應定期

參加專業進修，使專業能力勝任輔導

學生的工作。 

5. 跨性別覺察 

在國中校園中偶爾會看到"同性

好朋友"，許多學生會說他們是同性戀

者，甚至認為同性戀者有精神疾病。

事實上同性戀根本不是病，美國精神

醫學會在 1973 年就已決議將同性戀

從 精 神 疾 病 手 冊 （ DSM ） 除 名

（Drescher, 2009），所以同性戀不是性

變態或性別偏差，更不是精神疾病。

同性戀者之所以接受輔導，係因為被

社會排擠、被歧視，導致心理困擾或

學校適應不良。 

既然同性戀非疾病，國中輔導老

師在幫助此類學生時，治療目標不應

該設定在導正其性向，因為，無益於

受輔學生的心理困擾，反而使他們產

生負面自我形象和焦慮。反之，應透

過性別宣導教育大多數學生，使同性

戀不再被汙名化，建立友善性別平等

環境，並協助喜歡同性學生做好情緒

調適。 

三、結語 

國中專業輔導老師的設置，在於

幫助心理困擾學生。要助人而不害

人，輔導老師應謹記在心：切勿因疏

忽、專業知能不足或個人偏見而傷

人。王智弘（2004）指出專業倫理是

變動的、相對的、文化敏感的與情境

敏感的，社會的變遷、專業的發展與

法令的修訂都會對專業倫理產生互動

的影響，因此，持續的發展與修正是

必要的、也是常態的。國中輔導老師

若能確實落實上述專業倫理概念，將

可杜絕傷害受輔學生，並為學生謀求

最大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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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學校餐飲食品科的職場倫理教學策略 
沈必正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水產食品科教師 

 

一、前言 

2016 年四技二專的統一入學測

驗，餐飲群的報名人數，首次超越了

原先人數最多的商管群，究其原因，

除了許多餐飲界的名人極力深入宣導

以外，國內外各種電視劇中的餐飲畫

面，深深地觸動民眾，餐飲業可以輕

鬆擁有一技之長，所以成為各級學校

師生趨之若鶩的選擇。根據教育部統

計，2012 年各大專院校開設餐飲院，

其所招收的學生數就超過一萬五千五

百人，所以，餐飲系是幾乎是各大學

的必備科系，當然，餐飲科系的師生

也都競競業業的，到處去參加世界各

地的廚藝競賽，也多能獲獎取得肯

定，所以，各大知名餐飲科系也幾乎

都能達成技職教育的目標，也就是學

生畢業後全部就業。 

但是這些畫面，鮮少報導餐飲業

養成教育的畫面，所以大家都只看到

這些名師苦修後光鮮亮麗的一面，但

是卻很少去想這個行業作業時間長，

競爭激烈的日常作業情形（林嘉翔，

2013）。 

就以筆者培訓的高職校友為例，

在宜蘭雖然起薪高達 30000 元，工作

一年後，卻大都回來找老師，希望能

再進修，經過筆者的晤談，幾乎都是

萬萬沒有想到，加班加不完，雖然薪

水很多，可是卻是透過拼命再拼命來

達成。但也有校友回來感謝當初我們

嚴格的訓練，要求他們五小時不能休

息的製作蛋糕麵包，讓他在實習的飯

店備受好評，因為其他的實習生只能

站一小時，就要休息，老闆開出高薪

希望他留下來任職正式員工。由此可

以看出，餐飲的專門技術傳授不難，

但是建立職場倫理的教學策略，卻是

餐飲相關科系在衝出學生人數的量

後，下一步要提升的學生素質目標。 

近年來，食安事件頻傳，許多著

名的飯店也依上市櫃食品公司的企業

社會責任（CSR）規定，食品工業及餐

飲收入，占其全部營收逾百分之五十

以上業者需設置實驗室等相關法律，

設置食安實驗室，或是設置衛生安全

經理，就是希望能改變以往的舊思

維，也就是等到吃出問題，再將產品

透過委外檢驗，證明自身清白的補救

措施，改為自主檢驗，透過烹調之前

的檢驗措施，讓餐飲原料從產地到餐

桌，包括採購進貨的食材、廚房的清

潔衛生到端上桌的食物，每個加工的

流程都透過衛生安全管理確認其安

全。透過快速檢測的試劑套組，在食

物被烹調前就先發現其農藥，病原菌

是否超標，進而防止這些食品進入消

費者的餐桌上。 

各飯店的食安實驗室的影響所

及，促使供貨商也要自主檢驗本身的

食材，必須達到飯店規範。許多飯店

的主廚在推出新菜色時，也都會主動

要求檢驗所用的食材，讓從源頭開始

控制的食品安全新觀念成為各大飯店

的標準流程。目前已有晶華酒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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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飯店、喜來登大飯店與寒舍艾美酒

店等五星級飯店實施此種即時檢測系

統，相信有這些領頭羊的示範，必能

引發臺灣餐飲食品加工業者的全面跟

進。 

二、目前現況與改進策略 

目前技專院校的相關職場倫理教

學，大多散見於各種專門技術課程

中，例如：中餐烹調課程中，因應學

科考試，講解相關職業倫理概念，廚

師不可以自己留一手，相關的清潔整

理工作是大家一起來進行等書面資料

內。稍微有專章提到職業倫理的課

程，就是餐飲實務了（掌慶林，2004）。 

除了極少數學校有一整個學期的

校外實習課程，學生可以從實務中體

會與實踐職業倫理外，其餘院校和高

職各相關類科，專門技術的實習時間

都不夠了，奢談專門餐飲職業倫理就

更是緣木求魚了。所以，筆者也是利

用實習課程來融入相關的職業倫理教

學。 

(一) 衛生職業倫理 

在高一的烘焙食品實習課程設計

時，就將相關職業倫理的重點放入課

程中進行，講解穿著白色實習工作服

的重要性，是為了避免汙染物和微生

物因為穿著深色衣服，無法被辨識出

來之故；同樣的，網帽也是為了避免

頭髮或頭皮屑掉落到食品中，造成食

品中毒事件孳生。設計教案的時候，

透過讓同學填寫學習單，反思如果看

到麵包或是一盤糖醋排骨上面，有一

條頭髮，那會是多麼噁心的畫面。 

(二) 工作態度職場倫理 

餐飲食品加工業需要長時間的站

立，所以，我也建議在食品加工或是

食品概論的課程教案設計的時候，請

學生觀察區域內熱門的餐廳（或是食

品加工業者，觀光工廠），它們在正常

上班時間的作業模式，作業區塊的動

線，看看是否能夠有空間放椅子給作

業人員操作之用，這樣，透過觀察和

省思，學生就可以發現，餐飲業不是

穿得美美的坐在那裡，就可以變出一

道道精美的料理，是要一直走動，不

停的操作，長期的付出，才能達到阿

基師的境界（郭德賓，2013）。 

(三) 使用材料的職場倫理 

請學生在業界參觀時，觀察食品

工廠相關材料的使用，是否合乎食品

安全規範，例如，白油和奶油的放置，

是否存放於低溫或是冰箱之中，避免

光照或是高溫造成油脂的過氧化反應

加速進行 （如圖 1）。 

 

 

 

 

圖 1 不當的儲存油脂方式 

 

當然，近年的食品安全事件，也

是筆者認為一定要放入課程中的討論

主題。首先，教導學生，既然是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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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然酵母的麵包店，就應該確實執

行，透過天然酵母的培養，老麵麵糰

的製作，讓學生計算，如果真的是全

部天然酵母菌所製作的麵包，每天所

可能生產的麵包數量，再提供學生相

關的剪報，了解吳寶春的麵包坊為何

無法快速展店的原因，透過填寫學習

單，讓學生可以看出，餐飲業和食品

加工業的根本精神，是透過熟客和口

碑支撐，才能可大可久。 

(四) 衛生習慣的職場倫理 

除了剛剛提到的服裝外，許多廚

師和食品加工的作業人員，在烹調

時，仍有抽菸的習慣，筆者都利用早

年軍隊伙房兵用煙灰當胡椒粉等有趣

的故事，讓學生了解，抽菸是食品加

工操作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危害因子。

另外，部分便當店的工作人員，不戴

口罩，又喜歡講話，口沫橫飛到餐盤

上，也是需要常常提醒學生自我要求

的教學重點之一。 

 

 

 

圖 2 正常的烘焙食品實習課程 

 

(五) 食品檢驗分析職場倫理 

除了專門技術的指導外，筆者建

議要融入最近食品安全事件中，衛生

署楊姓技正對分析結果異常訊號的警

覺性和追查的職場道德倫理。因為各

種層析儀等機器判斷的實驗結果無從

造假，出現異常訊號就是異常物質被

混入食品之中，作為未來食品工廠聘

任的食品技師，不可以當作若無其

事，打混過日，應該要認真追查，究

竟何處環節有汙染的可能性，從而在

產品出廠前就攔截下來。讓學生能建

立食品產業靠的是品牌和忠實顧客長

期的支持消費，才能可大可久的概

念；一旦產品吃出問題，品牌形象破

壞，整間公司就此關門的案例也是常

有所聞，最後受害的，還是自己。 

三、結語 

餐飲業和食品產業和一般產業最

大的不同，就是透過製作的食品和消

費者之間建立信任關係，而這種關係

的維持，不是產品原料的高貴，也不

在於裝潢的豪華優雅，而是老老實實

地提供消費者所願意支付的價格的

「安全」和「安心」的產品。 

如何能長期的讓公司的產品達到

上述要求，就是透過每一個從業人員

在其職業養成教育過程中，不斷的設

計情境，讓學生思考，怎樣的操作，

怎樣的態度，才能達到餐飲食品安全

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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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班級聯合自治會」談高中職學生事務處 

對職場倫理的引導 
呂頌恩 

大安高工學生活動組組長 

臺北科技大學技職所研究生 

 

一、前言 

近年來，我國在經濟情勢快速變

遷下，學校教育亦面臨一些變局，學

務工作不能在墨守成規，一方面要堅

持良好的學校傳統，一方面更要接納

求新求變的潮流、青年學子的新思

維，學務工作才能在多元的社會情境

中，發揮最大之效能。 

在高中職的學生事務處，每天都

充滿了新奇的事務。對學生而言，副

班長交點名單，要到學務處；有人打

架，要到學務處；有人需愛校服務，

要到學務處；有班級要領掃具，要到

學務處；有人想成立社團，要到學務

處…，學務處實在是一個人人都常來

的地方。學務處的功能不僅是學生方

面的問題，對於老師的管理，也相輔

相成，從前會到訓導處多是問題非常

嚴重的學生，而今日學務處的幾個組

別，囊括了學生許多問題的解答，如

對於獎懲有問題，要請教生輔組；對

於班級掃區有問題，要請教衛生組；

對於社團問題，要請教課外活動組。 

二、職場倫理相關名詞的解釋 

倫理是一種「對」與「錯」的道

德觀點所做的判斷，是人與人之間對

道德標準的行為準則。近代西方倫理

的觀點以行為的結果對組織或社會大

多數人的利害好壞作為判斷的依據。

若某行為所產生的結果對大多數人是

利大於弊，表此行為為合乎道德或倫

理，反之則屬不道德或不合倫理。倫

理引申其意為個人的品行氣質或社會

的風俗習慣，推而至於宗教、社會關

係，形成群體生活之共同信念和行為

準則。 

「倫理」與「道德」的關係密切，

但其意義並不相同。在中國若不特指

「人倫」，道德是最常用的名詞，常把

合乎倫理的，稱為合乎道德。在西方

用倫理這個名詞反而多於道德（賈馥

茗，2004）。「倫理」（ethics）與「道德」

（morality）常被人混用，用來泛指個

人或群體合乎行為規範和善惡評價的

行為、規範和評價的標準，和為了實

現其原有善性的努力（沈清松，

1996）。「一般倫理」是指那些適用於

社會所有成員的規範；「職場倫理」一

般又稱為「專業倫理」，職場倫理指在

職場上應遵守的規範，如 1.準時上下

班。2.察言觀色、入境隨俗，融入團隊。

3.謹言慎行，多做少抱怨。4.懂得拿捏

分寸、有禮貌，並多向前輩請教。 

「專業倫理」則是指那些適用於

某些專業領域人員的規範。例如：「醫

生對病人的病歷應該保密」則是適用

於醫生專業倫理（梁福鎮，2005）。教

師的專業倫理，比較強調教師專業團

體對其成員所進行的行為規範，以維

持發展彼此之間的專業關係（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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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黃旭鈞，2005）。針對不同的專業

領域，則有各自的專業倫理（朱建民，

1996）。 

可見倫理與道德密不可分，但又

不能混為一談，而職場倫理為工作者

於工作中屬重要的一環。必須依循各

職場倫理的準則行事為人，才能在職

場應對進退而不失禮。 

三、學生事務處與班級聯合自治

會的關聯 

在多元價值觀的社會裏，學務工

作在教育單位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

採取傳統權威式的指導、教導或訓導

的方式教育學生；取而代之的是民主

式的協助、服務與支持的角色。而促

進教化、培育學生完善品格及良好社

會適應的功能，乃成為學生務事處（簡

稱：學務處）努力的目標。 

學務處底下設有班級聯合自治

會、社團聯合會…等聯會，由教師兼

任學生活動相關業務組長的老師負責

管理，而班級聯合自治會（簡稱：班

聯會）的成立宗旨為：培養學生自治

能力，以達到自治治人的目的，作為

服務同學、社會、國家之訓練與準備；

而在組織辦法中，也說明到：班聯會

秉承學務處指示，代表全體同學在校

內作一切合法活動，學生活動組為當

然指導單位。 

在承辦校內許多的活動當中，舉

凡教師節活動、聖誕節活動、校慶、

畢業典禮、畢業舞會等等，在辦活動

的過程中，不僅看到同學們互助合作

的光景，也看到高二帶著高一，高三

從旁關心的情形，而活動不僅要辦的

成功，而是在每一個活動過程當中，

學生學習團隊合作、同心協力。當然，

班聯會中所組成的成員來自許多不同

科系，也透過此聯會的運作，讓來自

各個不同科系的學生互相學習，打破

科別漸次，不分你我，共同朝向同一

目標邁進。 

近年來，少子化、教官退出校園…

等議題延燒校園，而學生自治會不僅

在學生團體中佔了重要的地位，而學

生若能真正藉由老師的從旁引導而達

到真正的自治，是未來許多學校努力

的方向，而班級聯合自治會由於涉及

全校學生的全面服務與管理，其重要

性更為突顯。 

四、學生參與班級聯合自治會的

態度類型 

從學生參與班聯會的情形，不難

看出該生未來是否可以在職場上勝

任，並且面對每件事情都能以積極的

態度處理與解決，大致上學生參與的

態度可分為 3 種類型： 

(一) 第一種同學，面臨許多活動的來

到會卻步，在想著自身的學業與

班聯會的事務是否可以兼任而不

失學業，因此在學校事務的協助

上就不太積極，常常在那裡要做

不做，想投入但又怕影響自身權

益，這類同學通常與班聯會的同

學相處較差，且對於學業各面不

一定能全面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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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種同學則是全然投入於班聯

會事務，完全不顧自身學業，雖

然在協助學校的事務上非常積

極，但在學業成績卻是慘不忍

睹，這種學生到最後就以班聯會

為家，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動都能

見到他的身影，而在團隊中的影

響力，也會大於不積極的同學。 

(三) 而第三種同學則是學業與班聯會

事務都能兼顧，不僅積極投入各

項事務，處理人際關係，與班上

同學的關係也不錯，也顧到了學

業，屬於領導型的人物；而這種

人物在自治會中通常都佔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通常都是主席、副

主席、活動長…之類等要職。 

五、老師對參與學生職場倫理的

指導暨學生的學習 

(一) 老師的指導 

負責指導此類聯會的老師，該適

時引導學生，並且讓學生在聯會中學

習職場倫理，其可行的方式包括： 

1. 建立上行下效的概念：讓學生知

道，你怎麼做，你的學弟妹就怎麼

跟你學，故強調「榜樣」的重要。 

2. 要有「抗壓性」：無論任何一個活

動即將來到，幾乎都是不可能準備

周全，且時常有一些突發狀況；故

要學習有臨場「應變的能力」及「抗

壓性」，在多變的時代中找到適合

自己的崗位。 

3. 要「賞罰分明」：讓學生知道他哪

裡做得好或做得不好，以鼓勵代替

責罵，但有賞有罰，讓學生能在檢

討改進中修正自己。 

4. 適時給予引導及方向：在做人做事

上，給予學生正確的方向，即使知

道他的某些缺點會得罪人，但要適

時提醒他，從旁引導。 

5. 鼓勵學生學習真正的「自我管

理」：要參與班聯會，就是要學會

自我管理；在多變的時代下，學習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法則，

以利未來職涯發展。 

6. 學習以「團隊」的力量做好每一件

事情：個人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

去了，老師要讓學生學習團結就是

力量的概念，並且完整的顧到每一

件事情的前後經過，學習不以表面

做人處事。 

(二) 學生的學習 

由於校內教師兼任組長的老師，

對於此類聯會的管理，也是一門學

問。有些組長採取放任式，有些採取

緊迫盯人，有些則是輕重拿捏適度。

而學生若能參加班級聯合自治組織，

對於自我未來的職涯發展，歸納下列

幾點可以學習的方向： 

1. 提早與人互動，聯會中來自許多科

系的同學，並非同班，得先學習尊

重對方。 

2. 在辦理活動的過程中，雖然年紀相

仿，但因職務有所不同，所有幹部

還是得尊重主席、副主席的決定。 

3. 在許多開會的過程中，雖有不同觀

點與意見，但仍要注重和諧，適當

的尊重與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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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有成果時要將功勞歸功於團隊

成員，學習不爭個人功勞。 

5. 遇到好的指導老師要把握機會，因

為在班聯會裡面，做對事比讀好書

重要，並且學習積極樂觀，將事情

做好。 

6. 班聯會內不領薪水，學習不將利益

擺在前面，乃是與人溝通、互動、

學習，從班聯會中習得的倫理資產

擴及自我生活的準則。 

六、結語 

總而言之，身為老師，乃是要引

導學生職涯方向，教導學生規劃每一

件事（含時間規劃、人生規劃），並教

導學生樂於自己所做，忠於自己所

愛，並且在面對每一件難以處理的事

情時，都能積極以對，化不可能為可

能，時常檢討、修正自我方向，並且

虛心請教；相信唯有那肯學、肯給的

人，能勝任任何的工作，且得心應手，

並且能夠肯定自我、超越自我，成為

最具工作倫理的職場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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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旅遊倫理教育現況與教學實踐初探 
林亞娟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觀光產業受到重視，旅遊

管理成為快速發展的科系，部分語

文、企管科系也因招生考量，設置結

合旅遊專業的課程模組。截至目前為

止，臺灣高教體系中設置有旅遊（不

含餐旅、休閒、運動休閒、休閒管理）

科系的學校就有 20 所 24 個科系之多

（教育部統計處，2016）。旅遊人才的

培養促成了旅遊相關專業的快速發

展，然而旅遊就業市場中的高流動

率、旅遊倫理問題的出現與旅遊從業

人員的專業隱蔽性，也引發學者呼籲

在旅遊專業教育中開設倫理學，以加

強 旅 遊 從 業 人 員 的 職 業 倫 理

（Hultsman, 1995）。旅遊職業倫理要求

旅遊從業人員在從事工作時，需要具

備道德規範，在其職業情境中，實踐

出正確的行為。由於旅遊從業人員肩

負遊客旅遊價值的引導，也關係臺灣

旅遊產業質量的發展，因此，在高等

教育中引進旅遊倫理教育至關重要。

本文將檢視臺灣高教體系的旅遊倫理

教育現況與問題，探討旅遊倫理教育

的課程體系與教學模式，提出改善建

議以供未來教學實踐參考。 

二、臺灣高教的旅遊倫理教育現

況與問題 

    1999 年世界旅遊組織（UNWTO）

通過《全球旅遊倫理規範》（Global 

Code of Ethics for Tourism），2011 年

UNWTO 擷取全球旅遊倫理規範裡面

部分內容，制定成私部門承諾版，並

開放觀光相關業者(旅行業、旅館業、

航空公司等 )及公 (協 )會表達認同簽

署。至 2014 年 3 月，已有 242 個來自

世界各地的企業及公協會參與簽署此

項規範，包括臺灣的 52 個觀光相關業

者（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2016）。

旅遊倫理規範是在解決旅遊活動出現

的倫理問題，包括旅遊從業者的職業

道德與旅遊者的旅遊道德。旅遊從業

人員的職業道德有賴旅遊倫理教育的

推展，縱觀臺灣高教的旅遊倫理教

育，目前存在的問題大致有： 

(一) 旅遊倫理研究鮮見，專書與教材

缺乏 

    20 世紀 50 年代，哈佛大學、哥倫

比亞大學、康乃爾大學早在商學院設

置商業倫理課程，1980 年代絕大多數

大學的商學院與管理學院都設置了商

業倫理學課程（夏贊才、任燕，2008）。

而旅遊倫理直到 1990 年代才被提出，

指導性文本是 1999 年世界旅遊組織通

過的《全球旅遊倫理規範》，隨後學者

開始編寫旅遊倫理教材，大致有 David 

A. Fennell 的《旅遊倫理》（Tourism 

Ethics）（2005）、Karen Lieberman 和

Bruce Nissen 合著的《餐旅產業倫理》

（Ethics in th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dustry）（2005）以及 Derek Hall 和

Frances Brown 合著的《旅遊與福利》

（Tourism and Welfare）(2006)。至於

中國大陸旅遊倫理教材則有楊豔麗主

編的《旅遊從業人員倫理學》（2010），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71-76 

 

職場倫理教學  主題評論 

 

第 71 頁 

而從國家圖書館、「華藝獻上圖書館

（電子期刊）」及「臺灣博碩士論文知

識加值系統」搜尋臺灣旅遊倫理相關

著作，發現論文與專書出版相當少，

僅有臺灣學者楊國鑫的博士論文《臺

灣觀光產業的倫理問題探究》一文，

而臺灣學者探討旅遊倫理的期刊論文

則闕如，至於旅遊倫理教材也無專書

出版。 

    雖然目前旅遊倫理研究尚在起步

階段，西方學者對旅遊倫理的內容也

還沒有達到共識。基本上大都從個人

倫理、政治倫理、社會倫理、職業倫

理、生態倫理去架構旅遊倫理體系（謝

澤氡，2007）。但是，從目前臺灣學者

對旅遊倫理議題研究不普遍，相應的

旅遊倫理專書與教科書缺乏等現象，

大致可以看出旅遊倫理意識尚未受到

普遍重視，而在教學與研究上探討的

不足，也代表此議題尚未受到國內學

界與教育界普遍的關注。 

(二) 一般倫理課程鮮少，旅遊倫理課

程闕如 

相較旅遊倫理議題研究的不普

及，臺灣的旅遊倫理教育現況又是如

何？在課程體系上是否有旅遊倫理正

式課程？以下將以臺灣高教體系的旅

遊科系為研究對象（不包含技職體

系，也不概括餐旅、休閒、運動休閒

管理），研究樣本是以「旅遊」、「觀光」

關鍵字搜尋大學科系名稱，結果符合

抽樣條件的樣本涵蓋 20 所大學的 24

個科系組，其中國立大學 5 所，私立

大學 15 所（如表一）。由於本文僅關

注這些旅遊科系是否有開設通識必修

或專業必選修的倫理課程，對於通識

選修的倫理課程則不納入考量，以期

初步掌握臺灣各大學旅遊科系的專業

倫理課程設置狀況，了解臺灣高等教

育旅遊專業學生的倫理教育情形。 

根據作者整理統計顯示（如表

1），在 24 個旅遊專業科系中，有 15

個科系沒有開設倫理教育課程，其餘 

8 個科系開設有企業倫理、人際關係、

跨文化溝通、職場倫理等一般倫理課

程，而僅有真理大學觀光事業學系開

設有觀光專業倫理課程，惟從該課程

教學目標觀察，則較近似一般職場倫

理課程，也非所謂的旅遊專業倫理。 

表 1 

大學旅遊科系的倫理課程開設狀況  

大學 系所組 倫理課程 

金門大學 觀光管理 Ｘ 

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 Ｘ 

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 Ｘ 

暨南大學 觀光休閒 Ｘ 

東華大學 觀光休閒 Ｘ 

大葉大學 觀光旅遊 企業倫理 

 歐洲文化與

旅遊 

人際關係與

跨文化溝通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 Ｘ 

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 Ｘ 

   

玄奘大學 企管觀光行

銷 

跨文化溝通 

   

世新大學 旅遊暨休閒

管理 

Ｘ 

 觀光暨資源

管理 

Ｘ 

亞洲大學 休閒～旅遊

事業組 

Ｘ 

長榮大學 觀光餐飲 倫理講座與

就業輔導 

南華大學 旅遊管理 Ｘ 

淡江大學 國際觀光 Ｘ 

開南大學 觀光旅遊 工作倫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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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系所組 倫理課程 

義守大學 觀光事業 職能與倫理 

 國際觀光餐

旅 

企業倫理與

社會責任 

真理大學 旅遊文化 職場倫理與

人際關係 

 觀光管理 觀光專業倫

理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 Ｘ 

銘傳大學 觀光事業 Ｘ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 Ｘ 

 

由以上統計資料顯示，在臺灣高

等教育旅遊科系中，有將近 63%的旅

遊科系沒有開設倫理正式課程，雖然

有 37%的旅遊科系開設有一般倫理課

程，然而幾乎沒有旅遊科系在正式課

程中開設旅遊倫理。事實上，一般倫

理課程無法取代專業倫理課程，專業

倫理教育是針對所學專業的倫理問

題，和其職業將要面臨道德困境的學

習和訓練（夏贊才、任燕，2008）。旅

遊倫理課程在旅遊人才培養上的缺

乏，也表明臺灣大學旅遊教育的重大

缺失。近幾年來我國雖然培養了大量

的旅遊專業人才，然而業界普遍還是

不滿意學生素質與工作態度，而畢業

生投入旅遊業的比例也不高，對工作

熱誠與穩定性不足。儘管企業用人非

常重視員工的工作態度與道德操守，

各大學也意識到職場倫理教育的重要

性，並屢屢設定教育目標為「培養專

業與倫理並重的專才」，然而實際上囿

於總學分數的限制，面對專業課程的

學分擠壓，倫理知識與素養課程很容

易就被從專業的學術殿堂下架，而取

代以專業知識與技能操作性課程。至

於所培養的畢業生存在專業空洞化現

象，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意識薄弱，

不盡符合企業與社會期待，也就不難

想像了。 

(三) 倫理教育活動化，知識建構與道

德內化聯結不完備 

考察研究樣本，幾乎所有的旅遊

科系的教育目標，均強調在培養旅遊

「專業」、「實務」、「經營管理」、「規

劃執行」的人才。依其教育目標設定，

職業倫理應是未來職業立身之本，職

業倫理教育應該放在首位。然而在高

等教育市場化，大學為產業服務的實

用功能主義下，所有的教學都圍繞實

踐、動手做、技術操作等，職業倫理

教育被專業知識與動手做課程堂而皇

之擠佔（王志明，2008）。為了彌補正

式課程中專業倫理教育的缺乏，大學

的旅遊科系都設計有實習活動、企業

參訪、職場專題講座等活動，試圖將

職場倫理教育置入教學活動與體驗學

習中，期望透過潛在課程建立學生正

確的工作態度與職業道德意識。但

是，這樣支離破碎的實習體驗與課外

活動，若沒有搭配完整的知識內容，

輔以貫穿整個專業課程的教學策略，

帶領學生進行道德反思與知識反芻，

把職業倫理價值內化為行為準則，將

無法培養所謂高素質的旅遊專業人

才。亦即旅遊專業人才的培養過程，

應該要靠科學理性的態度、踏實細緻

的工作、完備系統的知識體系才能建

構（胡增順，2008）。 

為了改進目前大學旅遊倫理教育

的缺失，建構旅遊倫理知識體系，將

倫理教育融入專業課程，聯結理論認

識與實踐教化的教學模式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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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旅遊倫理教育的教學實

踐初探 

不同的職業有不同專業上的獨特

要求，例如教師有師德、醫生有醫德、

記者有新聞倫理要求等，可見職業倫

理的培養有其重要意義。旅遊業是一

種服務業，除要求具備旅遊專業知識

外，還應培養學生敬業精神、誠實守

信、合作溝通、義利之辨、正當競爭

（楊豔麗，2010）。旅遊倫理教育在領

域上屬於旅遊教育，在類別上是專業

倫理教育一環。要培養旅遊專業學生

專業與德性並備，具備良好的工作態

度與職業認知，能同僱主、遊客、環

境與旅遊目的地居民保持和諧的倫理

關係，就必須在專業培養過程中，對

倫理教育內容與教育方法進行探討，

透過課程實踐與教學活動，培育具有

競爭力、能永續職業發展的旅遊專業

人才。以下就旅遊倫理教學內容與教

學實踐進行初步探究，以了解旅遊倫

理教育未來課程改革與教學實踐的可

能面向。 

(一) 旅遊倫理的教學內容探究 

旅遊倫理知識教育意在將旅遊倫

理當作系統知識傳授給學生，使學生

了解旅遊倫理基本觀念與原則。David 

Fennell 認為旅遊倫理教育是旅遊倫理

研究的產物（David Fennell, 2009），用

意在從學生端加強旅遊倫理意識。縱

觀學者對旅遊倫理的研究，不論是從

旅遊主體如旅遊者、旅遊從業人員、

企業、當地居民、政府角度切入，還

是從旅遊客體如環境、文化等倫理關

係進行探討，亦或從倫理學角度探討

公平、公正、平等原則，旅遊倫理的

理論框架逐漸完整（付金鵬、肖貴蓉、

謝寧，2010）。到底旅遊倫理教育內容

應包括哪些？楊豔麗認為有職業倫

理、交往倫理與經濟倫理（楊豔麗，

2010）；王屏則認為有經濟倫理、職業

倫理與社會公德倫理（王屏，2009）；

至於王志明認為應包括旅遊生態倫理

教育、旅遊經濟倫理教育、旅遊交往

倫理教育、旅遊職業倫理教育和旅遊

審美教育（王志明，2008）。 

由於旅遊專業具有綜合跨領域學

科的特質，應用倫理學是將倫理理論

應用於實際生活狀況的學術，旅遊倫

理可依照旅遊職業情境所產生的人與

自我、人與他人、人與職場、人與自

然環境、人與異國文化的互動關係，

在應用倫理學基礎上建構旅遊倫理學

知識體系。根據以上學者的旅遊倫理

教育內容主張，旅遊倫理涵蓋面向大

體有：  

1. 旅遊職場倫理教育：探討旅遊從業

人員應具備的一般職場倫理道德

規範，以及從事旅行業務時的特殊

道德規範，包括敬業誠信、禮節操

守、專業知識與組織自覺。 

2. 旅遊企業倫理教育：探討旅遊企業

體應具備的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

規範，知曉職序倫理、服務倫理、

競爭倫理、股東倫理與政商倫理。 

3. 旅遊人際倫理教育：探討旅遊從業

人員面對自我、企業、客戶、當地

居民、異國文化時的人際交往與跨

文化溝通能力，認知自我角色與規

範，以實踐公平合理的旅遊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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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遊生態倫理教育：探討旅遊從業

人員與自然環境、旅遊環境的和諧

關係，發展尊重自然與人文環境，

以維生態平衡的永續發展旅遊。 

5. 旅遊審美教育：培養旅遊從業人員

對自然美、藝術美與社會美的美學

品味，以提高感受力、鑒賞力與創

造力，使能設計高品質旅遊產品，

引導旅客善的旅遊價值，激發旅客

美的感受與行為。 

(二) 旅遊倫理的課程體系架構 

教育目標需要透過課程內容來實

現，典型的課程類型可分為：學科課

程與活動課程、分科課程與綜合課

程、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顯性課程

與隱性課程。旅遊倫理教育可透過顯

性、隱性課程與活動課程等，搭建起

合理的旅遊倫理課程結構體系。 

1. 旅遊倫理顯性課程：有鑒倫理課程

在各校學分比例上相對較少，有必

要將旅遊倫理學列為專業必修課

程，做為顯性課程納入教學計劃

中，協助旅遊專業學生職業價值觀

建立。 

2. 旅遊倫理隱性課程：做為顯性課程

的補充，可擷選旅遊專業課程，例

如：觀光學、旅遊行銷學、生態觀

光、觀光消費行為、旅行社經營與

管理、領隊導遊實務、旅遊法規實

務分析等課程，做為旅遊倫理教育

的隱性課程，進行學科式滲透教

學。將企業倫理、生態倫理、商業

倫理、人際倫理等教育內容，融入

專業學科中學習，或透過教學方法

引導將旅遊倫理案例討論貫穿於

專業學科中，以加強學生的倫理決

策能力與旅遊倫理意識。 

3. 旅遊倫理活動課程：目前在臺灣的

職業倫理教育中，普遍都有職場專

題講座、企業參訪與企業實習等活

動，這些活動課程可讓學生親聆專

業人士的經驗與價值分享，實際觀

察與體驗企業文化，從實務學習中

體驗職場人際互動，並檢視自身在

職場中的角色與定位。  

(三) 旅遊倫理的教學方法探討 

從旅遊學科角度看，培養實用人

才的方法，比具體課程設置重要，專

業精神的傳播需要憑藉針對性的教學

方法來實現（王屏，2009）。旅遊倫理

教育是一種道德教學，也是品格教

育，歐美商業倫理課程教學模式，提

供了很好的教學方法借鑑。 

1. 學科課程的教學方法：在商業倫理

教學活動中，非常重視案例教學

法，藉由情景分析法、討論教學

法、價值澄清法、角色扮演法及問

題行為導向的教學方法（Bruce 

Macfarlane and Roger Ottewill, 

2004），帶領學生進行倫理理論的

認識、分析、討論和反思，此種道

德知識與價值內化的教學模式，也

可應用在旅遊倫理教學實踐中。此

外，旅遊倫理課程也可採用情意陶

冶的教學法，藉由教學影片的直觀

欣賞，將價值、觀念轉化為視覺思

考，引發學生自我知識與價值體系

的建構。 

2. 活動課程的教學方法：親身體驗是

道德倫理教育的最佳學習模式，活

動式課程如專題講座與企業參

訪，由企業管理者或旅遊專家提供

經驗分享，在參與式學習後進行心

得寫作，或由教師帶領反思討論，

讓價值信念積累沈澱於學生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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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企業實習過程中，實習單位

主管不僅應負責專業上的指導，也

應擔任學生經師的角色，提供職場

倫理與規範指導。學校對於實習活

動的安排，也應在實習之後由教師

帶領學生進行實習成果發表與檢

討，讓學生沈澱檢視自己的職場角

色扮演是否符合專業與倫理的要

求。 

四、結語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當前臺灣高

教體系的旅遊倫理教育問題，大體

有：旅遊倫理研究尚不普遍，教材與

專書闕乏，同時在大學旅遊科系的課

程體系中，幾乎沒有開設旅遊專業倫

理課程，僅有少部分旅遊科系設有一

般倫理課程。研究更發現，所有旅遊

科系的教育目標皆在培養旅遊的實務

型專業人才，但在面對專業課程與操

作課程的學分擠壓下，旅遊專業倫理

課程闕如，一般倫理課程也不多，僅

透過專題演講、企業參訪或實習活動

等潛在課程，加強學生的倫理意識。

由於沒有足夠的旅遊倫理知識體系支

撐，又缺乏帶領學生進行道德反思與

知識反芻的細膩規劃，以致旅遊職業

倫理意識尚未內化為學生思想，旅遊

業也尚未被旅遊專業畢業生視為永續

發展的志業。 

為了改進當前臺灣高等教育旅遊

倫理教育的缺失，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做為未來職業倫理教育改進參考： 

(一) 教育目標與課程架構應互相對應 

旅遊實務型專業人才的培育目

標，不應流為口號，而應檢視所招收

學生的素質與學習特性，務實地量身

定製符合其學習能力與特性的課程計

畫，並應將教育目標與課程架構互相

對應，確立課程結構與實施成果能否

達到所設定的教育目標，否則便會出

現教育目標在「培養專業與倫理兼備

的旅遊專才」，而在課程結構中完全沒

有任何倫理課程設置的情形。因之，

落實旅遊倫理教育的第一步，應該從

檢視大學的旅遊科系教育目標著手，

用科學理性的態度研究學生素質與能

力，定位所欲培養的學生應具備的職

業能力與職業素質，實事求是地設置

相對應課程，使能有效達到教育目標。 

(二) 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應同時補強 

檢視當前臺灣高等教育的旅遊倫

理教育現況，發現僅有少部分學校有

一般倫理課程，旅遊專業倫理課程闕

如，相關研究也不普遍。建議大學的

旅遊科系應設置旅遊專業倫理課程，

仿效歐美國家教師專業成長團體的運

作，由教師共同研究編撰旅遊倫理教

材與專書，以在短時間改善國內旅遊

倫理教育教材缺乏現象。同時，為彌

補旅遊倫理課程的缺乏，可在其他旅

遊專業課程中，如觀光學、生態旅遊、

旅遊資源規劃與開發、旅行社經營與

管理、旅遊行銷學等課程，置入倫理

議題的解說與討論，透過實際案例引

領學生進行倫理思考與價值釐清，以

案例教學法、情景分析法、討論教學

法、價值澄清法、角色扮演法及問題

行為導向等教學方式，將旅遊倫理教

學融入旅遊專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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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論知識與實踐活動應同時並行 

為加強旅遊專業學生的職業倫理

道德，應將旅遊倫理課程列為專業必

修，而在其他旅遊專業課程中融入倫

理議題案例教學，輔以職場專題講

座、企業參訪、企業實習與服務學習

等活動課程，透過角色扮演、實境模

擬等教學方法的應用，從實踐當中內

化學生道德思想。如此，專業知識教

學與專業倫理實踐相結合的課程體

系，才能培養具有高素質的旅遊實務

型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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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如上班，校園如職場：職場倫理之教學與實踐 
李怡禛 

長庚大學工商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林書旭* 

長庚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鈺德科技總經理室資深特助 

 

一、前言：新鮮人亟待教育之處 

根據坊間人力銀行 2015 年 8 月的

調查，企業最嫌惡的新鮮人特質前三

名為「意見多」、「應對不得體」、「情

緒起伏大」（新鮮人進用嫌惡指標排行

榜，2015），往往造成新鮮人因不諳職

場文化，進而直接影響到共事者或團

隊和諧，甚至整體表現。若進一步將

上述特質轉化為職場上的具體行為，

則包含「不能被主管說重話」、「行事

被動等交辦」、「自利不考慮他人」、「拖

泥帶水」、「進度不隨時回報上司」等

等（林書旭，上課資料，2016 年 3 月

8 日），這些態度與行為問題，究竟是

學生明知故犯？還是不知者不罪？  

二、大學生之校園倫理為何？ 

大學校院幾乎是學生進入職場的

前哨站，在這些職場新鮮人被嫌惡的

態度行為中，回想出社會之前，在校

園中，是否早可看出端倪呢？現今許

多大學生上課遲到早退（睡過頭乾脆

請假或蹺課）、上課時間老師在臺上講

課，學生在臺下恣意用餐、睡覺；連

續假期前後一天曠課率高、週一週五

必修課遭抱怨、選修課人數少；老師

第一堂上課交代的作業繳交時間經常

忘記需要提醒；課堂中教師稍微大聲

責罵或要求嚴格，學生可能會討價還

價、臉色不佳、或以教學滿意度調查

低分「回饋」教師…凡此種種行為，

不就可以預測將來進入職場的表現

嗎？職場倫理能「教」嗎？如果可以，

過去中小學階段不也上了公民與道德

嗎？大學校院又該怎麼「教」，才能讓

學生「由衷」體會職場倫理的價值與

重要性，進而轉化成日常生活應對得

體的表現呢？ 

三、職場倫理之教學與實踐 

筆者認為，職場倫理教育，除教

室課堂內，書本教條的講授之外，更

重要的是要將校園當成職場，特別是

大三以上高年級的學生，更應該每天

懷著上班的心情進學校，將「學生」

視為全職工作的心態實踐課本知識。

以下分別針對「上課如上班」、「師長

如上司」、及「校園如職場」三部分論

述職場倫理教學與實踐之道。 

(一) 上課如上班 

倫理是一種價值體系與展現在外

的行為舉止，並非書本教條背誦後，

即能轉換為學生日常生活的具體實

踐，因此，教師無論所教授課程是否

為職場倫理，都應讓學生體會到「學

生是他們的專職工作」，上課就像上

班，成績就像他們在每一門課「上班」

18 週之後的「考績」，因此，學生每天

到班上課，應遵從進入職場上班出缺

勤的規範倫理，上課不遲到 （筆者採

取上課鐘響畢就點名或小考）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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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應按正常程序請假，事假應「事

先」向老師報告懇請准假（當然絕大

多數老師都會准假），當日臨時病假除

非不可抗力昏迷不省人事，只要還能

說話打字都應親自透過 email 或辦公

室電話向授課教師報告。 

除出缺勤請假行為之訓練外，上

課聽講坐姿應端正、手機應關靜音放

進書包、老師提問應積極舉手回答切

忌沈默、嘻笑不得體自我感覺良好的

幽默、或「不知道」。上課中趴在桌上

睡覺更是不可得過且過之行為，務必

制訂遊戲規則，請疲憊的學生自行請

假離開教室，避免對上課秩序與風氣

造成負面影響。 

上述課堂秩序規範，不僅在「職

場倫理」這門課實踐，而是每一門筆

者教授的課程，學生都必須遵守。從

大一必修課開始，學生就會知道某位

老師的課「規矩很多」，到大三教授職

場倫理時，學生依然會記得筆者在大

一時訂下的上課規矩，唯一要加碼的

是「服裝規範」。由於筆者任職「管理

學院」，負責大三學生 2 至 3 門必修

課，考量大三已屬即將進入職場之高

年級，故要求學生每週皆須穿著正式

服裝（男同學西裝領帶皮鞋，女同學

西式套裝襯衫高跟鞋）進教室，除訓

練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正式套裝尺寸

與顏色外，並可訓練學生出門前正視

服裝儀容，讓未來應徵工作面試者、

或職場同事、客戶留下好印象。 

(二) 師長如上司 

「應對不得體」亦是職場新鮮人

的通病，要釐清的是並非「表達能力

不佳」，而是「失禮」，亦即口語應對

表達失禮、文字往返也欠缺書信應有

之禮節。這種語言及文字應對，在學

生時代與老師的互動早可見端倪。 

此外，在「肢體語言」方面，學

生在師長主動走近其座位並發言交談

時，容易疏忽應立即起身回答問題（多

數不動如山坐著，抬頭看師長回話）。

又如餐桌應對禮儀，與老師約定聚

餐，經常有學生比老師晚到；老師蒞

臨聚餐地點，同樣，多數學生留置座

位談笑未能起立迎接；安排師長座位

未避開上菜處或遠離門邊進出處；或

被動等待師長點菜呼喚服務生等，凡

此細節，在商業飯局都是重要禮節，

亦可從校園師長聚餐機會教育。 

(三) 校園如職場 

大學階段是學生進入職場的最後

一站，四年生涯應將校園視為職場，

就如同一家大公司，校長如同企業總

裁，各院長如同各事業部總經理，各

授課老師好比自己的主管，每一門課

如同參與不同的專案內容，各有不同

主管帶領，學生應學習適應各個領域

專長個性不同的主管（教師）領導（授

課）風格，在每一門課爭取最佳表現。

被師長指正時學習控制情緒與表情、

接受改進、調整心情；面對老師或團

體活動交辦的事項勇於承擔不推託、

全力以赴，主動向老師報告執行進度

而非被動等待老師詢問；在校園用

餐、行車走路時也要留意不妨礙他人

安全；即使跟師長或同學交情再怎麼

好也該避免近廟欺神失去分寸，仍應

保有基本對話禮貌，不時將「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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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對不起」掛在嘴上；課業或辦事

遇到問題，訓練自己想盡方法解決而

非抱怨甚至停擺、找藉口等他人收拾

爛攤（林書旭，上課資料，2016 年 3

月 8 日）。課堂以外，將這些態度與行

為養成習慣，就是最重要的職場準備。 

四、結語：家長/教師亦有責 

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職場

倫理說穿了是一種個人修養，也是一

種社會風氣，許多待人處事應對進退

之道，是需要靠整體環境來塑造的，

對大學生活而言，要培養未來進入職

場的倫理態度，家長、教師、甚至學

校行政人員都有「以身作則」的責任。 

大學生經過中小學十二年規律作

息，進入大學後，多數家長開始降低

對學校規範的涉入，放手讓孩子自主

管理。但由於在校學習並無帶來正規

收入，因此，家長容易忽略「學生」

就是「正職工作」，有些要求逢年過節

寒暑假，學生都應該正常回家報到，

不應為了學校活動（上課作報告或社

團）而耽誤；有些家長每到連續假期

前後，允許學生請假或延遲返校以避

開往返車潮；筆者曾聽聞某校教師反

應學生反過來要求老師連假前後停課

配合。家長念子心切可理解，但若將

此種態度帶到職場，企業當然不可能

配合員工返鄉而停工，也不會希望員

工每逢連假前後就早退晚進。因此，

家長在建立學生職場倫理觀的角色，

應尊重「學生」是「專職工作」，並提

醒孩子以敬業態度上課學習，學習與

師長同學互動，建立人際關係與信

譽，盡量不要讓家裡輕微私事影響課

程學習或耽誤同儕分工任務。 

在教師方面，相較於中小學教

育，大學教師與學生互動多在專業學

科之授業解惑，在倫理價值觀或待人

處事多由班級導師負責。即便沒有太

多課業以外的對話空間，言教不如身

教。大學教師至少應該在「課堂上以

身作則」，上課不遲到不早退、盡量按

照課表預定時間上課、不任意請假、

請假應記得補課、服裝儀容整齊、與

學生對話也不忘「請、謝謝、對不起」、

走廊看到學生也可先展現笑容打招呼

等等…教師種種身教，對學生職場倫

理必有耳濡目染之效。行政人員面對

學生時，亦應秉持「服務」精神，謙

和有禮，耐心對待學生詢問，細心協

助學生處理相關事務，如此，學生更

能深刻體會何謂敬業服務的精神，將

之內化為個人心態，行政人員之角色

也不容小覷。 

環境是最好的教室，上課如上

班，師長如上司，校園如職場，學生

必能提升職場倫理之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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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課程之職場倫理教學 
蕭雁文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職場」係指人一生所從事的工

作，包括人與自己、與他人、與環境

共處互動的場域；「倫理」則指人際關

係中共同遵守的規範或準則，綜合言

之，「職場倫理」為工作中必須遵守的

禮儀、守則、法規與道德規範（江文

雄，2010）。目前臺灣大專院校推動職

場倫理教育的形式大致可分正式課程

與非正式課程（鍾隆琛、趙錦豪、何

臺華、李守誠、葛自祥，2014）。正式

課程涵蓋滲融式課程、單一課程、服

務學習式課程，「滲融式課程」是將職

場倫理的概念融入其他課程之中；「單

一課程」則是以「倫理」為主題的獨

立課程，其中又包括專業倫理與職場

倫理，前者針對單一專業，例如工程

倫理、醫護倫理、餐飲倫理等，後者

則泛指一般職場倫理。無論滲融式課

程或是單一課程，課程進行方式大致

包含專題講授、情境討論、案例分析、

角色扮演、讀書閱讀報告、協同教學

及示範演練（鄭仰峻、洪宗德，2009）。

最後，「服務學習式課程」強調「做中

學」，學生親至工作場域，從服務中學

習職場倫理，現場的工作者扮演著教

學角色，旨在培養學生良好工作態

度。相較於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顯

得活潑許多，透過專家講座、工作坊、

各類文創競賽、倫理案例辯論會等形

式進行。職場倫理的教學內容從人際

關係、溝通表達、衝突處理、團隊合

作、情緒管理、法規禮儀，甚至腦力

激盪等主題都涵蓋其中。 

然而，即便臺灣大專院校推動職

場倫理教育已超過十年，教學內容與

方式亦廣泛多元，但大家對職場倫理

教學的質疑卻未曾停止，最常見的爭

議是「職場倫理可以教嗎？」如果答

案是肯定的，隨之而來的疑問便是「教

哪些內容？如何教？誰有資格教？」

而倫理議題本就知易行難，要如何評

估教學成效又是另一挑戰，本文試圖

從目前職場倫理課程的設計理念探討

其潛藏的迷思，提出個人淺薄的想

法，冀望從中尋求職場倫理教學的另

一出路。 

二、從「課程」設計看職場倫理

教學的迷思 

從目前職場倫理的課程設計來

看，無論正式課程或非正式課程都脫

離不了四個潛在的迷思，分述如下。 

(一) 擁有足夠的知能便能防範未然 

綜觀職場倫理的課程內容，無論

是知識性的法律規範，或是技巧性的

溝通表達、情緒管理，甚至態度、價

值觀的案例探討，背後似乎假設「擁

有足夠的知識與技能即可預防職場倫

理問題的發生」，也因此課程易導向塊

狀知識與技能的傳授。而事實的真相

是，職場倫理涉及人與人、人與環境

的關係，知識與技能或許能減緩問題

的發生，卻無法避免問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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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業倫理可以歸納出原理原則 

將職業倫理列為課程，透過講述

規則、案例討論、讀書報告等形式，

提供學生一條康莊大道，這似乎也透

露著「職業倫理是可以歸納出明確、

務實、有用的指引」。然而，事實的真

相是，任何原理原則都有例外，任何

案例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無法從別

人的經驗中找到屬於我們處世的方

式，我們只能從自身經驗中反思學

習，從真實的情境脈絡中尋求解決之

道。 

(三) 職業倫理教育可以限期完成 

目前職場倫理課程的修課期限多

以學期為單位，學期結束課程便結

束，即便是非正式課程，亦以學期為

單位，活動結束學習也告一段落，這

似乎也暗示著「職場倫理是可以於期

限內完成的教育」。事實上，學校內的

教育過了賞味期則失效，職場倫理仰

賴終身學習，而最重要的學習場域在

職場，而非學校。 

(四) 獲取知識意味著能實踐知識  

無論正式課程或非正式課程多呈

現一種知識性的教學設計，學業考核

也多以認知檢測為主，這似乎假設學

生只要能夠知道這些道理，便自然能

遵守與實踐這些道理。然而，事實的

真相是，獲得知識不等同於能夠實

踐，通過考核也只能確認知道，不能

保證能做得到。 

 

三、超越課程與涵養生命的教

學 

透過課程設計的探討，不難看出

我們被困在傳統課程的框架中，局限

於塊狀知識的傳遞、原理原則的教

授、學期式課程安排及偏向認知的評

量，而這些並無法確保學生能在關鍵

時刻遵守職場倫理。黃俊傑（2002）

指出專業倫理之所以深受挑戰在於它

涉及具體生活的落實問題。筆者認為

若要貼近生活、身體力行，則職場倫

理的教學必須是超越課堂教學、長期

涵養、產學合作及終身學習的。或許

有人將解套方式指向從生活中學習的

潛在課程，然而潛在課程又過於籠統

空泛，找不到推動職業倫理的著力

點，以下就現有的大專院校及業界資

源做一整合，提出三點建議。 

(一) 超越時空限制，建立師徒制度 

職場倫理教學不應只侷限在某個

學期的某堂課，它必須超越時間、課

堂的限制，然而在這長程的專業養育

過程中，需要一位長者與學生建立深

厚的關係，關懷其身心發展、人品行

為及態度價值觀等，適時循循善誘、

諄諄教誨，是一位能真正陪伴學生終

身成長的師傅，而非只是修課關係的

老師。這位長者不必拘泥於是大專院

校的老師，也可以是業界品德專業兼

備的人才，教導形式當然亦不應侷限

課堂模式，可善用網路、電子軟體進

行關懷與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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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超越學校資源，落實終身教育 

職場倫理教學必須連結產業界資

源。邀請業界大師講座或是協同教學

雖可協助學生一窺職場倫理與文化，

但職場倫理的落實來自真實的接觸、

經驗、反思與行動。建議大專院校應

緊密與產業界合作，在學期間可安排

服務學習、專業實習課程，協助學生

進入職場，經驗、覺察、反思、行動，

從真實情境中學習人、我、環境和諧

共處之道；畢業後，大專院校亦可套

用「售後服務」概念，繼續與業界合

作，提供在職教育與諮詢，持續加強

校友的職業倫理知能。 

(三) 超越模擬案例，從經驗中學習 

職場倫理議題不會僅限於單一的

禮貌、法律或溝通技巧的問題。事實

上，會形成議題的必然潛藏衝突與爭

議性，正因如此，簡單的道理人人都

懂，但遇到真實情境便陷入困境無法

套用，而這也是職場倫理最難教的部

分。建議職場倫理教學多利用學生在

職場親身經歷的案例，而非模擬案

例，進行溝通、反思與行動。這樣的

學習應不限學校老師（這裡係指師徒

制的老師）、學生（或校友）之間，還

應納入業界人士三方合作，透過不斷

對話釐清彼此價值觀、需求與期待，

找出問題癥結點，尋求共好的互動方

式。Niles（2003）特別指出有效的倫

理教學必須提供支持與資訊，充分融

入職場文化，共尋解決之道。而這樣

的產學合作「三方對話教學模式」亦

能影響職場文化，產生良性循環，也

讓學校倫理教學更貼近業界需求。 

四、結語 

總而言之，要突破現有的職場倫

理教學困境，有三方面可做調整，一、

老師必須是母雞帶小雞式的師徒關

係；二、產學合作資源整合，延伸「職

前教育」至「在職教育」，以利終身學

習；三、教學必須從學生（或校友）

經歷的案例中，透過師傅、徒弟及業

界三方對話，尋求共好之道，以落實

知行合一。倫理議題本是困境，沒有

所謂完美的解決之道，只有比較好的

作法，正如同職場倫理教學一般，沒

有速成、省時、省力、最好的課程安

排與教學模式，筆者就目前的困境與

資源提出淺薄的見解，盼學校及業界

能攜手合作，規劃長程教學涵養計

畫，建立具體可行的制度與配套措

施，讓職場倫理教學成效真實反映於

職場實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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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中應遵循之職業倫理一談 
甘名峰 

新竹縣大同國民小學代課教師 

 

一、前言 

傳統中國有關儒家倫理的思想，

在孟子的心目中，人際關係可分成君

臣、父子、朋友、兄弟和夫婦（朱建

民，1996）。君臣之道：為作人臣子之

人，必須對自己的皇帝忠心耿耿；父

子之道：作為人家的兒女，必須孝順

生養自己的父母；朋友之道：和自己

的朋友或是其他人，我們必須以寬恕

的心善待他們，正所謂：「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即為盡朋友間之恕道。 

時至今日，儒家倫理在現今的臺

灣中，企業的員工們對自己的老闆真

的都是忠心耿耿，沒有因薪資或待遇

不好而一直想跳槽？作為人家兒女的

人，不會因一點小事和父母吵架或分

家？作為人家的朋友，甚至就廣義來

說，市場內的生意人們和我們交心想

兜售物品時，難道他們就不會偷工減

料、哄抬物品的價格然後賣給別人？

這代表著我們國人常常都是學了一套

（儒家倫理），然後做的又是另外一

套，這對於傳統倫理道德及善良人格

無疑是極大的傷害與否定，那麼，對

於職業現場上，我們必須要遵守哪些

準則，才能回歸良善的倫理道德規

範？以下將分項說明之。 

二、職場上該遵循的職業倫理 

在職業現場中，假使要讓自己的

人際關係良好，工作效率提升，雖然

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但卻是吾人

認為必須遵循之最基本工作倫理： 

(一) 對待他人要有禮 

無論是對待上司、長官，甚至是

同事，都應該要以禮相待，這邊講的

禮節不是誇張的去阿諛奉承他們，而

是去尊重他們，站在他們的立場思

考，對他們說話的態度不做作，寧可

常與他們說「請、謝謝、對不起」，也

不要臭臉迎人，懂得收斂自己的鋒

芒，相信更能得到他們的尊重與包容。 

(二) 上班時不遲到、不早退 

吾人覺得這是在外工作最需遵守

的基本倫理，因為人天生都有惰性，

假使有一天上班遲到，而沒有被主管

發現，養成了這種僥倖的心理，是否

之後也會如法炮製，趁上司未注意就

遲到，甚或找藉口早退。 

如此一來，一方面加深工作者潛

藏的罪惡感，工作效率表現上也會成

效不彰。但現在很多地方已經都有打

卡機制，隨便遲到已不被允許，再者，

假使被主管查覺，他是否會認為常常

遲到早退的人很沒責任感、不把公司

要務放在第一位，而讓工作者身陷常

被公司辭退的窠臼而不自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84-87 

 

職場倫理教學  主題評論 

 

第 85 頁 

(三) 遇到問題一定要向主管或前輩請

益 

甫進公司的新鮮人，必會在公司

內的事務上遇到某些問題，可能會有

很多人因為害怕被主管嫌棄自己的專

業不足而不敢向他們請益，這樣下來

就有可能讓公司事務滯足不前，堆積

了一堆不懂的事務也會讓自己的信心

大受打擊，會認為自己是否該繼續待

在此公司中（東吳大學學生事務處生

涯發展中心，2010）。 

舉吾人的例子來說，吾人在小學

中擔任代課教師，因為不懂得與低年

級如何好好相處，沒辦法有效控管他

們的上課秩序，而讓每次上低年級課

前，都讓自己心中深感戰戰兢兢，且

壓力大到想排斥上他們的課，或者想

隨便少上他們的課就好，最嚴重甚至

與教學組長反應，能否換其他代課老

師上課。 

這時，教學組長身兼吾人的前

輩，開始轉述她從前也遇過一樣的情

形，但只要改變自我想法，把每次上

課當作是一次新的學習，一堂課結束

後就不要再去回想，而是要努力找尋

相關網路教材及教案，為了低年級下

次的課再多作準備，日後沒有感到壓

力之時，也代表自我在教學上有了更

進一步的成長，自然會更有信心去面

對將來的所有挑戰。 

聽過組長所講的，吾人也漸漸走

出對低年級教學深感無力的緊張感，

也許自己已有了成長也說不定。所

以，在職場上遇到困難，定要多向前

輩或主管請益，才不會讓工作窒礙難

行。 

(四) 多做並多學習，靠自己克服難題 

上述有提及，在職場上遇到問題

可向他人請益，但私底下，我們可以

運用網路上的資料或公司內的資源，

多多充實自己不足之處，畢竟現在是

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相信大部份的專

業術語或是資源，都可經由手機、電

腦、平板電腦等電子儀器連結至網路

搜索，並能順利查找到相關性高的資

料。 

再者，多身體力行，親自動手解

決事務，像是幫忙學生製作科展、親

自動手調配飲品比例、調配餐點食

材、製作木造狗屋、粉刷油漆……等

等各行各業的技巧或關鍵之處，都可

經由查詢網路之後，以親自體驗的方

式，將製作的過程融會貫通變為自我

經驗。俗話說的好：「人要有兩把刷

子。」當自我掌握的越多，那得到的

經驗也會更豐富，就如同孔老夫子，

少時無論大小事務都嘗試自己作，才

能造就他後來成為「有教無類、因材

施教」的至聖先師。 

(五)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懂得與他

人溝通之技巧 

在職場工作時，難免多與其他同

事接觸，如果自己常自視甚高、鋒芒

畢露，認為自己懂的絕對比前輩多，

那在待人處事的態度上，必然就容易

踩在他人頭上，容易瞧不起他人所

為，日子一久便容易得罪別人，讓別

人對你敬而遠之，如日後有需要團隊

合作上的工作，因為與其他隊員格格

不入，是否在團隊中更增添了許多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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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扯別人後腿，導致後來工作效益

差，主管也不開心，最後因為連環效

應而影響全公司的營運。 

接著提到溝通的技巧，是否該多

設身處地、站在他人的立場著想？而

不是一開口就得罪長官或同事們，婉

轉地、輕聲細語、態度誠懇、落落大

方、行為表現上別扭扭捏捏，多以禮

善待他人，俗話說的好：「病從口入、

禍從口出」，學習溝通的技巧、以禮相

待，相信在建立良善人際關係的基礎

上，更能夠事半功倍。 

(六) 別在別人背後做過多的批判 

如標題所述，在職場中最要不得

之事即為在他人背後批評別人，也許

有些人會認為此舉是茶餘飯後的閒暇

活動，但嘴長在每個人身上，假如跟

某人講某主管的壞話，難保對方不會

出賣你，與主管打小報告，到時後吃

虧的可是隨意批評他人之人。相對來

說，當吾人無意間聽到某人在批評另

一人時，也不要存有害人之心，跑去

與受批評的人打小報告，如此一來，

可能造成與他人間人際關係的失衡，

也會被其他人瞧不起，好像自己就是

長著副「抓耙子」的嘴臉。由此可知，

無論是批評者或是打小報告者，不但

違背第一點提到的：對待他人要有

理；也破壞上述第五點的人際關係，

既然百害而無一利，那在職場上就該

避免隨意評判別人。 

 

 

三、結語 

臺灣已經進入後工業的社會，在

這樣的環境之下，職場上的職業倫理

也是紊亂不堪，要如何在這個時代好

好遵循職場倫理，吾人有幾項建議如

下： 

(一) 重視學校教育 

在全臺的商學院或是管理學院

中，會以必修或選修之方式開相關職

業道德及職場倫理相關課程讓學生修

習，除了大專院校專門的課程外，中

小學時期的生活與社會課也有稍微提

及禮儀的概念，像這樣從小紮根，潛

移默化中，相信可以根植未來的主人

翁相關的知識與態度，更重要的是，

身為教師的我們也必須作個好表率，

以期為學生們學習的榜樣。 

(二) 重視家庭教育 

撇除學校教育不談，對孩童至青

少年時期，最重要的學習環境即為家

庭，所以父母在道德倫理或是待人處

事禮儀的教導，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力量，假使沒了完善的家庭教育的約

束，想必會讓孩子們在職場上常不知

自己犯了什麼過錯而被主管改正。 

(三) 社會的職場環境應講求「誠實」 

現在的職場環境，詐欺、偷工減

料等事情層出不窮，是爲什麼？因為

有些人被金錢及物欲所蒙蔽，為了得

到更多資產，只好昧著良心作些偷雞

摸狗的勾當，代表這個社會還不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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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誠實的概念，有一分力做一分事，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只要常保誠實

與信用，相信其他人眼見為憑，都會

樂意與有「誠信」的人相處。 

(四) 工作職場可事前訓練員工的職業

倫理 

相信現在大部分的職業，在確定

被錄取後，公司即會進行職員的職前

訓練，告知公司中有哪些原則必須去

遵守，與同事或長官相處該採取怎樣

的應對進退態度，職場上的行銷策

略，或是待客之道，應是職業現場中

必須要事前教給員工的生存法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綜

上所述，從小開始就必須開始道德倫

理訓練，至職場後有專業的職業事前

訓練，無論何處的教育訓練，都必須

讓被訓練者知道何謂好的榜樣，如

此，下一代複製上一代好的結果，避

免被不實的慾望所蒙蔽，才能讓職場

倫理正確的觀念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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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當前教育評鑑瓶頸的評鑑倫理重要議題 
阮淑萍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曾淑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教育評鑑是提昇教育品質、促進

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國教育

評鑑實務的發展雖已歷經數十年，然

而，近年來各級學校校務評鑑、各類

專案評鑑活動、教師評鑑增多，卻也

逐漸浮現對評鑑的質疑，而倫理即為

評鑑公信力之關鍵因素。 

美國評鑑領域的發展於 1980 年代

正起步之際，Sieber（1980）即提出重

視倫理評鑑的呼籲，強調評鑑倫理可

以指引評鑑人員進行合乎倫理的評鑑

與解決評鑑中之倫理兩難。Newman

（1995）建議除進行倫理實務研究

外，亦須發展倫理系統之文件撰寫，

其中包括如評鑑指引原則（guiding 

principles）、規範（rules）與直接指引

（direct guidelines）等，以協助評鑑人

員進行倫理決策。國外評鑑專業團體

察覺倫理對專業之意義與重要性，自

1990 年代也紛紛發展評鑑實務指引，

做為評鑑或評鑑人員之倫理規範、標

準或守則（code），例如美國評鑑學會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的

AEA Guiding Principles for 

Evaluators、英國評鑑社群（United 

Kingdom Evaluation Society）的 UKES 

Guidelines for good practice in 

evaluation、加拿大評鑑學會（Canadian 

Evaluation Society）的 CES Guidelines 

for ethical conduct、大洋洲評鑑社群

（Australasian Evaluation Society）的

Guidelines for Ethical Conduct of 

Evaluation 與 Code of Ethics 等，用以

指引評鑑建構歷程中相關人員的倫理

行為。除此之外，鑑於評鑑實務中遭

遇的各類問題，國外已有不少對於評

鑑倫理之研究，包括倫理規範、倫理

敏感度、倫理決策等，而我國則散見

於研習會議、期刊，且多侷限於以評

鑑委員為主體之倫理議題。本文即以

國外對評鑑倫理之討論為基礎，提出

我國教育評鑑倫理缺少關注之議題，

期能引發對教育評鑑倫理之討論。 

二、評鑑倫理規範的發展需涵蓋

不同評鑑階段與評鑑關係人 

對於評鑑倫理之範疇，Morris 與

Cohn（1993）指出許多倫理挑戰是來

自評鑑之委託單位及利害關係人，因

此評鑑實務中的委託單位與相關利害

關係人也應與評鑑人員分擔評鑑倫理

之義務。Alkin（2011）指出在方案評

鑑標準中有很多涉及倫理的考量，倫

理議題的對象包含委託人、委託單位

的成員、參與者、評鑑人員，在評鑑

中要留意是否侵犯到個人或組織的權

利? 是否確保個人隱私? 是否告知參

與者並取得其參與評鑑同意? 此外，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也須謹慎考量可能

帶來對參與者之傷害、這評鑑是否對

個體或方案導致嚴重的分裂或擾亂? 

對於評鑑人員之倫理，則強調評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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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須注意利益衝突；在評鑑結果方面

則提醒謹防誤解評鑑的資料與結論、

可能的誤用。大洋洲評鑑學會 2003 年

進行倫理議題之調查結果顯示，評鑑

人員常遭遇之倫理議題包含評鑑人員

與委託進行評鑑者或使用評鑑者，如

管理者或出資者試圖影響或控制評鑑

結果、介於組織需求與委託者之間的

衝突、政策的干擾、報告的公佈與隱

匿、評鑑目的對資料收集之要求、於

評鑑進行中或撰寫評鑑報告或收集資

料時單方面改變的權限（ Turner, 

2003）。除了上述主張評鑑倫理應是所

有評鑑關係人共同責任的論述外，鑑

於曾淑惠（2009）具體指出評鑑倫理

為用來在評鑑的起始階段指引評鑑的

建構、在評鑑的過程階段支持評鑑中

的適切行為、在評鑑的結果階段用來

判斷評鑑的品質。Morris（2015）回顧

過去評鑑倫理研究結果，評鑑人員所

常面臨的倫理挑戰包括於評鑑初始或

簽約階段、評鑑設計、資料收集、資

料分析與解釋、評鑑結果的溝通與評

鑑結果的使用等六類。換言之，評鑑

倫理的規範不應僅聚焦於評鑑實施階

段，對於評鑑的發起與設計、結果與

運用等階段的評鑑倫理亦應受到同等

的重視。 

我國對於評鑑倫理守則或規範之

制定，以 2005 年科技大學評鑑對訪評

委員之倫理準則發展為最早，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2006 年依據該

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目的，提出評

鑑專業倫理規範，作為評鑑委員進行

實地訪評的工作準則，包含「評鑑倫

理七大準則」，並要求評鑑委員須事先

主動迴避之 7 種狀況，並須簽署利益

迴避保證書，確保評鑑公平、公正之

原則，並訂有評鑑委員實地訪評之注

意事項，包括評鑑委員一般注意事

項、訪評小組成員互動注意事項、評

鑑委員與受評單位間互動注意事項、

訪評過程注意事項、晤談注意事項共

五面向 46 項，此準則著重評鑑委員個

人之保密、公平、不遲到，並有迴避

之要求，但未有明確之範疇區分。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2010 年訂定之「評

鑑委員倫理準則」包括四個向度，共

計 22 條（王保進，2011），此準則包

含了評鑑行為中評鑑委員與受評單

位、評鑑委員間、評鑑委員與委託單

位、評鑑委員與社會等主要範疇。不

論研究或上述文件皆基於承辦評鑑時

對所遴聘之外部評鑑委員所設置。然

而，高教評鑑中心於 2015 年對受評校

院的匿名調查結果顯示，仍有 12.2％

不同意「評鑑委員多能遵守評鑑倫

理」，19.0％不同意「評鑑委員多能了

解評鑑目的、指標與規範，並確實落

實」（江東亮，2016），意指在大學教

育評鑑委員的倫理素養方面仍有須加

強的空間。 

我國在評鑑倫理規範的發展除缺

乏具有共識性之文件，所討論之倫理

僅限如保密、守時、不接受餽贈等聲

明書或評鑑倫理注意事項，然而不同

時間、文化與社會背景對於倫理之範

圍不盡相同，專業倫理亦不可能獨立

於社會價值而存在，評鑑倫理之範疇

涵蓋評鑑之利害關係人，即委託單

位、評鑑者、被委託者、受評鑑者以

及與社會大眾本身或之間的倫理行

為，因此必須了解臺灣社會對教育評

鑑的期待，也應讓各利害關係人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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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了解其所應擔負的評鑑倫理責任，

進一步發展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專業評

鑑倫理規範或指引，以為評鑑各階段

歷程中各相關人員行為之明確準則。 

三、理解倫理規範或簽署倫理規

範同意書不等同於具有評鑑

倫理，應增進評鑑倫理敏感

度與倫理決策能力 

 然而，是否倫理規範一旦建立就

能 夠 有 符 合 倫 理 的 評 鑑 ？ Sieber

（1980）則認為倫理規範對評鑑人員

或許只是最低的標準，倫理規範也只

是指出專業下對評鑑人員的期望，然

而，其認為如要合乎倫理即需要發展

預知與避免方案評鑑倫理問題的能

力，而這種養成的能力即可以在從事

新的或不同的評鑑時面對新的挑戰。

致力於評鑑倫理之學者 Mathison

（1991）也指出倫理規範或守則之限

制，因為倫理決策並不是簡單的規則

的運用，且倫理決策大多是兩件對的

事的衝突，倫理決策都是與脈絡有關

與獨特的，遵守倫理規範並不代表就

有倫理的行為。換言之，倫理規範雖

是具體的行為準則，是評鑑人員最基

礎的行為指引與規定，但不代表能處

理評鑑實務中的所有倫理議題與倫理

兩難，也不等同於評鑑倫理在實務中

之實踐。 

雖然已建立有評鑑的專業規範，

美國仍有多項研究皆提出評鑑人員有

不倫理之行為包括：未從事研究以具

備足夠評鑑關鍵知識、專業能力不

足、缺乏客觀與公平的態度、無法抗

拒不當壓力、以及結果運用違反私密

條款等（黃曙東、蘇錦麗，2010）。除

此之外，Morris 與 Cohn（1993）以美

國評鑑學會會員所做之評鑑倫理調

查，有 35%的填答者表示未曾遭遇倫

理問題，大洋洲評鑑學會於 2003 年進

行評鑑倫理與品質之調查，參與調查

之成員也有 28.7%回答未曾於工作時

遭遇倫理挑戰或倫理議題（Turner, 

2003）。而後 Morris 與 Jacobs 於 2000

年改以情境方式再次進行美國評鑑學

會之成員評鑑倫理研究，結果之一也

顯示評鑑倫理在評鑑人員之間並未有

一致之察覺或共識，這種狀況可能並

非故意忽略的也可能導致之後不倫理

之決策行為，也因此提出對有些人而

言，做出不符合倫理的決策，不代表

其選擇不倫理之行為，而是他未有辨

識其情境中之倫理的能力，因此強調

倫理敏感度是倫理決策之重要因素

（ Sidani , Zbib, Rawwas, & 

Moussawer, 2009）。 

在美國評鑑倫理已逾 25 年的發展

脈絡中，評鑑領域的倫理被廣泛的陳

述，也發展評鑑人員指引與標準，然

而比起 25 年前，現在的評鑑人員是否

就能設計合倫理的評鑑？是否能更妥

適地處理評鑑造成的倫理挑戰？而答

案是未知的 （Morris, 2011）。評鑑人

員經常面對無法清楚知道該如何做才

是正確的困難情境，而且沒有任何一

項法律或標準能涵蓋每一項可能的情

境（IPDET, 2007），Newman（1999）

認為提升評鑑人員之倫理能力以因應

多樣的倫理挑戰，需發展多元的方法

進行倫理教學，並評估其執行合乎倫

理的評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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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面對複雜的評鑑脈絡，在培

育評鑑倫理能力的方法上，現況仍以

上課、講習為主，對於接受培訓者倫

理敏感度與倫理決策能力提升的助益

極為有限，建議可以實際情境案例進

行討論，以增進評鑑關係人對評鑑倫

理之敏感度，經由多次的決策演練，

累積決策經驗，為減少學習的奔波，

可規劃網路學習平臺。此外，可成立

評鑑倫理委員會，進行評鑑計畫審

查，以補足不夠周詳之倫理考量，並

可作為評鑑過程與結果公布所面臨之

倫理問題之協助。 

四、結語   

綜整上述的論點，現階段對於突

破當前社會大眾對教育評鑑質疑的當

務之急在於對評鑑倫理的健全處理，

亦即應由評鑑專業團體或教育評鑑主

責單位發展包含各類評鑑關係人於評

鑑各階段之評鑑倫理規範與指引，並

進一步增進各類評鑑關係人的評鑑倫

理敏感度與倫理決策能力。國內外皆

有對評鑑倫理議題界定之質疑，究其

可能原因乃在於每個人對評鑑倫理之

認知與察覺有所不同，即對倫理尚無

共識。因此進行我國教育評鑑脈絡中

的倫理議題的研究，收集並分析對於

不同評鑑關係人於各評鑑階段之評鑑

倫理問題，並將倫理問題作為評鑑倫

理培訓之教材，正是使我國在教育評

鑑專業的發展能突破困境以向前邁進

的不二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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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觀點看教師之導護問題—以《臺中市國民 

中小學執行學生交通導護工作實施要點》為研究 
陳慧華 

國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范熾文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院長 

陳英俊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博士班行政組研究生 

 

一、前言 

傳統以來行之有年的教師擔任導

護問題，近日再度引發教師與家長之

間的熱烈討論。由於立場各有不同，

因而從不同角度所提出相左之看法乃

是可以理解。然在各自表述意見之

餘，倘無法提出合理客觀之說詞及相

對應之解決配套措施，則教師導護問

題勢必終將依然繼續存在，教師與家

長之間的討論永遠都是一條沒有交集

的平行線。本文試從教師導護有無法

源依據之觀點為出發，並以教師擔任

導護所可能衍生的行政責任、刑事責

任和民事責任分別加以解析，再就法

制層面的觀點提出解決教師導護問題

之建議，期能達到教師導護權益受到

法律保障與落實維護學生上下學交通

安全之雙贏局面。 

二、教師擔任導護之法源依據—

以《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執行

學生交通導護工作實施要

點》為例 

從依法行政的觀點而言，公務員

在執行任何職務之際，都必須恪遵相

關法令規定作為依據，而教師在從事

其與教職相關工作時，亦當確遵此一

原則辦理。以臺中市政府 2012 年 10

月 4 日中市教社字第 1010073119 號函

所訂頒《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執行學生

交通導護工作實施要點》為例，該要

點第 1 條即開宗明義揭示訂定之目

的，乃在於為落實中小學執行校內外

交通導護工作，維護學生上下學安

全，加強交通安全教育。該實施要點

設置之立意可謂良善，惟從該實施要

點之法源依據觀之，並未見有任何相

關之母法作為依據，純屬地方政府機

關基於上述學生安全考量而訂頒該行

政命令，再就該實施要點內容觀之，

亦未審酌其內容之執行事項是否屬於

教師之職權範圍，然因該實施要點第 2

條已明白揭示，教師有應負「維護學

生上下學安全之校內外交通導護工作

責任，不得拒絕」之積極之義務，就

此部分對於教師賦予強制性之工作責

任規範，其適法性不無可議之處。雖

然該要點第 9 條訂有「教師於執行校

內外交通導護工作期間，如因公涉

訟，學校應積極協助並依照公務人員

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規定辦理之。」惟

該條文對於教師事後權益之保障是否

周全，仍容有討論之空間。綜合檢視

該要點諸般規範內容，實難謂符合依

法行政之作為，是有再重新檢視此實

施要點其適法性之必要，期使達到教

師導護工作法制化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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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擔任導護所可能衍生行

政責任之權益保障 

從上揭《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執行

學生交通導護工作實施要點》內容觀

之，教師擔任導護所可能衍生之行政

責任，本文分為兩個面向進行探討，

一是教師遵照該實施要點執行導護工

作所衍生的相關法律問題、另一是教

師消極不配合執行該導護工作之法律

效果，茲分述如下： 

(一) 教師遵照該實施要點執行導護工

作所衍生的相關法律問題 

由於上揭實施要點之重心乃在於

「維護學生安全之校內外交通導護工

作責任」，是以，教師遵從該實施要點

執行導護工作期間，倘非因教師本身

之因素而導致學生於上下學時出現人

身安全問題，此際教師是否得主張免

除其因導護職務所衍生之相關責任？

從法律之觀點而言，雖須視個案情形

而有不同之判斷，然從家長之立場而

言，教師通常仍不免要背負過失之責

任，無形之壓力不可謂之不大。 

然若係因教師之個人因素而導致

學生於上下學時出現人身安全問題，

此時教師所必須擔負之各項法律責任

則在所難免，不論是行政責任、刑事

責任或是民事責任，終將難辭其咎。

雖然前揭實施要點第 9 條明文規定「教

師於執行校內外交通導護工作期間，

如因公涉訟，學校應積極協助並依照

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規定辦理

之。」乍看似乎是對教師導護發生法

律爭訟時事後權益之保障，實則不

然。從協助教師因公涉訟輔助之觀點

而言，不論是從前述該實施要點所提

及之依照《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

法》，抑或是另從 2015 年 1 月 19 日訂

頒《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予以輔

助，該等要點所稱「涉訟」定義，均

指「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刑

事訴訟案件。」並不包含行政訴訟之

爭訟輔助保障，此觀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民國 98 年 1 月 7 日公保字

第 0970013294 號令函要旨「公務人員

因公涉訟得申請涉訟補助，係以依法

執行職務為前提，而涉及民事、刑事

訴訟案件而言，行政訴訟案件則不包

括在內……」已臻明確。因此，從上

開諸多面向觀之，對於教師導護所衍

生相關爭訟之權益保障，似乎仍有不

足，尚有改善之空間。 

(二) 教師消極不配合執行該導護工作

之法律效果 

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

工作與生活，以提昇教師專業地位，

我國《教師法》第 1 條已有明文規定。

倘若教師消極不配合執行該導護工

作，是否會涉及到《教師法》相關規

定？本文認為應先界定「導護工作」

是否係屬於與教學有關之工作或活

動，觀諸《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7 款所規範教師接受聘任後，所享有之

權利內容「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

師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

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因

此，若認為「導護工作」係屬於與教

學有關之工作或活動，則從該法第 17

條所規範關於教師之義務，及從第 16

條反面之解釋，教師自無從拒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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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護工作之餘地，由此推論，如果教

師消極不配合執行該導護工作，乃應

受到該法第 18 條之有關法令規定處

理。反之，若認為「導護工作」非屬

於與教學有關之工作或活動，則無法

強制要求教師必須擔負起導護之工

作。惟關於「導護工作」之屬性，礙

於欠缺明確性，往往需透過行政函釋

加以界定與判斷，為避免行政函釋效

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本文認為「導護

工作」法制化的建立，才是解決此一

問題的根本之道。 

四、教師擔任導護所可能衍生刑

事責任之權益保障 

教師擔任導護所可能衍生的刑事

問題不一而足，因之，本文僅就教師

因導護工作所衍生刑事責任相關問題

之權益保障進行探究。依《教師因公

涉訟輔助辦法》第 5 條及《公務人員

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 5 條均明白揭

示公務員及教師涉訟輔助之所稱「涉

訟」，係指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

事、刑事訴訟案件。故該涉訟輔助範

圍雖包括刑事訴訟之案件，然就上揭

辦法所指關於「依法執行職務」之認

定，仍應由其服務學校就該教師之職

務權限範圍，認定是否依法令規定，

執行其職務。因此，於探討教師因導

護工作所衍生刑事責任問題之際，仍

應先從是否係「依法執行職務」予以

認定之，然此認定教師職務權限範圍

之解釋權歸屬於其服務學校，從教師

之立場觀之，實有違公平之原則。 

再者，從上開《教師因公涉訟輔

助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加以探

討，「給予涉訟輔助之教師，於訴訟案

件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予以不

起訴處分或依第 253 條之 1 予以緩起

訴處分確定後，涉訟輔助服務學校及

幼兒園應以書面限期命其繳還涉訟輔

助費用。」揆諸刑事訴訟案件之不起

訴抑或緩起訴，皆為檢察官經偵查程

序並依法定職權所為之處分，顯已考

量該等情節之輕微尚不足以達到應予

起訴門檻，然該辦法卻載明俟該等處

分案件確定後，教師尚須繳還涉訟輔

助費用，對於教師權益之保障而言，

實有不公之處，殊值商榷。 

此外，依前述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

規定「前項情形以外，給予涉訟輔助

之教師，其訴訟案件於其他不起訴處

分、裁判或懲戒議決確定後，涉訟輔

助學校及幼兒園認定其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者，應以書面限期命其繳還涉訟

輔助費用。」亦即，縱然經過司法或

行政程序確定終結，涉訟輔助學校復

可就同一事件再行認定教師有無故意

或重大過失，作為需否繳還涉訟輔助

費用之再判斷，此舉似有行政判斷凌

駕於司法判決之上的疑慮，實有違法

治國家之法理，適逢此次教師導護問

題之再度掀起討論之際，研擬修訂相

關規定以保障教師權益之因應，於此

尤顯重要。 

五、教師擔任導護所可能衍生民

事責任之權益保障 

教師擔任導護所可能衍生的民事

問題亦如同上述刑事責任般，個案狀

況不一而足，尤以《民法》所認定之

責任要件，通常比刑事責任要件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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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較為寬鬆，亦即，教師權益之保障

益顯捉襟見肘，關於前述《教師因公

涉訟輔助辦法》及《公務人員因公涉

訟輔助辦法》所指公務員及教師涉訟

輔助之「涉訟」，係指依法執行職務，

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故倘教

師因導護工作所衍生涉及民事問題

時，亦均在上揭涉訟輔助辦法之規範

中。惟該等辦法條文中所指關於「依

法執行職務」之認定，亦應由其服務

學校就該教師之職務權限範圍，認定

是否依法令規定，執行其職務。此節

關於認定教師職務權限範圍之主導權

歸屬於其服務學校，有違公平之原則

之評論，已如前述，乃均有可議之處。 

本文關於教師導護所涉民事侵權

行為之規定，從《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之

內容可知，教師導護工作實潛存有高

度之法律風險，蓋除故意行為之賠償

責任外，對於因過失行為尚需負起民

事賠償之責任，對於導護教師而言，

乃具有無形之壓力。況且該行為是否

為過失之界定，係屬抽象之法律概

念，或因法官個人不同之斷定而容有

不同之判決結果，無怪乎教師導護之

問題，屢屢爭議不休。再從《民法》

第 186 條第 1 項之規定加以探討，「公

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

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

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

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

從該項之後段觀之，若公務員其因過

失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

償時為限，負其責任」，此處所稱「不

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一般多指國家

賠償而言，亦即，倘教師因導護所衍

生之民事爭訟，若被害人未能依《國

家賠償法》受到國家賠償時，身為公

務員之導護教師，仍應負賠償責任。

再再顯示教師導護權益保障之法律問

題叢生，實難苛責導護教師對此工作

之反彈。 

六、結論 

綜觀前述教師導護有無法源依據

之觀點，以及教師擔任導護所可能衍

生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

問題分別加以解析後，關於此問題再

度引發教師與家長間熱烈討論之際，

本文認為，教師從事教育工作之相關

法令規範繁多，何以關於教師擔任導

護問題卻屢被提出討論？探究其肇因

乃在於教師導護工作未能落實法制化

之緣故，以所舉臺中市政府訂頒《臺

中市國民中小學執行學生交通導護工

作實施要點》為例，若能將規範教師

導護任務之實施要點提升為法律位階

層次，對於教師權益之保障而言，將

必然更為周延，相對而言，也能創造

教師導護權益受到法律保障與落實維

護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之雙贏局面。

再者，中央或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在殷

切期盼及強制要求教師從事導護工作

任務時，應一併就《教師因公涉訟輔

助辦法》及《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

辦法》中，對於本文前述教師擔任導

護權益保障尚有不足之內容，研擬更

周全之配套機制以及明確法制化之權

益保障規範作為因應，以臻完善教師

擔任導護之責任並觀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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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師校外交通導護適法性之研究 
林政宏 

臺東縣政府秘書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組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部曾委託學者對國中小教師

擔任校外交通導護工作的知覺性作問

卷調查，其調查結果指出，老師們認

為學校教師不願意擔任校外交通導護

工作或感到困難的原因，以「肇事或

指揮交通責任太重」為首，其次是「缺

乏執行的法律保障」，第三為「增加教

師的工作負擔」（羅綸新、許籐繼、江

怡萱、徐芳萸，2004）。而近日多篇平

面媒體引臺中市教師職業工會的訴

求，認為「教師無交通指揮權」、「接

送學生上下學是家長職責」等向勞工

局提起仲裁，引起家長、校長團體的

關心表示此舉將引發骨牌效應，罔顧

學生安全。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

教總），也表示導護老師的存在未必合

理，認為教師確實不具有在馬路上指

揮交通、管制人員及車輛之權力，且

法律上並無明定教師擔任導護之義

務，且歷來不少老師因執行導護工作

被告，甚至有教師輪值交通導護時，

因學生在教室發生意外，學校卻需賠

償受傷學生的判決，讓老師站導護備

感壓力（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

報，2016.03.04）。教師校外交通導護

並非今日才有的現象，只是新聞報導

讓交通導護的問題更突顯出來，究竟

教師校外交通導護與警察交通指揮其

法律性質及所產生的法律效果為何？

教師校外交通導護需不需要有法律的

依據？本文僅就相關法律規範及學者

文獻資料作分析，先就交通指揮的法

律性質及其產生的法律效果做說明，

次評析教師校外交通導護在法律上的

適法性，再者，分析民國 96 年 10 月

12 日花蓮地方法院判決導師因輪值交

通導護工作，離開教室怠於監督，導

致學生一目失明產生國家賠償訴訟判

決案之相關法律意見對交通導護產生

的影響，最後提出教師校外交通導護

之結論與建議。 

二、交通指揮之法律性質 

(一) 何謂交通指揮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

條第 3 項規定：「前項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

樣式、標示方式、設置基準及設置地

點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

部定之。」而交通部依前揭條例授權

訂定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對於交通標誌、號誌之樣式、

設置條件、地點等訂有詳細之規定。

另同條例第 92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其

他有關道路交通安全等事項之規則，

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依其授權

另訂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於駕

駛人駕駛交通工具，除應遵守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應服

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而相關交通

法規體系之建立，也讓第一線交通執

法人員得以為執行之依據。因此在交

通執法上形成「法律、法規命令、行

政處分」之垂直執法體系。據上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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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體系之建構，在執法現場實務之

運作上，所謂交通指揮應係一個廣義

的概念，約可區分為「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指示」及「執法人員手勢交

通指揮」二者： 

1.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第 2、3 條之規定，所謂標誌、

標線、號誌，在於使用規定之符號、

圖案或簡明文字繪於一定形狀之標牌

上（標誌）、或以規定之線條、圖形、

標字或其他導向裝置，劃設於路面或

其他設施上（標線）及以規定之時間

上交互更迭之光色訊號，設置於交岔

路口或其他特殊地點（號誌），用以將

道路通行權指定給車輛駕駛人與行

人，管制其行止及轉向或促使駕駛人

與行人注意、遵守之交通管制設施。

其設置目的在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

有關道路路況資訊，以便利行旅及促

進交通安全。而其法律效果，因該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之作用而有所不

同： 

(1) 警告、指示、輔助之交通標

誌、標線 

       因其作用在促使車輛駕駛人

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況、提

高警覺，或指示、識別路線、方向、

里程、地名及公共設施等，其法律

性質為一般的觀念通知，並未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但若因設置或管理

不當發生事故時，則可能有公有公

共設施設置或管理不當國家賠償

之適用。 

(2) 禁制標誌、標線或號誌 

       禁制之交通標誌、標線或用以

管制之定時、感應、調整號誌，其

作用在表示道路上之遵行、禁止、

限制等特殊規定，告示車輛駕駛人

及行人嚴格遵守。產生具有對外禁

止或管制作用之法律效果，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雖其禁制之相對人難

以特定，但依其一般性特徵（禁止

或管制交通標示）可得確定其範圍

（以到達其前之用路人為相對

人，不斷重複作成之對人之一般處

分），而認為係「一般處分」（最高

行政法院 98 年度裁字第 622 號判

例），但也有學者認為部分交通標

示如斑馬線之設置、交通管制區之

劃定、減速標線（跳動路面）等係

為「對物之一般處分」（李惠宗，

2013），但無論是對人或對物之一

般處分，其產生之法律效果皆同於

行政處分之效力。 

2. 執法人員手勢交通指揮 

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

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所謂號誌係指，

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行進、注意、停

止，而以手勢、光色、音響、文字等

指示之訊號。故警察或交通稽查人員

以手勢或哨音指揮交通，亦屬交通號

誌之一種，惟為便於區分一般所熟知

之固定物之燈號光色號誌，特別將執

法人員之手勢交通指揮獨列說明。一

般而言，交通警察在交通熱點或危險

路口，向行經該熱點或路口之多數行

人或駕駛以手勢為前進、停止或轉向

通行之指揮。雖然交通警察並不清楚

受指揮之用路人為何人，以及確切之

人數多少，但其指揮之相對人應屬在

場看見其指揮手勢之用路人。因此，

學者認為交通警察之指揮交通，係對

行經指揮現場之用路人，依此一特徵

而可確定其範圍之人所為之對人之一

般處分（吳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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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律性質 

 《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本

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

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

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

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

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

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

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

同。」行政處分在行政法學上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說是整個行政

作用法的核心所在。從法條結構而

言，其包含了行政處分兩個重要的概

念，「狹義（具體）的行政處分」（第

92 條第 1 項參照）和「一般處分」（同

條第 2 項）。而交通指揮如前所述，無

論是對人或對物之一般處分，其產生

之法律效果皆同於行政處分之效力，

所以亦需具備以下行政處分之要件，

綜整學者見解皆認為包含下列要素

（翁岳生，2015、吳庚，2015、李惠

宗，2013）： 

1. 需為行政機關之行為 

所謂行政機關係指國家或地方自

治團體具有公權力行使權能之機關，

在國家組織三權分立體系下與從事立

法工作的中央或地方立法機關及從事

司法審判實務的司法機關不同，前者

為制定法規，後者為訴訟案件之審判

均非行政機關，而我國特有之監察機

關其有關彈劾、糾舉、糾正及調查等

權限行使，自大法官 325 號解釋（1993）

以後，多認為應歸類於準司法機關職

權之範圍，自非行政機關。 

 

2. 需為公法上具體事件 

是否為公法事件，涉及到公法與

私法如何區分判斷的問題，但依一般

主張之「修正主體說」認為，只要法

規規範之相對人一方屬公權力主體，

即屬公法（李惠宗，2013），另行政處

分與行政命令最重要的區別，在於該

行政作用所規範的事件及對象會依據

「規範的事件具體或抽象」或「規範

的對象是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

或不特定人」而有所區別，若事件是

具體，規律對象是特定人則為行政處

分；若事件具體，規範對象為可得確

定之多數人時，即為一般處分（指對

人的一般處分）。 

3. 需為行政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 

指行政機關的決定或公權力措施

具有公權力「規制的效果」，係行政機

關將抽象的法律規定予以具體化之意

思表示，其態樣繁多，裁罰、下命、

指揮、許可、核准、確認等皆屬之。 

4. 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行政處分有別於上級機關對下級

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之「內部行政行

為」，其必須依其行為之客觀性具有直

接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但所謂法律

效果不必限於公法上效果，因行政處

分而發生私法上效果者，亦屬此之所

謂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5. 需為單方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基於公權力而產生政府

高權性質之強制力或羈束力，必要時

行政機關尚得以強制手段達成行政處

分所欲達成的目標。換言之，指不需

相對人同意即會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

行為即可認定為單方行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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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處分的效力 

交通指揮之法律性質，雖一般大

都認為屬「對人之一般處分」，因其規

範之相對人不特定，但有可得確定的

範圍，如警察手勢交通指揮、紅綠燈

交通指揮、行車速限禁制標誌或道路

交通管制等，皆可得確定其相對人之

範圍，亦即行經該交通指揮路段之行

人或駕駛人員，皆有受該一般處分拘

束的法律上效果。如因此而違反該行

政法上之義務，導致警察人員之裁

罰，該裁罰行為則係另一行政處分，

且係最典型的行政處分（相對人即變

成可得特定，回到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

1 項之狹義行政處分）。而此種為維持

行政上之秩序，達成國家行政之目

的，對違反行政上義務者，所科之制

裁，稱之為「行政罰」。所以警察開罰

單之行為，可稱之為裁罰性行政處

分，對行政處分不服，法律賦予其救

濟途徑，視各法規範之不同，可對之

提起申訴、異議、訴願或行政訴訟等。

但另有一種開警告單或勸導單性質

的，其目的僅係對違規者告知其違反

行政法義務者，僅係單純之事實通

知，不發生法律效果，則為行政上之

事實行為，一般又稱之為行政指導。 

三、教師校外交通導護 

(一) 定義 

有學者指出，校外交通導護，係

指教師擔任學生在校外交通的督導與

維護工作，也就是教師於學生上下學

期間，至校外固定地點指揮交通，維

護學生安全的工作（許籐繼、羅綸新，

2006）。這樣的定義，不論是「督導」

或「指揮交通」皆隱含有公權力下命

行政處分的性質，而教師並不具有警

察及交通稽查人員身分，並不適合用

這樣的定義，且教師校外交通導護亦

非一成不變於固定地點，亦有教師會

跟隨學生上放學路隊引導至安全地

點，故所謂「教師校外交通導護」，應

重新給予其定義，認為係指擔任導護

工作之輪值交通勤務教師，於學生上

放學期間，至校外容易發生交通安全

疑慮之路口或道路，引導或維護學生

通行之安全。 

(二) 交通導護之法律性質 

大法官吳庚在釋字第 324 號解釋

協同意見書指出，行政機關對於行政

作用之方式，固有選擇之自由，如法

律並無強制規定時，行政機關為達成

公共行政上之目的，自可從公法行

為、私法行為、單方行為或雙方行為

等不同方式中，選擇運用（吳庚，

1993）。在學說上少有人論述教師校外

交通導護之法律性質，或該交通導護

行為屬於何種行政行為的方式，學校

為達成其維護學生上放學安全之行政

目的，仍應選擇其合宜之行政作用，

而不應有「無法律規範即無行政行為」

之錯誤觀念，從上述交通導護之定義

事實及下述行政指導之性質，應可推

論其法律性質為行政程序法上之行政

指導行為： 

1. 交通導護行政指導之意義 

《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規定：「本

法所稱行政指導，謂行政機關在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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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

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

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

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

為。」行政指導係我國仿日本法制所

訂定為行政作用之一種，實務上運用

亦頗常見，如行政機關呼籲生產果農

勿使用生雞糞，以免滋生蚊蠅、交通

部建議遊客勿前往旅遊警示區域國

家、教育部建議學童應勤加洗手，以

免感染腸病毒或因某路段交通壅塞，

而警察所為之勸導駕駛人改道行駛及

教師校外實施交通導護行為等，皆屬

行政指導作為。 

2. 交通導護行政指導之要素  

(1) 必須是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

所掌事務範圍內 

公立學校均係各級政府依法

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而具有機

關之地位（曾大千，2015），且《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五條：「政府

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少

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

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有關其保護

及救助，並應優先處理」，《教師法》

第 17 條第 1 項第 6、7 款亦規定，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

負有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

道及專業精神及依有關法令參與

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

動之義務。另有學者指出，從就憲

法對教育文化之給付行政意涵而

言，教師行使之學習成績評量、生

活輔導管理及其他涉及學生畢

業、升學、就業等後續權利的教育

高權，均為具有公法性質之職務

（ 董保城，1992）。據此，無論從

兒童保護之立場或教師專業精神

及給付行政義務之執行皆無法否

定教師校外交通導護是學校依其

職權所掌之事務範圍。 

(2) 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 

並非所有行政機關執行公務

皆屬帶有強制拘束行政高權性質

之公權力措施，或者一定要有法律

之依據，通常只有在涉及侵害人民

權利義務等基本權利之重要事

項，才需要有法律之依據，亦即應

保留給由人民透過民主程序所選

舉出之代表制定法律始得加以限

制。（法律保留原則重要性理論：

此源自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1972 年

對監獄受刑人通訊自由限制，須有

法律之明白規定始得加以限制之

判決，另可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而行政指導在實務上運作通

常係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

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為

之，行政機關為行政指導行為亦屬

執行公務之公權力行為，其與行政

處分最大之差別即在於行政指導

不具有法律上之強制力，是任意性

事實行為，與以發生法律效果的法

律行為不同。交通指揮即是行政機

關非常明顯帶有強制性質行政高

權的一般處分行為（具有行政處分

之對外法效性），但教師所為之交

通導護行為，其行政目的在引導、

維護學童的上放學安全，並不具有

法律上強制力，也不會直接對外產

生法律效果，但是行政指導行為還

是有可能「間接」發生法律效果（如

國家賠償請求權、損失補償請求權

等）並可依各該法律之規定尋求救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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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

作為之行為  

行政指導是行政機關在其職

務範圍內以輔導、協助、勸告、建

議等方式請特定人作或不作某

事，而這個方式不具有法律的強制

性，追求的是與人民達成合意，形

成更高的行政效率，從法條文義而

言，似有意將對不特定多數人之行

政指導排除於行政程序法之適

用，但並非謂對不特定多數人之行

政指導即非行政指導（李惠宗，

2013）。從交通指揮一般處分之相

對人雖非特定，但依一般特徵可得

確定其範圍之人仍有其適用之性

質，引申論述交通導護行為之相對

人亦可得特定其範圍，亦即教師於

交通引導維護過程中受其行政指

導之相對人是可得確定其範圍而

加以特定，與行政指導之法條定義

並無不合。 

四、交通導護衍生之法律訴訟關

係─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

事判決 95 年度國字第 10 號

國賠案件說明 

(一) 案件說明 

原告余 00 於 94 年 9 月間在被告

佳民國小就讀五年級，楊 00 為原告余

00 之班導師，依法均應善盡保護余 00

之責任，維護學生之安全，嗣於 94 年

9 月 16 日導師楊 00 將原告余 00、顏

姓學生及其他 7 名同學留校打掃，楊

00 導師本應在旁監督照顧學生，竟不

在現場，適顏姓同學以重物丟擲余

00，不慎擊中原告余 00 右眼，經診斷

為外傷性破裂，術後併眼球萎縮，而

接受眼球摘除手術，原告余 00 之右眼

因而終身失明。倘導師楊 00 於原告余

00 等人打掃時在場監督，應可制止顏

姓學生上述之行為，原告余 00 右眼即

不致受傷失明，縱楊 00 需輪值導護工

作，被告亦應指派其他教師代為到場

監督，故其怠於執行職務與原告余 00

右眼受傷失明間，有因果關係。原告

余 00 自得依照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1

項後段，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 

(二) 案件爭點 

被告因輪值交通導護工作而必須

離開現場，就留校學生之安全未負保

護監督指導之責，是否違反教師法所

述之保護義務，而為怠於執行職務？ 

(三) 判決結論 

放學後學生既係因導師楊 00 之指

示而留校，則導師楊 00 依前開教師法

規定之精神，自應就留校學生之安全

負保護監督指導之責，縱楊 00 係因輪

值交通導護工作而必須離開現場，仍

應循其他途徑確保學生留校之安全，

而不應讓學生未受任何監管保護，故

楊 00 違反前開所述之保護義務，自屬

怠於執行職務。況當時導師楊 00 如留

於現場，當可避免此次事故之發生，

是原告余 00 因被告所屬公務員楊 00

怠於在場指揮監督，因而受有一目失

明之傷害，則被告所屬公務員楊 00 怠

於執行職務，與原告余 00 受傷，自有

因果關係，原告依據國家賠償法之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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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分析 

1.本案在交通導護所衍生之法律

責任上有其指標性之意義，亦常被拿

來質疑教師從事交通導護工作責任太

重，缺乏保障等。但從判決書的理由

說明並未質疑教師交通導護之適法

性，而是要求學校、教師對於學生留

校之安全應盡監管保護義務，確實做

好職務代理之工作分配，以避免學生

遭受意外事件導致不幸事件發生，故

本案判決對交通導護工作並未持否定

看法。 

2.次就國家賠償案件法理之演變

做說明，國家賠償案件無論是公務員

故意過失怠於執行職務或公有公共設

施之管理或設置有欠缺，其法理思想

逐漸從「訴究國家或公務員之責任」

朝「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方向發

展，所以在論斷行為與損害發生之因

果關係時，往往會為了滿足被害人所

受之損害，而做有利於被害一方之推

論。 

3.本案嗣後經雙方不服而提起上

訴，但於花蓮高分院二審判決有不同

之認定，二審判決理由指出，本案意

外發生是學生不當嬉戲且突發性自招

危險之結果，並不是老師可得預期並

預加防範，在校園單純撿拾樹枝、拔

草之打掃行為，本不致發生危險，與

爬窗、攀牆、位處頂樓等風險性高之

處所不同。老師於客觀上不具危險性

之學生打掃環境不在場，無論「保護

規範」及「裁量收縮」原則加以檢視，

導師無「作為義務之不法」及「作為

義務之違反」可言。因此，學生家長

請求國賠為無理由（更生日報報導，

2008.07.16）。又無論一、二審判決皆

僅係對個案事實表示法律見解，對該

個案有拘束力，其並未形成判例，尚

難謂該案之法律意見足以為其他因交

通導護所生訴訟案之決定意見。 

五、結論 

學校多數教師並不反對擔任校外

交通導護工作，而且認為校園周邊交

通，若能在通學期間有校園導護人員

甚至是警察指揮交通，對於通學安全

絕對有正面的幫助。在校園周邊進行

交通導護，可以使用路人更加注意通

學學生的安全並減慢車速，對於提升

學生交通安全有莫大的幫助（張建

彥、卓裕仁、陳世勳，2012）。但也有

教師對交通導護感到困惑。認為「肇

事或指揮交通責任太重」及「缺乏執

行的法律保障」是學校教師不願意擔

任校外交通導護工作或感到困難的原

因（羅綸新、許籐繼、江怡萱、徐芳

萸，2004）。本文即是從教師最關心的

交通導護適法性疑慮及其責任作分

析，並提出下列幾點結論及建議： 

(一)交通指揮與交通導護其法律

性質係兩種不同的法律概念，兩者最

主要之區別在於「是否對外發生法律

效果」及「是否具法律上強制力」；交

通導護行政指導事實行為並不以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為目的，且不具強制

性，而一般處分則是必須對外發生強

制力之法律效果（行政處分之法效

性）。但是行政指導行為還是有可能

「間接」發生如國家賠償等法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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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導護是學校在其職權範

圍內之教育工作，行政機關對於行政

作用之方式，有其選擇達成公共行政

目的之自由，如法律無強制規定時，

不代表即無行政行為。另教師輪值交

通導護，是學校內部事物之工作分

配，學校自可訂定內部之行政規則以

作為工作分配之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換言之，執行公務如係以行

政指導方式為之，縱無法律之依據，

教師亦可執行校外交通導護工作。 

(三)校外交通導護既屬行政指導

行為，自與權力行為之行政處分、行

政立法、行政強制有別，則受指導之

相對人明示拒絕接受指導時，行政機

關不得對相對人為課予行政罰或為行

政上即時強制等不利之處置，此為行

政指導行為之任意性。司法實務上，

尚難有發現因不服交通導護行政指

導，而致生訴訟案例。惟交通導護人

員應注意行政指導有其明示性，如穿

著具有交通導護字樣的反光背心，或

實施交通導護必要之工具等。 

(四)校外交通導護衍生之訴訟責

任，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規定，用路

人有應注意交通安全之相關義務，倘

有意外事故發生自有刑法過失傷害或

民法侵權行為責任可以歸責，另對交

通導護人員應先實施教育訓練使其具

有執行交通導護之勤務專業以降低意

外風險甚至國賠案件之發生，並應辦

理交通導護意外責任之保險，當然如

果由具有交通指揮權利之警察或搭配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來協助

教師交通導護，更應可有效達成學生

上放學安全之行政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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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問題與省思 
王嘉陵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副教授兼教育研究所所長暨師培中心主任 

 

一、前言 

當前高等教育一直提倡「品質保

證」（Quality Assurance）這個概念，教

學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一環，優良的教

學師資亦是大學教育能否維繫品質的

重要因素，全球各地的著名大學，莫

不注重教師的教學成效，特別是對於

大學部學生的啟蒙與引導（李振清，

2006）。教師教學評鑑是導引教師提升

教學品質的一項重要做法，這也是為

了因應《大學法》第 21 條之規定，「大

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

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

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

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吳

佩真、張民杰，2007）。 

二、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問題 

目前臺灣大部分大學對於教師教

學評鑑比較普遍的做法之一環是，在

學期結束之前，請學生填寫教學反應

意見調查問卷，詢問學生對於教師教

學品質的看法，並將結果作為評斷老

師教學成效的依據，以及協助教師提

升自身教學品質的之參考，這是從學

生觀點出發所進行的教學評鑑，但實

行多年之後，普遍遇到一些問題，不

一定能客觀呈現教師教學品質，這些

問題分別如下：1.評鑑所呈現之結果，

主要是學生對於教師的教學觀感，一

般而言，對學生嚴格要求的老師，評

鑑不易得到高分，致使教師不敢分派

太多作業給學生，或給予學生太多學

習壓力，老師們致力於讓學生快樂學

習，但快樂學習的結果卻使得學習結

構日益鬆散，學習難以學到紮實的課

程內容。2.多數大學採用同一個問卷版

本以評鑑各類課程（陳琦媛，2007），

問卷的效度難以反應各類型教學真正

的教學與學習情形。3.李克特氏五點量

表的結果呈現方式，只能反映學生對

於教學相關問題的看法，難以協助教

師理解真正教學問題的根本，而據以

擬定改善策略；學生一學期可能有許

多課程需要評鑑，特別是學分修得多

的同學，大多數未能花時間填寫質性

意見，或給予深刻建議。 

學生的教學反應意見的確值得參

考，但多數學校以此結果作為評鑑教

師教學之依據，以及升等、奬勵等參

考，則未免失以偏頗，遠離意見調查

之本意，亦導致大學瀰漫著學生顧客

導向的氛圍，提升教學品質的效果也

很有限。 

三、省思 

配合教學評鑑結果，有些大學逐

步建立教學評鑑結果之追蹤輔導機

制，但這些機制大多流於片面，甚少

是從教師專業成長與發展的整體角度

來思考，大多著眼於績效管理與控制

的思維（孫志麟，2007）；而大學教師

針對評鑑結果的問題處理，若著重於

如何改善學生對於自身教學的觀點，

而非是從促進教學品質的面向作考

量，如此也失去評鑑的真實目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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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校將教學人數、授課時數、教材

內容、教材上網、參與專業成長活動

等因素納入教師教學評鑑的考量，增

加評鑑向度的多元性與多樣性，這是

值得鼓勵的。其實，教學成效所涉及

的範圍甚廣，除了學生的看法之外，

尚須檢視教學目標在課堂教學中能否

落實？教師教學方法的應用是否得

當？評量的使用能否協助學生學習與

反映學生真實的學習成果，以及學生

學習成果表現能否達到預期教學目標

等，這些屬於教學過程的細節部分，

很難以單一一種問卷得知其情況，更

何況問卷內容的組織未必能測得學生

真正的想法。 

中小學推動教師專業評鑑已有一

段時間，除了共同備課之外，觀課、

議課的相關做法亦日漸普及與精緻

化，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學技巧、教學

策略的應用，恐怕不會輸給大學老

師，關於有效教學的輔導與落實，大

學實際上落後中小學一大截，這除了

受到大學長久以來重學術輕教學的傳

統影響之外，也說明了大學缺乏協助

教師教學輔導的機制，以致未能具體

幫助初任教師進行教學專業成長，甚

至於連職前的教學專業養成課程都未

曾建立。 

四、結語 

近幾年的大學評鑑，已將學生學

習成果納入評鑑指標，這是為了確保

學生學習素質，以及幫助落實大學的

教學與學生輔導工作（彭森明，

2008），外界也相當重視大學生的素質

問題，並關心學生在畢業後，所能展

現的相關專業能力、素養，甚至於大

學生的所展現的人品、態度，亦是大

學教育的重點，對於大學教學品質的

重視，已成為先進國家關注的焦點，

臺灣的高等教育自然不能忽略這股潮

流，學生素質的提升與核心能力的評

量，與大學老師的教學專業發否發揮

息息相關，大學所要思考的是，如何

建立輔導教師教學專業的完整制度，

而非只是以一份問卷來判定教師的教

學品質，剛開始初期或許可以如此處

理，但未來需要更精緻化的體制建

立，以及長期的發展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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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評鑑委員之倫理探討 
孟繼洛 

臺北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華夏科技大學董事長 

 

一、前言 

臺灣各級學校評鑑，開始均由教

育行政機構自行辦理，並未觸及評鑑

倫理問題，而後逐漸委託大學或社團

組織承辦，評鑑制度方逐漸建立。評

鑑倫理在開始時並未形成文字，僅為

依照道德標準採自由心證而自行約

束，隨著時代演進及制度的建立，而

形成目前各負責評鑑單位制訂的條

文。但諸多並不易為文字敘述所包括

的問題，仍在於評鑑委員自我的衡

量。學校評鑑倫理的觀念，也隨著社

會的變遷，民主思想的演進，在認知

上也隨之不同。 

二、沿革 

臺灣高等教育評鑑，自民國 64 年

由專科學校開始（教育部技職司 

2011a），當時因頗多學校校務尚未進入

正常軌道，評鑑委員到校經常發現甚

多問題，亟需改善，評鑑對學校進步

有甚大影響。技術學院評鑑自民國 82

年開始（教育部技職司 2011b），技術

學院改名科大，則自改名後第一年訪

視，第二年評鑑。大學評鑑自 96 年教

育部高教司委託三社團辦理三學系評

鑑開始，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

科學學會辦理管理學門評鑑，中國電

機工程學會辦理電機學門評鑑，中國

機械工程學會辦理機械學門評鑑，該

時因重點在評鑑之結果，尚未觸及評

鑑過程中評鑑倫理的問題。 

三、評鑑機構 

(一)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高教評鑑中

心） 

為推動全國大學評鑑事務專責機

構，於 2005 年由全國大專校院共同捐

助成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依據「公正、專業、邁向卓

越」之基本方針，旨在精進我國高等

教育評鑑專業化，以提升我國高等教

育品質，達到世界先進國家水準。該

會之業務主要為推展一般大學之評鑑

工作，另為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評

鑑單位之認證。為確保評鑑之公信

力，保證整個評鑑過程之公平無私，

而訂定有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

書，由評鑑委員簽署。（高教評鑑中心

網站） 

(二)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 

成立於 2003 年，為一非官方、非

營利的社團法人。主要業務為規範及

執 行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的 工 程 教 育

（EAC）、資訊教育（CAC）、技術教

育（TAC）、建築教育（AAC）及設計

教育（DAC）認證。IEET 自 2007 年

起 成 為 國 際 工 程 教 育 認 證 協 定

Washington Accord 會員，2009 年成為

國際資訊教育認證協定 Seoul Accord

會員，2014 年成為國際技術教育認證

協定 Sydney Accord 會員，推動國內大

學系所與國際接軌及其畢業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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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接受國際認可。透過認證機制 IEET

訂定及維持國際間認可的專業核心能

力及倫理規範。（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網

站） 

(三) 臺灣評鑑協會（臺評會） 

成立於 2003 年，為一以發展及推

廣評鑑知識與技術並提供評鑑服務為

目的之民間社團組織。協會的成立乃

順應一個多元化的知識社會發展潮

流，在此潮流下形成各類的專業機

構，這些機構是否善盡其應有職責，

有待外界具有公信力之機構，對此等

機構之任務與執行績效進行評鑑工

作，而成立。達成具有公信力，本身

自需健全，而建立周詳之專業倫理。 

臺灣評鑑協會成立時以教育評鑑

為主，於 2004 年開始承辦教育部高教

司委託大學校務評鑑，2005 年接受教

育部技職司委託辦理科技大學評鑑，

目前在教育評鑑工作主要辦理技職司

委辦技職教育體系之科技大學、技術

學院及專科學校評鑑及大學委託辦理

之系所評鑑。除學校評鑑外，該會並

接受觀光局委託辦理星級旅館評鑑。

（臺灣評鑑協會網站） 

(四) 中等學校評鑑 

中等學校由於管轄權之不同而分

別辦理。 

1. 臺北市：臺北市立高級中學評鑑均

委由前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現改名

為臺北市立大學辦理。 

 

2. 高雄市：高雄市立中學評鑑，委由

高雄師範大學辦理。 

3. 新北市：新北市立高中及高職自

105 年開始委由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評鑑中心辦理。 

4. 臺灣省：臺灣之高職除臺北市、高

雄市、新北市外，過去均委由臺灣

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辦理，自 104

年開始改由高雄師範大學辦理。 

四、學校評鑑倫理的發展 

教育行政單位開始推動評鑑時，

僅為達到評鑑的目的，並未考量到在

執行中倫理問題，而由評鑑委員自我

衡量，該時的措施，如就目前標準來

看，或許認為不合，但時代背景不同，

任何事物均由演變而來，當逐漸建立

及修訂法規，使逐漸接近合情、合理、

合法的境界。 

學校評鑑委員倫理正式訂定具體

辦法，為自臺評會評鑑技職體系學校

開始，過去雖有些規定但僅為附帶說

明性質，並未單章以條文列述。臺評

會訂定委員應遵守事項，除在委員研

討會說明外，並以簽立同意書方式簽

名認同。以下為近三所通過教育部認

可的評鑑單位對評鑑委員專業倫理的

規定： 

(一)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高教評鑑中心評鑑委員均需簽立

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保證評

鑑過程公平無私，依據評鑑時程，不

遲到、早退，全程參與並對評鑑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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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保密，如有洩露需負民事或刑事

責任。不接受關說、邀宴及餽贈，並

不得有下列情事：過去曾在受評學校

擔任校長、副校長，過去三年內未在

受評學校擔任專兼任職務及申請受評

學校專兼任教職，最高學位為在該校

獲得或接受榮譽學位，配偶或直系三

等親為受評學校教職員生，擔任受評

學校有給或無給職或自評委員，過去

三年內與受評學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

利益往來。（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2015） 

(二)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在認證工作訂

有周詳之「認證倫理準則」，委員需能

秉持專業能力與公正、尊重他人之態

度從事認證工作，確保行政中立原則

及獨立作業功能，並需參加研習，並

遵守規定事項。 

對認證委員與受認證系所之關係

亦訂有限制之條件，並需事先主動告

知及迴避。如現任過去三年內曾任該

系所之專兼職務或本年度擔任諮詢委

員、自評委員，最高學歷為受認證系

所或頒發之榮譽學位，配偶或二等親

在受認證系所擔任職務或就學等及其

他足以影響認證審查客觀性之利害關

係。 

認證成員認證時不得遲到、早

退，相互尊重，不得探詢其他委員隱

私與意見，不得接受關說及不當招

待、餽贈、食宿等。成員態度保持誠

懇，語氣力求和平，傾聽說明及給予

回覆、申覆之機會。審查前確實做好

身份保密，受認證系所資料需代為保

密不得公開發表，所有認證文件需恪

守保密原則，不得公開討論文件內

容。（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2015） 

(三) 臺灣評鑑協會 

由於臺灣評鑑協會主要在對技職

學校評鑑，特別提出務必認同「技職

教育理念」及尊重受評單位辦學理

念。評鑑期間不得接受受評學校任何

形式之招待、餽贈、邀宴或代購紀念

品。評鑑工作需公平、公正、公開，

以昭公信，評鑑過程及結果應負責保

密。 

評鑑委員必須參與評鑑委員行前

說明會及全程參與實地訪視，不得遲

到、早退及避免至受評學校演講及其

他相關活動。如有下列情事需主動迴

避，三年內在受評學校擔任專兼任教

師，有產學合作或其他服務關係，與

受評學校有競爭關係及同年內擔任受

評學校自評委員者。（臺灣評鑑教育協

會 2015） 

綜合以上三單位之倫理規定事項

雖多項相同，但對評鑑委員仍各有其

不同規定，如臺評會從事技職學校評

鑑，特別強調認同技職體系辦學理

念，並不得與學校有產學合作關係。

高教評鑑中心特別增加在受評學校擔

任副校長一項，特別指出其他之有給

或無給職，如董事會成員。中華工程

教育學會因僅對系所認證，不似臺評

會及高教評鑑中心包括校務及系所，

故在倫理上以系所為對象。因認證委

員並未強行規定需有業界人員，不似

臺評會之評鑑技職體系 4 委員中有 1

人為業界，故特別提出產學合作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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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鑑委員倫理探討 

評鑑委員職場倫理，係為道德觀

念的遵守，並非在法律規章的限制所

能約束，係屬於自律性行為，是否能

落實達到評鑑公平公正的目的，端在

評鑑委員自我的控制及衡量，負責評

鑑的單位僅能在外顯項目予以監督，

但是多數的內涵仍在於評鑑委員誠信

原則的把握及行為上的自我約束。謹

就評鑑工作委員專業倫理可能觸及的

問題予以探討。 

(一) 個人的操守 

堅持公平、公正的理念及廉潔的

操守，是為最基本的要素。由於評鑑

具有競爭的關係，受評單位很可能會

以人情等方式來影響評鑑的結果。例

如請託關說、餽贈等等，要能予婉拒。

由於社會風氣的演進，民主思想的發

展及評鑑單位的切實履行，贈送的風

氣已日漸減少，但請託為人之常情仍

在所難免，堅持的把握，為不變的理

念。更不宜有謀取私利的行為，如介

紹親友、推薦學生至受評學校任職，

推介廠商、產品或影射某設備性能優

良等方式，直接或間接推銷產品等。 

(二) 人格的尊重 

面對接受評鑑學校的人員，要以

協助改進的觀點及大家是立於平等的

地位。所以在各種形式的溝通如座

談、個別談話、查詢資料等在態度上

需要和藹，不宜用質問的語氣，疾言

厲色的表情，命令的語句。承辦單位

在研習會中多特別強調說明，但由於

人的個性及談話方式，仍需特別克制。 

(三) 利益及競爭關係的迴避 

辦理評鑑單位雖有見諸文字上的

限制，但仍有許多未能注意或考量的

問題，在評鑑結果公佈後，如成績不

佳而產生甚多困惑。例如曾在受評單

位很久前曾擔任專兼任職務，或者有

非正式的往來關係，就實質面而言，

仍有可能影響評鑑的結果，在此情況

仍以自行迴避為宜。在競爭關係上，

辦理單位多僅考量同一地區的競爭，

但同一領域如二系競爭同一產學計

畫，則可能有利益衝突關係，亦宜自

行迴避選擇他校為宜。 

(四) 工作態度的認真 

評鑑資料厚厚數冊，通常至少在

一週以前都會收到。資料雖多，既然

同意擔任委員，就有詳細閱讀資料的

義務，不宜到校後方再翻閱校方提供

的資料及校區參觀所得到的印象而撰

寫報告。因為現場陳列的資料，功能

在為佐證所寄達資料的正確性或增列

較詳細的內容，如果事先沒有讀過書

面資料，將無法提出正確的意見。 

(五) 任何餽贈的拒絕 

禮尚往來故為國人人之常情，但

評鑑時為求公正，不論事前、當時或

事後，都絕不宜接受任何餽贈。過去

曾有以較佳品質之鋼筆供委員書寫資

料並請帶回，或贈送當地土產或學生

實習作品，雖價值不高亦不宜接受。

過去有學校製作刻有委員姓名之茶杯

或環保杯，用後請委員以曾已使用，

別人再用不便之理由，請委員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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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因委員姓名不提前通知，已無此

現象。但亦有委員不接受而被受評學

校責為不近人情之情事。 

(六) 保密及隱私權的關注 

保密似乎是最不易做到的工作，

通常受評學校都會對猜到可能到校的

委員電話探聽，甚至也有委員分配到

某校之後，因私人情誼而事先告知。

在評鑑時評鑑內容有時也會洩露，甚

至以沒問題或注意那一方面暗示。所

讀過之資料，除在委員討論時可提出

外，不宜在其他地方提及。例如校長

之薪給、師生之意見、董事會問題、

學校異議人士之意見、生源之變化

等，均為學校不願外界得知，但在評

鑑時可能在陳列資料、會議紀錄、或

個別談話中觸及，均宜採看過即忘態

度，不宜會後言談中提及甚至在撰文

中提及。 

(七) 食宿交通的自理 

高鐵通車後，住宿情事減少甚

多，即使住宿亦為集中於一旅館，多

不需學校代為個別處理。因為受評學

校難免有委員學生、友人在該校任

教，評鑑前多連絡欲接待甚至招待晚

餐，代付旅館費用等，目前已無此現

象，但仍會有人相約，使委員不得不

再三推卻。短途回程相送，則亦由評

鑑單位商請學校辦理，而不致有個人

情份問題。 

 

 

(八) 智財及個資法的尊重 

 

受評學校為展現良好成果，獲得

較高評價，對於各項特色、優點多無

保留呈現。委員對所審閱之資料不可

自行帶回，尤以現行手機攝影方便，

不論學校設備、環境、文件、成果作

品均不宜攝取，尤以專利之詳細內

容，除陳列外，不宜作更深入之詢問。

建議亦不宜有列個人姓名，避免對人

身之傷害。 

(九) 團體共識的遵守 

委員是根據個人的看法而提評鑑

意見，各人所見不同是為正常，但不

宜順從不當的判斷及堅持己見，應在

大家共同討論下，得到共識，共識即

代表大家共同的意見，而不宜與自己

的意見不同而堅持反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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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115-118 

 

自由評論 

 

第 115 頁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105 年版規準解析 
張民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教授 

 

一、前言 

我國在民國 94 年底完成中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的試辦，95

年開始辦理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教育部為因應辦理需求，於 96 年

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規準」（參考版），架構包含 4

個層面、18 項指標、73 個參考檢核重

點，供學校參考選用。101 年度為了讓

規準更能聚焦於教師的「教」與學生

的「學」，協助教師從學生學習角度省

思教學的有效歷程，提出了修正，將

73 個參考檢核重點減為 69 個。 

教育部又鑑於教育專業須不斷精

進，評鑑規準亦須與時俱進，以呼應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的研

訂，及 12 年國教課綱的實施，因此在

民國 103 年啟動規準的修訂工作，經

過多個縣市擇定學校採用試作，提供

回饋意見，並邀請學者專家、教學實

務工作者綜合調整修訂意見，完成 105

年版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規準」（以下簡稱 105 年版規

準）。本文擬針對這個修訂的版本，進

行解析與探討。 

二、本文 

對照規準的修訂內容，105 年版的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規準」，有以下三大特色： 

 

(一) 簡明易解 

105 年版規準，從 101 年版規準的

4 個層面、18 項指標、69 個檢核重點，

減少為 3 個層面、10 項指標、28 個檢

核重點。這些層面、指標和檢核重點，

分別為：A 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有 4

個指標，分別聚焦於課程設計、教學

清晰、教學多樣和評量回饋；B 層面

班級經營與輔導，也有 4 個指標，分

別關照課堂規範、學習情境、學生輔

導和親師溝通；C 層面專業精進與責

任，則有 2 個指標，包括個人專業與

校務參與，合計 10 個指標（請見附

錄）。10 個指標之下，再分別包含 2 至

4 個檢核重點，共計 28 個檢核重點（含

3 個選用的檢核重點），大大減少指標

和檢核重點的數量，如規準更簡明扼

要，容易理解。 

雖然內容較為簡要，但是將 105

年版和 101 年版的檢核重點做一比

較，發現 105 年版尚能涵括 101 年版

的內容，甚至還多出一項指標：「C-2-3

發揮教師專業影響力，支持、協助與

促進同儕專業表現」，更加凸顯教師領

導的可能。倒是 101 年版的 D 層面，

指標「D-1 信守教育專業倫理規範」刪

減了，融入各指標，回歸教師應該遵

守的基本法律規範，減少評鑑時的表

報整理。 

評鑑規準是用來作為評估教師教

學的依據，藉以擬定教師個人為協助

學生學習所需要的專業成長；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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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時的各項檢查項目指標，乃

作為評估個人健康程度的依據，藉此

達到養生保健的目的。105 年版的規準

就好比健康檢查的基本檢查項目，讓

教師對自己的教學有基本的評估，以

作為改善或精進教學的參考依據。圖 1

是 105 年版規準的示意圖。 

圖 1 105 年版（精緻版）規準示意圖 

(二) 符合學理 

105 年版規準的指標和檢核重

點，具有的內涵包括了：課程發展與

設計、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多元

評量、適性輔導、班級經營、親師溝

通、教育研究、專業發展、教師領導、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學校行政等學理

依據，也符合國內外許多學者的學說

理論。例如：歐陽教（1986）認為教

學 有 三 大 規 準 ： 1. 目 的 性

（purposiveness）：任何一項教學活

動，都是有意向、有計畫與有目的的

活動；2.釋明性（indicativeness）：教材

教法應具備清晰「傳道、授業、解惑」

的功能；3.覺知性（perceptiveness）：

教學應顧及學生的認知能力與學習意

願。這三大規準，正可呼應 A1-A4 的

指標。再者，Tyler（1949）提到的課

程目標、課程選擇、課程組織和課程

評鑑，就呈現在指標 A-1、A-4 中；而

G. D. Borich 提出的有效教學指標，包

括：教學清晰、教學多樣、教師任務

導向、學生參與程度、學生成功比率、

班級經營、學習氣氛、高層次的思考

表現（郝永崴譯，2014），則呈現在指

標 A-2、A-3、A-4、B-1、B-2 中。最

後，我們看 Gagné（1985）的教學九大

事件：引起注意、揭示目標、喚起舊

經驗、呈現教材、引導學習、引發反

應、提供回饋、評量成效、促進保留

與遷移，也包含在 A 層面多項的指標

和檢核重點之中。 

而在 B 層面，班級經營與輔導所

包含的 4 個指標，呼應了 F. Jones 提出

的經營班級兩大主軸，一則在建立班

級結構（包含：B-1 課堂規範和 B-2 學

習情境），另一則在建立人際關係（包

含：B-3 學生輔導和 B-4 親師溝通） 

（Edwards, 2004）。 

在 C 層面專業精進與責任的兩個

指標，首先從個人專業精進做起，再

到協助同儕、社群和學校的專業責

任，也是討論教師專業發展時主要關

注的面向。其專業成長的層次也與

Kirkpatrick,& Kirkpatrick（2006）提出

來的四個層次相呼應，從檢核重點可

以發現，教師的專業成長從教師個人

學習到教學行為的改變，更重要的是

要能影響到學生學習成果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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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利實施 

105 年版規準經過 1 年半，許多縣

市的試行，實施順暢，有利於教師研

討規準，並藉此了解評鑑工具的運

用。其次，105 年版規準依證據本位原

則，描述「內涵說明」與新增的「評

定等級與行為描述」內涵，供學校進

行規準研討與具體操作之參考，學校

亦可基於校本精神，校內教師與學生

表現之需求，酌增內涵說明，以及評

定等級與行為描述。 

評定等級分為三級：「推薦」（優

良）、「通過」（滿意）與「待改進」，

其中「推薦」明確說明係指受評教師

之卓越表現，足供推薦進行校內、外

之經驗分享者。評定等級與行為描述

就是評鑑的 rubric，以此建立校際間的

共識；而「資料來源」則說明了評鑑

方法可來自教師自評、教學觀察、或

教學檔案的建議，讓各種觀察工具均

有明確的運用依據，更有利於評鑑的

實施。 

三、結語 

評鑑規準要如何訂定，應該回歸

到要讓學生有效學習的本質。如果我

們去問學生，怎樣的老師是好老師

呢？得到的好老師圖像可能是：「我常

看到老師辛苦的備課（A-1-1）」；「我覺

得 老 師 編 輯 的 講 義 簡 明 易 懂

（A-1-2）」；「我能清楚瞭解老師上課講

解的學習內容（A-2-2）」；「我能經由老

師所設計的教學活動思考學習內容

（A-3-1）」；「老師能針對我們不懂的地

方，不厭其煩地重新講解（A-4-3）」，

105 年版規準就是以有效教學和有效

學習出發，具有簡明易解、符合學理

和有利實施三大特色，可說是正確的

修訂方向。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

已達 10 年之際，期盼透過完備規準、

工具、內涵、程序、制度，並數位化

各項配套措施，以求更能幫助教師專

業成長，並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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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5年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

其層面與指標內容 

A. 課程設計與教學 

A-1參照課程綱要與學生特質明訂教

學目標，進行課程與教學設計。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

進學生學習。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

助學生學習。 

A-4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

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B. 班級經營與輔導 

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

行為表現。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3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協助學生適性

發展。 

B-4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C. 專業精進與責任 

C-1參與教育研究、致力專業成長。 

C-2參與學校事務，展現協作與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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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輔導教師樂在工作--專業承諾探討 
楊馥榮 

臺北市碧湖國小輔導組長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心輔組博士生 

 

美國於一九八六年成立了「國立

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以

下簡稱 NBPTS），此機構的重要任務

在提昇教師教學品質，讓教師了解甚

麼是教師應該知道的以及應該去做，

提供一套標準制度讓教師可自我審

核，並整合國家委員會的證書制度。

NBPTS 認證的五大核心信念包含：教

師必須關注學生、引導學習；教師必

須熟悉自己的專業以及教學的方法；

教師須負責管理與督導學生的學習；

教師能夠有系統的思考自己的教學，

並從經驗中學習；教師須結合家長、

專業人士以及社區的力量。為達到良

好的教學，教師應了解學生的個別差

異並因材施教，也要了解學生的發展

以及學習的能力，在教學過程中要給

予所有學生公平的對待，期望教師能

激發學生無限的潛能發展。 

為讓教師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能

力，NBPTS 主張教師應該具備人文與

科學的博雅知識、關於學科的內容知

識、一般與特定領域的教學與評量知

識、人類發展知識、如何對不同社會

或經濟背景學生有效教學的技能、以

及適當整合並呈現上述知識的能力。

為達成教師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的目標，需設立評量標準，其標準包

含下列四點即 1.標準需反映出五項核

心主張。2.標準需能確認出可以協助

完成整體教學的教師知識、技能和特

性。3.標準需能讓教師的專業判斷反

映在看得見的行為上。4.標準應能在

不同的環境下靈活使用。 

教育部在民國 101 年 7 月 4 日訂

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規準，認為教師專業應包含:1.課程

設計與教學:展現課程設計能力、研擬

適切的教學計畫、精熟任教學科領域

知識、清楚呈現教材內容、運用有效

教學技巧、應用良好溝通技巧、運用

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2.班級經營

與輔導: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

常規、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促

進親師溝通與學習合作、落實學生輔

導工作；3.研究發展與進修:參與教育

研究工作、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參

與校內外教師研習、反思教學並尋求

專業成長；4.敬業精神與態度:信守教

育專業倫理規範、願意投入時間與精

力投入教育、建立與學校家長或同事

及社區的良好合作關係。NBPTS 與教

育部的評鑑標準是教師專業承諾的一

大準則，而教師要達到此一目標，其

內 心 的 壓 力 又 是 如 何 呢 ？ 在

Introduction to a dynamic and relevan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文章，Andrea

老師一天的工作產生不同角色壓力及

工作壓力，如文中所述 Andrea 老師期

望能夠設計適合且吸引學生的課程，

希望學生能在課堂中遵守秩序，並期

望能達到學校對教師的要求。 

DiMatteo 不預期的到班上探視，

他是教務長，自從她到校他已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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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建議給 Andrea老師，他的期末評

值結果將關係Andrea老師是否可以留

任；Andrea 老師內心祈禱「上帝啊!

希望課程設計可以行得通，學生不要

亂搞。」（Calfee and Berliner, 1996）。 

Andrea 老師必須設計課程內容，

又必須注意學生的學習情形，了解學

生是否能參與班級的的課程，在角色

壓力、工作壓力下造成對教育工作的

枯竭（burn out）。 

她能夠對學生個人的表現，誠實

的打分數嗎？她有遺漏到真正努力的

學生嗎？如果她給大家一樣的分數，

教務長DiMatteo先生會如何看這件事

呢？如果沒有打分數，學生會有學習

動機嗎？學生 Henry 和 Clarice 學習

態度如何呢？她第十遍思考這些問

題，「我如何達到呢？」連續第二個晚

上，Andrea 老師在疲倦和挫敗中睡

著。（Calfee and Berliner, 1996）。 

Andrea 老師希望教學與學生學習

動機相關聯、重視學生個別差異、課

程內容與學校課程目標相連結、重視

學生學習成果，而非單一的評量方

式，這些教學上的壓力卻造成 Andrea

老師的挫敗。學生與教師是教育工作

中的主體，但有快樂的老師才有快樂

的學生，所以教師在教學情境中的壓

力與調適也不容忽視。教師專業承諾

能是影響老師是否願意繼續在教育岡

位上努力的重要因素。Andrea 老師的

壓力是一般教師在教學工作所面臨的

壓力，輔導教師在學校中，相較於一

般教師，輔導教師的工作負擔可謂不

輕，所扮演的角色亦是複雜而多元，

輔導教師一般教師背負更多來自學

生、家長、學校行政人員以及社會大

眾的期許與壓力。 

根據韋氏字典的解釋，承諾

（commitment）一詞具有三種意義：

做（to do），信任（to give in trust），

允 諾 或 保 證 （ to promise or to 

pledge）。從字面可知，承諾是一種個

人意志展現的行為，包含認知、情意

與行動三個層面的整體概念。教師不

但要具有專業承諾的豐富專門知識與

技能，更需要對教育專業認同感，願

意將其豐富的專門知識與技能投注到

教育工作中，堅守教育崗位，為教育

志業奉獻心力，為造福學生戮力以

赴。劉福鎔（2006）指出承諾為個人

對特定對象或事務一種認同、投入與

忠誠的程度及心理作用，並在行為上

表現積極投入與願意留任、繼續為認

同對象盡力的心理傾向，具有承諾特

性的人對其所參與的事很用心投入，

而且有能力在工作或人際關係中發現

意義，傾向採取主動出擊的態度；相

對的，缺乏承諾的人則容易感到游

離、疏離，對挑戰採取被動的姿態。

劉福鎔、林清文（2008）將輔導教師

的專業承諾分為六個層面，分別為： 

(一) 專業認同 

指輔導教師珍愛輔導教職，肯定

輔導工作的價值與專業性，接受輔導

專業的目標與理想，並且致力於維持

輔導工作條件，在心理輔導工作產生

榮辱與共的歸屬感與對輔導專業產生

情感緊密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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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投入 

指輔導教師不計報酬與心血，對

輔導工作表現出主動積極參與的態度

及敬業樂業的精神，且樂於接受輔導

工作的挑戰，將心力投注在輔導工作

上。 

(三) 工作愉悅 

指輔導教師對於從事輔導工作感

到勝任、愉快、有樂趣與感到滿意，

且對輔導工作享有充分的專業自主，

受到同事的尊重與學生的感激，能從

工作中獲得自我實現與成就感。 

(四) 研究進修 

指輔導教師為提昇輔導績效，願

意閱讀期刊、學報、法令規章、討論

輔導新知、參加各項工作坊研習、個

案研討、修讀學分及學術研究等進

修、研究活動，以充實輔導專業知能。 

(五) 留業傾向 

指輔導教師對其專業進行評價之

後，慶幸能任輔導教職，若能重新選

擇，仍願意留在輔導專業，繼續從事

輔導工作，如果不得不離職也會有遺

憾的感覺。 

(六) 專業倫理 

指輔導教師從事輔導工作能優先

考量學生權益，認識保密、利他、無

害、自主與知後同意等倫理守則與相

關專業組織規範，並能加以信守的程

度。 

美 國 學 校 輔 導 教 師 學 會

（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ASCA, 2003）指出校園學

生輔導工作涵蓋輔導課程（guidance 

curriculum ）、個別學生協助計畫

（individual student planning）、回應性

服務（responsive service）、和系統支

持（system support）以促進學生適應

與成長。以上列所述的輔導工作內涵

可了解，輔導教師整合校園學生輔導

資源，是具資格的專業工作者，更是

影響學校輔導工作的關鍵，而輔導教

師對輔導專業的使命感與積極投入的

精神與態度，影響校內輔導工作表現

及工作成效（劉福鎔、林清文，2008）。 

輔導教師面對工作壓力時會產生

負向情緒，由於目前國小的輔導體制

仍不夠健全，有些學校並不重視輔導

工作，使輔導教師難有發展空間，理

想無法實現，因此產生挫折感與無成

就感，而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是影響

是否願意繼續留任輔導工作的重要因

素（李素卿，2001；李惠珍，2011）。

趙慧芳（2010）研究國中輔導教師專

業承諾結果發現，輔導教師普遍年齡

不高且多為較資淺的教師，研究者在

國小教育現場的觀察，國小輔導教師

亦較多是年資較資淺的老師擔任。王

文秀（2011）曾對國民中小學的輔導

人力進行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有 64.7

％的國小輔導人員為非輔導專業背

景，多數是靠著進修與研習來增強其

專業知能；在此情形之下國小輔導教

師選擇離開輔導工作崗位，離開輔導

工作的崗位可能擔任導師、專任教

師、非輔導室的行政人員，其異動的

頻繁與原因的多元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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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願意為輔導工作繼續投注心

力，是輔導工作成效的一大原因，但

要如何增進輔導教師的專業承諾，我

認為可以從下列幾點著手。 

(一) 建立輔導教師支持資源網絡 

輔導教師在面對輔導工作壓力

時，需有支持的資源網絡作為諮詢的

對象，此資源網絡除了可以解決輔導

教師所面臨的問題，也能夠調適輔導

教師所面對的角色以及工作壓力，若

輔導教師面臨職業的倦怠，資深的輔

導老師可以提供解決的方式以及經驗

的分享。 

(二) 提供輔導教師專業自主的工作空

間 

輔導教師是輔導工作的專業提供

者，但面對學生的問題行為時學校的

行政人員、導師與輔導教師之間都具

有不同的考量，如何取得三方的平衡

點需要學校主管的支持。若輔導教師

未得到輔導專業的尊重會導致輔導教

師的無力感，所以提供輔導教師專業

自主的空間，有助於輔導教師專業承

諾的發展。 

(三) 鼓勵輔導教師專業進修 

目前各縣市教育局均要求輔導教

師每學年有十八小時以上的專業進

修，輔導教師的專業素養深深影響輔

導工作的品質與績效，輔導教師進修

除了可以充實新知，也能從同儕的案

例分享中激盪出對於輔導工作的新想

法，教育部的專業發展準則也訂出教

師應參與校內外教師研習、反思教學

並尋求專業成長，國小輔導教師接受

專業進修除了增進輔導專業知能，也

能提昇輔導教師的專業承諾。 

(四) 給予輔導教師生涯探索機會 

以我在第一線的輔導工作觀察，

擔任輔導教師多是輔導工作的初任輔

導教師，許多學校面臨找不到輔導教

師的窘境。探究其因，除了輔導工作

的壓力造成輔導教師滿一年或二年輔

導工作即離開輔導崗位，其另一原因

可能只教師還未了解自己生涯規劃，

若能讓教師提早了解自己的對生涯的

興趣方向，減少教師在輔導工作中因

不了解而產生的挫敗感，有助於提昇

教師擔任輔導工作的意願。 

(五) 提昇輔導教師工作滿意度 

輔導教師對工作的滿意程度是輔

導教師是否繼續願意投入輔導工作的

一大因素，校內是否提供良好的設

施、學校是否重視輔導工作都是影響

輔導教師工作滿意的原因，若能提供

專業成長的機會、有效的工作酬賞、

適度的社會贊許，這都有助於提昇輔

導教師工作滿意度。 

(六) 尊重輔導教師的專業角色 

Sears and Navin（1983）認為學校

輔導人員工作的過度負荷、角色衝突

與角色模糊等角色壓力是影響輔導教

師角色認定困境的重要來源。而專業

角色認定之所以重要，乃因為其涵蓋

了輔導教師對學校輔導專業的勝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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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程度，以及對輔導專業的承諾。

所以，學校應釐清輔導教師的角色地

位，將輔導教師定位為專業人員，可

提昇輔導教師繼續輔導工作的意願。 

學校輔導教師的工作性質不同於

一般教師，輔導教師能否積極投入於

工作，攸關學生的心理健康與福祉。

再者輔導教師的工作是一個高壓力的

工作，在工作中能否獲得心理的滿足

非但影響輔導工作的績效，更可能影

響輔導教師本身對輔導工作的認同感

與使命感，假使輔導教師長期對輔導

工作的推動缺乏成就感與滿足感，將

可能導致工作倦怠，減低了輔導教師

對輔導專業的承諾，影響工作滿意

度，最終可能影響其對輔導專業的投

入。Stigler 認為提昇教師的教學方法

比找優秀的人才擔任教師工作來的重

要（Stigler, 2002），所以了解輔導教師

的壓力，提供調適、解決的方法並提

供輔導工作知能，讓輔導教師願意堅

守輔導崗位，為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盡

心力，我認為這才是輔導教師工作發

展最重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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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探究途徑的教師專業發展 
邱珮瑜 

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課程博士班博士生 

 

一、前言 

實務存在於教育人的心靈及行動

之中，當教育人自己放棄去取出這份

實務之寶，這一份寶藏將立即消失於

那一瞬間，故這一份寶藏一定要由教

育人自己找出來（Pinnegar & Hamilton, 

2009 ）。 Pinar, Reynold, Slattery & 

Taubman （2000）在「自傳/傳記文本

裡解課程」一文中，提醒個體別一昧

地外求，要由內出發（working from 

within），善用自身本俱的資源（inner 

sources）。Ayers 於 1990 年指出探究經

驗（experience）的文獻中缺少局內人

視野（insider’s view）（ 引自 Pinar et al., 

2000）。Elbaz 於 1991 年提出從內部看

教學（ looking at teaching from the 

inside）的研究角度（引自 Pinar et al., 

2000）。教師個體的主體性是教育改革

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因此「教師研

究」崛起。現今，教師研究的焦點已

從教師群體的普遍性表現，轉向教師

個體的內在驅力之探究。教師個體的

認同感會主導教師能力觀的發展（許

殷宏&武佳瀅，2012）。推動教師合作，

教師參與的自主性若遭到剝奪，那將

造成表面合作，結構性的變革仍無法

達成（喬雪峰，2012）。這些深處於教

師體內的內在要素：個體的認同感、

自主能動的程度，或是內在的矛盾衝

突，是邁向教育成功前必須要陪伴教

師處理好的區塊。 

其實，人類是一種微妙的生物。

人類的情緒、自我認知、認同感等眾

多內在要素大大影響其所顯於外的行

動。從事教師工作的人類更是有一項

奇妙的特質，收到學生或是家長的感

謝卡片，裡頭的一畫一話，足以讓體

力透支、心力耗竭的教師頓時重燃教

育火苗。王麗佳（2012）在探討中國

大陸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績效工資政

策，讓教師的報酬與工作表現是為正

相關；然而，研究發現此政策並未如

預期充分發揮對教師的激勵功能。由

此看來，教育改革要成功，必要仰賴

的第一線推手（教師）之經營，不能

單靠管理策略，能否抓住人的內在驅

力才是關鍵。 

我是一位國小英語教師。自 92 學

年任教到現在，使用過不少套審定本

教材1，但每年我都掙扎困擾著：「可以

不要再用它了嗎？」即時我努力使用

過不同出版社或不同版本的審定本教

材，但還是見到學生程度的嚴重落

差，還見到程度落後的學生想學好卻

使不上力，似乎是缺乏某種能力。對

於不選用審定本教材的想法及做法，

前輩老師警告過我：沒有用審定本教

材是很危險的行為；況且，多數學校

及英語教師是選用審定本教材。我害

怕自己的行動錯誤，不斷自問：審定

本教材到底是哪裡惹到我了？為什麼

                                                

1
 這一類教材是由民間出版社編輯，再通

過教育部審定的教材。本文中稱之為審定本教

材。各家出版社會在每學期近期末之際，將教

材送到各校，並做說明，供老師做新學期的教

材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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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乖乖地像大家一樣選用審定本

教材呢？如果不搞清楚，我對自己的

不從眾行為會一直感到擔憂、焦慮，

甚至是罪惡。 

Pinnegar 與 Hamilton （2009）表

示，當有個經驗一直持續地纏繞著我

們（on-going annoyance），讓我們一直

無法忘記或放下，這就是從事自我探

究（self-study）的研究者可以追蹤的

目標。自我探究中，研究者對自身所

處困境所遇疑惑做釐清及深入理解，

不僅嘗試解決困境，也對自身的行動

產生更多的意識，不再只是基於習

慣、傳統或衝動（洪志成，2013）。這

些話語給了我信心：探究這個一直煩

擾著我的問題是一項有價值的行動。

研究的起點雖是來自於一個人的生

命，但所關懷的是遠大於一個人的生

命（Pinnegar & Hamilton, 2009）。一位

教師因自我探究後的研究結果解決了

困擾，改善了教學，成長了教師專業，

還貢獻了實務知識，更是利益了學生

及其他實務工作者。 

二、研究的實施 

研究者利用自身具有教師身分的

優勢，以自我探究對學校教師在課程

與教學行動上作內部報導。不同於位

於教師個體外的研究者來觀看、訪談

以取得二手資料，自我探究將直接呈

現出研究對象的第一手資訊，尤其探

討教師的內在力量的衝撞，展現個體

的自主能動軌跡。 

教師的敘說可以捕捉到教師工作

的不確定性及複雜性，更了解教師的

所知、所思及所言；它可以是一項教

師專業發展的行動，能讓教師對自己

有反身性的了解，進而內省，產生改

變的行動力；取材自教學現場的研究

議題，有助於發現教育中潛在的問題

（莊明貞，2010）。進一步可說，教師

的主動反身性探究所帶來的價值，不

僅受益教師研究，也有利教育改革。

林孟蓉是一位現場教師，她指出「若

將學習分為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

一般的教師研習，通常是認知方面的

學習，和教師本身的需要，可能並沒

有密切配合，反之，若能從情意和技

能方面來協助教師學習，似乎較能符

合現職教師的需求（2011：3）。」由

此可見，教師的改變不只能是從認知

或技術層面下手，不能只是以外加的

方式促使教師的成長，由教師自發性

的向內做探求，將是更深切的改變方

式。 

自我探究，研究者既是被研究

者。這項特質，會帶給人一種誤解，

以為研究者只需關心自身。然而，自

我研究所產出的知識，是藉由批判反

思（critical reflection），故研究者對實

務做理解、轉化及改變後，產出的是

一份「有靈魂的知識」（ embodied 

knowledge），也是一份讓他者能借鏡的

公 眾 知 識 （ public knowledge ） 

（ LaBoskey, 2004 ）。誠如單文經

（2013）表示，由內而外、由主體引

發的改變行動，方能達到徹底的變

革。Pinnegar & Hamilton（2009）指出，

進行自我探究的最終所產出的實務知

識，不僅改善自己的實務，也能幫助

他人改善實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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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資料來自於 92 學年

至99學年的教學隨記本2、教學記錄3及

課程規畫書4。因為研究倫理的考量，

故文中對人物及學校採取化名。 

自我探究不是一廂情願或自說自

話，強調與同儕合作進行批判反思，

研究者要公開相關訊息，使得探究歷

程是具透明性（洪志成，2013）。公開

探究過程，並接受大眾的批判；自我

探究並非孤立，而是透過對話及驗

證，對研究主題有更多的了解（Samaras 

& Freese, 2009）。運用對話，一是可以

激發更多想法，二是可以強化研究的

可信實度（trustworthiness） （Pinnegar 

& Hamilton, 2009）。我的研究諍友是定

期見面的群組，是具有現場教師角色

的研究同好，能理解教學現場的現

實，不僅給予現實考量之提醒，又能

提供非屈服於現實、更精進之建議。

在定期見面時，我袒露教學困境、應

對策略，甚至是負面情緒。諍友們在

同理我的困境之外，會點出我可能沒

有看見的盲點，或是提醒我可能遺漏

的面向，還建議不一樣的做法。當諍

友敘說其自身的困境及做法時，我仍

能反觀到自身情勢上。彼此互為「第

                                                

2自實習開始進入國小教育現場後，我每日必

隨身攜帶一本筆記本，便於隨時記錄下任何想

法及在學校發生的事。裡頭有事前規畫，也有

實施後反思。我將之命名為「隨記本」，意為

隨身記、隨時記、隨便記、隨意記。 
3
 「教學記錄」是上課前一天，我會依照課程

規畫書中教學進度及前一節課課堂上的學習

反應，在教學記錄紙上替每節課排訂教學流

程；課程實施過程「中」及「後」的改變或想

法，會以紅筆記錄在同頁。 
4
 「課程規畫書」是每學期末，因應選書需要，

我會做出新學期的課程規畫大概版；新學期開

學前，則是完成整體課程規畫詳細版，內含教

學進度。 

三者」所創造出來的角度及距離，反

而有利於觀物的完滿性。 

本研究在促進研究資料的可信實

度的行動上，蒐集多年且三方來源的

研究資料，並且在研究諍友群組中公

開資料，接受批判，進行對話及辯證，

以修正過度主觀或可能自圓其說的論

述。 

資料分析過程中的對話，不僅是

驗證，更是為了得到理解的過程。研

究社群中的成員間具有兩種關係：一

是緊密關係的建立（Bonding），二是

縮 短 並 企 圖 銜 接 兩 端 的 差 異

（Bridging）；彼此的互動是為了讓我

們在自己和他人之間的空間中，尋找

到「我的理解」（bodily knowing）。

（Pinnegar & Hamilton, 2009）。一場場

的對話，可以是公開與他人的辯戰，

也可以是個人內在的對話（Pinnegar & 

Hamilton, 2009）。對話，是讓資料和證

據做延展界限（push boundaries），促

使研究者對自我去中心化、不受個人

或社會的刻板印象及偏見的牽絆、允

許最大化的輸入、抓取細微隱晦的想

法等 （Pinnegar & Hamilton, 2009）。

我依此原則，在與諍友的對話中，將

自我推出象牙塔、舒適圈，跨越到另

一個視野，企圖察覺昔日未察，或釐

清表象之後的真正緣由。 

三、研究結果 

(一) 探得教材選用轉折緣由 

一一翻閱 92 學年至 99 學年的教

學隨記本、教學記錄及課程規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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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出「歷年選用的教材」，進而做出

「教材選用變化分析」。我看見實施的

課程對審定本教材之依賴程度，其比

重逐年降低到 99 學年的 0%。 

多數的教師將審定本教材視為當

然的教材，為何我的整體課程對審定

本教材的依賴程度是越來越低？多年

來，為何我仍沒有確定的答案？我開

始質疑一切的錯，不是在審定本教材

上，而是自己的教材使用能力出差

錯。這個懷疑，讓我感到挫敗，也停

滯了探究行動。 

現在是週一晚上近七點半，躺在

床上小瞇，逃避著這份自我探究報

告，灰心地看不見這份研究的價值何

在，突然想到：上週六，做著這份自

我探究時，讓我看見自己在課程規

畫、教材選用及教學活動，沒有足夠

的相關理論基礎，如兒童英語教學、

英語教材教法等。我似乎是依賴直覺

在教書。 

這一點發現，讓我非常灰心，想

放棄繼續研究，想回歸到英語教師的

角色，轉向閱讀英語教學、英語教材

教法的書籍。星期六那一天，我實在

做下不去，只是翻閱研究資料，卻無

心無力鍵打出任何新想法。（札記，

2012.01.02） 

我認為自己該付出更多的時間及

心力在教師角色上，而非研究者角

色。2014 年 6 月，我向研究所提出休

學。直到 4 個月後，才能繼續以下的

探究。 

4 個月之後，我回到研究所旁聽

「學術寫作課」，與同學組成諍友群

組。在諍友討論會上，我依然從「整

體課程依賴審定本教材之程度」開始

談起，且因為我在教材選用上的起

伏、反覆，而感到不安。在第 4 場討

論會上，諍友 H 表示：「你的研究中可

以呈現出多次轉折、調整，這是其他

人 的 研 究 中 少 見 的 （ 諍 H ，

2014.12.16
5）。」這讓我恍然大悟：當

我將它視為起伏、反覆，我會感到不

安；但是將之視為調整、轉折，這是

可以探究的正面思維。H 的話，讓我

鬆了一口氣。 

自我探究不同於其它質性研究之

處在於，它以個人的反思和探究為基

礎（Samaras & Freese, 2009）。「對話」

不僅是發生在有形的公開社群聚集

處，更可以是在無形的個人內心深處

（Pinnegar & Hamilton, 2009）。我在轉

念後，提起精神，在教材選用的變化

線中探得每次轉折的緣由，釐清了我

的困頓不安之因。 

(二) 釐清審定本教材使用困境 

根據教育部 97 年課程綱要，英語

正式課程第一階段從國小三年級開

始。綜觀各家審定本教材內容，三年

級的教材有字母、單字、句型及日常

用語；四到六年級的教材有字母拼

讀、單字、句型、日常用語及短文。

整體觀看三到六年級的八冊教材，涵

括了課程綱要所有要求的目標。然

而，在實際操作後，會發現審定本教

材編寫的內容忽略了學生在語言學習

上所需要的浸潤時間之考量。

                                                

5
研究資料代號意義：與諍友 H 在 2014 年 12 月 16 日的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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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字母課程難以打穩基礎。

常見的三年級審定本教材在內容的規

畫上，無法幫助學生專心學好 26 個字

母的名字及形狀 （ letter name & 

form）。從教材內容的頁數來看，字母

課程內容與其它語言課程（單字、句

型等）的比例明顯地薄弱；單在學生

本的內容中，字母課程所占比例不到

六分之一。英文字母對學生而言，是

外國語言符號。在學習外國語言符號

時，還要「順便」「同時」學習句型、

單字……等等。字母課程的時間遭到

瓜分，學生無法充分練習字母名字及

形狀。結果到了四、五年級，還有學

生無法將字母書寫在正確的格線位置

上，或是分不清楚 L 與 I、b 與 p。 

初學者使用審定本教材進行字母

課程時，還有一項干擾：初學 26 個字

母的名字及形狀同時，還要同步學習

字母的聲音（letter sound）。鄭錦桂

（2006）指出教科書同時教字母的認

讀（letter names）及字母的發音（letter 

sounds）是對初學者極大的學習負擔；

教師們應該多花些時間讓學生熟習字

母後，再帶字母拼讀教學，否則學生

會有所混淆。依我的教學觀察，當學

童打好基礎，能順利且流暢的辨識字

母、釐清每個字母的名字，日後學習

字母的聲音時，才不至於有名字與聲

音混淆的狀況。學生將不會把 H 的聲

音讀做﹝ ﹞，因為那是它的名字。

因此，字母的名字及形狀課程應該與

字母的聲音課程脫鉤。 

最後，審定本教材內容的豐富、

內容的份量（頁數及目標）對教學者

及學習者造成了非預期的侷限。 

風景一：「只是趕教材，老師感到

很不踏實。生的字母會了嗎？我沒有

時 間 確 認 ， 討 厭 （ 三 教 記

2012.12.26
6）。」教材內容太多，我的

教學變得只是帶著學生趕完教材。好

不容易寫完習作本每單元的單字、句

型練習題，怎麼後面還附加更多的單

字、句型練習題。不寫完不行啊！否

則，學生會喊：老師，這裡還沒有寫？

家長會說：花錢買了書，怎麼沒寫完？

或許審定本教材編寫者的用意，是要

便利教師不必自編延伸學習單。但這

份「好意」，讓我感到壓力。 

風景二：面對教材趕不完的狀

況，向前輩請益，所得到的結論是：

有些部分，可以快速帶過。然而，我

「沒辦法，趕不快。……就發生一名

孩子發現自己（在練習題上）有好多

錯，就焦慮地用擦布弄破了自己的習

作本。我立刻放慢講話速度（三教記

2012.12.26）。」不只是教師感到時間

的壓迫性，學生也感受到了。 

風景三：「困難字分析，say & write.

（改）下次做！給生喘口氣（五教記

2012.10.19）。」「在活動轉換之間加入

take a break。suggest ss to take notes, 消

化、休息、解決疑惑（五教記

2012.10.26）。」這一段文字旁標註「課

堂上臨時加入活動」。回想我在國高中

階段，身為臺下的學習者，常常希望

數學老師能暫停一下，因為我快要懂

了，但要讓我「再想一下」；可惜的是，

老師常常不等人，總以為老師說完，

學生就學起來了。雖然我常在教學記

錄紙上寫著「今天要上快一點，帶很

多頁」，但到課堂上見到學生的表情及

                                                

6研究資料代號意義：三年級教學紀錄，在 2012

年 12 月 26 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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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動作，就能辨別學生需要「暫停

一下」，可能是因為筆記沒趕上、概念

要反芻再消化一下，或是頭腦快要爆

炸之類。當教室內的學生有這般渴望

的眼神出現時，我總是無法狠下心來

「繼續趕課」。 

風景四：「（在）上課時間，精熟

練習的機會不見了。只能上一次，就

沒有太多回頭再看讀一次的機會。這

樣 的 結 果 不 好 啊 （ 五 教 記

2012.11.15）！」語言學習裡，精熟練

習是絕對需要的步驟。但是，每每在

課前的備課中，我都感到為難：未完

的新頁數 vs.複習上一節課所學，我要

選擇哪一個？只學過一次、碰過一次

的東西，哪可能學會？任教十二年

來，我只遇過一位天資優穎的學生能

做到此事，他能以國一年紀準備高中

組的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交戰的結

果，我只能安排在上課一開始，以老

師帶讀或學生齊讀的方式，朗讀過

「舊」內容，然後就開始趕「新」進

度。 

審定本教材的頁數及練習題多，

看似是給予學生更多的精熟機會，但

其實是擠壓了學生沉澱反芻的時間，

也擠走了教師企圖因應學生真實反應

而調整變化的精熟活動時間。 

(三) 梳理出行動實務原則 

在諍友討論會上，我袒露：「其實

我到現在還是有一個惶恐的狀態。在

教材選用的行動規準上，即使到現

在，我還是沒有一個很確定的答案。

在研究及寫作時，心態上感到似乎還

沒有資格替這一個研究畫上句點，或

是導出一個研究結果。」諍友 S，是一

位任教於實驗國小的英語教師，表示： 

在我的學校也有這樣搖擺的情

況，課程重點從字母拼讀轉到常見字

（sight words），再轉回字母拼讀，後

來是閱讀，搖擺不定。因為團隊們在

看見學生的實際表現及需求，會做改

變。其實不是只有你在課程上會搖

擺、不確定，其他英語老師也會。因

為你的學校只有你一位英師，所以你

才 以 為 只 有 你 有 這 樣 的 問 題

（2014.12.16）。 

S 的話安了我的心，也給了我力

量。在這場討論會上的答辯，還讓我

發現自己的行動規準不是因為字母拼

讀重要，所以要實施字母拼讀，而是

因為學生的現實需求而實施字母拼

讀。兩者相較之下，前者，較表面性；

後者，是更深層性的行動依據。這個

發現，給了我信心。卯靜儒（2012）

表示：課程是以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

為目的，然而學生卻是在教科書的編

寫互動過程中最常被忽略的一群。所

以，我以第一線教師在教學現場的所

觀所察，提出學生所需求的課程與教

材為何。覺察實務原則，教師將能勾

勒出自己的使命及願景；教師的實務

原則就是自己為何如此行動的原因

（ what drives the way you teach ）

（Brubaker & Loughran, 2014）。這份自

我探究讓我終於清楚自己行動背後的

「實務原則（principle of practice）」。 

藉由自我探究，我梳理出教材選

用行動背後的實務原則有： 

1. 課程實施依序為字母課程、字母拼

讀課程、單字課程、文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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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學生獲得勝任單字及文本閱

讀的知能 

3. 字母拼讀課程應獨立專書實施。 

因此，在三「字」課程的階段（字

母、字母拼讀及單字課程），沒有選用

審定本教材，另選「專書」讓學生專

心完成各階段的目標。其中單字課程

是從拼讀單字（Phonics words）過渡到

「一般」單字。三字課程之後，審定

本教材以「文本課程」姿態登場，協

助學生進行全方位的聽說讀寫課程。 

我告訴學生：我無法給你全世界

的英語，但可以給你關鍵的能力。我

以「減法原則」概念，企圖在有限的

課程時間，以符應學生的英語學習階

梯，陪伴學生先獲取學習英語的基礎

能力，而應用英語的課程則排在後

頭，調整了教材的選用順序。要等待

學生完成前三個階段的課程後，方可

實施進階的文本課程--審定本教材。走

到這裡，我也終於能回答「為什麼我

無法乖乖地像大家一樣選用審定本教

材呢？」這大疑惑。 

用什麼教材，不是讓家長放心的

關鍵。學生是否具有英語能力，才是

家長想要的結果。整體課程規畫有系

統、能滿足學習需求、能引起學習興

趣、能減少落後學生的比例，這些才

是讓學校放心的因素。我任教的學校

校長 G 在一個期末就這樣對我說：「你

安排的課程是有系統，且循序漸進（課

規 2015.01.27
7）。」頓時，心中對自己

的課程規畫及教材選用行動感到更踏

實了。 

                                                

7
研究資料代號意義：2015 年 1 月 27 日在英語整體

課程規畫書上的紀錄。 

四、結語-教師專業勇氣增長 

從一道困擾著我的問題--為什麼

我無法乖乖地像大家一樣選用審定本

教材呢？--出發，不斷地挖掘著自己、

反問自己，也尋求諍友的詰問。走到

最後，驚覺這道議題，其實是冰山一

角。從探究自我的教材選用狀況出發

後，我這才真正整理出審定本教材的

使用經驗，並在這過程中，梳理出教

材選用行動背後的實務原則。真實操

作一場自我探究後，我親自體驗到自

我探究的價值，一是在於讓人恢復對

自己的了解（understand myself），就如

讓混濁的水沉澱出淨透的狀態，讓霧

鏡恢復明鏡：二是在於讓人清楚掌握

（be aware of）自己的所思所為，讓自

己的行動，不再是無意識下的決定，

或只是反射動作。我反身看見自己因

為看清楚自己的行動實務原則之後，

自己的教師角色也起了變化。之前，

教學工作像齒輪一樣，一直轉動，沒

有暫停，因此看不清楚自己的行動原

則。現在，這場探究讓我釐清自己對

英語課程的理解為何，進而確認我的

行動是符應英語學習的階梯。2015 年

1 月 27 日在英語教室裡，校長 G 按慣

例突訪正在教室中整理教學檔案的

我。那一天，我看見自己侃侃而談地

說出： 

我們這個學區的孩子在聽及說，

與都市區相較之下會較弱，我承認。

但上課時間有限，要取捨，所以單字

及閱讀課程是我們能做的。給孩子方

法、打好基礎。不傷害孩子的心，只

因學習挫敗（課規 201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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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話，我揭露了自己在課程

規畫上捨棄了什麼，而且這些話還是

對著「長官」說。這些事曾經是我避

之唯恐不及的事！現在，我的教師勇

氣增長了，對自己的課程教學行動之

信心也回來了。 

自我探究認為當實踐有所改變，

那我們的理解及理論也將跟著改變

（Pinnegar & Hamilton, 2009）。我進一

步這麼想：當我們的理解有了改變，

實踐也會跟著改變。這場探究，讓我

的教師信心有了改變。我的教師角色

正位於第二個十年，下一步，我企圖

探究第一個十年裡在課程教學上養習

的「慣性」行動，並挑戰之。一天在

準備午餐時，和家人討論到「人」的

事。一般人遇到事情時，當下會先為

自己辯解，據「理」力爭。然而，如

果這個理不是正確的，那一不小心他

就會一錯再錯。這一文，或許只是一

個面向的理。或許我該檢討是否對審

定本教材認識不夠，以至於誤會它。

對於自己沒有選用審定本教材，我視

為這是一種打破教學慣性的行動；但

我會不會是落入了另一種教學慣性—

就是要選用審定本教材以外的教材？

教師的慣性思維及行動是一道需要省

思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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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發展研究─論財政收支劃分法 
簡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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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教師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前言 

自教育基夲法（1999）、地方制度

法（1999）公布實施後，縣市政府已

成為國民教育辦理的主體，各縣市政

府教育辦理狀況，不但影響縣市教育

力，更直接衝擊國家整體教育表現。

國民教育品質與均等狀況，直接受到

縣市教育表現的影響。「財政為庶政之

母」，教育經費是教育行政活動的基

礎，由於教育經費須與公共部門競爭

經費，因此能有多少教育預算，取決

於政府政治運作的協商與利益折衝

（林天祐，2004）。    

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權的劃

分，主要是根據《財政收支劃分法》，

但其規定卻充滿「財政僵化」及「中

央集權化」的特色。造成地方政府自

有財源明顯跟不上其財政支出需求，

促使地方財政日趨困難，進而產生財

政「垂直不均」、「水平不均」，讓各級

地方政府須仰賴中央政府的補助款才

夠支應其財政支出。 

我國一般政府的財政管理皆為

「統收統支」的模式，造成教育經費

為其他部門挪用的可能性，並不能專

款專用。因此中央給與地方的補助款

財源無法區分其來自什麼收入項目，

地方政府自行籌措的收入亦無法個別

對應其間固定的收支關係。換言之，

除非地方教育經費有法定「專款專用」

的財源，否則地方支挹教育經費能力

的大小，皆只能以地方整體性的財政

收入能力做為衡量與比較的基準（曾

巨威，2004）。 

政府的公共支出是主要的教育經

費來源，此經費的籌措方式有法令規

範、GNP 規範以及固定稅源規範等（蓋

浙生，1999）。臺灣在教育經費的籌措

方式係採用法令規範的方式，在 1997

年之前，依憲法第 164 條規定，教育、

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省、縣

分別不得少於總預算之 15%、25%、

35%，而在 1997 年第四次修憲之後，

第 164 條受到凍結，取消教科文經費

下限的保障，但 2000 年公布之《教育

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仍是以法令來規

範教育經費的投入比率。我國雖稱中

央與地方分權，但因中央握有《財政

收支劃分法》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辦法》的決策權，且一般教育補助與

特定補助亦由中央審議分配，加以地

方政府財政普遍不佳，教育經費分配

公平與否中央負有很大的責任。（陳麗

珠、陳世聰，2009）。 

《教育基本法》於 1999 年公布，

第 5 條：「各級政府應寬列教育經費，

並合理分配及運用教育資源。對偏遠

及特殊地區之教育，應優先予以補

助。教育經費之編列應予以保障；其

編列與保障之方式，另以法律定之。」

強調各級政府應該要寬列教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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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教育的預算，但由於《教育基本

法》只對教育經費進行原則性的宣

示，實際經費的編列與保障之方式，

需要另以法律明文規定。2000 年《教

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公布，標誌國

內教育經費分配新時代的來臨，此法

令明確規定教育經費的來源與分配方

式，對國內教育財政機制有決定性的

影響。 

二、國民教育經費存在顯著縣市

差異 

臺灣地方政府整體的財政餘絀，

在解嚴前的 25 年之中並沒有赤字。財

政赤字自解嚴後的 1990、1991 年發

生，1992-1996 年為盈餘，但 1997 年

以後赤字一直持續的趨勢就沒有反轉

過，這種現象部份要歸因於地方政府

對政治體制改變適應的不良，而產生

「憚收、濫支」的現象，問題根源在

地方政府財政自我負責的機制不足

（林健次、蔡吉源，2003）。解嚴以後，

逐步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力，例如

公共債務法（1996）、地方制度法

（1999）、地方稅法通則（2002）、規

費法（2002），但這些加強地方稅收及

財政權力的法律，由於縣市民選首長

怕有流失選票的政治成本，所以多忌

憚使用。 

我國國民教育具有強迫與免費的

特質，主要由地方政府辦理，而地方

政府財源仰賴地方稅收，地方財源多

寡決定於地方產業發展情形，因此城

鄉差距往往導致地方經濟條件與政府

財力的落差，進而反映於地方教育經

費的多寡，造成各地方政府之間呈現

教育經費不均的現象。在現行財政收

支劃分制度下，多數地方政府無力負

荷國民教育支出，必須仰仗中央政府

的教育補助，因而衍生出補助制度（陳

麗珠，2014）。 

造成縣市教育經費負擔比例沉重

的原因主要有二：（一）為《財政收支

劃分法》對其不利的規定；（二）為其

必須負擔國民教育的經費（秦夢群，

2013）。在中小學教育經費方面，我國

國民中小學教育係由各地方政府主

辦，由《憲法》到《教育經費編列與

管理法》，都強調中央政府應依據地方

政府教育需求與財政能力，給予經費

補助，以兼顧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

展，但各地方政府教育經費「患寡又

患不均」之情況仍在。學者（陳麗珠、

許添明）對於地方教育財政問題之研

究，發現以往存在下列四項問題：（一）

縣市政府自有財源偏低；（二）國民教

育經費支出占各縣市政府支出比例偏

高；（三）各縣市資本門建設大部分需

仰賴上級補助；（四）不同縣市教學環

境是否公平，端賴國民教育補助制度

的設計（呂生源，2004）。       

公平通常多與「社會正義」相提

並論，希望透過「分配正義」，使社會

上處境最不利的成員獲得最大的利

益，跨縣市的差異也要儘量縮小。過

去教育財政關心的問題是教育經費的

籌措、分配與運用。伴隨著教育改革

運動的興起，1980 年代以後，美國公

立中小學教育已經開始更關注教育品

質、學生的學業成績等教育效果，而

對教育效果的關注使得人們將投入、

產出聯繫起來。過去單純從「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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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考慮的財政公平逐漸被重視「產

出」效果以評估其『適足性』所取代

（蓋浙生，2008）。教育適足性可歸納

為三個意涵：（一）必須賦予學生充分

教育資源；（二）資源隨學區、學校、

學生的不同特質而有所調整；（三）必

須訂定個別學生所欲達成的教育成就

標準或學習目標（陳麗珠，2006）。 

回顧我國教育財政制度的發展時

程表，2000 年底通過立法，2001 年開

始實施的《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

是ㄧ個重要的里程碑，各級政府與教

育機構的經費分配機制逐漸建立起

來，中央政府將經費的分配權力適度

下放給地方政府與學校，也期望同時

負起經費籌措的責任，教育財政制度

走向自由化、民主化以及績效導向（陳

麗珠，2014）。 

三、財政收支劃分法評析 

財劃法自民國 40 年實施至今，主

要是規範各級政府財政收支之間的劃

分、調劑與分類，稅課統籌分配部分，

依照透明化及公式化原則分配給各級

政府。中央統籌稅款之 6%為特別統籌

稅款，主要用途是供給支應受分配地

方政府緊急及其他重大事項所需經

費，由行政院依實際情形分配之；而

總額之 94%為普通統籌稅款，各以一

定比例分配直轄市 61.76%、縣（市）

24%及鄉（鎮、市）8.24%。 

財劃法修法無法完全解決地方財

政問題，因為今日臺灣地方財政問題

的根源，部份來自於地方財政資源與

財政權力的不足，部份則來自於地方

政府財政紀律與自我責任感的缺乏，

所以地方政府應本財政自我負責提升

財務效能，不能寄望財劃法的修正來

完全解決地方財政問題。 

2015 年 7 月財政部表示，為因應

地方改制及提升地方財政自主，財劃

法修正草案在 101 年 2 月函請立法院

審議，案經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召開 5

次會議完成逐條審查，但各地方政府

立場各異，未獲共識。為建立可長可

久的財政法制，財政部將持續協調積

極推動，以利早日完成修法工作。對

於財劃法未完成修法前，為紓解地方

政府財政壓力，財政部也會同行政院

主計總處研擬因應機制，除配合部分

直轄市升格，調整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分配比例外，並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搭

配運用一般性及專案性補助款，依地

方制度法規定保障其所獲財源不低於

地方改制基準年（99 年及 103 年）獲

配水準。財政部也強調，鑑於國家整

體財政資源有限，財劃法修正僅是「資

源重分配」，在中央財政也困窘下，地

方財政問題無法僅依財劃法的修正全

盤解決，為逐步解決地方財政問題，

除健全地方財政法制外，財政部將持

續推動各項輔導措施，期望透過考核

評比、教育訓練、經驗分享等方式，

協助地方開闢財源，精進財政業務。

不過，財政部仍認為，主要關鍵仍在

各地方政府應本於地方自治精神，落

實財政紀律，自我負責，厲行各項開

源節流措施，才能有效改善。期盼在

中央及地方共同努力下，提升國家整

體財政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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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雲林縣長李進勇表示

《財政收支劃分法》16 年未修正，分

配地方財源不足，重直轄市、輕縣市，

縣市政府瀕臨舉債上限，地方自治成

為空談。六都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占

61.76％，其餘 16 縣市僅獲 24％，許

多縣市人事費，即使自籌財源加上中

央統籌分配稅款，仍不足支付。政院

版《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可釋出

982 億元給地方，97 年送進立院，102

年 5 月經立院財委會完成審議，保留

部分條文擇期再審，迄今未列入議程。 

2016 年 3 月總統當選人蔡英文表

示未來將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挹

注地方更多資源，以帶動產業發展，

也就是「中央放權，地方長大」，藉著

下放權責，提高國家財政使用效率與

執行力。認為現今中央地方之間的財

源分配需要釐清，透過機制調整，將

中央權責移轉地方，讓地方可以更有

效率執行事務。 

四、省思與討論 

財劃法修正希望大幅降低地方對

中央的財政依賴、增進地方的財政責

任感，也將造成「統籌分配稅款大幅

增加」和「補助款大幅減少」的結果。

這是動態的資源重分配，同樣要由地

方支出的經費，法定的統籌分配稅款

要比補助款優良，主要原因是資金來

源穩定、金額整筆不瑣碎、使用範圍

不受限制。統籌分配款是地方的法定

收入，其來源與分配方式一經入法，

地方就不用看中央的臉色，長期而言

穩定性較高（林健次、蔡吉源，2003）。 

對地方而言，統籌分配款是ㄧ筆

可以做通盤規劃運用的稅入，不像補

助款金額小而零碎，經濟效益差。而

且統籌分配款在總額內可以自由運

用，補助款則是使用範圍有所限制。

地方比中央更了解地方建設的優先順

序，所以地方自由運用的統籌分配稅

款，其對地方的福利效果應高於受限

中央的補助款。補助款必須向中央爭

取，地方之間充滿矛盾與零和競爭，

且地方與中央為不同政黨執政時，也

易有不公平現象。當統籌分配稅款比

率大而補助款比率小，則地方財源不

足時，就必須自行開發財源，有助於

地方財政責任的建立。 

研究發現我國「財政移轉制度」，

無論是統籌分配稅款或是補助款，對

於不管是減緩各縣市財政水平「不均」

的情形，抑或是對縣市政府財政「患

貧」窘狀的調節，的確存在顯著的改

善效果。 

五、結語 

由於各縣市財富狀況不一，因此

「教育補助制度」除要對地方有刺激

效果外，更希望能促進教育財政的公

平（秦夢群，2013）。教育補助不只是

拿錢來填窟窿，也希望藉此刺激地方

政府增加教育支出，例如可採取地方

政府必須自籌某一比例的配合款，始

能爭取到中央政府的補助。補助款的

功能如下：（一）滿足下級政府財政需

求；（二）平衡區域發展；（三）區域

間的分配公平；（四）資源配置效率（徐

偉初、歐俊男、謝文盛，2007）。2012

年政院版財劃法修正草案係秉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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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同時下放」、「直轄市及縣（市）財

源只增不減」、「劃一直轄市與縣（市）

分配基礎」、「公式入法取代比例入

法」、「強化財政努力誘因機制」、「落

實財政紀律」等原則來推動修法。 

今日臺灣地方財政問題的根源，

部份來自於地方財政資源與財政權力

的不足，部份則來自於地方政府財政

紀律與自我責任感的缺乏。解嚴後，

地方政府對政治體制改變適應的不

良，而產生「憚收、濫支」的現象。

地方政府 1997 年以後歲出規模擴增的

速度遠超過歲入的增長，致使縣市「財

政缺口」不斷擴大。在歲出方面，教

育、社會福利負擔沉重，經濟發展支

出自然受到限縮。在歲入方面，多數

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明顯不足以支應其

人事費，所以地方公共建設需大幅仰

賴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支應。

《規費法》及《地方稅法通則》已於

2002 年底公布實施，地方政府應積極

落實使用者付費的觀念，藉以籌措部

分財源，並積極有效進行地方建設及

積極廣招企業，培育厚植稅基，也就

是依據財政自我負責精神，落實各項

開源節流措施。此外 2001 年開始實施

的《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各級政

府與教育機構的經費分配與籌措機制

逐漸建立起來，教育財政制度逐漸走

向自由化、民主化以及績效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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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限爭議評論 
洪銓璟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就法學的角度而言，中央與地方

各種關係之基礎乃建立於其權限清楚

劃分之上，透過權限劃分之手段，可

清楚將公權力事務界定為地方自治事

項或委辦事項，地方自治團體才可享

有自治制度本質性之保障，反之，若

其權限界定不明確，對其地方自治團

體可能導致立法權、行政權難以確

立，且中央與地方將衝突不斷，互相

推諉卸責，最後導致人民的權益受到

損害（高永光，2001）。 

根據我國學者高永光於 2001 年針

對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限爭議歸納為

｢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區分｣、｢跨地

方自治事項之辦理｣、｢中央與地方事

權之爭議｣等三大問題面向。從｢自治

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區分｣來看主要為

我國目前的法律就中央與地方自治事

項、委辦事項規範缺乏清楚的規範；

以｢跨地方自治事項之辦理｣來說其爭

議點在於｢跨地方自治事項｣之範圍與

內容缺乏明確規範、｢地方自治團體｣

對於｢跨地方自治事項｣認定有爭議

時，缺乏解決之機制等；以｢中央與地

方事權之爭議｣來說；乃於自治事項之

爭議或因地方自治團體地位所衍生之

自治權限（人事、組織、財政、規劃

權等）範圍之爭議，並未明確規定，

不論是前者或後者，就性質而言均不

宜由立法院進行政治性處理等（高永

光，2001）。由於｢中央與地方事權｣牽

涉到政府之權力與利益之分配，從我

國歷年來所發生之中央與地方之政府

權限爭議，乃以｢中央與地方事權｣為

多。 

我國自從民主化以來，中央與地

方政府在權限上之爭議，有增加的趨

勢。其肇因於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

法源缺乏明確性規範及於缺乏針對此

一爭議之專門協調的機制。其次，則

為政治因素所致，就我國歷年來所發

生之中央與地方之權限爭議來看，當

中央政府之部會首長與地方政府之行

政首長分屬於不同政黨時，每當有需

要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之政策時，常

會因政治立場不同，而作出大不相同

的表態，在加上我國需要中央與地方

共同合作之政策逐漸增加，但合作之

規範尚未清楚時，發生爭端之機會變

大有可能提升。就我國來說，政黨間

之缺乏互信，乃是造成中央與地方政

府之權限爭議的原因之一。 

本文以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用

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與中央政府之

環境基本法、空氣汙染防制法、能源

法有所砥觸之爭議為例。就本案例來

說，它亦屬於｢中央與地方事權｣之爭

議，近年來，因受到我國的環保意識

提升、雲林縣政府針對影響其地方永

續發展之關注等因素影響，故透過雲

林縣議會通過相關限制之自治條例以

達到縣內改善環境汙染之目標，從表

面上來看，它雖然有助於提升縣內之

環境品質，但就中央政府環保署來

說，在環境保護的前題下，更要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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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發展及法律所砥處之相關規範

問題，故本案例將從法律面、經濟面

加以分析。 

二、文獻回顧 

關於本文之文獻回顧主要分為｢

中央與地方事前之爭議｣及｢本案例之

法律適用探討｣兩大部分，加以探討，

其內容如下： 

(一) 中央與地方事權之爭議 

就中央與地方事前之爭議，主要

可以分為｢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之事

權爭議問題｣及｢ 地方自治團體間之事

權爭議問題｣，其內容如以下論述 

1. 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事權之法律

爭議問題 

    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

「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

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會議議決之。」

與憲法一百一十一條相合，但就其｢權

限爭議｣，指關於自治事項之爭議或地

方自治團體地位之自治權限（人事、

組織、財政、規劃權等）之爭議，缺

乏明確的規範。且，將｢權限爭議｣常

為中央與地方之法規衝突，交由立法

院進行政治性處理，更導致中央與地

方間之對立擴大。其次則缺乏此一類

型爭議之仲裁機關，若交由大法官釋

憲，合乎三權分力觀點，然而釋憲需

要相當時間，且此類的爭議像當多，

無法有效解決(高永光，2001)。 

 

2. 地方自治團體間之事權爭議問 

對於地方自治團體間之權限爭

議，也缺乏仲裁機關，就地方制度法

第七十七條第二項乃，所採取由上級

行政機關介入下級地方自治團體事權

爭議處理方式，恐因上級，黨派、利

益等因素致自治監督機關難為公允客

觀之處置(高永光，2001)。 

綜合上述學者定喻，可發現，我

國中央與地方地方之事權衝突在於｢

權限爭議｣部分缺乏法律明確規範及

針對衝突事項之仲裁機制。因此若能

從法律面加以清楚規範中央與地方政

府之事權，對於其衝突有助於降低。 

(二) 本案例之法律適用探討 

就本案例來看，主要是受到｢地方

制度法｣、｢能源管理法｣、｢空氣汙染

防制法｣等三種法律層面的牽制，故以

三種法律面向加以探討，其內容茲分

述如下 

1. 地方制度法 

     1.根據我國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

第 2 項規定，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

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

稱之自治條例。2.就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一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

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獲上級自治團

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又該法第

三項規定第一項第二項發生牴觸無效

者，分別由行政院、中央該主管機關

予以函告。第四項則規定自治法規與

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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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

治條例有無牴觸或疑義時，得聲請司

法院解釋之。 

2. 能源管理法 

    根據我國能源管理法第 1 條則明

示；中央主管機關為確保全國能源供

應穩定及安全，考量環境衝擊及兼顧

經濟發展，應擬訂能源發展綱領，報

行政院核定施行。就本法第二條針對

何謂｢能源｣則明文規定，如下: 1.石油

及其產品。2. 煤炭及其產品。3. 天然

氣。4. 核子燃料。5. 電能。6. 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能源者。故我國

對於能源之開放全，乃於中央政府。 

3. 空氣汙染防制法 

    根據我國空氣汙染防制法第 28

條規定，販賣或使用生煤、石油焦或

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者，應先檢

具有關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經審查合格核發許可證

後，始得為之；其販賣或使用情形，

應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當地主管機

關申報。 前項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販賣或使用許可證之申請、審

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紀錄、

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綜合上述法律之適用探討可發現，

就目前之法規來看，雲林縣工商廠場

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焦條例第三條﹕

雲林縣轄內使用生煤及石油焦為燃料

之工商廠場固定污染源，自本自治條

例施行日起一年後不得使用石油焦，

二年後不得使用生煤。及第四條﹕本

自治條例施行日起，本府不再核發固

定污染源生煤及石油焦使用許可證

（以下簡稱許可證）；已核發於有效期

限內之許可證，不受前條限制；有效

期限屆至者，得於前條期限內展延之。

就本條例對生煤及石油焦所限制之事

實顯然與中央主管機關之｢能源管理

法第 2 條｣及｢空氣汙染防制法第 28 條

｣產生牴觸。就本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

（為環保署）根據地方制度法第三十

條予以函告無效。而雲林縣政府不認

同中央主管機關之作為，故舉行記者

會表態立場，產生此一中央與地方之

事權爭議。 

三、實例評論 

    本文之以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

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之爭議作為

評論，其內容如下加以論述 

(一) 起因 

    臺塑六輕工業廢氣汙染的排放，

導致雲林、彰化沿海一帶居民之健康

受到不良影響，根據學者研究指出燃

燒石油焦與生煤發電排放大量二氧化

硫等有毒物質，乃是危害當地居民健

康主要原因之一。基此，雲林縣於民

國 104 年 6 月 10 日公告｢雲林縣工商

廠場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

例」，宣示一年後縣內產業不得使用石

油焦、兩年內禁止燃燒生煤。由於六

輕生煤使用量佔全縣將近百分之九十

八，此條例也被視為｢六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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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本案，行政院環保署曾於

2015 年 6 月 24 日邀集相關法律、環境

工程專家召開研商會議，但卻拒絕媒

體採訪，也未給縣府出席該會議陳訴

意見。在此次會議中，與會者要求應

從憲法、地方制度法、環境基本法、

空氣汙染防制法、能源法等五大面向

提出質疑，要求雲林縣政府回覆。經

雲林縣政府於 2015 年 7 月 30 日函送

補充說明之後，環保署函請經濟部、

內政部及法務部提供意見。 

    環保署 2015 年 9 月 7 日表示，就

各部會意見綜合判斷之後，認為該自

治條例規範事項涉及全國性的能源政

策，而｢能源管理法」屬於中央權限，

所以不得再由地方訂定自治條例，地

方自治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牴觸｢地方

制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另外，環

保署欲提出｢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

八條，表示使用生煤、石油焦之管制

是採｢許可制」，雲林縣所提自治條例

第三、第四條採｢全面禁止」，剝奪了

直接賦予人民請求核發許可制之權

利，故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條規定

予以函告無效。 

(二) 爭議點 

    本案件之爭議點在於雲林縣政府

所擬定之地方自治條例條例（雲林縣

工商廠場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

條例草案），經雲林縣議會審查通過之

後，與中央法規（空氣汙染防制法）

相互牴觸，遭環保署函告無效。其爭

議理由分別加以論述： 

 

1. 法律適用之問題層面 

    從法律適用層面來看，根據空氣

汙染防制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為｢販賣

或使用生煤、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

污染之物質者，應先檢具有關資料，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經審查合格核發許可證後，始得為

之；其販賣或使用情形，應作成紀錄，

並依規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前項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有關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販賣

或使用許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核

發、撤銷、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得知，此

條例乃將生煤、石油焦之使用管制訂

為｢許可制」。其使用者（包含企業）

僅須對其使用地區之地方政府提出申

請，經當地之地方政府審核通過，核

發許可證既可。就雲林縣工商廠場禁

止使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第三

條、第四條分別為｢三，雲林縣轄內使

用生煤及石油焦為燃料之工商廠場固

定污染源，自本自治條例施行日起一

年後不得使用石油焦，二年後不得使

用生煤。四，本自治條例施行日起，

本府不再核發固定污染源生煤使用許

可證。已核發之許可證自施行日起二

年內不核發展延、異動、變更等許可

證；有效期限未屆滿者，自施行日起

二年後失效。｣得知，此條例第三條所

規定之部分｢一年後不得使用石油

焦、二年後不得使用生煤。｣及第四條

所規定之部分｢許可證自施行日起二

年內不核發展延、異動、變更等許可

證。｣與空氣汙染防制法第二十八條規

定之｢販賣或使用生煤、石油焦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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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者，應先檢具有

關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經審查合格核發許可證後，

始得為之。｣產生牴觸。再者地方制度

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

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

法規。｣而空氣汙染防制法為中央政府

所制定之法規，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

使用生煤及石油焦條例在石油焦、生

煤之限制部分與空氣汙染防制法所規

定之石油焦、生煤之限制部分不一

致，顯然雲林縣政府有逾越行政院環

保署之權限，此舉顯然與地方制度法

第二十五條產生砥觸。故行政院環保

署根據地方制度法三十條第一項規

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

律授權之法規及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

例砥觸者無效。分別由行政院、中央

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之權

利將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用生煤及

石油焦自治條例函告無效。從法律適

用層面可發現此案例之主要爭議點在

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法律適用問

題。 

2. 環境保護政策執行層面 

    就環境保護政策之執行而言，乃

是所有先進國家所面臨之問題，但非

無限上綱。如﹕歐美、日本、新加坡

等國家，它們，固然很重視環境保護、

人民健康，下一代之生存權等環保面

向。但同時也兼顧國家經濟的發展，

而國外政府對於工業生產所排放之廢

棄物管制辦法大都採用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BACT）的原則，制定各項物染

物管制標準，實施時尚未符合標準

者，則要求限期改正。反觀崇本案例

來看，雲林縣政府針對生煤、石油焦

所採行之管制策略並無先擬定嚴格之

兼控標準，而直接立法加以禁止使

用，提高管制標準還有申請使用之權

利，直接禁止顯然連申請都沒有，就

這部份在法律上與中央政府所定之法

規產生牴觸，且影響到人民之權利。

因此無助於空氣汙染之解決，還導致

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及人民之間之爭

論，是值得省思之問題。 

3. 經濟發展之層面 

    未來臺灣在國家發展上正面臨了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兩大焦點的同

時，除了要重視環境保護以外，而針

對嚴峻之經濟發展情況更要重視，尤

其是臺灣近年來在出口貿易上停滯不

前，企業投資意願不高，針對經濟發

展政策之擬定，亦是各級政府必須共

同面對的問題，雖然在經濟發展之政

策之擬定方向應朝向低碳、低汙染、

高產值之轉型，其轉型過程必須分

近、中、遠期。在近期轉型政策擬定

上可先行誘導企業進行產業升級， 而

在中、遠期上依據其結果在制定能源

使用之管理政策，在此過渡期間，針

對高汙染之能源使用依然要開放，但

需嚴格管制，採行直接禁止之方式，

並非是最佳的策略。 

    以上三大層面問題為本案件之主

要爭議點，從這個部分可發現一個進

步的國家，其各級政府在制定相關的

政策顯然須以多元層面加以思考，除

了重視人權的發展以外，更要重視經

濟的穩定，且就法律之制定層面需要

合乎上下級政府之規範，才能有效帶

給國家之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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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政府單位處理結果 

本案例另外一項爭議點在於行政

院環保署與雲林縣政府針對｢生煤、石

油焦｣之使用及針對地方自治法第三

十條之見解不同，所產生之產生之問

題，其政府單位針對此問題之處裡方

針如下，以下分別加以論述： 

1. 就環保署相關首長之表態 

   根據環保署法規參事郭子哲則認

為，《空汙法第廿八條針對生煤、石油

焦管制採「許可制」，已運作四十年，

雲林地方自治條例直接規定「禁用生

煤、石油焦」採「禁止制」，明顯牴觸

中央法規。》且從他的解釋可發現採

「許可制」至少有申請權利，可透過

汙染防制設備控制汙染，直接禁止等

於把人民權益直接剝奪，連申請權利

都沒有。環保署又補充說明該自治條

例規範事項並非僅涉及環保，還包括

具有全國一致性質的能源政策與能源

事務，但能源管理法屬中央權限，不

得由地方訂定自治條例。 

 

2.就雲林縣政府相關首長之表態 

就雲林縣長李進勇於民國104年9

月 8 日表示得知:《環保署昨日函告｢

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

焦自治條例」無效，侵害雲縣府自治

立法權。縣府將透過憲政體制，全力

爭取，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的爭議，

將報請立法院議決，透過立法院院會

充分討論來釐清；另針對中央認為自

治條例牴觸中央法令部分，聲請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再次呼籲中央政府，

正視雲林縣政府維護地方乾淨、縣民

健康求生存之決心，共同來照顧縣民

之健康。》可知，雲林縣政府乃認為

該自治條例依然有效，且要持續施

行，此作為顯然與中央政府站在不同

立場，針對空氣汙染之防治概念也有

不同的看法。 

如前所述，從環保署與雲林縣政

府之間針對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用

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之爭論點在於

環保署與雲林縣政府對於本條例所涉

及之砥觸法規之不同見解，對於法上

之運用自然產生了不同之解釋結果，

就這部份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溝

通上產生了問題，此府際問題目前乃

正透過訴訟加以處理。 

四、結論 

本案例之結論主要分為兩點；其

一為｢法律之使用裁量層面」、其二為｢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衡量層面」，其

細則以下分別加以論述： 

(一) 法律之使用層面 

就雲林縣政府於民國 104 年 5 月

所制定之｢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用

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禁止境內業

者使用生煤及石油焦，遭到環保署以

牴觸｢空污法」及｢地方制治法」予以

函告無效，而行政院環保署則認為要

不要禁用生煤，是中央政府的權力，

雲林縣不能越俎代庖。雲林縣長認為

這已經侵害地方政府的自治權，並依｢

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條第四項的解

釋，環保署無全權做出本條例無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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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告，因此，打算依照｢地方制度法」

第三十條第五項的規定，請大法官來

解釋。就本案例:根據洪國華律師所發

表之評論得知，空氣汙染防制法明文

規定生煤、石油焦之使用要有地方政

府許可才行，地方政府在審查其許可

有裁量空間，可嚴格執行其裁量之任

務。但直接｢立法禁止」一事，顯然與

空氣汙染防制法違背，且直接部裁量

不但與法律之規定產生砥觸，甚至就

行政法來看還有｢行政怠惰」之質疑。

若打憲政官司，其勝訴之機率相當

低，因此禁止生煤使用，不如｢嚴格管

制」生煤之使用才是本案例之最佳策

略。順便一提，從本案例來看，空氣

汙染之來源相當的廣，以一個地方政

府立法禁止生煤使用，事實上對其汙

染之防治其效用相當有限。應透過議

會連署法案上層中央相關機關針對能

源使用管制問題進行修正，所能規範

之範圍必然涉及全國，其效用才會提

升。 

(二)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衡量層面 

一個先進國家之政府在法律之制

定上必然要合乎比例原則，從本案例

可發現，就環境保護立場上禁止生煤

與石油焦的燃燒而影響到該地區之經

濟發展顯然不合乎比例原則，因為此

舉等同於完全將經濟發展給迴避了，

這種做法並非是明智之道。一個國家

之未來得以發展其焦點應著重於經濟

與環境兩大焦點，在相關法律及政策

之制定必然要合乎其相互影響之比

例，對於國家之發展才有幫助。 

綜合上分析可發現，本件地方與

中央政府之事權爭議，除了在於法律

缺乏明確規定以外，更重要的是，涉

及爭端的相關標的團體（如；雲林縣

政府等）僅進行片面性修法，連基本

的裁量權，都予以放棄，本評論者認

為此局具有明顯政治意識形態之影

響，環境的維護固然重要，但針對能

源使用之許可乃涉及的我國各級政府

間之信任問題，若從地方政府進行片

面性法律調整，以地方政府之本位主

義進行修法，對於其問題之解決並無

明顯幫助，且容易產生我國府際間之

事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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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校微領導時代的來臨 
蔡進雄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兼任副教授 

 

一、前言 

學校或校長領導理論的演變，基

本上是傳承於一般領導理論的脈絡，

從特質論、行為論、權變論及至新型

領導（蔡進雄，2005），而演變到現在

筆者認為我們已隱約看到微領導

（micro-leadership）的時代已經來臨。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趨勢、網際網路

世代和科技發達下，帶給個人有更多

的機會、管道和體力去展現微的力

量，並見識微力量在世界各地的建設

性與毀滅性行動（吳英明、柯志昌，

2016），而目前校園內常使用的行動載

具包括智慧型手機、PDA、無特定行

動載具、平板電腦和筆電等（黃國禎、

伍伯翰，2014），也對學校微領導發揮

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筆 者 將 學 校 微 領 導

（micro-leadership）定義為由於網際網

路及資訊科技的發達，以及校園民主

化，使得校園裡每個成員都可以無所

不在地發揮其的影響力，微領導是存

在於每個人。申言之，學校微領導產

生的背景條件主要是網際網路和資訊

科技的發達，以及校園民主化，在此

環境脈絡下，使得權力及領導角色不

再完全集中於學校領導者一人，每個

成員都能發揮無所不在及細小的力

量，並可以匯聚成為改變教育的大力

量，微領導是存在於每個學校成員，

其中也包括學生。以下進一步就學校

微領導的理論基礎及其應用與限制，

闡述如下。 

二、學校微領導的背景條件與理

論基礎 

這股校園微領導力量，可以從以

下幾個背景條件與理論面向加以剖

析。首先，由於電腦科技的進步，無

所不在的（ubiquitous）發聲、溝通或

學習已是目前校園普遍的現象，例如

個別教師可透過臉書、line 群組發表看

法與感受，這比以前單向溝通更為多

元。質言之，隨著科技的進步，公共

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界線已變得越

來越模糊（Notari 等編，2013 ），在此

公私領域不易區分的社會環境下，校

園微領導易於孕育而生。其次是學校

自我組織的趨勢，自我組織強調是組

織的自我創發、組織成員間的互動，

並展現出動態、人際互動中的湧現

（emergence）及去中心化的特質（蔡

進雄，2013a），自我組織不強調組織

集權化，故學校自我組織趨勢是微領

導理論發展的重要立論基礎。 

第三是學校治理之不可預測的偶

然（serendipity）現象愈趨明顯（王慧

娥譯，2009；蔡進雄，2014），也就是

說學校領導有可規劃與不可預測的，

雖然校務發展常可透過分析、計畫、

執行、評鑑之線性模式發展，但學校

領導更多見於非線性之偶然碰撞所產

生的結果，例如會議中學校行政人員

與教師的討論及對話交流所產生的結

論常是事先不可預測的創新。第四是

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理論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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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專家知識的侷限性（周桂田、張

淳美，2006；Beck, 1992），故常民知

識應被等量齊觀的看重，換言之，校

園裡的每個教育人員的知識與觀點不

可被忽略，因其可彌補專家知識的不

足與單一，故風險社會理論可印證說

明學校微領導所強調人人可發揮微力

量 的 理 念 。 第 五 是 分 散 式 領 導

（distributed leadership）是未來學校領

導的趨勢（蔡進雄，2010；Harris, 2009; 

Spillane, 2006），領導權力及影響力是

分散於學校教育人員，並非完全集中

於校長一人，學校領導由金字塔型態

轉移為鑽石型態，溝通存在於組織各

處（蔡進雄 2013b；Reeve, 2011），因

此分散式領導趨向是學校微領導得以

發展的重要背景條件。第六是教育全

面品質管理的推動有助於學校效能的

達成，教育全面品質管理的重要層面

之一是全面參與，故學校微領導強調

人人可參與的精神與教育全面品質管

理之全面參與理念有異曲同工之處。

第七是目前校園內正倡導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及教師領導，不論是教師專業

學社群或是教師領導均鼓勵每個教師

都能積極發揮教室內及教室外的影響

力（蔡進雄，2004，2005，2013；Barth, 

2001），因此學校微領導的提倡也吻合

教師專業學社群及教師領導的精神。 

綜言之，學校微領導的產生是基

於網路科技發展、分散式領導及民主

潮流等條件因素讓學校教師及教育人

員，甚至是學生，有了無所不在的發

言機會及影響力，其因為此「微」是

無所不在、隨時隨地的，故當眾多小

小的「微」參與並匯聚而形成網絡及

共識時，就可能會產生了巨大力量。

而上述與學校微領導的背景條件與相

關理論分析，可作為學校微領導發展

的佐證說明或重要論述基礎。 

三、學校微領導的應用與限制 

以學校組織或校長的角度來看，

學校微領導的應用可從下列幾方面來

努力，其一是決策透明及信任關係的

建立，為了避免負面的微領導力量，

例如錯誤訊息的快速傳播，學校領導

者應盡量將決策透明化及與教師、學

校成員建立信任關係，並善用科技的

力量進行溝通互動，其二是校長可匯

聚更多的校園微力量並加以整合，因

微的力量代表一種生命力，可正面看

待。 

而關於學校微領導的限制，首先

是學校微領導對校園倫理產生衝撞，

上下位階及傳統輩份倫理將會弱化並

式微。進言之，科技帶來的衝擊，數

位化溝通及網路意見的爆炸發展，人

們對傳統權威的自動認同度會下降

（陳森譯，2015），使得學校微領導對

於傳統校園倫理有了新的挑戰與衝

擊。其次是學校微領導及微力量如果

沒有加以有效整合或導正，對於校務

發展可能是一種破壞性的影響，因此

若學校成員未能自律與彼此尊重，則

學校微領導難免會衍生失序之現象。  

四、結語 

每個人能夠從公共參與中，找到

自己影響世界的位置，也驅動了奉獻

及豐富世界社會的天賦熱情（吳英

明、柯志昌，2016），教育改革的推動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146-149 

 

自由評論 

 

第 148 頁 

必須是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兩股力量

的交互作用及整合，而存在於每個學

校人員之由下而上的微領導影響力，

若能加以發揮，則學校教育生生不息

的活力及生命力將會得以延續，因而

有助於學校發展及學生成長學習。 

總結說來，在校園的民主化，以

及科技媒體和各類行動載具的推波助

瀾下，使得校園內每位學校成員均可

適時發揮教育影響力，質言之，學校

成員不論是哪個角色，都能發揮教育

改革及教育正向發展的微力量，如果

領導是一種影響力的發揮，則每位學

校成員都可散發出優質的影響力，這

就是學校微領導崛起的價值及精神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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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年（2016）4 月 12 日國立清華

大學（簡稱清大）校務會議通過與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簡稱竹教大）合併，

4 月 25 日竹教大校務會議通過合併

案；兩校即將整合為嶄新的學府，預

訂自 2017 年起以清華大學的校名招生

(魯鋼駿，2016.4.15；2016.4.25）。清大

校長說明合併案的效益所在，教育部

長表示欣慰並祝福合併順利成功，為

高教發展注入新動力（大紀元，

2016.4.12）。只是清大校務會議通過合

併案的消息發布後，清大師生雀躍欣

喜者有之，惟反對者也迅急升高反對

行動，顯示兩校合併仍有相當大的障

礙，未來發展走向值得觀察。本文分

析兩校的背景及合併的思維，討論反

對者的觀點及相關回應，分析問題之

關鍵所在，提出建議。 

二、兩校小檔案 

以下依據兩校組織規程（國立清

華大學 2015.7.21；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2015.11.23）及網站上公開的資

料，分析兩校的概況。 

清華大學源自清末的「清華學

堂」。1908 年（光緒三十四年），美國

同意退回庚子賠款的溢收款項，清廷

利用此預算，在 1909 年（宣統元年）

成立「遊美學務處」，附設「肄業館」。

1911 年（宣統三年），更名為「清華學

堂」並開始招生。1925 年 5 月，清華

學校大學部成立，1928 年 8 月，「清華

學校」正式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該校歷經抗戰、國共內戰，1956 年在

臺灣復校，原為理工大學，1980 年代

邁向綜合大學發展，目前為「臺灣聯

合大學系統」的一員，2006 年起獲頂

大計畫補助。該校目前設理、工、原

子科學、人文社會、生命科學、電機

資訊、科技管理等 7 個學院 55 系所學

程，另有共同教育委員會及跨院學

程，2014 學年教師（含助教）662 人，

2015 下學期大學生 6,176 人，碩士生

4,038 人，博士生 1,614 人，合計 11,228

人。 

新竹教育大學創於 1940 年，歷經

師範學校、師範專科學校、師範學院

期間，2005 年 8 月起轉型為現名。 該

校致力於培育知識廣博、德行雅正、

氣度恢弘、見識通達的人才。在此辦

學目標下，奠定該校發展願景為人

文、藝術與教育創新發展，同時著重

博雅教育特色，延續優質師資培育任

務，追求永續與卓越發展。2014 年校

務發展，仍以「培育優質人才的博雅

大學」、「延續卓越傳統的精緻師培大

學」，以及「地區中具有獨特性的教學

型大學」，作為學校定位的重點發展特

色。該校設有 3 個學院 12 個學系及三

個獨立所。2015 學年下學期該校學士

生，共有 2,543 人，其中，教育學院包

含教科、幼教、特教、心諮、體育五

系 1,225 人，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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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環文、藝設、音樂、英語等系

979 人，理學院包含應數、應科系 339

人，碩士班 754 人，博士班 81 人。該

校另有在職專班暑期 96 人，夜間 395

人，境外 14 人，全校合計 3,869 人。

2016 年 2 月底編制內教師 178 人（含

教官 3 人）、職員 62 人，合計 240 人。 

兩校合併案歷經多年商談規劃。

據竹教大網站上公布的資料，自 2004

年 3 月即啟動校際交流、整合發展及

整併的過程，2016 年 4 月 12 日，提出

「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合校計畫書(草案)」（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2016.4.23），迄清大宣布校務會議

通過合併案，歷時已有 12 年之久。 

三、正反觀點 

清大最近舉行的校務會議，出席

者包括學生代表 10 人，及行政與教學

單位一級主管、教師、研究人員、職

員代表等校務會議代表共 93 人，以 51

票贊成對 26 票反對，通過與竹教大合

併案，若竹教大校務會議也順利通

過，兩校可望於 2017 年起首招（大紀

元，2016.4.12；魯鋼駿，2016.4.19）。 

(一) 支持的觀點 

清大校長會後表示，清華以理工

起家，和竹教大合併後，將增加藝術

學院及教育學院，科技及人文兼備，

一定能發揮加乘效果。兩校合併後，

清華的學生數將從目前約一萬兩千

人，增加為一萬六千人，教師人數也

從目前的六百多人，成長為近千人，

可望大幅提升教學與研究能量，提高

在世界的貢獻與能見度，成為更加卓

越的國際一流大學，給學生更多元寬

廣的教育環境（彭清仁，2016.4.13）。 

兩校合併的具體效益除增加教師

數和學生數，規劃取得清華南側新校

地，新建教育學院、藝術學院、學生

宿舍、餐廳及增設學生讀書區，竹教

大學生全都可在入學的原系所讀到畢

業；自合校生效日起，畢業證書將顯

示畢業學校為清華大學，亦可加註原

入學校系，尊重學生的選擇。 

合併後，竹教大更名為「新竹教

育學院」，成為清大一部分，讓清大變

得更具完整性，擴充人才培育面向，

也增加通識課程的多元性。至於兩校

原本重複的學系，包括中文、外語，

數學、學習科學等，將減成一班招生，

新增藝術設計學系，加強理工學生的

文化創新設計能力。兩校合併後不會

裁減教師員額，師生比可望從 1:18 降

到 1:16，男女學生比例較為均衡，學

生擁有更完善的教學環境(鄭語謙，

2015.11.8)。 

教育部長在清大通過併校案的第

一時間表示，樂見學校透過民主程序

充分討論、溝通合併事宜（中央廣播

電臺，2016.4.13）。他認為相信兩校合

併後，有了清大的學術基礎及竹教大

對教育現場的掌握，可在科學教育與

實驗教育兩大重點努力，對未來的教

學翻轉和教育創新產生助益。併校後

的清大在國際上會有更大的競爭力，

也會帶動高等學術發展，期待未來公

立學校合併需有政策性思考，承擔社

會責任，追求國際卓越。

http://sec.web2.nhcue.edu.tw/ezfiles/4/1004/img/1077/123060889.pdf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90%88%e6%a0%a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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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疑的觀點 

不過在祝福的聲音下，卻陸續出

現反對聲浪且愈演愈烈，兩校合併再

現波折，先是清大師生對合併的決策

提出六項質疑。 

1. 校務會議對併校的會議規則問題 

       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日前通過

與新竹教育大學合併案，引發清大

師生反彈，痛斥校長在校務會議引

用錯誤的議事規則讓會議通過，程

序不正義（林靖堂，2016）。師生

舉標語抗議，主要訴求為「清大校

務會議併校案表決結果應為否

決」，理由是大學併校屬於修改團

體組織（依會議規範宜有 2/3 贊

成），校務會議需 2/3 贊成。校務會

議後四天師生完成 1,300 份連署反

對，要求教育部不得審議、行政院

不可核定，會議錄影應公開透明，

亦要求校方修正會議結論（林靖

堂，2016；魯鋼駿，2016）。 

2. 併校的溝通和參與問題 

       清大師生表示併校案的決定

倉促草率、缺乏溝通， 清大辦過 3

次公聽會，竹教大則只有在 2009

年辦過一次公聽會，如此重要的合

併案，只由雙方高層少數人決定，

非常不合理，21 日清大與竹教大學

生代表一起召開記者會，呼籲校方

開啟溝通大門。 

3. 併校後的辦學方向問題 

       清大重視國際排名，國際學術

評比看重學術論文，但竹教大較重

視教學，清大校內老師則擔心因此

拉低學校論文引用比例，衝擊排

名。 

4. 併校後學術水準下滑問題 

       憂心併校案對原清大影響很

大，併竹教大進來的清大整體排名

將下滑，綜合學術表現跟一些中間

學校差不多，學生拿到的畢業證書

會因而貶值。 

5. 受併校衝擊系所的意見未受重視 

       併校後受衝擊的系所有理學

院的數學系、統計所，及整個人文

社會學院，他們擔心竹教大的教師

整合進來，會改變他們的發展方向

及辦學成績。 

6. 學習資源受到衝擊 

       目前清大校內學習資源幾乎

飽和，雖然校方承諾併校後會興建

可容納二、三千人的新宿舍與餐

廳，但交通、生活機能等評估都沒

說清楚，希望以更細膩的方式來處

理合併案。清大學生還擔心未來加

入竹教大學生，清大高年級生更抽

不到籤住校內宿舍。 

竹教大教授對併校案也有多項質

疑（賴月貴，2016.4.21）。其一，併校

並不能解決少子化問題， 合併後竹教

大消失不見，經費由清大獨得，竹教

大不但被矮化，也分不到錢。其二，

竹教大註冊率高達 98%，沒必要被合

併。其三，清大校務會議通過合併案，

網路上即出現對竹教大學生的性別歧

視和人身攻擊，令人痛心。甚至有清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ba%9d%e9%80%9a.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b8%85%e5%a4%a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ba%9d%e9%80%9a.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90%88%e4%bd%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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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主張依照入學分數決定學生價

值，未能互相尊重，否定竹教大在不

同領域的專長和特性。其四，合併是

浪費公帑，政府應該把錢花在刀口

上，例如推動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的

改進，才是正道。其五，合併後的行

政系統整合，恐爆發另一波解雇潮。

竹教大的「竹清併校監督小組」成員

表示，竹教大校方一直以先合併再討

論的心態辦事，禁止清大代表發言，

讓人感覺很不受尊重，希望學校重視

學生的意見，面對面溝通，而不是高

姿態。學生希望學校在處理問題上要

更細膩，例如「環境與文化資源」系，

將合併到教育學院，不但原來學校消

失了，學系也變成學程，整個學習資

源受影響。學校高層要竹教大頂著清

大光環，但學生認為真正學到東西最

重要。 

四、討論 

(一) 清大校方及教育部的回應 

反對併校的清大師生於校務會議

結束四天之內完成 1,300 份的反對連

署，展示實力，要求教育部不得審議、

行政院不可核定，會議錄影應公開透

明，要求校方修正會議結論（林靖堂，

2016.4.19）。學生會代表直指校務會議

過程荒謬，向校方遞交請願書，要求

暫緩合併案。其訴求包含重視學生意

見、增加代表席次；重啟會議討論、

先有共識再決議、並確保學生參與；

提出學習資源、生活資源衝擊評估；

反對在併校議題上校方採取「先合

併、再討論」的態度（蔡昕穎，

2016.4.19）。 

清大校方迅即回應，指出校務會

議的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係依大

學法的規定，承諾未來針對受衝擊系

所及在學術、教育、生活等各項併校

可能面對的問題，學校將組成專案小

組處理（賴月貴，2016.4.21）。清大亦

表示，內政部所訂會議規範是供各機

關團體未自訂規則時才適用，大學合

併案是依「清華大學組織規程」第 57

條第 2 項規定進行，該規定的內容是

「本規程各條文（不含附錄）經校務

會議成員總額 2/3 以上之出席，出席人

數 1/2 以上之通過，得修正其內容」。

依此規定，校務會議贊成合併案獲得

通過。會議全程錄音完全透明公開，

包含正反雙方討論與溝通，已公布在

校務資訊系統線上 QA 論壇。 

在清大師生的抗議下，立委要求

教育部協助釐清爭議，並履行立院日

前要求暫緩大學整併計畫決議；教育

部高教司回應，合併案須等竹教大 4

月 25 日通過，且須審查合併計劃書，

無 法 在 520 前 決 定 （ 林 靖 堂 ，

2016.4.19）。 對於清大教授質疑，教育

部以 26 億元作為併校誘因之事，高教

司的回應是，竹教大未來若併入清大

後將遷校， 26 億僅用於新竹教育大學

遷校後的教學大樓興建使用。至於兩

校合併案到底是要校務會議出席代表

的 1/2 還是 2/3 同意才算通過，屬於大

學自治事項，必須回歸學校的議事規

則，教育部將請學校進一步釐清（國

立教育廣播電臺，201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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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待決問題 

依照大學法第 16 條的規定，校務

會議審議事項在各大學組織規程均有

明訂：1.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2.組織

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3.學院、學系、

研究所、校級中心及附設機構之設

立、變更與停辦；4.教務、學生事務、

總務、研究、師資職前教育、推廣暨

進修教育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5.有關

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6.校務會議所設

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7.會議提

案及校長提議事項。這些事項都是各

大學校內的事，涉及大學併校之事若

要經校務會議通過，雖說現行規定的

審議事項多少會與併校有關係，但因

事關學校合併，最好專列一項，或另

立一個條文，大學法及大學組織規程

都有修訂的空間。且因學校合併事關

重大，若只是適用原來的校務會議議

事規則，是否恰當，仍待商榷。再者，

兩校的議事規則不一，清大校務會議

的議事規則訂在組織規程內，要校務

會議代表 2/3 出席，1/2 贊成，才算通

過（國立清華大學，2015.7.21）；竹教

大校務會議另訂議事規則，只要 1/2 出

席，1/2 贊成，即算通過（國立新竹教

育大學，2015.5.25）。看起來清大的規

定較嚴格，但師生仍不滿意，主張機

構合併應該 2/3 出席 2/3 贊成才算通

過，值得再深入討論。 

大學法第 7 條規定，大學得擬訂

合併計畫，國立大學經校務會議同

意，報教育部核定後執行。同條第二

款又規定，教育部得衡酌對併校工作

輔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於擬訂國

立大學合併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後，由

各該國立大學執行。可見由教育部提

供經費補助於法有據。問題出在合併

計畫及效益評估，最重要的是兩校的

辦學方向如何訂定，院系所學程如何

整合發展，教師職工及學生權益如何

保障，學習資源如何維護，兩校合併

的整體效益和個別效益如何，對誰有

利、對誰不利。教師對合併計畫已經

看到同系兩校的教師人數比例，以及

未來幾年的比例變化，考量及憂慮該

變化對未來學系發展的影響。因而併

校計畫無法模糊帶過，若無明確具體

的評估規劃及充分溝通、建立共識，

自然會帶來強烈反對。 

比較嚴重的問題出在併校研議過

程中由理性討論導向情緒發言。清大

校務會議通過併校後，爭議愈演愈

烈，歧視性言論在網上蔓延，尤其是

性別方面的諷刺，甚至 PO 文調戲，令

竹教大女生感覺受辱。清大學生自認

是菁英的思維，砲轟竹教大資格不配

併校，堅持併校後需在畢業證書加註

「原」清大，也讓竹教大埋怨併校不

對等（徐養齡，2016.4.22）。這些情緒

性及歧視性言論，到底發生的原因為

何，是不是討論及溝通不足所致，有

待進一步理清並加以處理。就竹教大

的師生而言，合併後，原來的校名不

見了，學校變成學院，學系有可能不

見或由清大掌控，專業不受尊重，還

被視為高攀，並被侮辱，真是情何以

堪！  

兩校原來的辦學方向不同，對學

術水準的認知有別，恐是併校爭議的

重要原因。清大走的是理工主導的研

究導向，重視論文發表及國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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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教大走的是文科為主的教育及人文

社會藝術教學導向，不重學術論文發

表及國際排名。現在把竹教大化身為

清大的教育和藝術兩個學院，相同或

相近的學系必須與清大學系融合，這

是否意味原來清大的辦學方向和學術

標準完全不變，被併進來的竹教大師

生必須全盤接受？相關的學術評比及

教師評鑑、教師升等，是否要全然依

循清大原來的規定，或者要妥協或維

持竹教大的標準，恐是兩校教師至為

擔心的事。兩校師生都會擔心合併後

變得更好或變壞，而好壞如何判斷則

是其中之關鍵。 

五、結語 

清大和竹教大併校案正在走向最

後一哩路，隨著竹教大校務會議也通

過合併案，看起來就要修成正果，但

最近冒出的問題若不好好處理，也可

能功敗垂成。清大師生的反對意見着

眼於校務會議議事規則，校務會議議

決的是校內重大事項，校際合併與否

的重大決定，票決時究應採取何種門

檻，有必要理清。希望解決問題不只

是從理路上思考而已，也要檢視過往

校務會議有無採取雙 2／3 的高門檻，

是那些決定須用這樣的門檻,千萬不要

一心只為通過，否則將埋下未來校園

動盪的火種。對於併校雙方校務會議

通過的票決門檻不一，主管機關有必

要評估是否該有一致規定。 

併校案需要規劃得具體明確，一

定要變得更好而不是變得更差，校內

師生的充分參與，做好溝通協調，誠

實回應質疑，建立共識，尤其重要。

併校案雙方仍要好好思考合併的利弊

得失，深入評估，以提升學生學習為

最重要的焦點。 

既談併校，先要彼此尊重對方的

專業和特色，建立雙方可接受的共同

願景和新的辦學方向，其中學術發展

及學術標準的多元卓越是很重要的。

持著菁英主義的思維，以理工的角度

看待教育與人文藝術，看不起對方，

説対方高攀，發表性別歧視言論，絶

對是併校案的殺手，一定要改進。 

看起來竹教大在併校案裡似乎委

曲求全，學校被併了，變成清大的一

個學院，還要被當成包袱、被嫌棄，

以後還可能被整頓，真是情何以堪！

要併校，雙方是否該彼此欣賞，相互

看重，才是正道？或許併校規劃中的

新竹教育學院改成「竹教大教育學

院」，藝術學院改成「竹教大藝術學

院」，較能彰顯竹教大對清大的貢獻，

竹教大的輝煌校史也要好好保存，讓

清大學生有所認識和肯定。 

國立大學合併背後的推手仍是教

育部的政策（教育部，2014.11.3）。多

年來在這個政策下已合併了多所大

學，這些大學合併後變得更大，但是

否真的變得更好，有待客觀公正的檢

討。重要的是大學即便不合併，原準

備用在合併的資源若用來協助需要的

大學，是否對大學教育品質的提升更

效，值得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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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學歷貶值問題之探討 
葉建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據內政部統計處（2016）所公布

105 年第 11 週內政統計通報（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我國大學

畢業生人數超過 500 萬人，具有研究

所學歷者也超過 130 萬人，25-64 歲人

口高等教育比率已達 45％，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之平均數

33%仍高出許多，雖與加拿大、日本、

韓國、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相比，我國

之高等教育比率尚屬合理，但早已對

臺灣就業環境造成難以返回的困境。 

以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為例，91 學年度錄取率為 48.00%，而

104 學年度大幅成長至 86.66%，近十

幾年來高職（技術型高中）畢業生多

數以升學為主，也使產業基層人員出

現缺工問題。 

大學高錄取率，亦使學生未能適

當篩選，只要想讀大學都能有學校可

以讀，而學歷通膨亦造就學歷貶值，

近來多起媒體報導，碩士畢業生薪資

起薪過低問題，如洪安怡（2016）報

導該案例從知名學校戲劇研究所畢業

後，擔任社會工作人員，三年來薪資

一直維持 22K，從未調整；Ettoday 生

活中心（2016）報導今年大學畢業生

起薪平均 2.6 萬元，研究所畢業生起薪

平均 2.8萬元，兩者起薪僅相差 2千元。 

而教育部統計處（2016）報告表

示 99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畢業生，工作

四年後，仍有少數學門平均月薪僅 3.1

萬元。 

據勞動部（2016）勞動統計月報

顯示，今年具有研究所學歷者（3.10%）

平 均 失 業 率 即 高 於 專 科 學 歷 者

（2.97%），這對於我國社會無疑是一

大震撼。 

二、高等教育學歷貶值之問題分

析 

多數人認為因廣設大學及學用落

差，造此高等教育浩劫，雖這皆為原

因之一，但仍有部分其餘重要因素，

未被關注，筆者提出下列六點原因： 

(一) 系所定位不明 

部份大專校院系所定位不明，亦

是原因之一，筆者進行資料蒐集時，

即發現部分系所於系上網頁解說，該

系畢業生之未來就業選擇，職業與實

際開課內容無法對應，又或者是僅開

設二學分課程等情形。 

亦有系所課程規劃包羅萬象，美

其名為跨領域學習，又或是多元學

習，實為學而不精，學生無一專精技

能。 

(二) 大學課程評分標準過度寬鬆 

部分招生率不佳之學校，學生並

未達到修課通過水平，教師評分時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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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水通過，學生未達學士應有之水

準，也能取得大學學歷。 

(三) 在職專班教學品質良莠不齊 

為使國人能夠滿足終生學習需

求，在職專班成為回流教育的管道之

一，原為美意，但也成為變相購買學

歷的方法之一，在職專班其教學品質

及畢業把關品質之負面評價層出不

窮，身旁曾有親屬開心分享，她就讀

南部某私立科技大學在職專班，上課

如同參加同學會，考試時有答案直接

抄襲，翹課也不用擔心，試問這樣的

教育品質，是否真能達成終生學習的

意義。 

(四) 學生未有明確生涯規劃 

近年來我國就業市場薪資過低、

學歷貶值等不利因素，造成畢業生恐

慌，在未有明確生涯規劃情況下，又

或以學歷為加薪的條件之緣由，即以

升學作為首選，但對於研究所課程內

容及學術研究之意涵了解甚少。 

(五) 學校因招生率盲從設立系所 

因民生及設計學門招生容易，許

多學校就以此做為招生靈藥，在 98～

103 學年間民生學門新增 45 個系所，

設計學門新生 26 個系所，而餐旅學門

五年間更是增加 2.6 萬個招生名額，在

追求招生率的同時，亦可能犧牲了教

育品質。 

 

(六) 學校不願減少招生名額 

105 學年度高等教育大限終於到

來，該學年度將一次性減少約二萬名

學生，依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所

公布之 105 學年度 - 新增、更名、整

併或停招校系一覽表，105 學年度高達

51 個系所停招，但部分學校把停招系

所名額移轉到招生率較佳之系所，並

未真正解決現實問題。 

三、結語 

高等教育培育過多畢業生之相關

議題已討論多年，教育主管機關仍無

法有效改善相關問題，對於遏止問題

惡化的情形仍有待商榷，但對於社會

輿論及相關媒體報導，使產業、政府、

學校、學生四者皆遭受傷害，如何有

效的解決問題，並非以民意為政府決

策標準。 

四、建議 

筆者依據所列之六項問題，提出

如下六點建議： 

(一) 發展系所特色課程 

系所應以學生為主體，依照學生

就業方向規劃專業課程內容，並根據

學校及所在地方特色發展出系所特色

課程，而非一味參照相關系所，開設

相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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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校嚴格控管課程評分標準 

雖學生註冊率極為重要，但捨棄

了畢業生品質，無疑是為學校形塑負

面形象，欲吸引好學生仍應有好的教

育品質及教學環境，逐步回升課程評

分標準，培育具備專業技能之人才，

才能真正對症下藥。 

(三) 在職專班提升教學品質及評量標

準 

雖在職專班學生透過晚上、假

日，或寒暑假進修極為辛勞，但仍因

有一定的教學品質及評量標準，勿為

增加生源而造就變相變賣學歷之嫌。 

(四) 協助學生擬定生涯規劃 

有不少比例之學生因對於未來感

到茫然，而選擇繼續升學，學校應增

加生涯規劃課程、師資及講座，協助

學生擬定生涯規劃。 

(五) 教育主管機關嚴格控管新設系所 

學生數逐年減少，公私立學校系

所卻能再增加，這是令人費解的事，

教育主管機關應控管全國相關系所總

量級，系所招生人數，且將學校整體

註冊率納入新設系所申請標準。 

(六) 註冊率過低未主動減少招生名額

者，應加重扣減獎勵補助 

目前雖有制定如註冊率過低但未

主動減少招生名額者，教育主管機關

將以扣減獎勵補助作為懲罰措施；建

議應加重扣減獎勵補助，才能有效促

使學校積極面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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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浮宮的改建淺談創新的擴散在教育上的應用 
蔡佩樺 

 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教師兼任組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研究生 

鍾念紋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研究生 

蕭佩姍 

臺北市立西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享譽國際的羅浮宮博物館（Louvre 

Museum）是最具象徵地位的博物館之

一，也是古代與現代建築的巧妙結

合。羅浮宮無論在法國人生活中或精

神上，以及人類文明的洪流中，皆擁

有重要的地位及意義。 

1981 年「大羅浮宮計劃」，最為人

津津樂道的就是華人設計師貝聿銘重

新規劃建設透明金字塔與內部空間，

賦予羅浮宮嶄新的氣象，重新綻放生

命力。以結果論來說，改建過後的羅

浮宮是無可取代的偉大鉅作；但在一

開始，羅浮宮的改建僅獲得極少部分

法國人的支持。 

新穎的觀念與建築技巧運用在羅

浮宮之上，要讓法國人廣泛的接受，

並非只是技術上的問題，更是社會化

的過程，甚至是「創新擴散」的歷程。

筆者以下欲從羅浮宮改建之案例，淺

談當時法國政府之創新擴散方法策

略，並進一步反思國內教育政策之推

行或改革，以利國內教育之發展與精

進。 

 

二、羅浮宮之創立與改建 

羅浮宮，法國巴黎的指標性地

標。這座具歷史性的古城中注入現代

建築之嶄新面貌與意象，早期法國國

王與居民絕對無法想像在法國領土上

竟會以埃及建築物吸引世界各地的目

光，更無法想像原本面臨拆除命運的

石造城堡竟重生成為當代的重要藝術

指標。這段創新轉變的過程究竟如何

發生，以下進行簡單闡述： 

(一) 羅浮宮歷史源流 

     羅浮宮位於巴黎市中心，始建於

12 世紀末期，這座石造城堡，被當作

兵器庫、監獄與金庫。14 世紀，羅浮

堡首度短暫成為王室居所，16 世紀，

羅浮堡改建為宮殿式城堡，羅浮宮初

具今日之規模，眾多藝術品即為滿足

帝王的喜好而存在或被蒐藏。1682 年

後，王宮移至凡爾賽宮，羅浮宮遭到

廢棄，所幸因為國家財用不足，逃過

被拆除一劫。法國大革命乃至共和時

期，羅浮宮開始以博物館之姿態開放

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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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羅浮宮計畫（Grand Louvre） 

羅浮宮現今的面貌來自於 1981 年

法國總統密特朗提出的「大羅浮計

畫」，為了改善參觀品質及增設展示空

間，延攬貝聿銘為計畫負責人，展開

了為期 15 年以上的硬體改造工程，總

體建設經費高達 69 億法朗，經費全數

由政府支應，至 1997 年才全面完工。

在其發展史上，羅浮宮首次將完全作

為博物館的用途。 

(三) 幕後推手─重要的創新決策者 

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

年 10 月 26 日－1996 年 1 月 8 日） 65

歲當選總統，成為法國史上年紀最老

的總統。密特朗受法國人民愛戴，逝

世十年後，在 2006 年獲選為法國人心

中最佳的總統，證明了密特朗是位具

有魅力與實力的總統。 

    密特朗在執政期間採取一系列改

革措施，包括取消死刑、實行每週 39

小時工作制、60 歲退休制和設立最低

收入標準及推動歐盟建設。 

二十世紀末，密特朗傳承 70 年代

奧斯曼改造巴黎的企圖，提出含括各

類型文化藝術的公共建築的大巴黎計

畫，計畫將法國所有重要的文化建設

集中於巴黎，讓巴黎的每個角落都充

滿「藝術文化」的氣氛，更希冀維持

巴黎於世界政治、藝文中心的地位不

墜。 

(四) 展現於羅浮宮的創新表現 

1. 任用華裔建築師貝聿銘擔任負責

人 

       儘管密特朗政府有心改變羅

浮宮，但得面對現實的嚴峻挑戰，

挑選一位足以承擔大任的人的困

難度並不亞於工作本身。密特朗尊

重專業、忠於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館

館長的推薦，讓貝聿銘負責重新整

頓羅浮宮。 

       但法蘭西人對於任命一位華

裔美籍的建築師主導法國最重要

的博物館增建是無法接受的事

實。保守派和歷史學者越是群情激

憤，密特朗越是小心翼翼地支持貝

聿銘，密特朗在烽火交織的時刻，

保持一貫的沉默與低調，持續撥款

開挖拿破崙廣場。 

2. 玻璃金字塔，挑戰法國文化價值 

       歷經八個世紀歲月的羅浮

宮，許多地方都已經有近一個世紀

未經整修，如同藝術史學家所形

容：「羅浮宮是世界各國中保存最

差、管理最糟的大型建築物。」貝

聿銘知道，羅浮宮需要更多的公共

空間，需要明亮的氣氛，需要與現

代文明接軌，需要成為讓旅客感到

愉悅的環境。貝聿銘因而提出玻璃

金字塔的概念，依據埃及吉薩金字

塔群設計透明玻璃金字塔，象徵古

埃及文明至近代的藝術演變。三角

錐體積小但總面表面積大，在有限

的空間中能得到最大的採光，玻璃

建築保留羅浮宮的舊有景觀，從透

明玻璃反映四周中世紀建築物；陽

光折射耀眼的光芒，為羅浮宮增添

溫馨明亮的氣氛，為羅浮宮帶來一

次徹底的改造。 

       但法國文化界認為羅浮宮是

巴黎的象徵，廣場上蓋一座金字塔

是一種「文化侵略」，而且一座玻

璃體在一群歷史遺產中，似乎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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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價值的延續，擔心「醜陋的

作品」會破壞羅浮宮原來古典的

風格與景觀。 

        為消除民眾不安及疑慮，密

特朗在廣場設計等比例金字塔模

型，弭平反對聲浪。金字塔完成

後，事實證明這是現代與傳統建

築的完美融合，為羅浮宮帶來嶄

新的現代化風貌，玻璃金字塔也

成為凸顯羅浮宮巨大變革的標

誌。 

3. 增加展示、研究與民眾使用空間 

       羅浮宮因收藏大量藝術品而

顯展示空間不足且動線不良，走進

羅浮宮好像走進迷宮，人們總是盡

興而來，敗興而歸。 

       雖貝聿銘採用創新的金字塔

建築，但他同時也認為增建新結構

體會破壞羅浮宮，將所有需求的空

間地下化是唯一的解決之道。貝聿

銘主張在羅浮宮的精華地點——

拿破崙廣場，實現地下化建設，以

此為「交通中心」，展覽室直達地

下停車場，縮短羅浮宮的參觀動

線，並設計視聽室、書店、餐館、

地下購物城；除機能的考量外，更

重要的是與周遭都市空間結合，成

為活動的新據點，在環境中扮演更

積極的角色。 

4. 重新定位博物館的價值與功能，創

新經營方向 

       1992 年修訂羅浮宮法定身分

為「公立行政機構」，賦予更大的

自主權以及改變羅浮宮的運作機

制，擁有更寬鬆的經營權、人事自

主權、財務自主權及收費制度的建

立。 

三、從「創新擴散」觀點談羅浮

宮之改建 

Rogers 最早於 1962 年提出創新的

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概念，

起因於 Rogers 觀察到具備優點的農業

創新方案，卻延遲多年才被當地農民

接受，Rogers 據此了解到創新並非在

決策當下即能被接受，必須透過時間

推演傳遞，產生一系列動態是否選用

的考量過程。「創新」是被個人或其他

採納單位視為新穎的觀念、時間或事

物，應具備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

性、可試驗性和可觀察性五個要素。

「創新擴散」是個過程，被定義為在

一定時間內，創新以溝通管道在社會

系統的各種成員間進行傳播的過程，

個人或決策單位得知創新的存在，形

成對創新的看法，到做出決策、執行

和使用創新到個人針對先前所做的決

定予以在確認的整個過程，共包含五

個階段：認知階段、說服階段、決策

階段、執行階段及確認階段 （整理如

圖 1 所示），因此 Rogers 認為，創新的

本質是溝通的歷程，動態的歷程將影

響創新被採用的速度。採用者的特性

當然也是個重要因素，Rogers 把創新

的採用者分為創新者、早期採用者、

早期跟隨者、後期追隨者及落後使用

者（唐錦超譯，2006）。 

回顧羅浮宮改建之歷史，筆者認

為雖是貝聿銘為羅浮宮塑造出不凡的

形象，但最終將大羅浮宮計畫推向成

功的卻是位於政治權力中心的總統。

在此計劃中，密特朗實施策略，從創

新擴散的觀點來看，是採取「個人決

策」以決定創新行為，個人決策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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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個人接受或拒絕創新事物的決策，

不受體系中其他人影響。一開始的大

羅浮宮計畫，決定權掌握在密特朗總

統個人手上，在傳統的法國社會看

來，不外乎是密特朗總統的一意孤

行，但不可否認，因為個人決策的創

新，密特朗總統堅決採用創新行為，

不受其他反對群眾的影響，決策與行

動的時間才得以大幅縮短，為創新行

動掌握了良好契機與效率。 

此外，從大羅浮宮計畫看來，筆

者認為密特朗屬於創新的早期採用

者：願意率先接受和使用創新事物並

甘願為之冒風險之人。這些人擁有較

高之教育程度與社會地位，因其自身

的社會地位，能接觸到多面向的大眾

傳播媒體，擁有豐富的人際溝通管

道，並且與推廣人員接觸互動較多，

社會參與度高，具世界公民的特質；

早期採用者不僅對創新初期的種種不

足有較強的忍耐力，還能夠對自身所

處各群體的意見領袖展開「遊說」，使

之接受以至採用創新產品。以下就密

特朗總統當時實施計劃之內容，淺談

創新擴散之歷程。

 

圖 1 創新擴散的決策及過程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創新擴散：為什麼有些好觀念、好產品會一炮而紅,有些卻流行不起來?」 

四、創新早期採用者─密特朗的

創新擴散過程 

    依據 Rogers 的創新擴散理論

（2006），筆者將密特朗之創新過程分

析如下： 

 

(一) 認知（Knowledge）階段：知道這

項創新的存在，並對它的功能有

初步的瞭解 

    在密特朗的認知裡，社會主義事

業是一項文化工程，而且經濟的復甦

必須與文化的復甦相互支撐，強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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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很重要的經濟投資」。此外，密特

朗更意識到羅浮宮早期設計與建築形

式不符現況需要，亟需進行一系列的

改造，因此決定將羅浮宮「現代化」，

並將其定位於真正的美術館。 

(二) 說服（Persuasion）階段：對創新

事物形成認同或不認同的態度 

指派文化部長主持羅浮宮改建計畫。

文化部長花了九個月的時間參觀世界

各大美術館，徵詢館長心目中的理想

改建人選，貝聿銘雀屏中選，密特朗

更在國會獨排眾議，將羅浮宮增建工

程直接委託給貝聿銘。 

(三) 決策（Decision）階段：採取行動

做出採用或拒絕這項創新的決定 

接受貝聿銘的專業考量，諸如：

地下設置大空間、參觀動線重新規

劃、玻璃金字塔建築…等巨大的革新。 

除硬體設備的改善，密特朗也為博物

館的定位、價值與功能重新做了細緻

的調整。修訂法定身分為「公立行政

機構」，賦予更大的自主權以及經營層

次更靈活的彈性以改變羅浮宮的運作

機制，擁有更寬鬆的經營權、人事自

主權、財務自主權及收費制度的建

立，引領羅浮宮走向創新的經營方向。 

在計畫執行的初期，法國民眾群起反

對，反彈聲浪不斷，包含：貝聿銘為

設計師、埃及金字塔的「文化侵略」、

耗費的金錢…等，密特朗總統透過自

身的政治權力挹注支持並具體採取一

系列作為：遊說地方仕紳支持、透過

大眾傳播媒體等溝通管道推廣想法及

在設置等比例金字塔模型，反對聲浪

漸漸平息，大眾很快地接收創新事物。 

(四) 執行（Implementation）階段：開

始使用創新事物 

密特朗接受建築的大膽創意，展

開為期 15 年以上的硬體改造工程，投

注高達 69 億法朗的建設經費，堅守公

共建設的最高品質。 

(五) 確認（Confirmation）階段：使用

之後有更清楚的瞭解，使用者會

繼續使用或效果，並將個人經驗

傳播給其他的潛在使用者，可能

會影響他們採用創新事物的態度 

1988 年玻璃金字塔隆重開幕，以

純粹精緻的建築美學成功撫平法國人

不安及反對的情緒，在世人心中重新

植入羅浮宮嶄新的意象。 

五、從創新擴散看教育現場的創

新 

(一) 創新始於敏於發現問題 

發現問題是創新的原動力，除了

敏於發現問題，如何掌握問題的核心

實屬不易。密特朗曾表示：「以往的經

濟衰敗根本上就是文化衰敗，生活美

學和生活水準同樣重要。」在追求法

國整體進步的過程中，密特朗重新定

義問題，將問題焦點轉向以文化建設

重塑城市質感，果真為法國帶來新氣

象，間接解決法國許多社會及經濟問

題。或許密特朗在法國人心中地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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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的原因就在此，以自己的智慧發現

關鍵問題，並以強大的行動力執行問

題解決方案，促進改變與創新。 

創新本身就是一系列問題解決過

程的結果，敏於發現問題，從中獲取

有效的解決方案，都有可能促進創新

的產生。反思教育現場，許多政策的

推行往往是問題發生後才嘗試解決，

或是為了急於改善教育現況而欠缺周

全或長遠考量，雖是立意良善，卻可

能無法聚焦於問題核心，有效解決問

題，創新與問題解決方案反而失去其

價值及效用性。或許在創新之前，我

們都須培養自己對焦點議題的關注，

增強發現問題之敏感度，從中尋獲創

新契機，並且「對症下藥」，促進成長。 

(二) 掌握決策之時效性 

大羅浮宮計畫中，密特朗採用個

人決策啟動一連串的改建創新行為，

決策與行動的時間大幅縮短，為創新

行動掌握了良好契機與效率。 

雖教育事業不應將創新決策交於

個人決策，但在這自由民主的時代

中，教育市場大門已敞開，面對環境

條件的迅速變化，創新決策必須擁有

較強的時效性以滿足市場競爭的時間

要求；即使原來有很好的創新設想，

決策的時間一延滯，可能導致所作出

的決策是無效決策，錯失創新擴散之

良機。所謂創新，其關鍵之處就在於

新，因此，時效性是創新的重要因素，

所以也就是創新決策的一大特點。 

 

(三) 延遲享受創新的成果 

大羅浮宮計畫決策得果斷，但推

動歷程並非全然順遂，遭受許多人的

質疑與反對，但密特朗不因一時的困

境放棄持續革新，確立目標後，花費

時間與心力完成一系列革新行為。如

密特朗因反對而裹足不前，或急於展

現成果而貿然躁進，羅浮宮如何以令

人驚豔的姿態重生在巴黎街頭？因

此，身為創新決策者或行動者，皆須

預留等待的時間，孕育並孵化成果。 

教育創新、教育改革亦是教育不

斷追求進步的歷程。綜觀我國近年來

之教育現場，政府與民間為推動教育

發展，投入許多時間與人力。但教育

事務牽涉範圍甚廣，改革工作難以畢

其功於一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教育與創新皆是不斷成長的歷程，其

成效本難在短期內完全呈現，以短時

間的成效斷論教育革新之成敗會失於

武斷。我們應確立教育之價值觀，長

期投注心力與資源，耐心等待結果的

出現。 

(四) 溝通是重要的歷程 

創新從構想的種子到開花結果，

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必須克服多重

的困難與挑戰，在每一歷程皆須受到

執行團隊的育成與照護。因此，成功

的創新除了倚賴決策者的高敏覺性及

遠見外，重要關鍵在於發揮團隊力量

與集體智慧；創新的擴散本質上是溝

通的歷程，不難得知創新過程成功的

關鍵在於溝通，包含團隊的內部溝通

與大眾社會的外部溝通，透過溝通將

創意的價值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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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浮宮計畫的成功絕非密特朗

個人的成就，背後有著無形的力量─

溝通，推動創新行為往成功邁進：包

括密特朗以自己的美學素養、政治理

念為基礎，與具備多元背景及能力的

設計、建造團隊溝通想法；以大眾媒

體與其政治地位向在野者及法國百姓

宣達想法，撫慰反對的聲浪，形成支

持的力量。 

教育現場，意見領袖正式及非正

式的溝通都能對創新的擴散產生推波

助瀾的效益，教師推動教學創新、校

長推動校務、政府推動教育政策改

革，皆需完善人際關係及強化其溝通

技巧。且教育創新的過程及相關因素

往往錯綜複雜，單一觀點或個人力量

絕不足以成就創新，有效集結集體智

慧及發揮集體力量，憑藉內部及外部

溝通，整合創新團隊的創意與想法，

對外宣達想法、行銷創新，如此才能

開發出教育的新藍海。 

(五) 擴展社會網絡關係 

密特朗推動大羅浮宮計畫之際，

並非閉門造車，而是積極尋求社會網

絡資源，以獲得源源不絕的支持力

量。筆者認為，創新擴散仰賴社會網

絡的連結，教育專家學者、專業協會、

校內外關心教育的所有人皆可能是推

動教育創新事務的巨大後盾，從中不

僅獲取經費的挹注，也包含成功經驗

的傳承，擴散範圍的延伸…等，都是

導致創新擴散的有力捷徑。 

羅浮宮這座文化殿堂吸納各方菁

英的貢獻不斷成長，漫長投注心力與

資源，耐心等待已呈現美好成果。密

特朗身為創新的先驅者敏於發現問

題，獨排眾議主導羅浮宮的創新改

建，這段革命歷程，不僅成就羅浮宮

無可取代的地位，也成就了巴黎在世

界上的藝文地位。 

教育是座孕育智慧與文明的神聖

殿堂，我們更需利用智慧，挹注心力

促進教育殿堂的革新與改變，避免被

變動的大時代淘汰廢棄，或成為阻礙

人類文明進步的絆腳石。我們固然需

要一位像密特朗一般擁有智慧與行動

力的決策者帶領教育工作者前進，但

在教育現場帶領學生成長的我們，何

嘗不是肩負決策者與行動者之重任？ 

創新並非一時興起的行為，須經

過一系列的活動、溝通與決策，包含

溝通的歷程、關鍵人物對創新的意見

皆會影響個人或團體改變採用創新之

態度。或許現在教育界欠缺的並不是

真知洞見與理性分析，而是將教育看

成是有待創新的產品，需要真正大

膽、有想像力且別於現況的領導與決

策，以及一群耐心，懂得溝通技巧的

創新領導團隊帶領大家改造教育，隨

著時間強化教育的功能，並且主動積

極發掘更多的創新潛在使用者，開創

教育的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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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以歷史思維能力（historical thinking skills）為導

向的課程設計----以《Reading Like a Historian》教材

和 AP 美國歷史課程為討論對象 
朱茂欣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教師 

 

一、緣起：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與臺灣中等學校歷

史教學的新趨向 

(一) 近來中等學校考試測驗方式的改

變 

隨著十二年國教的實施，特色招

生的考試方式成為教育界討論的重大

議題。101 年 8 月 10 日，基北區公布

特色招生考試說明，提出打破以往分

科考試方式，只考「閱讀理解素養」

和「數學素養」。其中，「閱讀理解素

養」考科試題以文章方式呈現，內容

涵括科學、社會、文學、公民素養四

範疇，目的在「評量出學生面對情境

式的文本，能夠理解與詮釋、反思及

批判思考文本的內容與呈現形式，以

及依據文本內容建立自己的立場、主

張，以証據論述自己的主張，能作進

一步的推論及問題解決」。 

上述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方式的

設計理念，應是受到當今世界各國教

育改革重要指標----2000 年以來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每三年舉行

一次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影響。PISA

測驗分為閱讀、數學及科學能力三

項，題目閱讀量高，題型包含選擇題、

封閉式建構反應題（填充、簡答）、以

及開放式建構反應題各三分之一。 

此外，由臺師大心測中心負責命

題的國中教育會考社會科試題，題型

也擬由現行全部皆為選擇題，逐步加

入非選擇題型。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中

心負責命題的高中指定科目考試歷史

考科試題，則是已經從 103 年開始，

加入文本閱讀題型的試題。 

(二) 近來中等學校歷史教學的改變 

受到當今教育界重視閱讀素養的

趨向影響，再加上考試測驗方式實際

變革的帶動效果，近來中等學校歷史

教學也開始產生改變。以北一女中歷

史科為例，102 學年度開始，成立了「歷

史教學暨讀書跨校社群」，在東吳大學

林慈淑教授的建議下，選擇 Sam 

Wineburg 等人編著的美國中學歷史教

材《Reading Like a Historian》1進行討

論，希望精進有關閱讀素養的教學方

法，並創新相關課程設計。 

(三) 近來高中特色課程的設計與國際

課程的引進 

                                                

1
 該書現已由臺灣大學宋家復教授翻譯出

版。宋家復《像史家一般閱讀：在課堂裡教歷

史閱讀素養》，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民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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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來高中特色課程的設計與國際

課程的引進 

隨著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各高中

必須自行籌劃特色學分課程的開設。

為了增進高中課程的廣度與深度，並

與國際上的知名大學接軌，引進國際

課程成為高中特色課程設計一項新的

嘗試性做法。以建國中學為例，計畫

於 103 學年度開設微積分 AP 課程，作

為特色課程之一；同時，在 103 年 8

月舉辦 AP 課程教師暑期研習班，其中

包括統計學、英語語言和寫作、物理

1&2、美國歷史四個科目，以培訓臺灣

高中老師開設高中 AP 課程的相關知

能。 

所謂的 AP，即「大學先修課程」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是一

種國際上通行的課程認證機制，由美

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主辦，

讓有能力的高中學生透過這項課程能

夠在高中階段預修大學學分課程。修

課的高中生一旦通過相關測驗後，未

來進入大學可以抵免學分、縮短修業

年限。目前世界上有 40 多國、3000 多

所大學採認 AP 學分課程。 

二、理念：歷史思維（historical 

thinking）導向的課程設計

與美國中學歷史課程改革的

趨勢 

(一) 傳統的美國中學歷史課程 

《Reading Like a Historian》的作

者 Sam Wineburg 在書中的前言提及，

2006 年的美國教育測驗（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其中羅列出數量龐大的美國人所不可

或缺、需要知道的歷史知識；而中學

歷史教師平日需要面對比電話黃頁還

厚的課程標準相關文件。歷史教師在

課堂上教授學生大量歷史事實，卻很

快地被學生徹底遺忘。這樣的情形，

讓老師和學生對歷史這門科目，同樣

都深感挫折。 

(二) 歷史思維：「歷史」與「思維」之

間的關聯 

Sam Wineburg 在書中前言提及，

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對於歷史理

解（historical understanding）當然是至

關重要的；但是，要讓歷史事實在學

生的記憶中存留下來，事實必須被放

置在有意義的歷史問題之中。在歷史

教學中提出歷史問題引導學生的重要

性，在於適當的問題能夠有效激發學

生探究的興趣，使得學生願意主動熱

切地去尋找答案。 

(三) 歷史思維導向的課程設計 

為了發展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Sam Wineburg 認為學生必須跳脫舊式

學習教科書和練習測驗試題的窠臼，

也就是被動地接受一個簡單的標準答

案；而改變為透過閱讀、分析許多原

始材料，像是一手文獻、圖表、圖像、

或是政治漫畫，來提出、並思考各種

歷史問題。Sam Wineburg 個人特別強

調理解歷史的兩種方法是史料來源

（ s o u r c i n g ） 和 脈 絡 化

（contextualization），包括問材料的作

者是誰？寫作的時間為何？材料被寫

成的形式和性質為何？聽眾是什麼身

份？材料的可信度可能有多高？是否

表達出什麼特定的觀點？透過上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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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學生能夠學習到歷史發展的模

式、矛盾現象背後的意義，並且引用

種種事實論證自己的看法。 

(四) 美國中學歷史課程改革的意義 

Sam Wineburg 在書中前言提及，

雖然大部分學生未來很少會真正成為

職業歷史學家，但是前述歷史思維導

向的課程卻能有效幫助閱讀能力中等

以下程度的學生，面對充斥著大量網

路「資訊」偽裝成「知識」的現實情

境，克服人們智識上習慣的懶惰，對

於各種訊息提出問題：它的作者是

誰？可信度如何？觀點為何？而這種

相關能力，是培養中學學生具備現代

社會公民素養所不可或缺的。 

值得注意的是，Sam Wineburg 表

示，《Reading Like a Historian》一書並

不是為了成為教科書的替代品，而是

透過美國史上幾個關鍵事件歷史問題

的相關課程設計，來激發教師們對於

歷史教學的想法。因為沒有兩個教學

情境是一模一樣的，老師們必須根據

課堂的實際教學情境，發展出自己的

教學方法。重要的是，學生能夠懂得

視教科書為文獻的一種，而不是具有

絕對性的說法；同時，教師能夠在現

有課程規準、測驗訓練的種種限制

中，創造性的去運用教科書進行教

學，而避免掉教科書可能存在的缺點。 

三、課程實例：一個思維能力導

向的課程設計實例----AP 美

國歷史課程 

(一) AP課程各科目共同採取的教學方

法 

AP 課程不同的科目之間，有一套

共同的教學方法，即強調「以學生為

中心、以探究為基礎」的教學理念。

AP課程除了學習大學階段的高級知識

以外，重點在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

（criticaI thinking）、解決問題的能力

（ problem solving ）、 研 究 能 力

（research）、應用能力（application）

和創新能力（innovation）。同時，AP

課程也提倡類似「學習共同體」的教

育概念，教室座位採取圓桌佈置，重

視學生課前自學、課堂互動參與、以

及師生對等的教學方法。 

(二) AP 美國歷史的課程設計 

 AP 美國歷史的課程架構設計，

由七項課程主題、九段歷史分期和九

項思維能力構成，圖示並說明如下

 

 

                              
九項思維能力
歷史學家理解歷史

現象的方式 

九個歷史分期
透過各時期的歷史

事件學習前述主題 

七項課程主題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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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美國歷史的七項課程主題，類

似於我們政治、社會、經濟、學術等

專史的概念，但是其主題設計更具備

有議題性，七項主題分別為：身份認

同 （ identity ）、 產 業 經 濟 （ work, 

exchange, and technology） 、人口移動

（peopling）、政治權力（politics and 

power）、美國的世界角色（America in 

the world）、地理環境（environment and 

geography — physical and human）、思

想文化（ideas, beliefs, and culture）。 

AP 美國歷史的九段歷史分期，分

別 為 ： 1491-1607 、 1607-1754 、

1754-1800、1800-1848、1844-1877、

1865-1898、1890-1945、1945-1980、

1980-Present。 

AP 美國歷史的九項思維能力，分

別屬於四種能力類型，分別為： 

1. 時 序 觀 念 （ chronological 

reasoning），包括三項相關能力：因

果關係（historical causation）、延續

與變遷（pattern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over time ）、 歷 史 分 期

（periodization）。 

2. 比較和脈絡化（ comparison and 

contextualization），包括比較、脈絡

化兩項能力。 

3. 證據和論點（ crafting historical 

arguments from historical 

evidence），包括論據（historical 

argumentation）和使用相關史料

（ appropriate use of relevant 

historical evidence）兩項能力。 

4. 歷 史 解 釋 和 綜 論 （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synthesis），包括

解釋、綜論兩項能力。 

(三)  AP 美國歷史課程的測驗設計 

2014 年 AP 美國歷史測驗增加了

文 本 閱 讀 題 型 （ document-based 

question）這個項目，各項題型、題數、

考試時間、配分比重，列表如下。 

 

表 1 

文本閱讀題型 

第一部份 

選擇題組題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55 題（每個題組含 2-5 題） 55 分鐘 40% 

簡答題 

（short-answer questions） 

4 題 45 分鐘 20% 

第二部份 

文本閱讀題 

（document-based question） 

1 題（含 7 則史料） 60 分鐘 25% 

申論題 

（long essay questions） 

2 題擇 1 題 35 分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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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美國歷史測驗的問答題（包括

簡答、文本閱讀、和申論）配分比重

超過選擇題，佔 60%；而其中測驗難

度和層次較高的文本閱讀和申論題

（第二部份），則佔 40%。當閱讀理解

素養成為歷史教學新趨勢的同時，歷

史測驗的重點就在於評量學生形成自

己的立場或推論時，能否有效呈現論

述依據的充分性或論述邏輯的一致

性，很明顯的，問答題比起選擇題在

評量的廣度和深度上，更能夠達成上

述測驗目標 

(四) AP美國歷史測驗問答題型的評分

規準（rubrics） 

AP美國歷史測驗問答題型的評分

規準設計，以文本閱讀題為例，共有

五個項目，包括論題、文本論據、其

他例證、脈絡和綜論，滿分為 7 分，

表列並說明如下。 

表 2 

AP 美國歷史測驗問答題型評分規準 

論述主題

（thesis） 

0-1 分   

文本論據 

（argument） 

1.文件表達的

觀點 

2.文件寫作的

目的 

3.文件寫作的

背景 

4.文件訴求的

聽眾 

0-3 分   

文件 1  

文件 2  

文件 3  

文件 4  

文件 5  

文件 6  

文件 7  

其他例證

（outside 

information） 

0-1 分  

脈絡（context） 0-1 分  

綜論

（synthesis） 

0-1 分  

1. 論述主題：依據問題擬定出一個適

切的論述主題（測驗目標是評量

「證據和論點」的思維能力）。 

2. 文本論據：使用並分析題目中的七

則文件作為論述證據，支持論述主

題；文件的分析應包含文件表達的

觀點、寫作的目的、寫作的背景和

訴求的聽眾（測驗目標是是評量

「證據和論點」的思維能力）。 

3. 其他例證：在題目的七則文件之

外，舉出其他的例證，支持論述主

題（測驗目標是是評量「證據和論

點」的思維能力）。 

4. 脈絡：在歷史的脈絡中，討論論述

主題（測驗目標是是評量「脈絡化」

的思維能力）。 

5. 綜論：綜合上述的內容，寫成一篇

條理清楚、有說服力的論文（測驗

目標是是評量「歷史解釋和綜論」

的思維能力）。 

四、問題一：「閱讀理解素養」與

歷史教育的角色定位 

當前臺灣中等學校教育在 PISA

測驗方式的影響下，重視學生的「閱

讀理解素養」表現，也就是說，臺灣

中學教育的趨勢，是在養成現代社會

公民所需具備素養的教育前提下，著

重於培養學生通過各種外在資訊的理

解，進而形成自己的論證、見解的相

關能力。而學生「閱讀理解素養」的

培養過程，不同於以往分科教學的作

法，同時涵括科學、社會、文學、公

民等範疇，因而中學的歷史教育也必

然面臨自身教育角色的重新定位問

題。究竟歷史學科能夠提供給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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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歷史學科特有的閱讀素養能

力？在 Sam Wineburg 的看法中，史料

來 源 （ sourcing ） 和 脈 絡 化

（contextualization） 兩項是歷史學科

最重要的學科特有的閱讀素養能力。

個人認為，前述兩者中，尤其又以時

序、變遷、脈絡化等思維能力，為歷

史學科最重要的學科特有能力（個人

從校內英文科同仁處得知，AP 英語課

程同樣強調辨別資料來源的閱讀能

力）。 

(一) 問題二：史料的理解、論證能力

與必備的歷史基礎知識 

當歷史測驗方式轉變為文本閱讀

題型，有一個問題也可能隨之產生，

那就是歷史學科的考試和語文閱讀測

驗究竟有何不同呢？一個有趣的現

象，隨著校內的歷史期中考開始嘗試

加入文本閱讀試題，個人原本預期，

學生可能會因為不習慣長篇史料的閱

讀（特別是非選擇題）而降低成績表

現；然而，結果往往卻是學生成績反

而較過去進步。個人推測原因是對於

學生而言，要記得諸多歷史基礎知識

的困難度，高過於讀懂並推理一段文

字不會過於艱澀的歷史材料。另一個

值得探討的現象，103 年指定科目考試

歷史考科加入文本閱讀題型的試題，

外界原本認為資料閱讀的難度較往年

提高，預估均標比去年下降 5 分左右；

實際上均標卻是提高了 3 分。 

從本篇論文前面的敘述可以得

知，Sam Wineburg 並不期望《Reading 

Like a Historian》教材成為教科書的替

代品。個人認為，原因是教科書在提

供學生整體歷史認識、以及建立學生

基礎歷史知識兩方面，仍然有其不可

替代與必要性，與文本閱讀教學的探

究學習的模式，兩者是可以相輔相成

的。此外，AP 美國歷史測驗中的文本

閱讀題，採取的是包含七則史料、寫

作時間長達 60 分鐘的申論題型式（整

個考試時間是 195 分鐘）；同時，學生

的論述內容，除了適當地引用題目中

的七則史料作為論證依據，還要求在

七則史料之外，至少再另外自行舉出

一項相關史實證據來支持論述主題，

並且學生的論述必須符合歷史脈絡情

境。由此可見，AP 美國歷史測驗在史

料論證能力之外，也同時看重學生的

歷史基礎知識與歷史整體認識。 

(二) 問題三：文獻材料與傳統原典 

當前強調思維能力的課程設計，

其隱含的教育宗旨是在培養現代社會

公 民 所 需 具 備 的 工 具 性 能 力

（instrumental skills）；在這個前提下，

傳統文獻就被化約為目的在養成學生

歷史思維能力的材料。然而，傳統文

獻，特別是具備高度思想性的經典，

本身其實具有創作者所賦予的內在思

想理路；而傳統的讀書法，初學者的

入門方式，並不從提出問題、質疑材

料、運用思維能力開始，更為基本且

要緊的態度是師法古人、體會書籍的

內蘊生命、得到人文精神的陶冶或人

生智慧的啟發。當閱讀書籍累積到一

個程度，自然而然能開展出融會貫

通、豁然開朗的思維能力。究竟中學

歷史教育，除培養現代公民思維能力

外，是否應該同時重視人文精神、人

生智慧與原典閱讀？（像是 AP 英語課

程仍然包含有西方傳統哲學思想的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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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四：國際標準化教育與自身

民族特色的教育 

當前國際上全球化的巨大浪潮，

使得我們國家不僅是經濟的領域，在

教育方面同樣受到很大的衝擊。西方

人在教育方面，如同工業部門一般，

樹立起一套通行國際的標準化教育規

格，藉以引領全人類未來的文化、思

想發展走向。相對地，國內教育界面

臨著優秀高中生選擇直接前往海外接

受大學教育人數日益增多的憂慮。例

如，《中國時報》2014 年 8 月 7 日報導，

「受到全球化潮流與知名大學來臺招

生雙重影響，明星高中考生放棄國內

臺大等名校，跨海就學的趨勢日益明

顯。以建國中學為例，今年應屆畢業

生赴海外就讀共 38 人，去年只有 13

人，較去年成長約 3 倍。」究竟中學

歷史教育，在學習西方著重思維能力

的教學方法外，是否應該更加重視具

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教育內容，使得我

們的學生未來面對全球化的世界舞

臺，能夠藉由展現民族特色來自我定

位、並增加自身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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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移民子女之族群認同談教育與輔導人員之積極思

維與作為 
鍾才元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副教授 

林蔚芳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研究顯示，同時有強勢與弱勢族

群背景的雙族裔個體（如美國歐裔與

非裔通婚所生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會

面臨父母雙方族群文化不一致或價值

衝突的情況，因而在自我概念發展上

會面臨不少的困擾及挑戰（Phinney, 

1989;  Poston, 1990）。例如，他們常

會有意或無意地隱藏或拒絕自己的其

中一種族群身分（Root, 1990; 1996），

或視自己為一種特別的族群或所謂的

「邊緣人」（Breland, 1998; Kerwin, 

Ponterotto,  Jackson, & Harris,1993）。

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學生同時有強勢

與弱勢族裔背景，如臺灣男性與東南

亞女性通婚所生子女（以下簡稱「新

移民子女」）。在臺灣的族群生態下，

新移民子女的母方族群（如越南人、

泰國人或菲律賓人等）也屬少數族

群，因此這些兒童也會有上述自我概

念發展的困擾及挑戰（莫藜藜、賴珮

玲，2004）。臺灣的新移民子女會以哪

一種族群身分來稱呼自己？他們對自

己所屬的二個族群是否有差別性的評

價？國中小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傾向

發展之現況為何？有哪些影響因素？

教育與輔導相關人員可以如何協助

之？這些都是本文所關注之議題。 

 

本文擬透過相關研究發現之梳

理，試圖歸納出新移民子女之族群認

同發展現況及特徵，藉以增進教育或

社會工作者對新移民子女的認識，並

對教育與輔導人員應有之思維及積極

作為提出相關建議。 

二、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之挑戰 

族群認同乃個體基於族群歸屬感

而在想法、態度與行為上與所屬族群

連結的心理歷程（Aboud, 1987），其中

最基本的要素是族群自我認同（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與族群態度（ethnic 

attitude）。前者係個人對其族群身分之

理解與選擇，是自我概念極為重要的

成分（Erickson, 1968; Harter, 1999）；

後者則指個人對族群之主觀評價、情

感投入及人際互動傾向，不僅會影響

個人與我族或他族成員的互動頻率與

方式，也會影響個人的人際關係與社

會適應（ Phinney, Jacoby, & Silva, 

2007）。 

在臺灣，雙親都屬強勢族群的一

般兒童，在族群認同過程中並不會有

太多的困擾與困難，但對新移民子女

而言，族群認同卻可能是一個充滿掙

扎的歷程，且不利於其對母方族群的

認同。首先，新移民子女成長過程主

要與父方族群互動，可長時間與近距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177-183 自由評論 

 

第  178  頁 

離地認識父方族群，學習其文化。臺

灣又是父系社會，子女有從父姓的習

俗，大多數人會習慣的認定新移民子

女就是臺灣人，不管這些兒童本身如

何感想。相對的，這些小孩極少與母

系親戚接觸，對母方族群與文化相當

陌生。即便新移民努力地透過「縫隙」

（如家鄉食物與相片等），對其子女傳

遞點滴、微弱的母方族群文化，且其

子女也能感知到「內蘊於身體深處的

另一股隱約幽泉」（李國基，2008，頁

123），但終究母方族群文化相對遙遠

且勢單力薄，不容易讓新移民子女產

生強烈的認同動機。 

其次，母方族群的語言（如越南

語、泰語等）在臺灣處於弱勢，不像

美國的雙族裔者---父母雙方族群至少

還使用共同的語言。尤有甚者，有不

少新移民在家裡不被鼓勵或被禁止使

用母語與小孩交談（馮涵棣、梁琦涵，

2008）。許多新移民子女因而聽不懂、

也不會說母語，或即使聽得懂、卻不

太會說。語言乃通往族群文化的主要

工具，在母方族群語言極端弱勢且又

不被鼓勵學習及使用的情況下，這些

兒童也無法透過語言產生對母方族群

文化的認同。 

再者，普遍存在於社會上或學校

裡有關新移民的刻板印象或偏見也是

一個極大的干擾因素。研究顯示，大

眾媒體對新移民或其配偶常有負面描

述（李國基，2008；林開忠、張雅婷，

2003；張敏華，2005；夏曉鵑，2001，

2005；蔡臺鴻，2009）。新移民子女或

直接接觸這些報導，或輾轉從親戚、

鄰居、老師與同學的口中得知這些負

面描述；有些甚至會從祖父母或父親

口中聽到不利於其母親的負面批評

（李國基，2008；楊艾俐，2003）。至

於新移民子女本身，媒體也常形容他

們爲適應不良者、發展遲緩者或早產

兒、需特別關懷照顧者或家境堪憐者

等（張敏華，2005）。他們在學校或社

區裡也常有被污名化的經驗，如被同

學稱呼為「越南仔」、「混血兒」，媽媽

被取笑為「菲傭」等（李國基，2008）。

在整體社會環境對他們的母親不友善

的氛圍下，這些學生不免會感到難堪

與難過，有些人因而不認同母親的國

家，甚至有不認同母親的情形（楊艾

俐，2003）。 

三、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之發展

現況 

新移民子女在充斥著對其母方族

群有刻板印象或偏見的環境下成長與

求學，其族群態度與自我概念很難不

受影響。在臺灣的族群生態下，新移

民子女的族群認同呈現怎樣的樣貌，

很值得我們深入了解。本文針對四個

相關研究的發現加以整理，其中二個

是質性研究（李國基，2008；馬藹萱，

2005），二個是量化研究（鍾才元、林

惠蘭，2015；龔元鳳，2007）。這些研

究的樣本是國小五、六年級學生或國

中生，來自基隆市、新北市或屏東縣。

經整合研究發現後，可將新移民子女

族群認同發展現況歸納為下列五個特

徵： 

第一、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認同呈

現非常多元的樣貌。馬藹萱（2005）

發現，國中階段的新移民子女有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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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種身分（如臺灣人）；二種身分（如

臺灣人與混血兒）；三種身分（如臺灣

人、華僑及閩南人）、甚至四種身分（如

臺灣人、混血兒、菲律賓人及外國人）

的情形。鍾才元與林惠蘭（2015）則

發現有雙族群身分認同者、父方族群

身分認同者、情境身分認同者（族群

身分視情境而定）、母方族群身分認同

者以及邊緣身分認定者（不承認父母

雙方族群身分）。 

第二、一定比例的新移民子女的

族群身分認同具彈性與不確定性。馬

藹萱（2005）發現，有一些新移民子

女出現「族群認同轉換」的情形，會

依據當下社會情境之要求或互動對象

之期待，以「千面人」的方式來呈現

適切的身分（頁 24）。同樣的，鍾才元

與林惠蘭（2015）發現，有一成多的

新移民子女屬於情境身分認定者。 

第三、在眾多族群認同形態中，

同時認同於父母雙方族群是大多數新

移民子女的寫照（李國基，2008；鍾

才元、林惠蘭，2015；龔元鳳，2007）。 

第四、新移民子女的父方族群認

同與母方族群認同具有連動性，亦即

對父方族群認同度愈高者，對母方族

群的認同度也愈高（龔元鳳，2007；

鍾才元、林惠蘭，2015）。 

第五、新移民子女的族群身分認

同及族群態度與其自尊有連動現象。

相較而言，雙族群身分認同的新移民

子女有較正向的族群態度與較好的自

尊表現（龔元鳳，2007；鍾才元、林

惠蘭，2015）。 

族群認同牽涉許多社會環境影響

因素，由以上研究發現可知，我們不

宜先入為主的以單一思維來看待新移

民子女的族群認同，也不宜把單一族

群價值觀強加諸於他們身上。 

四、教育與輔導人員應有之積極

思維與作為 

新移民子女並非學校體制內的唯

一少數族群，其他類型的弱勢族群（如

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或家庭社

經地位弱勢學生）亦不在少數。這些

學生在求學歷程會因為異於主流族群

的背景而產生較多的適應不良問題，

需要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懷與協助。因

此，基於專業倫理與專業效能，教育

與輔導工作者面對這些學生或個案

時，也需要有積極的思維與作為：  

(一) 強化個人之多元文化素養 

首先，面對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

的多元樣貌，教育與輔導人員應積極

提升個人多元文化素養（multicultural 

literacy）。多元文化素養是理解、尊

重、關懷及欣賞不同族群文化之態度

與能力，也是致力於使社會更公平與

更合乎人性的知識、能力與承諾

（Banks, 1997; Banks & Banks, 2009）。

缺少多元文化素養會使我們帶著狹隘

的文化視野，依據單一的文化假設來

定義所謂的事實，並對學生不同文化

背景需求缺乏敏感度，以致無法考量

造成行為差異背後可能的不同原因，

甚至可能陷入一種抗拒調整與拒絕改

變的單一思維中（修慧蘭、林蔚芳、

洪莉竹譯，2013，109 頁）。然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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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中小學老師出身於主流族群，

在師資養成過程亦未必修習多元文化

教育相關課程（黃郁婷、葉嘉瑜，

2014），所以在教學過程中常會不自覺

的進行自身文化的再製（何青蓉，

2003），或輔導時將少數族群學生的一

些想法或行為誤解為偷懶、孤僻、或

反社會等個人因素（Sue & Constantine, 

2003）。這些現象顯示教師與輔導人員

們之多元文化素養仍有不足，亟需有

所省思與不斷地提升。 

陳靜惠（2012）亦認為教師與輔

導老師比一般人更需具備多元文化素

養，因為他（她）們可以將它融入教

學與輔導歷程，讓學生體會多元文化

的豐富性以及提升學生的多元文化素

養。教師與輔導人員可從下列八個面

向（王雅玄，2007）來衡量並強化個

人的多元文化素養：一、理解不同族

群文化的能力；二、接受、同理與寬

容不同族群文化的能力；三、文化溝

通、文化分析與多元文化評量能力；

四、辨識族群差異與挑戰族群偏見的

能力；五、揉合文化觀與文化價值相

對觀；六、雙語或多語能力；七、塑

造多元文化環境的能力；八、文化親

合與文化信任能力。我們若能從這八

個方向努力，個人的多元文化素養必

可不斷的提升。 

(二) 營造校園多元文化環境 

由前述所歸納的研究結果可知，

在諸多不利於母方族群認同的社會環

境下，大多數新移民子女仍能同時認

同於父母雙方族群，實屬難能可貴的

現象，但仍有少數新移民子女的族群

身分認同是不確定的，代表其環境仍

然存有不利因素。有鑒於此，教師與

輔導人員可持續且積極的營造多元文

化的校園環境，以協助新移民子女之

族群認同發展。我們可先從檢視個人

是否存有對非主流族群之刻板印象與

偏見開始。陳莞茹（2012）提出幾個

自我檢視的線索：是否習慣私下將學

生命名分類（「我們班上那個印尼小

孩又…」）、是否盡量避免處理新移

民子女的事情（如消極處理學生間的

族群嘲弄）、是否在學習機會或表現

上給新移民子女差別期待或待遇（對

新移民子女的國語文要求較低）、是

否對新移民子女較沒有耐心、較容易

動怒（不自覺地用較大的音量處理新

移民子女的衝突事件）、以及是否覺

得教導新移民子女的國語文、歷史或

寫作較為浪費時間等。如果以上問題

的答案「是」多於「否」，即表示教

師與輔導人員或多或少對新移民家庭

也有刻板印象與偏見。當務之急便是

積極地透過閱讀與參加研習或工作

坊，藉以戒除個人的族群刻板印象或

偏見。 

教師與輔導人員還要更積極的在

課程教學或輔導歷程中，協助每一位

學生認識個人的雙族裔或多族裔背景

與其優勢，並鼓勵他們欣賞及培養多

元文化意識與能力（如雙語能力與多

元文化觀點等）。例如，可從體驗學習

著手，設計出可讓學生展現及體驗雙

族裔或多族裔優勢之系列學習課程或

體驗活動，讓每一位學生以正向的角

度重新認識不同族群與其文化的價值

與貢獻，進而欣然認同自己所屬的族

群、積極學習不同族群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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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學生之正向族群意識與認同 

由前述研究結果的整理亦可知，

族群身分認同與族群態度及自尊具有

連動關係。因此教師與輔導人員若能

積極地輔導適應不佳（如有負面自我

概念、低自尊或同儕關係不佳）的新

移民子女，協助他們發展出正向的族

群認同，對於學生的自尊亦有提昇的

效果。例如在教學或輔導活動中，融

入正向族群交流與多元文化價值議

題；或在晤談過程中，引導學生述說

並積極地聆聽其族群認同的經驗（如

尷尬的身分、不平等待遇、同儕的取

笑等），使其能獲得情緒上的支持，並

得以從不同的角度檢視自己的情境而

產生新的觀點等，讓學生有機會形成

正向族群意識與認同。 

兒童與青少年之族群認同乃持續

性動態歷程，允許個體透過新的、正

向的族群經驗而改變其族群認知。如

將每一次之輔導或諮商過程營造為正

向之族群交流與互動經驗，則每一位

參與者都可以在課程或活動中得到正

向之跨族群互動經驗，建立和諧的跨

族群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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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高風險學童的教育隱憂 
黃秋霞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整個社會結構的快速變遷，家庭

功能也隨之改變，雙薪家庭的普遍

性、老年化的趨勢、少子化的事實、

隔代教養的替代、離婚或單親的趨

升、甚至是高風險家庭（at-risk family）

的銳增。本文的高風險家庭意指：家

庭功能不彰、文化刺激不足、社經地

位不利、家暴凌虐、物質濫用等，直

接或間接會影響學童的人格、學習、

情緒或行為、人際或社交互動等發

展。上述種種的關鍵問題，已不再是

都會區的普遍現象，也漸蔓延至臺灣

各偏鄉地區；都會區的家庭或許在社

會支持系統與服務資源相較於偏鄉地

區能取得專業諮詢較便利、快速或多

元性。反觀，偏鄉地區的家庭或學童

常因地緣或交通等不便之故，是否能

如都會區家庭或學童能便利的就取得

所需要的資源、是否皆被社會公平正

義善待過、是否皆有過均衡的機會取

得應享有的教育權益？冀望若未來，

教育、社福或醫療等單位也能更周延

地顧及各偏鄉高風險家庭或學童的特

殊需求，減少城鄉差距的不對等關

係，提升偏鄉高風險家庭或青少年的

就業率，或許欲改造或提升臺灣 X 世

代與 Y 世代的可能性就更高些，以及

未來臺灣的全球競爭力即能更上一層

樓的可能性也會更多些。 

 

 

二、關鍵問題—教育隱憂 

根據筆者多年督導國小階段的特

教實習、多次親自執行補救教學的實

務經驗、甚至曾擔任永齡基金會偏鄉

課輔師培生的諮詢經驗中得知，國中

小階段因學習、情緒或行為、人際互

動有問題的學童，多數來自都會區家

庭功能不彰、偏鄉隔代教養、單親、

甚至是高風險家庭的學童等；其關鍵

問題—教育隱憂，究其主因皆來自家

庭因素。校園課堂中，教師們皆盡力

卯足了精力與心力，教導或輔導高風

險學童，其效果卻很有限，讓不少現

場教師或校方，常深感力不從心。必

要時，教師也會尋求相關單位而提供

額外的補救教學或輔導支持系統，以

解決諸如此類的教育隱憂。放學後，

不少高風險學童回到家時，長期以

來，學童處於無持續性的家庭支持功

能或重要家人監督協助之下，讓他們

常常獨自在家或遊蕩在外；若遭遇任

何問題時，卻又求助無門時，常會漠

視或擱置問題、甚至選擇逃避或自我

放棄…。久而久之，其學習、情緒或

行為的問題因延宕過久，因無從改善

舊問題，卻又衍生其他新問題。為此，

從事教鞭的筆者常反思高風險學童的

教育隱憂，多年來，雖學校的外加式

課後輔導或早自習補救教學或許能改

善學童現階段的學習困難，也或多或

少能減輕教學現場者的挫折感，卻無

法解決學童根深蒂固-家庭功能不彰的

問題。高風險家庭不僅會影響學童的

整體人格、情緒或行為、學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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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際互動關係的發展；此問題並

不僅是家長自身的職責，也是個體本

身、家庭成員、社會系統或國家運作

的職責所在；臺灣社會結構快速變遷

之下的衍生問題之一—高風險學童，

卻潛藏著 X 世代與 Y 世代在整體社會

結構與教育隱憂的拉鋸戰。 

根據內政部近年的調查結果顯

示：臺灣將近有十分之一的孩子是「浮

萍兒」，意即放學或放假時，他們會到

處遊蕩。因社會變遷與家庭結構的改

變，不少學童們雖有個家卻沒人從旁

陪伴、無家可歸，甚至於根本沒人陪

伴他們學習或成長；如此，他們常會

流連或遊蕩在外，並尋求能讓他們避

風港的場境；而坊間的公共休閒或遊

樂場所便成為他們的首選，24 小時不

打烊的便利商店、網咖、商場、賣場、

夜店、PUB 等，皆是許多無家可歸者、

問題青少年、流浪漢、浮萍兒會經常

停留之處；相較於家庭，那兒可能讓

他們較容易尋求可訴說心事、結交朋

友、休憩或打發時間的替代管道之

一。久而久之，他們極可能間接會沾

染不良習性，例如：曠課、翹課、翹

家、中輟、滋事、吸毒、結黨、加入

幫派等，讓自身漸陷入高風險的生活

環境中；此關鍵問題—教育隱憂，卻

隨之趨升，讓不少家長或教師們深感

無助與困擾。筆者認為家庭、學校或

社會教育功能，不僅是教導高風險者

避免犯錯，更重要的是教導他們，若

不幸犯了錯要如何去面對與解決問

題。若只把犯錯者隔離起來，甚至把

嚴重犯錯者關進監獄所，此乃一種較

負面的報復犯錯之道，並非治標治本

的因應之道；犯錯後，更重要的是後

續問題的解盲之道，家長、學校、社

會或國家要如何讓那些曾犯了錯也改

了過的高風險者，有一絲機會能再正

常回歸家庭、學校或社會裡。 

財團法人「永齡慈善」教育基金

會的永齡希望小學培訓很多大專院校

的課後輔導老師至臺灣各偏鄉，進行

課後輔導工作，著實嘉惠了不少學習

落後的學童。其次，根據 2010 年，財

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簡稱基

督教救助協會）與 KIEHL'S 廠商共同

發起「浮萍兒 30 圓愛」勸募行動，旨

在協助弱貧、單親、隔代教養、身心

障礙者、外籍配偶、環境或社經地位

不利的家庭與學童，以提供他們免費

課業輔導、品格教育與全人關懷的課

後陪讀班（2010/12/12 取自 KIEHL'S，

http://www.kiehls.com.tw/index.htm）。

該協會（2016）提及自 2004 年起，12

年來，已資助了約兩萬六千多人次的

弱勢家庭兒童免費上陪讀班；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預計持續資助 221

班 2,860 名 （國小 170 班 2,350 名 與 國

中 51 班 510 名）、多元才藝班 75 班

（ http://www.ccra.org.tw/weakchild/ind

ex.aspx，2016/05/12）。 

整體而言，基督教救助協會協助

了不少弱勢家庭兒童的課後學習缺憾，

也點亮了他們的學習之光。該協會不

僅提供了「弱勢家庭－兒童課後陪讀

計劃」，免費參加課業輔導、品格教

育、才藝課程與家庭關懷，不僅讓其

身心靈得到關心與照顧外，也讓其家

長能較無後顧之憂，得以安心工作，

並努力改善家庭經濟與生活品質。

http://www.ccra.org.tw/weakchild/index.aspx，2016/05/12
http://www.ccra.org.tw/weakchild/index.aspx，2016/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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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快速變遷之故，現代的「浮

萍兒-高風險兒童」比以前的「鑰匙兒」，

可能會面臨更多更複雜的環境誘惑，

並承受更多更高風險的嚴峻挑戰。以

社會學、特殊教育或經濟學的觀點來

看，高風險家庭或學童，不再僅侷限

是文化刺激不足、社經地位不利者而

言，而社經地位高卻缺乏良好親子溝

通者、外籍新移民、單親、隔代教養

等，皆是現今臺灣社會與家庭結構可

能潛藏的教育隱憂與社會問題的根源

所在。 

現代高風險學童的家長，為了替

代自己忙碌而無法直接課後教育子女

的遺憾或內疚感，常常被迫將子女送

至課後補習教育，雖然立意良善，卻

同時剝奪了子女選擇應有的學習模式

與教育型態。中產階級或高風險弱勢

家長們，可能因過度忙於打拼生計或

家庭功能不彰等因素，無暇扮演好教

養（教育）的角色，便無奈地將學童

送到良莠不齊的安親班或才藝班等接

受課後輔導，以替代家長本應盡的教

育或輔導功能。若家長因過度望子成

龍與望女成鳳，卻極度放心但大意地

授權給體制外良莠不齊的課後補習業

者，以便利性來替代家長應教育子女

的職責，可能會衍生不少的問題，例

如：親職互動的疏離感、衝突感或挫

折感。時有良莠不齊的補教業者，以

惡言責罵、體罰、不當手段來鞭策或

教育學童，因而間接造成學童身心靈

的折磨或創傷；近年來，諸如此類的

社會事件，皆由學童或家長主動揭發、

投訴於相關單位，媒體接獲消息，並

將事件曝光後，政府才勉強前往調查

現狀，才發覺課後補教業裡存在著不

少問題。 

三、解盲與因應之道 

高風險學童的教育隱憂，主要的

盲點可能來自家庭教育的問題，筆者

認為急迫性的解盲與因應之道，家長

需多花些心力與時間在孩童身上，盡

可能抽空來陪伴孩童學習與成長。有

句名言：「任何成功都彌補不了家庭的

失敗」—失敗的家庭常常是製造問題

的地方，成功的家庭是解決問題的地

方；失敗的家庭是「家」對於子女來

說，卻像是客棧旅館或毫無溫情的龍

潭虎穴；成功的家對於子女來說，應

是心靈的城堡、安身立命的避風港。

Ginott（1961）提及家庭教育的重要影

響是不容忽視的，他說：「…孩子若生

活於安全中，他學會自信；孩子若生

活於敵意中，他學會對抗；孩子若生

活於接納中，他學會關愛；孩子若生

活於恐懼中，他學會憂慮；孩子若生

活於嫉妒中，他學會有罪惡感；孩子

若活生活於友善中，他會知道所住的

這個世界是個美好的方。」（引自何華

國，2013，p.95）。隨著世界潮流與趨

勢使然，臺灣的社會結構與家庭型態

已由早期農業社會的大家庭至工商社

會的小家庭、單親家庭或重組家庭；

家庭所提供不再如昔般是單一而是多

元性的家庭功能型態。何華國（2013）

提及家庭功能型態，包括：（1）經濟

的功能、（2）健康保育的功能、（3）

休閒的功能、（4）社會化的功能、（5）

自我認定的功能、（6）情意的功能、（7）

輔導的功能、（8）教育的功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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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職業的功能；而不同的家庭型態，

其家庭功能也會有所不同的。由上可

知，家庭對子女的重要與必要性；家

庭功能的良莠與家長參或親職教育投

入的時間與心力多寡是有相對的關連

性。 

何華國（2013）認為親職教育的

推動可透過以下數種管道，以降低問

題家長與問題學童的產生：（1）親職

教育書刊的推介、出版與贈閱家長會；

（2）結合各家長的力量，共同參與，

使家長會的角色功能，化消極為積極，

轉被動為主動；（3）家庭通訊：協助

教師接納家長在家庭通訊上的反應，

進而面對事實與處理問題；（4）家庭

訪視與家庭諮商，協助教師瞭解學生

家庭的權力結構、運作通則、溝通方

式、價值與目標、家庭成員需求的滿

足，以及角色結構等，以利學童問題

的防制；（5）家長參觀教學日：宜採

綜合性質與型態舉辦等。 

除了上述幾種方式以降低高風險

家庭與學童之外，因應現代科技的進

步，筆者建議下列因應方式：（1）email、 

MSN、噗浪（Plurk）、Facebook 或 LINE

等溝通社群網，彼此定期相互溝通與

討論各自子女教養、家庭教育策略、

分享溝通與解決問題的經驗等。必要

時，也可擇期面對面的討論與分享子

女教養的過渡期與成功經驗；或許這

樣能更有效、具體直接協助高風險家

長或學童的種種潛藏隱憂。（2）學校

透過全體學生，轉知各家長收聽相關

的教育電臺或電視節目的『空中張老

師』、觀看「爸媽炯很大」、「愛的萬物

論」等親職或兩性教育節目。（3）主

動參與學校課後補救教學、運動會、

母姐會、邀請家長及師生餐敘、家長

聯誼會、後援會、媽媽導護團、親子

營、親師愛心專線、家長義工、退休

教師等機制尋求協助。（4）善用社區

或社會資源：媽媽教室、一般大樓管

理集會、社區活動、里民大會、社區

大學提供親職教育課程、佛教團體、

基督宗教團體、愛心媽媽或義工等。（5）

尋求家庭諮商或團體治療等。（6）其

他方式：善用各縣市局的教育或社會

局，甚至是各師範或教育大學的特教

中心的諮詢專線等電話諮詢。 

除了家庭功能的努力改善後，若

政府也能從旁設有支持系統來協助家

庭功能不彰的話，臺灣教育的隱憂可

能會逐漸減少的。若未來政府能立法

設置既有專業性、制度性與合法性的

課後多元性質的公私立教育機構，教

育機構所提供的教育訓練，並非僅是

學業的補習，仍涵蓋例如：技藝性（樂

器、歌唱、廚藝、棋藝、烘培、調酒、

美容、美髮）等，藉以補強家庭功能

不彰的缺憾、監督課後教育的正常營

運、嘉惠更多的高風險學童。另外，

政府若能定期派員稽查課後教育機構

的經營模式、教學品質的優劣、適切

性的輔導策略或合理的收費等；即可

能即早落實多 元學習的教育美意。 

四、結語 

隨著五都選舉的落幕，筆者不禁

更憂心未來整個臺灣社會結構與家庭

功能等相關問題，例如：貧富差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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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會更懸殊？教育或社會資源是否能

均衡統籌分配？吾人，除了思索如何

遏止社會與家庭結構的少子化或老年

化之外；也思索如何讓外籍配偶在臺

能對子女產生最大的教育功能、政府

能提供妥善社會福利與教育的育嬰配

套政策、鼓勵結婚與提高生育率、教

育當局能提升教師對教育的熱忱、家

長能調整對孩童的教養觀念等。若能

將高風險家庭與學童的教育隱憂，視

為我們整個國家與社會進步發展的重

要議題，亦能持續鼓勵高風險家庭與

學童願意參與上述所提及的多元溝通

管道，讓他們能選擇以符合其家庭型

態與家庭功能的需求。凡事只要有心

參與、就有機會改變、有機會改變就

有希望、有希望就能享有更好的生活

品質的可能性！若家長能誠實面對問

題、接受問題、解決問題，孩童就更

能有機會改善困境且爭取更有品質的

人生了。 

政府更須重視教育或社會資源的

均衡統籌分配、遏制或懲戒坊間變相

的安親班或不法補習班業者、落實公

辦民營的互助教育產業、鼓勵書商或

民間團體踴躍贈書，讓閱讀習慣深植

於弱勢偏鄉地區的高風險學童、降低

公立學校的班級人數為 18-20 人的小

班制。若現行的班級人數能再調整至

更小班制，除了能解決多年以來滿街

為患流浪教師的問題；亦可讓教師們

能更用心教育所有的學童，也有足夠

心力以協助班級裡高風險學童的問

題。必要時，各縣市政府能立案與鼓

勵退休教育者、各大專院校師培生，

並踴躍參與義工、志工、陪讀或認輔

制度，從旁協助校方或教師即時處理

校園裡的高風險學童的相關問題。

故，想更落實協助高風險家庭或學童

的相關問題，教育機構須能多加強學

校（含偏遠地區）在親職教育宣導的

實質性，政府機構須能挹注經費於偏

遠地區家長的職業再造機會，高風險

學童本身須能投注時間與心力於學習

與專業技能，改變臺灣社會與教育隱

憂即指日可待。 

筆者深信臺灣一直是個美麗的寶

島，有著最美最善最真的人心，多年

來，有著不人肯心甘情願、無怨無悔

地參與民間各慈善團體、宗教團體或

企業團體等，默默深耕著於教育、文

化、藝術、產業等，造就無限的希望

工程，無形中可解決了不少高風險的

教育隱憂與社會問題；更能點亮那些

被忽略、遺忘、甚至尚未被發現高風

險家庭或學童心中的希望，讓他們也

有機會，點燃希望、大膽嘗試、振翼

高飛、實踐夢想、再造社會、回饋社

會！ 

參考文獻 

 何華國（2013）。特殊兒童親職教

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03/14 （2

版 4刷）， ISBN：978-957-11-3490-1。 

 財團法人「永齡慈善」教育基金

會。www.yonglin.org.tw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2010）。「給夢一雙翅膀-2010弱勢家

庭兒童課後陪讀計畫」。2010/12/12取

自 KIEHL'S, 

http://www.kiehls.com.tw/index.htm

https://foundation.moe.edu.tw/files/www.yonglin.org.tw
http://www.kiehls.com.tw/index.htm）。根據基督教救助協會（2010
http://www.kiehls.com.tw/index.htm）。根據基督教救助協會（2010
http://www.kiehls.com.tw/index.htm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184-189 

 

自由評論 

 

第 189 頁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2016）。弱勢家庭兒童課後陪讀計

畫 。 2016/05/12 取 自

http://www.ccra.org.tw/weakchild/index.

aspx 

 Ginott, H. G. （1961） . Group 

psychotherapy with children. New York, 

McGraw Hall.  

 

http://www.kiehls.com.tw/index.htm）。根據基督教救助協會（2010
http://www.kiehls.com.tw/index.htm）。根據基督教救助協會（2010
http://www.ccra.org.tw/weakchild/index.aspx
http://www.ccra.org.tw/weakchild/index.aspx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190-194 自由評論 

第 190 頁 

一個教育工作者眼中之「課綱微調」 
陳美璊 

國立宜蘭高中輔導主任 

 

一、前言 

教育部去年（2014）十二年國教

課綱微調，8 月 1 日正式上路。在高中

歷史、公民部分因會議資訊未公開，

加上部分內容，尤其是高中歷史課綱

引發爭議，導致部分社團及高中生抗

議。104 年 7 月 23 日學生因不滿教育

部回應跳針與緩慢，深夜闖入教育部

部長辦公室。共有 33 名成員遭警方逮

捕，到底「課綱」微調發生什麼事？

讓課綱爭議延燒近 2 年，越演越烈？ 

二、何謂「課綱」？修訂程序為

何？ 

「課綱」完整名稱為「課程綱

要」，下至幼稚園，上至博士班，都會

有「課綱」，而國民教育的「課綱」就

是由教育部訂定。原則上，「課綱」影

響學校及老師（用以規劃、實施上課

內容）、教科用書出版業者（用來編輯

學生課本的依據）、學生，也因此，此

非個人之事，而是眾人之事。 

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我國課綱

修訂採三階段程序：國家教育研究院

提草案—>國教院課發會、教育部課審

會審查—>國教院負責教科書審定。 

三、高中課綱微調之四大爭議 

(一) 課綱制定程序 

 

教育部當初因錯字勘誤等原因為

由成立 10 人「檢核小組」，卻發動臨

時動議，針對高中國文與社會科課綱

進行「微調」，並在兩個月後定案，且

沒有公布小組出席名單及會議記錄。

遭反對者質疑黑箱作業，臺灣人權促

進會及教團等狀告行政法院，教育部

敗訴。 

教育部表示課綱研議、修訂及審

議均符合程序，依據與過程均合法有

效，且經監察院調查肯認其程序及內

容並無不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

決，是要求教育部公開課綱審議委員

的名單，並未觸及任何關於課綱的實

質內容，也就是未指微調的課綱內容

有問題。 

(二) 課綱委員組成背景 

反對者質疑，課綱檢核小組成員

中包括檢核小組總召集人王曉波，為

現任「中國統一聯盟」副主席，現任

「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等人

充滿統派色彩，成員沒有「臺灣史」

及「原住民族」的專業學者。 

國教院則澄清，課程綱要研修小

組於組成時，必須考量課程研發機構

代表或課程發展研究會及其相關委員

會、學者專家、中小學學校教育人員

及社會團體等代表眾多不同的代表，

參與成員均具有其專業及多元背景，

未來也將有公聽會等程序，無黑箱運

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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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綱修改內容 

引起此次課綱爭議的是高中歷史

的臺灣史部分，國教院公布新舊課綱

17 項差異如下： 

表 1 

高中台灣史課綱到底調了哪些？ 

 

資料來源：國教院 

製圖：yahoo 奇摩新聞 

(四) 其他修改內容爭議： 

1. 「我國」最高峰竟改成喜馬拉雅

山，不再是玉山？ 

       教育部澄清，課綱在國中社會

科對喜馬拉雅山的描述為「喜馬拉

雅山平均高度在 8000 公尺以上，

為世界最高的山脈」；對玉山的描

述則是「玉山山脈的主峰高達 3952

公尺，是臺灣最高峰。」課綱未出

現「我國最高峰是喜馬拉雅山」，

臺灣最高峰還是玉山。 

2. 「二二八事件」遭刪除？ 

教育部澄清：「二二八事件」在新課綱

中不但沒刪除，反而由「說明」欄的

舉例，提高到「重點」的欄位，詳述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與影

響，表示對此歷史事件在當代臺灣歷

史發展進程之重視。 

(五) 調整比例計算方式 

臺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以字數計

算，指此次課綱調整比例高達 60%。

對此，教育部表示計算順序、用字方

法不客觀，這次課綱只調整 23％，真

的只是微調。 

四、高中歷史課綱爭執什麼？ 

表 2 

高中歷史課綱爭執什麼？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大歷史系教授周婉

窈、陳翠蓮(取自聯合報) 

製表：林秀姿 

十二年國教目標是「成就每一個

孩子──適才揚性、終身學習」。現有

課程如何銜接？未來課程如何設計？

是成敗關鍵之一。國家教育研究院研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https://s.yimg.com/os/publish-images/news/2015-07-30/e42a3e20-3652-11e5-b39d-3345cd95a6ba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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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打算調降高

中部分科目的必修學分，引發各界反

彈聲浪。 

成大理學院長柯文峰發動連署，

反對減少數學必修學分；詩人余光

中、搶救國文聯盟也痛批，調降國語

文必修時數，會讓學生語文能力更低

落。為何國、英、數這三科必修學分

減少，會引起這麼的爭議？為何有人

批評不減少必修科目，卻降低必修時

數，是陷入「科科等值」的迷思？ 

表 3 

十二年國教 減國、英、數時數？ 

 

資料來源：NGO 觀點(104.05.22) 

國教院強調，國、英、數三科最

低修習學分數不變，只是減少必修、

增加選修，兼顧基礎學習和適性學習

的需要。同時能讓學校彈性設計課

程，各自發展學校特色。立意雖好，

但如何做才能落實？配套在哪裡？目

前教室數量、設備、經費都足夠嗎？

選修課的師資在那裡？老師需要在職

進修嗎？ 

五、一個教育工作者的看見與省

思 

30 年來，高中課綱主要變動有六

次，103 微調課綱是這次引發爭議的課

綱。2014 年初，教育部針對高中國文

與社會科課綱「微調」，竟是經十二年

國教小組表決後直接公布施行。之後

因不合程序，2015 年 2 月 12 日遭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敗訴，教育部

長吳思華卻表示：是資訊公開的程序

敗訴，未觸及任何課綱實質內容，所

以 8 月課綱會繼續上路。 

筆者任職學校有名高三同學參與

此次課綱抗議行動；而教育部緊急於 7

月份北、中、南、東召開會議，試圖

彌平各界爭議。在本校場次，只見一

開始即有大學生情緒高漲、大撒冥

紙，這些情緒與對立應如何才能平

息？身為教育工作者，透過對此事件

瞭解，有了這樣的看見與省思： 

(一) 缺乏互信與溝通機制 

在決定調動課綱前，應先確認十

人檢核小組當初成立之目的與功能，

原是勘誤錯字，何以後來卻演變成調

動課綱？在這樣的變動中，實在讓人

對此作為無法諒解，最大的問題在程

序粗糙、資訊不夠公開、透明，鴨霸

強行實施的結果，不僅讓人感覺不被

尊重，同時也毀壞了彼此信任與溝通

對話的機制。因此，後續即見兩方各

執一詞，對於微調或高比例調整也有

極大出入，顯見彼此信任度不足，確

實也憑添溝通與對話的困難。 

(二) 訴求與回應 

104 年 4 月 20 日各地部分高中老

師、大學教授、教育團體、家長團體

組成「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5 月起

陸續有各校高中生加入行列提出三大

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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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撤回黑箱反專業的「微調」課綱。 

2. 立即公開課綱「微調」與制定中的

十二年國教領綱相關資訊。 

3. 建立課綱審定的公共參與程序。 

而教育部宣布對於課綱微調的三

項處理原則為： 

1. 新舊教科書並行，尊重教師專業自

主選書權。 

2. 新舊教科書有爭議的部分，不列入

大學入學考試命題。 

3. 即刻啟動課綱檢討程序，同步推動

大家一起寫教材計畫。 

上述不難見出反課綱團體強烈希

望程序透明、公開化，然而教育部的

回應中，僅有第三點回應了共同參與

的訴求，第二點則有著升學考試引導

課綱、本末倒置之嫌，當考試繼續領

導教學的思維不變，教改怎麼改也都

只是空談。另外，就教育部第一點回

應可見出：教育部賦予教師表面看來

更大空間，實則是具更大挑戰，教師

的角度、態度、價值、看法，再再影

響未來學子知識獲得，但也不禁令人

憂心：教師真的會教嗎？教師真能價

值中立嗎？在部份教師情緒高漲或有

濃厚個人意識的同時，我們教育出來

的學生，能客觀看待歷史、甚或生活

中的事物嗎？ 

(三) 何謂史實？潛藏於教育現場的是

對史實的堅持？抑或是政治議題 

歷史有角度、價值問題，各方看

法不同，特別臺灣有其獨特歷史背景

及國家認同問題，究意何謂史實？確

實有許多不同看法與聲音。回想過去

學習歷史的過程，大都是透過課本傳

遞知識，老師口中說的歷史故事，究

竟是課本選材角度的真實？或是教師

詮釋後的真實？或許，正如龍應臺《大

江大海 1949》中所表述：「我沒辦法給

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沒有人知道全

貌。而且，那麼大的國土、那麼複雜

的歷史、那麼分化的詮釋、那麼撲朔

迷離的真相和快速流失無法復原的記

憶，我很懷疑什麼叫『全貌』……」

（2009：146），「所以我只能給你一個

『以偏概全』的歷史印象。我所知道

的、記得的、發現的、感受的，都只

能是非常個人的承受，也是絕對個人

的傳輸。」（2009：174）。 

歷史、價值體系的教授均是不易

之事，當然課綱影響教科書的撰寫，

確實不容忽視，也因此，課綱的訂定

若無廣納各方聲音，藉由多次討論、

凝聚共識，很難不會有爭議，在目前

臺灣的處境，究竟立場鮮明是好？或

不好？或許，也沒有人有標準答案。

只是，從事教育工作者，必須時時提

醒自己，切勿陷入政治霸凌教育的危

機中。 

(四) 各科本位主義爭議 

數學科或國文科領域皆認為時數

太少，各科陷入本位主義之爭，或許

不妨回頭檢討各領域的教學問題，到

底哪一科需要多少時數？要教什麼內

容？不見學者或研究機構有任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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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導致時數的多寡成為眾領域搶食

的對象；實際上學生、家長重視「如

何入學」遠超過「如何學」，何以歐美

教育能早早放學，而臺灣在課堂時數

長，或許也值得深思！  

(五) 公民教育成功或失敗？ 

在課綱事件的抗議與衝揰中，正

向思考：教育提供給學生更多的看見

與勇氣，能站出來勇敢表達自己的訴

求；然而，也不免讓人想：我們的教

育出了什麼問題？為何教出一群如此

情緒失控的學子？我們能否學習以更

平和的手段與方式，達到相同的訴

求？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著實應

該好好想想：我們要教出什麼樣的未

來社會公民？公民教育的成功與失

敗，或許答案即在其中，良好的公民

素養課程，是每個人均需具備的核心

能力。 

(六) 民智已開，應傾聽多元聲音 

張文軍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不

再有明確的界限但有靈活多變界限的

後現代世界中。這是一個理性處於危

機之中的時代，但也是一個可以建構

其他思想觀念的時代」（1998：146）。 

在多元思想發展的今日，看似豐

富價值體系，但也充滿挑戰！身為教

育工作者，思想脈絡與哲學背景皆深

深影響教育作為、教學實施，故，時

時提醒自己：究竟在施作什麼樣的教

育複製？抑或在此過程中，我們於教

學情境、學生互動過程中，也在檢視

自己的存有與價值？能否多傾聽多元

聲音？能否有不同的改變與產出？確

實值得細細品味與省思！ 

參考文獻 

 課綱微調吵什麼？看完就搞懂。

yahoo 新 聞 （ 2015.08.03 ）

https://tw.news.yahoo.com/%E8%AA%

B2%E7%B6%B1%E5%BE%AE%E8%

AA%BF%E5%90%B5%E4%BB%80%

E9%BA%BC%EF%BC%9F%E7%9C%

8B%E5%AE%8C%E5%B0%B1%E6%

90%9E%E6%87%82-060206824.html 

 整理包／課綱微調爭議 到底在

吵 什 麼 ？ （ 2015.07.24 ）

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7491/

1076685-%E6%95%B4%E7%90%86%

E5%8C%85%EF%BC%8F%E8%AA%

B2%E7%B6%B1%E5%BE%AE%E8%

AA%BF%E7%88%AD%E8%AD%B0-

%E5%88%B0%E5%BA%95%E5%9C

%A8%E5%90%B5%E4%BB%80%E9

%BA%BC%EF%BC%9F 

 適性揚才？弱化國力？國教新課

綱 惹 爭 議 （ 2015.05.22 首 播 ）

http://ngoview.pts.org.tw/2014/05/blog-

post_20.html 

 龍應臺（2009）。大江大海1949。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張文軍（1998）後現代教育學思

潮。後現代教育學，臺北揚智，頁

117-147。

 

https://tw.news.yahoo.com/%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5%90%B5%E4%BB%80%E9%BA%BC%EF%BC%9F%E7%9C%8B%E5%AE%8C%E5%B0%B1%E6%90%9E%E6%87%82-06020682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5%90%B5%E4%BB%80%E9%BA%BC%EF%BC%9F%E7%9C%8B%E5%AE%8C%E5%B0%B1%E6%90%9E%E6%87%82-06020682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5%90%B5%E4%BB%80%E9%BA%BC%EF%BC%9F%E7%9C%8B%E5%AE%8C%E5%B0%B1%E6%90%9E%E6%87%82-06020682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5%90%B5%E4%BB%80%E9%BA%BC%EF%BC%9F%E7%9C%8B%E5%AE%8C%E5%B0%B1%E6%90%9E%E6%87%82-06020682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5%90%B5%E4%BB%80%E9%BA%BC%EF%BC%9F%E7%9C%8B%E5%AE%8C%E5%B0%B1%E6%90%9E%E6%87%82-06020682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5%90%B5%E4%BB%80%E9%BA%BC%EF%BC%9F%E7%9C%8B%E5%AE%8C%E5%B0%B1%E6%90%9E%E6%87%82-060206824.html
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7491/1076685-%E6%95%B4%E7%90%86%E5%8C%85%EF%BC%8F%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7%88%AD%E8%AD%B0-%E5%88%B0%E5%BA%95%E5%9C%A8%E5%90%B5%E4%BB%80%E9%BA%BC%EF%BC%9F
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7491/1076685-%E6%95%B4%E7%90%86%E5%8C%85%EF%BC%8F%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7%88%AD%E8%AD%B0-%E5%88%B0%E5%BA%95%E5%9C%A8%E5%90%B5%E4%BB%80%E9%BA%BC%EF%BC%9F
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7491/1076685-%E6%95%B4%E7%90%86%E5%8C%85%EF%BC%8F%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7%88%AD%E8%AD%B0-%E5%88%B0%E5%BA%95%E5%9C%A8%E5%90%B5%E4%BB%80%E9%BA%BC%EF%BC%9F
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7491/1076685-%E6%95%B4%E7%90%86%E5%8C%85%EF%BC%8F%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7%88%AD%E8%AD%B0-%E5%88%B0%E5%BA%95%E5%9C%A8%E5%90%B5%E4%BB%80%E9%BA%BC%EF%BC%9F
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7491/1076685-%E6%95%B4%E7%90%86%E5%8C%85%EF%BC%8F%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7%88%AD%E8%AD%B0-%E5%88%B0%E5%BA%95%E5%9C%A8%E5%90%B5%E4%BB%80%E9%BA%BC%EF%BC%9F
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7491/1076685-%E6%95%B4%E7%90%86%E5%8C%85%EF%BC%8F%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7%88%AD%E8%AD%B0-%E5%88%B0%E5%BA%95%E5%9C%A8%E5%90%B5%E4%BB%80%E9%BA%BC%EF%BC%9F
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7491/1076685-%E6%95%B4%E7%90%86%E5%8C%85%EF%BC%8F%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7%88%AD%E8%AD%B0-%E5%88%B0%E5%BA%95%E5%9C%A8%E5%90%B5%E4%BB%80%E9%BA%BC%EF%BC%9F
http://theme.udn.com/theme/story/7491/1076685-%E6%95%B4%E7%90%86%E5%8C%85%EF%BC%8F%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7%88%AD%E8%AD%B0-%E5%88%B0%E5%BA%95%E5%9C%A8%E5%90%B5%E4%BB%80%E9%BA%BC%EF%BC%9F
http://ngoview.pts.org.tw/2014/05/blog-post_20.html
http://ngoview.pts.org.tw/2014/05/blog-post_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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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杜威進步教育下的兒童中心思想 
李雯琪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是二十世紀以來民

主教育的領航者，更是教育哲學界最

閃爍的巨星（林玉体，2011）。杜威曾

說「哲學是教育的指導原理，教育是

哲學的實驗室」，而他個人更是身體力

行的行動家，致力於將實用主義應用

到教育理論上，構築成杜威實用主義

的教育哲學體系（許佳琪，2011），其

追隨進步教育之父派克（ Francis 

Wayland Parker, 1837-1902）的腳步，

繼其 1876 年於昆西主持實驗學校後，

杜威也與夫人進行為期八年的芝加哥

實驗學校計畫，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可以說是杜威實用主義在教

育上的應用。 

杜威的教育哲學是以經驗為基

礎、以科學為方法、以民主為目標，

在引領個體知識與道德成長的同時，

也促進社會發展，其以民主為終極關

懷的特殊立場，幾乎貫穿了杜威一生

所有的教育論述（李玉馨，2010）。陳

津峰（2011）將杜威與美國進步主義

教育運動概略分為兒童中心主義與社

會中心主義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強調

以兒童為中心，注重其興趣、自由與

強調兒童的主導權等。後期則強調兒

童為有機體，教育需重視其與週遭環

境互動的作用，並以學校即小型社會

的觀點，讓兒童在學校中學習社會中

所需的民主精神。 

本文試理出杜威進步教育下的兒

童中心思想，先以 Cremin（1959）發

表的  《杜威與進步教育運動，

1915-1952 》（ John Dewey and the 

Progressive-Education Movement, 

1915-1952）為架構，按時間描述杜威

與進步教育運動的關係，接著，整理

出杜威進步教育下的兒童中心思想，

最後指出其對我國當前教育的啟示。 

二、杜威與進步教育運動的關係

─以 Cremin（1959）文本為

架構 

Cremin 在 1959 年發表的《杜威與

進步教育運動，1915-1952》中，以杜

威本人與進步教育運動的關係為架

構，一路描述杜威本人與美國進步教

育運動的紛紛擾擾與若即若離，並呈

現出杜威對進步教育之「愛之深與責

之切」。該文試從另一種角度呈現出杜

威教育哲學與進步教育運動哲學思潮

的異與同，本文試以 Cremin（1959）

文章為架構，描述杜威與進步教育運

動的關係，以進步教育運動發展為

經，杜威對其批評與看法為緯，試圖

交織出更清楚完整的杜威進步教育思

想。 

(一) 《 明 日 的 學 校 》（ Schools of  

To-Morrow）出刊時期：杜威身為

進步教育的觀察者 

杜威於 1915 年與其女兒 Evelyn

合著的《明日的學校》一書，從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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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十年內即十四刷便可推論其在當

時熱門的程度，也因為此書更加奠定

杜威是進步教育代言人的形象。

Cremin（1959）描述該書不是對「新

教育」（new education）的教科書或教

條式的闡述，它被設計來「展示出當

學校將這種理念放入實踐時真實發生

的事情，每間學校都以它自己的方式

發生，有些理論甚至被指出為自柏拉

圖以來最偉大的」。 

杜威在該書中以敏覺的「觀察者」

角色，並以類似記者報導文學的方式

將一所所進行進步教育實驗學校的狀

況描述出來，在每一個例子中，當中

所引導的教育理論被提出，而理論當

中的教學技巧也被描述出來，杜威在

此書中的企圖乃在「說明」，而非「讚

賞」或「批評」。 

《明日的學校》內容充滿了對體

能教育、自然研究、手工、工業訓練

以及無可計數的「社會化活動」的生

動描述。裡面有許多令人興奮的談

論，有關於給孩子更多的自由、對個

體生長與發展給予更多的注意、教育

與生活間的新連結、更有意義的學校

課程、文化與學習的大量民主化，還

有對進步教育運動傳達鉅大的信心與

樂觀。 

(二) 《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出刊時期：杜威身為

進步教育的改革者 

杜威於 1916 年出版的大作《民主

與教育》將維持四分之一世紀的教育

反對與改革的聲浪推進一個完整的理

論， 杜威指出該書的用意在陳述民主

社會的基本理念以及將此等理念應用

在教育問題的探討上。杜威詳細地闡

述其對教育的工具性的說明，因為他

堅信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之能否具體

地實現，實有賴於良好的教育實施，

杜威是將民主視為目的，而將教育視

為手段（國立編譯館，2000）。 

杜威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而參與是最直接的學習策略；民主社

會中的學校正扮演著民主教育的重責

大任，學校是一個社會環境，也是民

主社會的雛型，它提供給每一個新社

會的成員較為寬廣的生活空間（林玉

体，2011）。而杜威更一一批判傳統教

育思想的得失，認為以往高度影響力

的學說都有其一偏的價值，卻未必代

表全部的眞理。另外杜威也將思想史

上對立的學說一一加以調和，其中主

張民主教育理念絕不堅持「成人至上」

說，也不主張「兒童中心」論（林玉

体，2011）。 

(三) 《 兒 童 中 心 學 校 》（ The 

Child-Centered School ）出刊時

期：杜威身為進步教育的批評者 

1928 年拉克（Harold Rugg）與叔

梅卡（Ann Shumaker）出版《兒童中

心學校》將進步教育推往一個「兒童

中心」的定位，該書指陳新學校是將

學習本體組織在學習主體的學童之意

圖周圍，而傳統學校則將學習本體組

織在指導學生之教師之意圖的周圍

（陳津峰，2011，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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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min（1959）指出該書企圖描

寫約十年前《明日的學校》所指的運

動浪潮。它的內容充滿教育實驗，包

括強調教育信心的新文章，主題如：

自由、兒童興趣、兒童主導權、創造

性的自我表達與人格發展。 

此時的杜威從原先的觀察者、改

革者，一躍成為「批評者」的角色，

他在 1926 年於文章中以嚴厲的筆觸表

達對進步學校缺乏成人引導的不同

意。「這樣的方法」，他觀察「眞的是

很愚蠢。他企圖達到不可能，這樣總

是愚蠢的；並且誤解了獨立思考的條

件」。他勸告「自由」不是一出生就會，

也不是在沒計畫下就會產生。它是一

種必須被達到，在與有經驗教師系統

性的共同合作中產出的，並且也是在

自己的常規中建立出的知識。杜威並

堅持孩子並不懂得何謂最好。 

杜威再一次的點出進步教育或新

教育乃是因為對過去傳統教學以教師

為中心的反動，目的在期望透過做中

學來提升學生興趣，並促進兒童身心

發展。卻不是走向兩極的另一端，完

全兒童自主、沒有教材。如同林玉体

（2011）提到的，杜威是位調和各派

學說的人，而兩極不是兩個孤立的

點，卻是連續不斷的演化程序，為求

方便說明的暫用名詞而已。 

(四) 《教育邊疆》（The Educational 

Frontier）時期：杜威身為進步教

育的擁護者 

1933 年杜威與學生 John L. Childs

合著的《教育邊疆》又讓杜威再度回

到進步教育浪潮的前端，他指出將教

育計畫構想為一個最廣泛的範圍，一

個是「與需求和問題有限定關聯的，

那些表明與分割我們是這個世代一部

分的國內的、經濟的、政治的生活。」

如同他一開始表明的教育觀點，他的

要義是希望學校更貼近生活，希望社

會人士可以了解它，在社會中的一份

子能明智的生活，並且改變它讓大家

可以適應對更好生活的觀點。 

這時期的杜威將進步教育從兒童

中心轉而帶至社會中心，也就是以更

宏觀的角度，將學校看成是社會中的

一部分，將教育的力量看成是造成社

會改變的一股正向力量。他假設社會

要改革必然從學校的改革開始，唯有

學校開始改革，才能對學童思想有所

影響，將來這些未來的主人翁進入社

會後，社會才能有徹底改革的希望。 

此時的杜威轉身一變成為進步教

育的擁護者，此時期的他有更大的願

望，從起初將實用主義帶入教育現場

成為進步教育的風潮後，他更進一步

認為透過教育的改變才能對社會改革

有所幫助，他的實用主義又再度從教

育現場回到整個社會架構中。而教育

現場的改革目標不再只著重於對傳統

教育教師中心的反動，更要擴展視野

從整個教育內容結合社會改革開始做

起。 

(五) 《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時期：杜威身為進步

教育的回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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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38 年出版的《經驗與教育》

是他整理過去二十年來對他教育觀點

批判、扭曲、誤解的各層面，重新加

以論述（Cremin, 1959）。雖然分量單

薄，全書僅 116 頁，然而對糾正進步

主義教育之偏差與澄清、修正進步主

義中的重要概念，卻相當重要。 

杜威指出進步教育與傳統教育不

同的是反對其教師權威的教育，但適

度的教師權威還是需要的，另外，他

也在第七章進步的教材組織中提出有

結構的教材還是需要的，只是教材需

立基於學習者先前的經驗，教師需扮

演敏覺者的角色，從教學中發現學生

的潛能與優勢，找出其類似經驗作為

連結新課程的教材，也因此他主張教

與學乃經驗不斷重組的過程（Dewey, 

1938, p.87）。 

關於進步主義對學生興趣重視的

部分，杜威亦在書中指出教師需重視

學 生 的 衝 動 （ impulse ） 與 欲 望

（desire），作為其學習的動機，給與學

生的自由乃是理智的自由（freedom of 

intelligence），提供的經驗乃是建基於

繼 續 性 （ continuity ） 與 互 動 性

（interaction）兩大規準。 

三、杜威進步教育下的兒童中心 

由 Cremin（1959）文中所描述的

杜威與進步教育的關係，讓吾人對杜

威進步教育下的兒童中心有更清楚的

了解，以下列出幾點杜威進步教育下

的兒童中心特點。 

 

(一) 「興趣」作為學習的動力 

杜威在《經驗與教育》中提到教

師需善用學生的衝動與欲望做為其學

習的動力，因為只有學習符合其衝動

與欲望時，才能激起學生對學習的「興

趣」，而興趣方能引起動機。 

杜威指出教師善用學生一開始的

衝動，將其衝動轉化為更深一層的欲

望，並與學生一同找到學生所要達成

的目的，過程中不論目的的訂定與衝

動的激起，學生均扮演主動的角色。

教師扮演的則是敏覺者的角色，並從

中擬定計畫做為工具（means），協助

搭起學生從一開始的衝動（impulse）

到完成目的（end）的橋樑。 

杜威所謂的進步教育乃因不同與

傳統教育的以教師為中心，為追求效

率有統一的課程與進度，罔顧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興趣，且統一的教材，因

忽視所學內容是否出自學生自身想

學，當然也就引不起學生的衝動與欲

望。因此這裡所指的兒童中心乃是因

教學的內容與學生本身有所關聯，能

引起學習者的共鳴；可以說進步教育

下的學習是考慮學習者興趣的，所以

會有兒童中心的概念，但絕非由激進

兒童中心所主張的一切教材均由學習

者自行決定與過濾。乃是依兒童興

趣，並非任憑兒童願望，兒童不是最

後的決定者，應由教師指導、設計適

合其學習興趣與教育意義的環境。 

(二) 「經驗」乃教育的手段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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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眼中的進步教育乃是經驗本

位的教育，他在《經驗與教育》第八

章經驗─教育的手段與目標中提出，教

育為達到目的，不論是個人的或是社

會的目的均需立於經驗的基礎之上。

經驗是教育的手段，乃因教育需透過

一連串「做中學」的過程讓兒童從生

活的經驗中學習有用的知識；經驗是

教育的目的，乃因經驗的累積成為兒

童帶得走的能力，兒童在生活經驗中

成長了。 

杜威認為傳統的教育讓兒童學習

到的多為「旁觀者的知識」，造成了知

識的窄化，其認為學習應是個體與環

境不斷的交互作用而成的，且在這過

程中，不僅要用五感去觀察、體驗，

更要用腦去批判與省思。 

杜威在《經驗與教育》第七章中

提到經驗為一切學習的開端，教育者

應以重視學生自身的經驗為第一步，

並透過有系統的組織相關經驗為手段

（ means ）， 並 透 過 理 智 的 活 動

（ intelligent activities）呈現，分析

（analysis）學生經驗與目的的關聯

性，並綜合（synthesis）出有組織的活

動讓孩子徜徉其中。學習與教學均為

經驗不斷重組的過程，過去與現在的

經驗在螺旋驗證中累積成為未來經驗

的豐富資源。 

杜威的進步教育教材不同於傳統

教育的以旁觀者的經驗為學習者的經

驗，乃是將學習聚焦於學習者，以學

習者自身獨一無二的經驗為學習的內

容，讓學習者在做中學過程，不斷體

驗、思考，轉化為自身的智慧，將生

活與學習合為一體。進步教育也因重

視學習者本身的經驗而有兒童中心的

趨向，但這樣的兒童中心乃是因為重

視兒童本身的經驗作為連結學習的媒

介，絕非如激進兒童中心者所以為的

將學習窄化為僅只於兒童的經驗才稱

為學習。 

(三) 教育乃「師生間共同合作」 

在杜威的進步教育中，教師需具

備相當高的專業能力，不同於傳統教

育的僅就教材教學方面的專業即可，

進步教育中的教師還需要有敏覺的觀

察力，以便深入了解學生的起始能

力、興趣、潛能；還需有完整的規劃

力，以便規劃各種符合學生先前經驗

的活動，讓每個活動對學習者都是有

意義的；也還需要有彈性，在學生學

習過程中隨時調整活動與協助。 

所以杜威提出教與學乃經驗不斷

重組的過程（Dewey, 1938, p.87），不

論是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都是不

斷變動的、主動的，透過每次經驗的

累積與重組，讓教與學都在過程中產

生了質變與量變，教師與學生是相互

影響的，因為教學是動態的、活化的，

教師因個別學生而調整教學，學生也

因教師的調整而體驗感受不同的層

次，學生的回饋又再度影響老師，這

種師生間交互作用的螺旋改變成為了

教育。 

進步教育所謂的兒童中心，不是

完全以兒童為中心，乃是因為不同於

傳統教育的以教師為中心，師生間的

關係是上對下的威權關係，這裡的師

生是相互合作，互相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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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杜威進步教育下的兒童中心

對我國教育上的啟示 

從杜威進步教育下的兒童中心特

點可協助吾人檢視我國教育上目前的

困境及可以重新思考的方向。 

(一) 不可一昧為活動而活動─極端進

步主義與當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極端進步主義為活動而活動如同

當今九年一貫教育下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為活動而活動的狀況，一般老師不

知道其背後的哲學理論基礎，只從教

科書表面了解，以為一連串的活動即

稱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不知活動只

是手段，重點在透過活動讓孩子因為

引發生活經驗的連結而有所感，因而

有所省思並帶入到日常生活中加以實

踐。 

從杜威對極端進步教育的批判到

觀察現今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

誤解，身為一位教學者（educator）須

自我提醒，其自身對教育哲學的理解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哲學看起來似乎

與教育現場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其實

卻身在每位教師的內心中，教師若沒

有中心教育哲學思想，或對要推動的

教學法沒有正確的理念，則容易流為

人云亦云、望文生義的危險境界，受

苦的則是學生；身為一位負責的教學

者，應從學生的舊經驗中找出可以連

結至新知識的點，加以安排組織為有

效之教材，並透過活動增加學生體驗。 

(二) 教師專業為教育成功之本─教師

扮演鷹架的角色呵護每位學習主

體 

杜威的進步主義中很強調的是教

師的引導，教師必須依靠專業知識觀

察出學生的先前經驗，並從其中找出

可以切入學習目標的點，有組織的編

排活動讓孩子體驗，學生為課堂上的

主角可以依照自己的程度經驗加以參

予活動，這種看似教師好像不是課堂

主角的教學模式，其實最是看得出教

師的專業程度，也因為這樣杜威說這

樣的教學對教師而言是比傳統教育

「座」中學辛苦得多。 

以蘇聯認知心理學家 Vygotsky

（1978）所提鷹架理論概念而論，進

步教育下的教師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孩

子學習的鷹架，有慧眼地找出孩子舊

經驗和潛在能力的發展區，並在中間

搭起鷹架，讓孩子可以不留痕跡的跨

過去。以日常生活中的經驗為立基，

讓孩子在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玩中學（learning while playing）、境中

學（learning within environment）中以

自己能力為起點，體驗為手段，習得

未來的能力；這一切均起源於有專業

知識的老師，教師的推理分析綜合能

力實在是太重要了，但是從古自今，

這樣的老師在現場有多少呢？杜威的

教育理想至今實現了多少？也只能因

為追隨者的似懂非懂而必須扛下美國

發射人造衛星速度慢於蘇聯的十字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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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3R 策略在高職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烘焙食品丙級學

科之應用 
黃媺芸 

高雄市中山工商綜合職能科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新修訂的「高職教育階段特殊教

育課程大綱」（教育部，2014）中，職

業學校教育目標為充實專業知能，培

育行職業工作之基本能力，並因應特

殊需求學生就業需求增設服務群科，

群科核心能力提及「具備取得服務類

科相關證照之能力」，教師宜鼓勵學生

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術士技能檢

定證照之考試，藉以提升專業競爭

力。因此，對高職綜合職能科老師來

說，協助學生習得一技之長，推動「丙

級技術士」檢定為重要的一項課題。

證照的時代已經正式來臨，大環境競

爭激烈，許多工作面臨僧多粥少局

面，除了基本的學歷要求之外，「考證

照」成為必然的趨勢，也是表現專業

能力的一種捷徑（1111 人力銀行，

2006）。由此可知，證照成為就業加分

器，對大部分高職綜合職能科學生畢

業後即進入職場來說，如能取得丙級

技術士證照，可以增加自信，也是對

自己的肯定，且能增加就業機會。 

根據勞動部技能檢定統計，民國

一○四年烘焙食品丙級技術士證照合

格發證數共計 29266 張（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2016），與其他職類相比，為

合格發證數前三名。而高雄市勞工局

舉辦「青少年職場全能體驗營」，其中

以西點烘焙類最熱門，占總報名人數

的四分之一（吳江泉，2015），且楊麗

珍（2008）調查臺北市 11 所設有高職

特教班學校安排職場實習種類，烘焙

比率為前三名，另林宏旻（2005）調

查臺灣 54 所高職綜合職能科學生校外

實習前五名職種發現，麵包西點烘焙

為第一名。然而，在筆者任教學校之

專業及實習課程規劃上，有烘焙、機

器腳踏車修護與門市服務課程讓學生

選組，其中以選擇烘焙組人數最多，

且筆者本身通過烘焙食品丙級技術士

檢定，因此教學主題以烘焙食品丙級

檢定學科為主。 

實務經驗上，筆者目前任教於高

職綜合職能科，在任教第一年考取烘

焙食品丙級技術士證照。班上的智能

障礙學生在進行烘焙實作課時，相當

熱衷且快樂學習，並經長時間練習在

術科表現上皆有良好成效，但在學科

方面則較不理想，因此有部分學生未

取得烘焙食品丙級技術士證照，原因

為通過術科測驗但未通過學科測驗。

此外，筆者也發現學生在閱讀丙級學

科時，看到密密麻麻的百題選擇題就

先產生挫敗感，認為絕對無法通過丙

級學科測驗，加上國中考試的失敗經

驗，長期下來，漸漸對丙級學科失去

耐心與興趣，由此可知，學習方法對

於學生學習歷程的重要性，是不容忽

視的。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q.syp/search?q=auc=%22%E6%A5%8A%E9%BA%97%E7%8F%8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q.syp/search?q=auc=%22%E6%A5%8A%E9%BA%97%E7%8F%8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q.syp/search?q=auc=%22%E6%9E%97%E5%AE%8F%E6%97%B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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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生慣用的讀書方法依序

是練習題、畫重點、反覆閱讀、死背

以及記關鍵字等（江明曄，2001），而

SQ3R 策略就含括在內，是由 Robinson

於 1946 年提出的，共有五個步驟，分

別是瀏覽（survey）、提問（question）、

閱讀（read）、背誦（recite）與複習

（review），步驟簡單明確，適合智能

障礙於丙級檢定學科學習。 

二、烘焙食品丙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測驗方式 

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術士

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2013），

第五章「測試作業程序」之第十九條

規定：「技能檢定分學科測試及術科測

試。學科測試採筆試或電腦線上之測

驗題方式，必要時得採其他方式代替

之。學科測試成績採百分法計算，六

十分為及格。」說明每一職類技術士

技能檢定均分為學科測試與術科測試

兩階段完成，試題均由發展署技能檢

定中心聘請國內專家、學者就「檢定

規範」範圍內命製（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2006）。以下就學科與術科測驗部

分作說明。 

(一) 學科部分 

學科測試採筆試測驗題方式為原

則，從題庫共 615 題中隨機挑選 80

題，每對一題得 1.25 分，答錯不倒扣。

測試時間 100 分鐘，採電腦閱卷（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2006）。 

(二) 術科部分 

術科測驗依產品類別分為：麵

包、西點蛋糕、餅乾等三項。丙級應

檢者可自行從三項中，任選一項參加

術科測驗，檢定合格後，技術士證上

註明所選項別之名稱，各單項產品，

丙級製作兩種或兩種以上為原則（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2006）。 

烘焙食品丙級檢定學科題目於民

國九十七年時共有 548 題，到民國一○

三年試題為 615 題，共增加 67 題，有

此可見，學科題數有增加的趨勢，然

而，智能障礙者記憶力不佳，尤其在

短期記憶方面，學習成效因此受到很

大影響，容易記錯、記不住，或記太

慢等情形發生。因此，大量的丙級檢

定學科選擇題對智能障礙學生來說記

憶較困難，使學習表現受到影響，需

要有效的學習方法幫助記憶。 

三、SQ3R 策略的內涵與步驟 

SQ3R 策略共分為五個明確的步

驟，即 Survey（瀏覽）、Question（提

問）、Read（閱讀）、Recite（背誦）和

Review（複習），SQ3R 為五個步驟第

一個字母的縮寫。 

(一) 瀏覽 

瀏覽（Survey），就是對文章有初

步的了解，學習者將要研讀的範圍迅

速，概略地瀏覽一遍。因此，智能障

礙學生在進行瀏覽丙級檢定學科內容

時，教師可引導其注意學科主題、題

數以及背面是否有題，能避免學習內

容之遺漏。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N008001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N008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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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問 

瀏覽之後，試著自發的提出問題

（Question），把篇名，章節標題及其

他關鍵字轉變成基本問題。教學時教

師宜鼓勵學習者大膽提問，主動勇於

說出自己的見解。因此，智能障礙學

生學習丙級檢定學科內容時，教師引

導其勇敢地提問能激發發表的意願、

提升自信心，以及學習解決問題的能

力。 

(三) 閱讀 

在提問之後，必須透過主動的、

批判的閱讀（Read），試著找出它的答

案，該步驟是 SQ3R 中最需要時間的

一個步驟（鍾季蓉，2015），讀者可以

畫重點，使用螢光筆作記號以加強印

象。以下是畫重點的原則：1.讀完一個

段落再畫重點；2.不要畫太多重點，在

書上畫太多重點，反而看不出重點所

在；3.對於重要的名詞或關鍵字，用圈

圈將它圈起，或以螢光棒塗上顏色（呂

宗昕，2005）。因此，引導智能障礙學

生在該步驟尋找關鍵字，可加深印象。 

(四) 背誦 

背誦（Recite）並非要讀者一字不

漏地背出來，而是將自己先前提問得

到的答案整理後，做重點式的複述（呂

宗昕，2005；鍾季蓉，2015），該步驟

能加強智能障礙學生記憶，並增進其

理解力。 

(五) 複習 

複習（Review）回憶所記憶的重

點，再將重點看一遍。德國科學家艾

賓豪斯曾經進行實驗，以精密儀器測

量人的「記憶遺忘曲線」，發現人的記

憶力在記憶同時就開始迅速遺忘，一

定的時間過後，遺忘的程度即呈現定

值，代表唸完書的一個小時內就忘得

相當多，但經過半個月後猶能保存的

記憶，時間再久也不會輕易忘記（引

自呂宗昕，2010）。由此可知，隨時複

習可以維持記憶，智能障礙學生更需

要經由長時間反覆複習加強記憶。 

SQ3R 為一套有效的讀書方法，且

是一種以自學為核心的讀書方法，該

方法把學習者置於教學環節的中心位

置，強調發揮學習者的主觀能動性，

自己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孔蓉，

2008），有助於提高學習者自主學習的

興趣，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受者。筆

者依據文獻整理 SQ3R 策略原則（馬

莉，2011）：（1）教師巧設教學情境，

激發學習興趣；（2）教師鼓勵學習者

大膽提問，勇於說出自己的見解，激

發學習者發表的意願，引導學習者進

行創造性思維；（3）利用複述、溫習

等步驟，及時練習和檢視學習成果。

因此，也可以將 SQ3R 策略套用在高

職智能障礙學生學習丙級檢定學科內

容，使用丙級證照引起學生學習動

機，學習過程中鼓勵學生勇敢提問，

評量後檢視個人學習成果，讓學生了

解個人學習狀況。 

綜合上述，SQ3R 策略經由瀏覽、

提問、閱讀、背誦與複習五個簡單步

驟，適合高職智能障礙學生運用。在

瀏覽方面，讓智能障礙學生翻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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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預習的重要，也能避免遺漏學習內

容；在提問方面，鼓勵智能障礙學生

勇敢提問，可藉此加強口語表達能

力；在閱讀方面，引導智能障礙學生

尋找關鍵字和畫重點的能力；在背誦

方面，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從題目與答

案間做聯想，加入喜愛的卡通人物幫

助記憶，如記不起來即畫星星記號提

醒自己，並口頭複誦；在複習方面，

智能障礙學生可以從自己畫的星號再

看一遍，並用正字記錄複習次數，檢

視學習情形。因此，有步驟性與策略

性的一步一步引導智能障礙學生自主

學習，對於智能障礙學生學習丙級檢

定學科有一大助益。 

四、結語 

丙級檢定學科學習需要有效的學

習方法幫助記憶，筆者從實務工作經

驗中，體認到智能障礙學生即使有識

字能力，在丙級檢定學科選擇題內容

學習仍感到困難。由於智能障礙學生

的記憶力、組織能力較弱，加上過去

考試的失敗經驗，在看到丙級檢定學

科題庫時，就沒有信心去面對，因此，

SQ3R 策略為相當有效的閱讀策略，有

助於理解全文及增加記憶保留率（江

宗瑾，2010），讓學習者學習如何摘要

重點與組織內容，可提供現場教育人

員參考，如果智能障礙學生能善用有

效的學習方法，對丙級檢定學科學習

將有一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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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師實習輔導的社群經營與引導 
陳麗珠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一、前言：鎔合理論與實務的實

習輔導教學理念 

回顧近十年來在國中從事實習輔

導工作的點點滴滴，從理論走向職場

實務，獲得精采感動的回饋。一路走

來，「鎔合理論與實務的實習之橋，連

結教育理論與現場實務的斷裂之處」

引導著作者持續實習輔導的教學工

作。教育職場是以「愛」為出發點的

場域，實習輔導的過程，更讓我看見

自己的教學輔導責任！身為教務主任

一職，在教育現場帶領實習輔導社

群，引導他們走過鎔合理論與實務的

橋梁，期望讓更多老師能在教育職場

發現教職價值與意義，及把握在現場

中的每個學習機會，點燃每位實習老

師對教職的愛！ 

學者 Wenger（2006）指出：實踐

社群具有共享資源的認同感，成員們

彼此分享知識，因此較其他人更具有

分享素養；透過社群形塑知識策略，

宛若甜甜圈一般的知識管理歷程，鼓

舞並分享想法，激勵社群成員更投入

學習，認同感使社群成員彼此連結更

有力量。基此，在探討國中實習輔導

教學策略時，作者以「實習教師社群」

為例，社群所運用的「教學策略」是

本篇所要闡述的重點。 

綜上，為能提升實習老師的職場

適應，在短短半年時間，了解學校行

政、班級經營、教學設計、專業增能

等職場專業內涵與實踐智慧，102 學年

以教師社群組織帶領二十位實習教

師，作者整理實習輔導教學成果，於

103 年獲教育部實習績優獎，在此分享

這幾年實習輔導教學的實踐取向經驗

省思，帶領多年的實習輔導教學歷程

豐富我的教育旅程。如何讓實習老師

建構一套符合教育現場情境的職場倫

理知識觀，縮短理論與實務的代溝，

引發對教育工作的愛、熱忱與實踐

力，是作者對於實習輔導的核心信念。 

二、初遇～實習輔導社群規劃 

實習教師們應該運用教室裡的實

用智慧，有效的使用班級經營策略與

教師教學效能，結合班級的內外之

人、事、地、物等各項資源，依據教

育原理，以發揮教育效果，達成教育

目標的活動與歷程（陳木金，2006）。

據此，要達成有效的學校職場專業，

提升未來人師的專業倫理，實習輔導

教學規劃甚為重要。 

 根據實習輔導目的（教育部，

2012），本文提出國中實習輔導應達成

四項核心能力：（一）、專業學科實作、

（二）有效班級經營、（三）解決教育

問題、（四）學校行政專業。核心能力

內涵如下： 

(一) 專業學科實作：能有適宜的教學

態度與行為具備特定學科領域之

專業知識與學科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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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效班級經營：能有效運用班級

經營策略，進行班級管理與學生

輔導。 

(三) 解決教育問題：能將理論與教學

實務相互結合與應用，省思批判

並解決教學現場的教育問題。 

(四) 學校行政專業：能具備良好溝通

能力且恪遵專業倫理，成為未來

學校行政人才。 

對應上述核心能力，提升未來師

培人才面對職場的專業倫理。作者在

國中職場以實習教師專業社群為組

織，透過一學期的課程領導實踐歷

程，深化未來師資人才的職場倫理。

歸納社群實踐歷程，提出實習輔導教

學課程包含： 

(一) 教學設計：八月報到開始，逐步

引導教案規劃、入班觀察教學、

上臺演練、教學觀摩。 

(二) 班級經營：安排進班了解導師每

日工作。 

(三) 專業成長：成立實習輔導社群進

行約七節專業成長課程，了解教

育現場問題的情況與因應策略。 

(四) 學校行政：安排各處室提供行政

實習，培育基礎的行政職能。 

基此，本校透過實習輔導社群帶

領、聚焦於實習輔導教學內涵的專業

成長，以實習輔導核心能力為導向，

三者關係呈現如圖 1。 

 

圖 1 實習輔導社群與實習輔導教學面向關係 

三、鎔合～建構一套植基於學校

場域的實習輔導教學策略 

學校是連結教育理論與實務斷裂

的處所，唯有透過實習輔導的引導才

能鎔合此一斷裂，有效促進實習教師

對於教育現場的認識。在學校職場

中，實習教師們透過熱烈參與實習成

長議題，並追求共同的願景－考上正

式教師，不僅提升實習夥伴之間的友

誼和關係，也往往是學校組織知識創

造的一項來源。因此，建構一套植基

於學校場域的實習輔導教學，讓實習

輔導社群持續對話成長，也帶給現職

老師一股清新活水，融合創新與守成

的教學相長生命火花，此一實習輔導

教學模式極為重要。 

研究指出：在創新課程發展中，

欲達到專業實踐社群的組織學習，將

個人的默會知識（tatic knowledge）或

內隱知識（implicit knowledge）轉移成

為 團 體 的 顯 性 知 識 （ explicit 

knowledge），與他人交流分享將此知識

標準化，展現出新的知識，則要透過

知識轉化來達成（林孟郁、鍾武龍、

張月霞，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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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學校的實習輔導之

處，作者安排班級經營實習、行政實

習，領域專長研習之外，作者近年帶

領實習輔導社群，發現固定時間的資

訊交流與成長活動，較能促發實習老

師對職場倫理的認知。 

作者帶領之實習輔導社群，具有

下列特點： 

特點一、設立實習輔導社群。自 8

月 1 日報到，實習輔導課程開始進行，

至隔年 1 月 31 日實習結束期間，一學

期的時間，固定每週一節社群成長課

程，課程內涵聚焦於實習輔導教學面

向：（一）班級經營、（二）教學設計、

（三）專業成長、（四）學校行政，一

學期 24 節實習輔導專業成長課程。 

特點二、經過教學設計的實作引

導，以任務為導向的實務產出。十二

月時須完成一節正式教學觀摩、學期

末完成一份行動研究及辦理一場實習

檔案成果靜態展。 

歸納實習輔導教學應用的教學策

略，包含：參與觀察、個案討論、文

件分析、實例講述、實作展現、增能

提問、任務產出、增能提問、參與實

作、個別輔導等九種教學策略。以下

分別敘明植基於學校場域的實習輔導

教學策略。 

(一) 植基於學校場域的實習輔導「班

級經營」教學策略 

1. 參與觀察：實習老師八月新生報到

時，實習老師進班學習導師角色的

經營方式，在參與過程中觀察導師

使用的班級經營策略，自我內化省

思，從「觀察者」的角色逐步成為

參與「參與的觀察者」，了解師生

互動及班級事務處理實務。 

2. 個案分析：邀請資深導師在實習輔

導社群給予班級經營策略分享，並

提出個案研討，說明班級經營的各

種策略應用。此外，遇有班級的特

殊個案，導師在課餘時間分享該個

案的背景、學生特質、個案輔導方

式，以個案分析作為引導，了解導

師面對特殊個案與班級事件的處

理方式。 

(二) 植基於學校場域的實習輔導「教

學設計」教學策略 

本文提出植基於學校場域的實習

輔導「教學設計」主要應用的教學策

略為：文件分析、實例講述、實作展

現。 

1. 文件分析：本校有多位教師參與教

育部及教育局教案徵選獲得特

優，將此優秀的教學設計文本提供

給實習教師觀摩參考，並於社群時

間引導如何根據目標設計活動，由

簡單架構出發，完整呈現教學內

容、由具體教學活動到抽象的省思

回饋，透過文本逐一解析。 

2. 實例講述：為能增進實習教師對教

材的了解，闡釋教案文本的編製敘

寫原則，針對教學觀摩給予七節增

能研習，就教學的主題，討論時間

配當、學生起點行為、教學目的/

目標、教學設計、教案架構、課程

評量、進行流程、準備事項、教學

方法、參考資料，逐步討論，完成

一份完整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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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作展現：根據教學觀摩單元主

題，實際產出一份教案，並與教學

輔導教師多次討論修正，開始進行

上臺教學演練，從實作過程中展現

教學能力，詮釋學科專業與熟悉教

材教法，透過實作演練反覆修正，

累積實習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三) 植基於學校場域的實習輔導「專

業成長」教學策略 

本文提出植基於學校場域的實習

輔導「專業成長」主要應用的教學策

略為：增能提問、任務產出。 

1. 增能提問：從到校第一天相見歡開

始，作者將細心規劃的實習輔導計

畫理念與目標清楚告知實習教

師，有目標（成為正式教師）、有

方向（任務產出）、有方法（實習

輔導社群），叮嚀實習教師能夠將

教育理論應用在學校現場的教學

實務，針對教育現場教學專業討論

問答，並邀請校長、主任給予叮嚀

與鼓勵，穩定邁向教育實習之旅。 

2. 任務產出：以「期末完成一份行動

研究」任務為導向，帶領實習老師

產出一份行動研究，教導行動研究

的意涵與做法，要有很強的邏輯

性，採取由簡到繁的過程，給予行

動研究範例，提供實習老師書寫練

習的機會，並透過討論互相分享支

持，彼此都能對行動研究有更深一

層的體認與成就感。 

實習教師會議時，麗珠組長與我們分

享她的行動研究，在上周我們已有試寫出

自己行動研究的大綱，在這時能有個明確

且模範式的引導，是很有幫助的，能馬上

抓到書寫重點與需改進的部分，對於後來

的書寫，才不致偏離（離題），也能更為

順暢，會後與夥伴們討論教案，在同領域

中，互相聽取別人的創意與分享，果然獲

益良多，這種時候，就會深刻感受一加一

絕對大於二的快感，集思廣益的力量真的

很強大。（實習紀要 B，20130902） 

(四) 植基於學校場域的實習輔導「學

校行政」教學策略 

本文提出植基於學校場域的實習

輔導「學校行政」主要應用的教學策

略為：參與實作、個別輔導。 

1. 參與實作：半年實習時間，作者協

調各處室實習輪流參與行政實

作，在社群成長方面，安排：PLC

社群發展概念與措施、初任教師的

學校行政歷程、十二年國教政策適

性發展、學校活動與教育目標等主

題分享，在實際參與過程中，提升

實習教師對於國民教育政策重要

概念，並了解學校組織及學校文

化。 

2. 個別輔導：針對實習教師個人疑

惑，個別指導行政理念說明，在各

處室行政實務的現場操作，有助於

未來擔任學校行政人員的準備，並

就個人在職場應對與工作態度，給

予個別輔導。 

根據上述分析，實習輔導教學面

向與使用之教學策略歸納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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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習輔導教學策略一覽表 

教學面向 教學重點 教學 

節數 

教學 

策略 

班級經營 每日到班參與

導師工作 

每天 參與觀

察 

班級經營 邀請資深導師

給予班級經營

策略分享 

5 節 個案討

論 

教學設計 觀摩績優教案 7 節 

 

文件分

析 

教學設計  闡釋教案文本

的編寫原則 

3 節 實例 

講述 

教學設計  實際產出一份

教案上臺教學 

至少 1

節 

實作 

展現 

專業成長  針對教育現場

教學專業討論

問答 

7 節 增能 

提問 

專業成長  教導行動研究

的意涵與做法 

寫作討

論 

任務 

產出 

學校行政  各處室實習輪

流參與行政實

作 

一學期 實作 

學校行政  個別指導行政

理念與疑問 

2 節 個別 

輔導 

四、實‧現～實習輔導教學引燃

教育愛的火花 

本文根據國中實習輔導社群經營

與引導之課程及教學策略，提出初步

架構與探究，期能藉實務經驗的梳

理，省思實習輔導的歷程使之更加周

全嚴謹，做為未來國中職場新鮮人的

準備與適應，以人事物達成最佳狀況

的職場倫理，提供實習輔導學校與未

來師資參考，引發更多教育愛的光彩

與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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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閱讀課-淺談數位說故事在閱讀學上的運用 
張閔惠 

新北市中角國小導師 

 

一、閱讀力就是競爭力 

閱讀是我們吸收知識的重要途

徑，洪蘭教授 2007 年演講時也曾經提

過「閱讀能力是文明的指標之一，它

可以使人的心靈得以昇華，別人費盡

一生心血寫一本書，而我們卻只要經

閱讀就可以得到他的經驗，正所謂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閱讀可以幫助我

們拓展視野，累積前人的智慧，閱讀

也是所有學科學習的重要媒介，當學

生閱讀理解產生困難，就會間接的影

響到其他學科的表現，要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要從閱讀著手。英國閱讀年的

前 英 國 教 育 部 長 布 朗 奇 （ David 

Blunkett）說：「每當我們翻開書頁，

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

是各種學習的基礎。在我們所做的事

情中，最能解放我們心靈的，莫過於

閱讀。」（教育部，2012）。 

在臺灣九年一貫課程中國語領域

閱讀能力一直是指標之ㄧ，指標顯示

出語文教學原則是以閱讀為中心，連

結到聆聽、說話、寫作等各個教學活

動。閱讀並不是教導學生全然接收作

者思想的過程，而是學生在互動中重

建意義歷程的重要性。 

近年來，數位說故事在教學上的

潛能受到重視，芬蘭教育委員會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提到現在的世界環境變化太快，學校

應該教導孩子未來所需，而不是提高

考試分數（張瀞文，2015）。教育部在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到，要培養學

生帶著走的能力，拋掉背不動的書包

與學習繁雜的知識教材 （方德隆，

1999） 。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在

2006 年對能力（competence）下了個

定義：「結合當下情境適用的知識、技

能 與 態 度 」（ a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appropriate to the context）。美國的歐巴

馬政府提出「數位承諾」（Digital 

Promise）的口號與《數位教育白皮書》

（ Transforming American Education: 

Learning Powered by Technology, 

2010），彰顯了美國提倡數位改進教育

與提供數位教育資源的方向與決心 

（教育部，2015） 。 

在教學上數位說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是一種常被運用的一種創

新教學方式。數位說故事是以故事事

件作為出發，運用多媒體元件，如圖

片、音樂、影片、與旁白，加上個人

的概念、想法或是經驗發展而成的一

個 3-5 分鐘影片（引自李世忠、姜智

庭、王翌任，2011，2）。在電腦網路

科技的協助下，數位說故事鼓勵藝術

學子培養個人的多元識讀能力、藝術

技能、和批判能力，向全球觀眾表達

個人所關心的事件（鍾生官，2006）。

當人們用故事的形式傳達自我想法建

立人際互動，比較容易使人了解複雜

的概念、觀念、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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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教學 

閱讀，指的是人的心智和文本間

的互動關係，閱讀是一個「追求意義

的過程」，追求意義的過程中發展出個

人思考的空間。「追求意義」是一個抽

象的概念，根據 Kintsch 的說法，在閱

讀的過程中，人們根據其過去經驗，

在腦海中形成與文本相關連的意義圖

像，才是追求意義的過程 （引自幸曼

玲，2008，4）。 

隨著資訊時代的來到，資訊傳遞

的改變，只要是能夠傳遞語文文字及

其相關圖像的紙本、影片、聲音等都

可以是閱讀的材料。在閱讀上，從心

理運作的觀點看來包含閱讀流暢性和

閱讀理解，閱讀的流暢性指的是「解

碼」「字義觸接」和「語句整合」的過

程。 

Barchers（1998）認為閱讀有四種

歷程：（一）由下而上閱讀，兒童在進

行閱讀時，順序為認字→詞彙、句子

→段落內容→全文理解；（二）由上而

下閱讀，讀者擁有足夠的先備知識與

經驗，讀物內容越接近個人舊經驗，

閱讀就不需要依靠字詞就能吸收；

（三）雙向互動閱讀，有效的閱讀需

對文本所用的字詞句了解，同時又要

擁有文本所述內容的背景知識經驗；

（四）全環互動閱讀，加入社會環境

與個人心理因素的影響，強調讀者與

文本間的互動受內、外在因素影響，

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解讀。（引自葉蕙

芬，2004）。 

 

蓋聶（Ellen D.Gagne）認為閱讀

的歷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解碼

（ decoding ）、 文 義 理 解 （ literal 

comprehension）、推論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 和 理 解 監 控

（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岳修

平，1998）。 

Richard E. Mayer 認為閱讀理解基

本上包含兩大歷程：基本的閱讀理解

歷程、高層的閱讀理解歷程。基本的

閱讀理解歷程包含解碼認字、字義接

觸與語句整合；高層次的閱讀理解指

的是將新的訊息同化到舊有知識的過

程，其包含內容知識、策略知識與後

設認知知識的應用  （林清山，

1990） 。 

綜合上述，閱讀是一種複雜的認

知歷程，讀者以舊有知識做基礎，建

構出新的知識，最終目的是要獲得對

文章內容的理解。 

三、數位說故事 

教育部 103 學年度「數位學習推

動計畫」推展全國師生新一代的數位

應用環境及學習模式，創新國內教育

發展，鼓勵學校發展處具特色的多元

應用模式，例如：行動學習、主題式

探究、情境式學習及數位說故事等，

搭配教師學設計與引導下，使多媒體

的運用能提高學生興趣，發揮行動學

習效果（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4）。 

數位說故事源於 1980 年，由 Dana 

Atchley 所提倡，當電腦科技興起時，

專業說故事家 Dana Atchley 看到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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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科技在媒體運用上的潛力，而積極

結合電腦媒體與說故事，以產生更有

創造性的說故事方式（林國憲，

2008）。數位說故事的運用範圍廣泛，

不只侷限在文學上，只要有好的教學

流程與策略，就能運用數位書故事的

方式呈現（Gils, 2005）。 

彭依萍在 2015 年研究中整理出國

內外對於數位說故事的定義： 

(一) 美國數位說故事協會（2014）定

義數位說故事是：「古代藝術說故

事的現代表現。縱觀歷史，數位

說故事已被用來透過數位圖像、

音樂、故事敘事及旁白聲音的整

合分享知識，智慧和價值觀，使

得故事中的角色、情境和見解讓

觀眾有更深刻的感受。」 

(二) 加 拿 大 數 位 說 故 事 圖 書 館

（WVML）定義數位說故事為線

上個人敘事的數位表現，是口敘

故事的自然發展，說故事結合多

媒體技術來表現敘述，文字，圖

像和聲音（如音樂，旁白）即為

數位說故事（WVML，2014）。 

(三) 鍾生官（2006）定義數位說故事

為：「數位說故事為一由電腦中界

由整合數位短文、圖像、影片、

和音效的多媒體美感呈現。」 

(四) Robin（2006）則指出數位說故事

與傳統說故事一樣，故事通常選

定一個主題，結合圖像、影像、

聲音旁白、音樂等多媒體素材，

在 2~10 鐘的時間內講述個人或

歷史故事以呈現特定的觀點。      

根據 Mayer 提出的多媒體認知理

論（Mayer, 2009, 2011, 2014），教學者

利用多媒體促進個體認知學習時，同

時提供視覺刺激（圖片、動畫）與聽

覺刺激（聲音）、語文刺激（文字、語

音）與非語言刺激（圖片、動畫），進

行多方連結會比單獨提供單一的刺

激，更能讓個體將刺激儲存至記憶中

（林佳蓉，2015）。因此文字、圖像、

聲音並存的解釋，將可以讓雙碼系統

中的連結更佳，幫助學生提高學習成

效。 

Paivio（1971）認為非語文的圖像

系統比語文系統處理能力更好，因為

個體看到視覺圖像時會主動將視覺圖

像轉換成語文的方式處理，但看到文

字時卻不會將它轉為視覺圖像，但當

兩種系統同時交互作用時，又會比單

一形式的呈現好，因此透過語文與視

覺圖像同時進行教學學習效果較好。 

綜合上述研究，閱讀要能吸引學

生，在於帶給學生互動的機會，在提

倡資訊融入教學的現代教育中，運用

科技媒體輔助閱讀，更能因應學生不

同學習型態的學習需求，增進學生閱

讀的深度與廣度。數位媒體在學生的

休閒生活佔很大一部份，而有關影音

錄製的 APP 軟體更是日新月異，學生

也習慣透過多媒體的形式及網路分享

的功能，分享自己的生活日記。而在

資訊快速膨脹的世界，有效運用數位

媒體的形式幫助自己學習將會是一種

重要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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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說故事運用於閱讀教學 

在教學中，教學者將「數位說故

事」定義為：數位說故事是一種相對

於傳統說故事的表現方式，藉由資訊

設備使用，將多媒體如影像、文字、

圖片等結合故事內容，透過數位說故

事的過程將故事內容傳達給聽故事

者。 

教學的實行過程中，教學者結合

5W1H 於數位說故事的閱讀教學中，讓

學 生 可 以 學 習 從 六 個 角 度 何 故

（Why）、何事（What）、何人（Who）、

何時（When）、何地（Where）、如何

（How）思考問題，將文章中的內容

作有系統地整理及搭出完整的架構。 

學生能仔細觀察文本內容，進而

分析、組織故事內容，搭配數位說故

事製作結合圖文與故事文本的圖片素

材，再進行故事影片的製作，並於教

學活動的數位說故事分享階段，學生

以 Google 雲端作為故事分享的平臺，

教師於 Google 雲端社群平臺建立閱讀

任務，請同學上傳完成之數位說故事

影片，藉由同儕間的觀摩分享交流達

到學習的成效。 

數位說故事的閱讀課使整個學習

過程變得更豐富有趣，激發學生的好

奇心，加深學生印象，帶動學習的氣

氛，引發學生的閱讀動機，進而提升

學生之閱讀表現。 

 

 

五、結語 

將數位說故事融入閱讀教學，推

動閱讀教育計畫，是希望培養兒童將

閱讀習慣融入生活中，增進對閱讀內

容的思考能力，減少城鄉教學資源的

差距，充實學生閱讀的硬體資源，改

善閱讀環境，培養閱讀興趣，以循序

漸進的方式，配合學生學習心理，提

供適合學生閱讀的圖書以及指導策

略，有效提升閱讀指導品質，並規劃

不同的閱讀活動，讓每一個孩子都可

以得到適合自己的閱讀方法，找尋到

屬於孩子自己的閱讀天空，導入數位

學習新模式，藉由科技媒體輔助閱

讀，因應學生不同學習型態的學習需

求，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表現，培養學

生具備溝通協調、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獨立思考等能力。 

參考文獻 

 方德隆（1999）。九年一貫課程基

本理念與內涵。國民中小學課程教學

研討會。高雄市政府人力資源發展中

心公教資訊，3（2）：l-18。 

 李世忠、姜智庭、王翌任（2011）。

運用數位說故事於訊息設計課程之個

案研究-以蘋果電腦融入教學為例。技

職教育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2014年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淡江大學。 

 林清山（譯）（1900）。教育心理

學：認知取向（原作者：Richard E. 

Mayer）。臺北：遠流。（原著出版年：

1986）。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212-217 

 

自由評論 

 

第 216 頁 

 林佳蓉（2009）。教學設計理論基

礎與重要模式。載於教育科技理論與

實務下冊，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主編，89-119。臺北：學富。 

 林國憲（2008）。數位說故事於學

校教學之應用研究。2008 年臺灣網際

網路研討會論文集，1141-1146。 

 幸曼玲（2008）。閱讀的心理歷程

與閱讀教學。教師天地，154，4-8。 

 岳修平（譯）（1998）。教學心理

學—學習的認知基礎。（原作者：Gagne, 

E. D. , Yekovich, C. W. , & Yekovich, F. 

R.。）臺北：遠流。 

 張春興（2007）。教育心理學：三

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臺灣

東華。 

 張瀞文（2015）。芬蘭教育贏在未

來的能力。親子天下，73。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2015）。

取 自

http://pisa2015.nctu.edu.tw/pisa/index.p

hp/tw/taiwanpisa 

 教育部（2012）。閱讀101計畫。

取 自

http://ireading.kh.edu.tw/plan/upload/%

E6%95%99%E8%82%B2%E9%83%A8

%E6%82%85%E8%AE%80101%E8%

A8%88%E7%95%AB.pdf 

 

 教 育 部 資 訊 及 科 技 教 育 司

（2014）。「數位學習推動計畫」103 年

起 全 面 啟 動 。 取 自

http://www.edu.tw/news1/detail.aspx?N

ode=1088&Page=22491&Index=1&WI

D=6635a4e8-f0de-4957-aa3e-W3b15W

6e6ead 

 彭依萍（2015）。以數位說故事結

合良心時代國際運動應用於國小高年

級品德教育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葉蕙芬（2004）。創意思考閱讀教

學方案對國小學生創造力與閱讀理解

力及閱讀態度之成效研究（未出版之

博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鍾生官（2006）。數位說故事在統

整藝術教育之應用。國際藝術教育學

刊，4（1），51-63。 

 Gils, F. (2005).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education. In 3rd Twente Student 

Conference on IT, University of 

Twente, Facult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Enschede, 

February 17-18. 

 Mayer, R. E.(2001). Multimedia 

Lear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edu.tw/news1/detail.aspx?Node=1088&Page=22491&Index=1&WID=6635a4e8-f0de-4957-aa3e-W3b15W6e6ead
http://www.edu.tw/news1/detail.aspx?Node=1088&Page=22491&Index=1&WID=6635a4e8-f0de-4957-aa3e-W3b15W6e6ead
http://www.edu.tw/news1/detail.aspx?Node=1088&Page=22491&Index=1&WID=6635a4e8-f0de-4957-aa3e-W3b15W6e6ead
http://www.edu.tw/news1/detail.aspx?Node=1088&Page=22491&Index=1&WID=6635a4e8-f0de-4957-aa3e-W3b15W6e6ead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212-217 

 

自由評論 

 

第 217 頁 

 Mayer, R. E.(2014). W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The 

Wambridge handbook of multimedia 

learning( 2nd edition) . New York: 

W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ivio, A.(1971). Imagery and 

verbal proWesses. New York: 

Holt,Rinehart & Winston.  

 Paivio, A.(2006). Dual Woding 

Theory And EduWation. Western 

Ontario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14, from 

http://Woral.ufsm.br/tielletWab/Apostila

s/DWT_Paivio.pdf  

 WVML. (2014). Digital 

Storytelling Defined.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14, from 

https://librarydigitalstorytelling.wordpre

ss.Wom/what/ 

 

 

 

 

 

 

http://woral.ufsm.br/tielletWab/Apostilas/DWT_Paivio.pdf
http://woral.ufsm.br/tielletWab/Apostilas/DWT_Paivio.pdf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218-220 

 

自由評論 

 

第 218 頁 

閱讀與寫作並行，走出中小學作文教學新出路 
林佩儀 

臺北市立景美國中教師  

劉雅玲 

臺北市立博愛國小教師 

 

一、前言 

語文教學的目的，在於能使學生

運用語言「理解」和「表達」（田本娜，

1995），而「理解」包含了聽和讀；說

和寫則屬於「表達」的層次。若以載

具作為區分，聽和說仰賴口語，讀和

寫則與文字有關。曾任中研院副院長

的曾志朗說過：「文字是人類思維的展

現。」一語道出「讀」和「寫」的重

要。臺灣近年來開始重視閱讀教學，

期盼藉由有意識的訓練，能有效提升

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及激發學生的閱

讀興趣。除了閱讀教學，學生的寫作

表現亦是教育當局關注的面向，尤其

現行升學體制中，寫作測驗的結果佔

有舉足輕重之位。 

但是，我們往往都把「讀」和「寫」

視為「兩件」重要的事，事實上，讀、

寫是一體之兩面，讀是寫的基礎，寫

為讀的延伸，兩者構成了「互生」的

關係，亦即，閱讀經驗某種程度上將

提供寫作的題材，而寫成的作品又可

以被閱讀而二度轉換（仇小屏，2005；

周慶華，2007）。因此，國語文的教學，

應將閱讀與寫作併為一體看待。 

儘管站在國語文教學現場第一線

的教師們都明白：讀與寫的關係是密

不可分的，教學時應該由閱讀啟發寫

作、由寫作關照閱讀。然而，就筆者

在教學現場的觀察，學生所受的「訓

練」往往是這樣的：閱讀時，一邊閱

讀一邊賞析，抑或讀後進行提問以深

究文章內涵，接著以結構表或心智圖

分析文章的佈局，這些分析或多或少

關係著寫作技法，可是教師鮮少順應

閱讀教學，藉以帶領學生進行寫作；

而寫作時，教師通常僅給學生一段引

文、強調寫作重點、學生逕自進行寫

作。寫作前，「討論」或「臨摹」的機

會不多，在缺乏鷹架的狀況下，學生

挫折感重，久之，「寫作」變成負擔，

甚至由衷抗拒它。 

是故，教師在進行作文教學時，

融入文本閱讀，借力使力，或許能讓

師生擺脫以往對於「作文」的恐懼，

走出新路、繪出一幅同樂的課堂景致。 

二、讀寫結合的內涵 

(一) 定義 

蔡榮昌談「讀寫結合」：「將『閱

讀教學』與『作文教學』相結合，目

的是希望借由閱讀教學過渡到作文教

學，不但要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

力，更要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蔡

榮昌，2006）。劉瑩則將「讀寫結合」

稱作「讀寫一貫」，他認為閱讀和寫

作，並非何者先、何者後的問題，兩

者密不可分，應一體看待，並指出「從

閱讀中學習寫作，在寫作中應用所得

到的訊息」（劉瑩，2009）。除此之外，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218-220 

 

自由評論 

 

第 219 頁 

也有人將「讀寫結合」稱作「讀寫整

合」（陳鳳如，1999），陳鳳如並在其

研究中指出，傳統閱讀教學側重解

碼、理解、鑑賞，未運用文章來創造

另一篇文章或促動文章間的連結；而

寫作教學則側重獨創文章的產出，不

是以他人文章為基礎來寫作文章。讀

與寫，各有特定的重點，但教學者往

往忽略了寫作與閱讀之間的交互影

響，因此提出了「閱讀與寫作整合」

的教學模式，盼能啟動讀與寫之間的

交融（陳鳳如，1999）。 

綜上所述，無論稱作「讀寫結

合」、「讀寫一貫」或「讀寫整合」，其

義皆為：在閱讀中，引發寫作的動機

或提煉、學習寫作的技法。 

(二) 重要性 

閱讀與寫作是一體之兩面，讀是

寫的基礎，寫是讀的延續（仇小屏，

2005）。葉聖陶也指出：若閱讀得當，

在寫作的內容或技術訓練上能有極大

助益（葉聖陶，1980）。因此，透過「閱

讀」印證寫作、以「說話」配合引導，

是最理想、最自然、最有效的作文教

學途徑（杜淑貞，2001）。 

劉雨則認為，有效的閱讀能提升

寫作的動機或思考，「在觀察或閱讀過

程中產生寫作動機的情況較為多見」

進而指出，人們都有寫小說的動機，

只是缺乏觸發的「開關」，而此開關正

是閱讀（劉雨，1995）。 

(三) 教學方法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吳敏而為

梳理讀寫之間的因果關係，而提出了

三種寫作教學的取向：作品取向、過

程取向、作者取向。作品取向指的是：

讀與寫之間的連結在於「仿作」，教師

的任務是挑選與分析範文，學生則模

仿範文結構、完成作品。而過程取向

中讀與寫的連結在於閱讀他人作品，

獲得思想上的靈感，也從閱讀自己的

作品中，考慮修改的方向。作者取向

則指的是學生採用作家的眼光來閱

讀，較能獲得作品的啟發，應用在寫

作上。把閱讀教學視作「培養讀者」，

把寫作教學稱為「培養作家」，讓學生

多了解作家的思維，對兒童的寫作發

展有幫助（吳敏而，2012）。 

張鴻苓（1993）則指出，讀寫結

合的方法有五：仿寫、縮寫、擴寫、

改寫、組寫。詳細說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讀寫結合的方法 

方法 說明 

仿寫 模仿範文內容、章法、技法。 

縮寫 針對教材內容，按一定的要求刪繁

就簡，以求簡明扼要的概述全文，

可以訓練學生綜合歸納的能力。 

擴寫 在提供的材料上，經過再創作，擴

展成內容具體、結構完整的文章；

如短句拉長、句子擴寫成段落、段

落擴寫成短文。 

改寫 將原文以改變體裁、表達方式的過

程，創造出與原文相關但不同的新

作品的寫作方式。 

組寫 提供零星材料，將其重新排列、組

合。 

資料來源：張鴻苓（1993）。 

由上述可知，作文教學應著力於

「讀」與「寫」之間的連結，並且在

閱讀教學上強化學生對文本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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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讀寫結合」的架構下，應從

「作品取向」的結果論模式轉換成「作

者取向」的模式，帶領學生深入理解

文本，進而讓學生模仿、創作。 

三、結語 

難以否認地，只要題材「對味」，

「閱讀」是件十分美好的事。學生普

遍能喜愛閱讀、卻時常對寫作敬而遠

之，其來有自：閱讀是資訊的汲取，

而寫作是思維的抒發，兩者難易有

別。教師可以在學生寫作時，輔以「閱

讀文本」作為鷹架，以文本內容刺激

學生思考，或者以文本形式協助學生

表達，減輕其寫作的心理負擔。唯教

師須於閱讀素材的篩選上費些工夫與

心思，挑揀能觸發學生閱讀動機的文

本，並設計合適的寫作題型，方可收

「讀寫結合」之效。 

閱讀與寫作，兩者相輔相成。看

似眾人咸知的老生常談，在國中教育

會考的寫作測驗中，「引導式寫作」亦

可算是某種程度上的「讀寫結合」。但

若在平時教學活動中，也僅僅是提供

學生一段引文後，便要求學生寫作，

此法難免流於形式、過分消極。筆者

認為，教師應真實體現「讀寫結合」

的意義，勇敢突破以往作文教學的囿

限，開創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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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的提升不能靠口號—在班級經營中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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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交換生 

王金國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從五育均衡發展的觀點來看，體

適能（physical fitness）的重要性並不

亞於其他四育。學生體適能的提升是

目前教育界普遍關注的議題，同時，

也是班級經營的重要任務。根據教育

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的定義，體適能

可視為身體適應生活、動態環境 （例

如；溫度、氣候變化或病毒等因素）

的綜合能力。體適能較好的人在日常

生活或工作中，從事體力性活動或運

動皆有較佳的活力及適應能力，而不

會輕易產生疲勞或力不從心的感覺

（教育部體育署，2016）。對任何人來

說，良好的體適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教育部積極喚起國人對體適

能的重視，也設立「教育部體育署體

適能」網站1，希望藉此推廣體適能的

概念並提供相關的資源與建議，以及

協助學童管理自己的體適能。然而，

即使教育行政單位做了許多努力，學

童的體適能狀況仍不佳，甚至隨著學

生教育階段上升而下降。根據 98-101

學年度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結果顯

示，98-100 學年度臺灣各級學校學生

體適能四項均達中等以上比率遠低於

一半，只有不到 40%（教育部體育署，

                                                

1
 http://www.fitness.org.tw/  

2015）。另外，依據 2014 年國民健康

署的「健康危害行為監測調查」結果

顯示，15 歲以上身體活動量不足率（每

週運動未達世界衛生組織 150 分鐘以

上中度身體活動建議量）為 76.3%；性

別部分，女性身體活動量不足比率達

83.1%高於男性 69.5%；年齡層則以

35-39 歲之身體活動量不足情形最嚴

重，為 83.2%（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2015）。 

平心而論，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運動，除非他在運動中獲得樂趣或深

刻體認到體適能的重要性。依筆者個

人經驗與觀察，有規律運動習慣的成

人，他們往往在國中小求學階段就喜

歡運動。因此，在國民中小學階段，

運動興趣與習慣的培養是相當重要

的。學校除了體育課及校隊培訓外，

導師在班級經營中，也可以積極融入

體適能的培養。本文主要目的即闡述

如何在班級經營中融入體適能的培

養，除提升學生的體適能外，也希望

其養成運動習慣的培養，使其終身受

用。 

二、中小學學生體適能下降與原

因 

相較於 30 年前，當前中小學學生

體適能明顯下降。由於生活型態的改

變，當前中小學生相較於他們父母親

http://www.fitnes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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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身體活動的機會少很多。以

上下學為例，基於安全的考量，目前

大部分家長選擇接送孩子上學，因而

減少了學生走路（運動）的機會。另

外，生活水平的提升及飲食狀況的改

變也引發了學生體重的加重及肥胖率

的提高。而電腦、手機等 3C 產品的普

及，也降低了學生身體的活動。簡單

地說，身體活動減少、高熱量及含糖

食物的攝取增加，導致學生體適能水

平的下降，同時也引發了相關的健康

問題和疾病。因此，在班級經營過程

中，提升學生的體適能有其必要性。 

三、體適能的重要性與影響因素 

體適能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基本

上，有良好的體適能才有充足的體力

來適應日常工作、生活或讀書、比較

不會生病、比較健康（教育部體育署，

2016）。影響體適能的因素很多，除了

先天遺傳的因素外，後天（生活環境

與作息、飲食、運動）也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 

健康體適能可以通過動態的生活

方式與適量的運動而獲得改善。John J. 

Ratey 在《運動改造大腦》這本書透過

美國高中的體育改革計畫、真實的案

例與作者的親身經歷，指出運動不只

能鍛鍊身體，還能刺激神經傳導物質

及腦衍生神經滋養因子的分泌，這些

物質能夠提高專注力、動機及學習效

率。另外，洪蘭（2009）也認為運動

會促進腦神經細胞活絡。運動不僅能

讓孩子提高人的警覺性、注意力和動

機，使其心智最佳化，更讓思考靈活

有創意。運動除了能夠塑造肌肉和調

節心肺機能、促進新陳代謝、提升體

這能水平等之外，運動也能塑造和調

節自己大腦的運作機制。 

四、在班級經營中提升學生的體

適能 

讓學生擁有良好的體適能應是所

有人的期望。不過，提升體適能不能

只是目標或口號，必須要有相應的措

施。教育部自 2015 年起推行「SH150

方案」，要求學校應安排學生在體育課

外，每週運動至少達 150 分鐘（教育

部體育署，2015）。此方案可以看出教

育部對學生體適能之重視，但又受限

於現有體育課時數不足，只好要求學

校在體育課外，另行安排學生運動每

週 150 分鐘。 

基於對體適能之重視以及協助落

實「SH150 方案」理念，以下擬闡述

導師在班級經營中可推行的作法： 

(一) 將培養體適能當成重要的班級目

標 

每位導師在帶一個新的班級時，

必然會為該班訂定班級目標。班級目

標的擬定反映著教師的教學信念（王

金國，2016），教師應更廣義地來看待

教育目標，不能狹義地只看學科表

現。學生的體適能、自我概念、創造

力、良善品格、與人溝通等帶得走的

能力，均是班級重要的目標。 

(二) 善用環境佈置，增强學生的運動

認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221-224 

 

自由評論 

 

第 223 頁 

教室是學生學習的場所，教師可

藉由教室的佈置將健康體適能相關的

知識（如：運動可提升身體機能、會

促進學習成就和表現等概念）融入其

中。透過環境的佈置，可在無形中增

強學生的認知，使其了解到運動的諸

多益處，同時認識體適能的重要性。 

(三) 導師以身作則，發揮示範作用 

要發揮較佳的教育效果，教師本

身要以身作則。教師可以在升旗結束

後，帶領全班一起慢跑操場、可以跟

學生一起做早操、可以和學生一起打

球、可以分享自己的運動經驗，讓學

生從老師的帶領、參與及分享中起而

效尤，發揮身教的影響力。 

(四) 利用正向激勵，提升學生的運動

動機 

導師在促使學生進行健康體適能

發展活動過程中，可將體適能運動參

與情況納入班級管理制度，引導學生

從事體適能活動並制定相關獎勵制

度，通過增強物來提升學生的運動動

機與頻率。另外，導師也可以公開表

揚運動量與運動頻率，以及體適能達

成獎勵標準的同學，藉此彰顯對學生

體適能的重視與肯定。 

(五) 辦理班內及班際運動競賽 

定期舉行班內或班際運動競賽是

促使學生參與體適能運動良好的外在

推動力。班內或班際運動競賽有利於

激發學生運動的動機，促使學生為了

個人或班級的榮譽而參與體適能運

動。另外，在運動和競賽過程中，學

生也可從中體會運動帶來的快樂。 

(六) 將體適能運動列為回家作業 

基於對運動習慣及體適能的重

視，導師可將體適能運動列為回家作

業，讓體適能運動伴隨學生的學習與

生活。如：飯後和家長一起散步、在

家裡進行適量的體能和柔軟度練習。

將體適能運動列為家庭作業不僅能促

使學生達到每天一定的運動負荷，還

能促使學生與父母互動交流，增進彼

此之間的感情。 

(七) 親師合作，體適能培養不中斷 

在班級經營過程中家長的角色是

至關重要的，良好的親師關係是班級

體適能活動良性循環發展重要的助

力。導師可以引導家長適當地參與班

級體適能活動的計劃與實施，讓家長

接受最新的體適能資訊，參與學生的

體適能訓練，還可以在家中對學生體

適能訓練進行有效評估和督導。透過

家長的參與及鼓勵，有助於培養學生

運動習慣，形成終身體適能的運動觀

念，維持良好的體適能水平。 

(八) 教師協同合作，輔助班級活動推

展 

導師的能力與資源是有限的，此

時，導師可以和科任老師合作，請他

們參與到班級體適能活動的計劃與實

施中來。例如：美術老師可在教室的

環境佈置上給予有效地指導，體育老

師在體適能訓練項目的選擇和實施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221-224 

 

自由評論 

 

第 224 頁 

上，能帶來實質性的幫助，而其他的

老師在體適能活動中也都能給予支持

與幫助，促進班級體適能活動的順利

推展。 

五、結語 

早期運動習慣和興趣的形成，對

於成人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個人

若沒有良好的運動習慣，必然直接對

其健康產生影響，甚至存在健康風

險。班級經營目標是將學生培養成一

個全人，促使學生德、智、體、群、

美五育均衡發展。因此，導師宜將「提

升學生體適能」的目標融入班級經

營，讓體適能運動伴隨學生的成長。

然而，體適能的提升並非是一蹴而就

的。導師需要加強班級內部與外部

人、事、物的經營與溝通，結合自身

班級特色，透過一系列的計劃，將體

適能運動融入學生的生活，培養學生

運動習慣，這樣才能真正提升學生的

體適能水平，使學生樹立終身身體運

動的意識，讓體適能運動伴隨學生的

成長，而不是只是讓「提升學生體適

能」或「SH150」流為一個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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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體育課程之樂趣化教學 
劉述懿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健康科學副教授 

張若寧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健康科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根據國民健康署的國中小學生健

檢視力檢查結果統計，學童裸視視力

不良率（包含：近視、斜弱視、散光

及不等視等）隨年級增加而提高，國

小一年級為 26.1%，國小六年級達

63.9%，國中一年級更達 69%，顯示我

國學童視力不良問題嚴重（國民健康

署，2016）。此一結果顯示，現代兒童

因長期接觸 3C 數位產品之影響，並減

少從事戶外活動之動機，除影響視力

發展，更影響我國國人體能下降。學

校體育課除在課程中指導運動技能並

提供學生運動機會外，透過樂趣化教

學讓學生喜歡運動更是一項長期目

標。根據研究指出，從事規律運動對

學童體適能有顯著改善的效果。規律

運動能讓人擁有理想的身體組成、健

康飲食習慣、正常的血壓及血脂肪狀

況，適度的壓力管理及良好的心肺能

力等，進而達到促進健康的效果

（Wilfey & Brownell, 1994）。 

許樹淵（2000）表示，興趣是學

習的原動力，對教材有興趣，學習才

會成功，凡符合學生之興趣與需要的

教材均為好教材。現今是科技飛速成

長的年代，各項運動資訊來源取得容

易，但是實際參與運動的學生學習動

機並未因此而提升，手機與網路遊戲

吸引力遠大於運動帶來的樂趣，如何

透過課程的安排教學方式的調整，以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劉一民（1991）

在《運動哲學研究》一書中提到，樂

趣化體育教學在培養學生於運動過程

中得到快樂。 

二、樂趣化體育課程的目標 

體育課應該是一件愉快且有趣的

課程，幾乎所有學生最喜歡的課程就

是體育課。然而體育課的實施成效端

賴授課教師的用心與否，老師可以用

一個躲避球讓學生自己遊戲一節課，

也可以讓學生分組自己籃球鬥牛比賽

到下課。然也有部分體育課過於重視

技能訓練，制式化的反覆練習技巧學

習，使體育課成為少數人的興趣，卻

令大多數學生望而卻步。因此在教學

內容上若能增加休閒樂趣化項目，活

潑課堂氣氛，學生不再被逼著接受技

能訓練，進而培養學生上體育課的興

趣，應為體育課之目標與方向。長期

而言，學生運動的興趣一旦養成，即

成為學生終身的寶藏（黃雅鳳，

1995）。教師應該用心規劃整個學期的

課程，例如在躲避球課程分組遊戲

前，寓教於樂的讓學生練習傳接球及

閃躲技巧並組合不同方式的遊戲競

賽，有系統且有計劃的進行教學，讓

學生在遊戲之餘，也能學到不同的運

動技巧與提升體能條件。如此一來，

學習者在歡樂樂趣的氣氛下亦可學習

到運動技能，以達到樂趣化學習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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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樂趣化教學的意義 

劉一民（1987）指出當代最著名

的遊戲哲學家懷金格，在他的書中曾

經竭力的要把遊戲樂趣和邏輯思維分

別開來，他認為遊戲的根本特質是樂

趣因素（fun element），而樂趣因素是

一種純粹的，不可簡約分化，永遠伴

隨遊戲而生的特質，它永遠無法省

略，亦永遠不受分析及邏輯解釋的影

響。 

教師在體育教學中常常注重外在

價值，例如把注意力放在參加校隊、

或者有機會參加比賽獲獎的學生身

上，而忽略了其他多數學生的表現。

事實上，學生在學習中所獲得的各種

感受：成功的喜悅、失敗的懊惱、團

隊合作的刺激等，都能感動學生，進

而獲得運動的樂趣（廖燕燕，2006）。

楊聯琦（1992）指出學校體育課程的

目的，在於提供學生運動機會，享受

運動的好處，體驗運動樂趣；確認體

育、運動為營造健全身心的良媒，培

養愛好運動的態度，以獲得充實的康

樂生活，從而建立終生運動的信念。 

中國大陸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

伴隨著學校體育教育改革的開始而出

現「快樂體育」的思潮。李杉、劉嘉

（2005）認為快樂體育的思想是從終

身體育與個性和諧發展需要出發，把

運動作為學生將來的生活內容教給他

們，讓他們體驗從事、理解、掌握、

創造運動的樂趣，從而激發學生參加

運動的熱情。促進學生學習和指導是

教師的兩項主要功能。因此，如何在

體育課程中運用多元性的教學方法，

來提昇學生修習體育課程的興趣，是

體育教師應該充份理解與認知的。帶

有遊戲成分之樂趣化體育運動，較能

主動吸引學生的興趣，進而培育學生

運動知能，激發學生運動動機，養成

規律運動習慣，奠定終身參與身體活

動的能力與態度。雖然中小學生對於

體育的興趣遠高於大專學生，但若未

有適當的課程規劃，則體育課將僅存

遊戲的功能，而未能在遊戲中達到提

升體能與技巧學習的目的。樂趣化體

育教學強調在提供學習的樂趣，重視

運動主體者學生的滿足感，愉悅的經

驗及盡其在我的成就感（莊美鈴，

1993）。 

體育教學或運動訓練，經由運動

知識或技術為媒介，有計畫地達成體

育的教育、政治、經濟或社會等功能，

趨善避惡，造福人群，追求全體國民

的健康，提高生活品質，秉持的是實

用的態度，追求的體育價值是「善」，

洋溢著「實用的樂趣」（劉一民，

1987）。在體育課程模式中，以遊戲作

為發展基礎的是運動教育模式（Sports 

Education Model），其主要概念是源自

於遊戲理論，主張運動際遇可以成為

一種課程模式，透過遊戲化的運動來

學習運動知識，增進運動技能，使人

可以欣賞運動，參與運動，進而達到

全民運動的目的（Siedentop, 1994；許

義雄等人，1998）。 

四、結語 

樂趣化顧名思義就是一種具備歡

樂的取向，在體育課程中經營歡樂的

氣氛下學習往往收到較好的成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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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如果充滿樂趣，學生就會覺得體

育課好玩，因此能在愉快的氣氛中學

習，而達到教學的最大成效，當學生

能從享受運動的樂趣為起點，並且投

入挑戰學習並發覺自我技巧與體能因

此增進，亦能在課程過後提升成就感

與滿意度。 

樂趣化教學最主要目的是要提高

學生學習興趣，營造快樂的學習情

境，寓教於樂的在課程中實施，在降

低挫敗感的學習過程中，體驗運動樂

趣提升體適能，並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跳繩是一項適合在校園裡推行的

非競技性運動，透過樂趣化教學提升

學生學習興趣是一項重要的教學方

式，尤其在小學校園中，如果能透過

教學策略而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並有

效提升體適能以及增進心肺功能，是

運動最主要的目的。體育課是大多學

生的最愛，除在課程中可以享有遊戲

歡愉與運動滿足，亦可放鬆身心抒解

壓力，然若未能樂趣化課程，也會讓

少數學生望體育課而卻步。 

體育教學的樂趣具有三個基本要

素，分別為內容多樣化、活動多變化、

領導民主化（蔡貞雄，2001）。體育教

學 的 最 終 目 的 是 透 過 身 體 活 動

（physical activity）幫助學生養成規律

運動的習慣，發展良好的全方位體適

能，使學生成為一個健康快樂的人（闕

月清，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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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越野運動在休閒活動中的價值 
謝宛君 

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小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臺灣社會轉型，民

眾的所得日益提升，物質生活不斷的

改善，然而同時人們的精神壓力也隨

著增大。追求休閒與遊憩活動的需求

在我們生活中占越來越大的比重，國

人越來越重視假日時間的安排，休閒

活動更顯重要，因此休閒活動也越多

元化。休閒活動涵蓋廣泛，其包含了

休閒運動，也就是休閒運動為休閒活

動之一部份。從事休閒運動除可獲得

生理上的效益之外，更能獲得心理滿

足、社交經驗、經濟交換、美學充實、

生活品質及壓力舒緩等各方面的功能

（洪昭坤，2002）。休閒是健康生活中

不可或缺的一環，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更為重要，在參與休閒活動中，休閒

教育是可幫助個人提昇休閒的技巧與

認知，且自由選擇使自己愉快與滿足

的休息活動。 

雖然，休閒活動快速發展，全民

健身運動也正積極發展中，但是，國

中小學生自己可以支配的休閒時間少

之又少，而且還不具有連續性，所以

如何運用學生有限的自由支配時間，

透過休閒活動鍛鍊促進學生生長發育

和生理健康，提高心理健康程度，促

進社會應變能力，培養學生的興趣，

發展學生的個性，發掘每一個人的內

在潛力，豐富和美化休閒生活，提高

休閒生活品質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二、定向越野運動與休閒活動 

定向越野運動是一種在野外利用

地圖和指北針，以不同形式去完成一

段路程，並且在檢查點為檢查卡（記

錄卡）打上印記的運動。是一項時尚與

休閒兼備的新興運動項目，它以趣味

性、挑戰性和接近自然環境等獨特魅

力，吸引人們參與這項新興運動。這

個起源於十九世紀末的運動，風靡整

個北歐大陸，參加者藉著地圖來判斷

地形地物，並以指北針引導前進，依

據個人技術、體能和判斷力作出路線

選擇，在特地的區域裡，以最快的速

度通過指定的檢查點（吳明彥，

2005）。 

定向越野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已有

二十年的時間，國內近年來隨著舉辦

世界運動會與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的

經驗，加上 2014 年全民運動會將定向

運動列入正式競賽項目，定向越野運

動在教育部體育署（體育署）、以及相

關民間團體與行政機關的推動下已日

趨為一般民眾所認識，參與的人更是

不計其數。到目前為止林務局、救國

團、童軍團均將其列入活動內容，希

望可以寓教於樂，達到全民普及的目

標。 

定向越野運動在任何環境下均可

實施，小至教室、操場、體育館或游

泳池，大至整個校園甚至校外的自然

環境，只需要構築在安全的空間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9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87%E5%8D%97%E9%87%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8B%E5%8B%95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229-232 

 

自由評論 

 

第 230 頁 

而在器材的要求上，亦無須擴充其他

設施、設備，只要一份正確而精準的

地圖及指北針，便可進行，不必過度

耗費教學資源及人力，結合這兩大的

優勢，定向越野運動在校園中容易發

展執行；在歐美許多國家與亞洲中、

日、韓與香港地區，很早就將定向越

野運動融入校園課程中(吳崇祺，吳昌

陽，2008)；近年臺灣在高等教育方面，

許多體育及運動休閒的相關系所亦紛

紛將定向越野運動列入課程之中，許

多國中小也取材於定向越野運動來設

計體育創新課程。 

定向運動是一項結合體能和智慧

的時尚體育運動，在國際上被稱為「智

者」的運動。不僅能夠培訓人的獨立

思考、獨立解決所遇到困難的能力，

而且在體力和智力受到壓力下作出解

決方案的能力。定向運動是一項參與

性極佳的體育運動，從年僅三四歲的

孩童，到年近耄耋的老人都可以參

加，正是落實「全民健身計畫」的一

個很好的體育項目。 

三、國中小學生參與休閒活動現

況 

學生的休閒活動即是指學生在學

習、工作之餘，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

時間裡所開展的休閒活動。它完全從

學生的興趣出發，內容豐富多彩，不

受場地、時間、形式等約束，寓教於

樂，十分有利於學生興趣的培養，有

利於學生獨立自主精神、創造精神的

培養，有利於充分發展學生的體育個

性與特長。有利於增強學生的體能和

提高身心健康，符合休閒教育和終身

體育學習的要求。但學生的休閒活動

的發展受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

包括學生自由支配時間少，課業負擔

沉重和環境條件的壓力。所以，如何

運用休閒時間--假日、寒暑假，如何有

利於陶冶學生身心，如何選擇學生休

閒活動方式、方法，引起了人們的注

意和思考。 

臺灣地區的青少年學習負擔沉

重，其休閒時間、活動內容與品質均

有待加強。故此，學校、社區、民間

團體與政府應共同合作努力，規劃與

推展青少年休閒計畫，協助青少年透

過休閒活動，了解自我對休閒的需

求。從休閒活動中激發興趣、發展能

力並或獲得積極、自信、自我肯定、

人際互動各方面的健全發展。 

四、定向越野運動的價值與休閒

活動關係 

定向越野運動早期主要運用於童

軍教育，目的是提高幼童軍的野外活

動參與意願及興趣，並藉由地圖與指

北針的使用，增加其對大自然的操控

能力；事實也獲得極大的成果與回

響。由於定向運動可提升個人的體

能，更能增加地理應用知識；因此，

定向越野運動的價值臚列如下： 

(一) 促進學生生長發育和增強學生體

能 

學生正處於身心發展時期，身體

還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是鍛鍊身體的

「黃金時期」。體育運動對於中小學學

生猶如日光、空氣和水對生命都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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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可的。但僅僅依靠每週 2 至 3 節

體育課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要靠學

生的休閒活動來完成。參加定向運動

時，學生在戶外尋找地圖所指示的各

個檢查點，就必須選擇路線進行奔

跑，提高有氧呼吸能力，發展耐力。 

(二) 健全學生心理，發展學生個性 

休閒活動的最大特點是身心的娛

樂和調適，它可以使學生的心理獲得

放鬆和消遣。休閒活動不同於一般的

體育課，而是透過自動自發的參與的

休閒體育活動。所以，學生如何因自

己的時間調移並因地制宜從眾多運動

項目中選擇符合自己的興趣 愛好、身

體條件、健康條件和運動能力的項

目，作為自己相對穩定的鍛鍊內容和

形式，以取得較好鍛鍊效果具有極其

重要的意義。參加定向運動者完成比

賽後內心就會有一種成功的體驗，修

養身心，開拓思路。其價值已經遠遠

超過了健身、娛樂的需要。它是人類

文明進步和文化發展過程中創造並逐

漸完善起來的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 

(三) 完善學生體育個性，奠定終身運

動基礎 

對於學生來說，參與休閒體育活

動對促進他們的體力和技能是十分明

顯的。由此可以給他們帶來成功、喜

悅和滿足感，以及來自夥伴的讚譽和

肯定，從而可以進一步促進他們體育

個性的形成和發展。「興趣是最好的老

師」，學生們對體育的興趣，是促使其

參加體育鍛鍊的最強有力的內在動力

之一。學生休閒體育能夠奠定終身體

育基礎的原因就在於它能夠培養學生

對體育的良好興趣、態度、觀念和鍛

鍊身體進行娛樂的習慣。也能使學生

具備終身體育的能力和方法，而體育

個性的形成無疑奠定了學生終身體育

的基礎。 

總結來說，定向越野運動是一種

參與者藉由指北針和定向地圖，在最

短的時間內循序找出地圖上所標示的

定點。因此，跑得快卻不會讀圖，或

會讀圖卻不知如何規劃行進路線，均

無法獲得最好的成績。歸納定向越野

運動的休閒價值如下：1.增加樂趣：藉

由類似尋寶的情境，可增加趣味與娛

樂性，以減少無聊感。2.獲得成就感：

每找到一個控制點即可得到成就感，

而想尋找下一個點的動機即得到增

強。3.智力考驗：根據地圖的地形資

訊，選手必須快速判斷，以選擇理想

的到達路徑，如此可以提高環境觀

察、判斷、反應和邏輯思維的能力。

4.具競技性：可以個人、分組競速或團

體接力等方法實施，除了比智力、比

體能，亦可以強化團隊的問題解決能

力。5.習得戶外活動技能：可以習得地

圖、指北針的使用方法及知識，以增

加日常參與戶外運動之能力。所以，

定向越野運動不僅是融合智力、體力

與意志力的運動，而且還是一項適合

全民共同參與的運動，讓休閒、運動

與教育訓練結合，增進參與者的健康

與問題解決能力。 

21 世紀的教育將從一次性學習走

向終身學習。教育將成為一個人的終

身需求。同樣，這種認識亦將對學校

體育產生深刻影響，對待體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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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了變化，那種「學生時期參與運

動，出了校門停止運動，等上了年紀

再說」的觀念亦將改變，也就是休閒

與體育不僅僅局限於在學校階段，更

是具有超越學生時代的社會價值和人

生價值，而是在人生的任何年齡都可

以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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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力教育的困境與展望 
黃芷筠 

臺北市中山國小附幼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在職班研究生 

 

一、前言 

臺灣近年來生育率下滑，家長對

孩子呵護備至，期望能使孩子快樂成

長；儘管在物質方面不虞匱乏，孩子

卻不一定是快樂的，在教學現場中，

觀察到一些孩子，稍有壓力，便出現

退縮逃避、哭泣的情況；更甚者，會

採用偏激反應來表達自身感受—健康

心理的養成，需要從小開始。 

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近年來蓬勃發展，強調主動積極地轉

化負面衝動，並討論如何能做到自

律、自我調節，讓生活過得有價值。

復原力（resilience）為正向心理學中的

重要議題，代表能處理生活中困難或

壓力的能力，或是個人處於被剝奪或

有壓力的情況下，能運用自身優勢、

所處環境的資源，成功調適並恢復到

自己原先狀態的能力。「復原力」有許

多別稱，像是：韌性、自我韌性、彈

性、挫折容忍力以及挫折復原力等，

名稱雖然不一，但本質都是相同的。 

復原力相關研究發現，復原力較

佳者，其憂鬱程度會較低；復原力對

個人的認知跟情緒亦具有調節功能，

透過復原力的學習，能提升個人對生

活的適應。一個人是否具備「復原

力」，小則影響個人、家庭，大則影響

社會、國家，正因如此，每個人在遇

到挫折時，如何展現出自己的「復原

力」，是需要學習的。 

二、復原力教育的困境 

學齡前時期的經驗，對個人的行

為、態度及價值觀，有重大的影響，

幼兒的情緒教育，也一直是學者專家

呼籲的教保重點；雖然「復原力」的

重要性已逐漸為人所熟知；但「復原

力」的教育，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以下就三方面闡述： 

(一) 家長方面 

每個人都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

在思想、用語上，也有所差別—現今

社會，大多數孩子都來自雙薪家庭，

換言之，幼兒的爸媽，除了身為父母，

同時也身兼別人的兒子 /女兒、上班

族、同事……等多種角色。成人只是

因為年歲增長，多了些經歷與智慧，

並不代表做任何事，都能遊刃有餘；

成人偶爾也可能會忙到分身乏術、身

心俱疲，那時的成人，也許會有情緒

失控的一面，因而波及無辜的孩子，

或是忽略給予孩子適度關愛，只照料

到孩子是否吃飽喝足……。成人的心

理健康，也是需要被照顧的，唯有成

人本身具備正確的情緒調適與表達方

式，才能做良好榜樣，讓孩子有學習

的楷模。 

(二) 學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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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師生比偏高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氣質相異，有的活潑熱情，樂於分享、

有的則是害羞內向，甚少開口，每個

孩子都是老師的寶貝，能陪伴他們一

同學習，看著他們點點滴滴地成長，

是老師最珍貴的禮物。某次帶孩子到

操場跑步，有兩個孩子分別在跑步時

跌倒，一個沒受傷，卻嚎啕大哭，另

一個的膝蓋有小擦傷，反而說不會

痛、沒關係，想繼續跑步，同一事件，

孩子的反應卻截然不同，這就是老師

需要留意之處，關心每個孩子的身心

發展，並予以適切的鼓勵、回應，是

身為教師的本份；每個班多少有些特

別需要老師費心引導的孩子，若班級

師生比能再降低些，走向小班制教

學，相信每個孩子受到關注的時間將

會更多，亦能更妥善了解孩子各方面

的發展，並給予引導、回應。 

2. 缺乏相關資訊 

鑑於復原力對人們有深遠影響，

近年來有關「復原力」的教育方案興

起，強調教導學生從挫折中成長，學

會正確的情緒調適與表達方式，教學

對象涵蓋幼兒、兒童、青少年到成人。

雖然目前此類教育方案成長快速，然

而，以幼兒為對象之相關教學活動，

數量仍遠不如其他年齡層；此部分資

訊，亦非所有老師都知悉。 

(三) 親師方面 

常會聽到家長說：「老師，你跟他

/她說，叫他/她在家有話用說的，不要

用哭的，也不要都不說話。」面對困

難或是不舒服的情境時，個人情緒多

少會有起伏，如果幼兒在學校面對挫

折帶來的壓力，能有效地因應、處理

自身情緒；在家卻無法做到，關鍵便

在於「親師的一致性」。我一直以為，

教養孩子、跟孩子互動，只要掌握住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原則」，便

能收教育之效，這也是影響復原力教

育成敗最明顯的一環，當親師雙方溝

通良好，老師在學校跟家長在家裡，

同樣以溫和而堅定的引導、鼓勵方式

對待幼兒，才不會讓幼兒無所適從，

如此，才有助幼兒復原力的培養。 

三、復原力教育的未來展望 

(一) 預防勝於治療 

有的人天生就具有良好的復原

力，在面對壓力時，能運用其正向的

心理特質，將之轉化為動力；但這不

見得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因此才需要

做好復原力教育。人們常會在見到負

面的社會新聞時，評論犯罪者的不

當，這是再正常不過之事；但若能在

那些犯罪者還是幼兒的時期，給予足

夠的關懷與支持，協助其建立良好的

心理健康，那些恐怖的社會事件，也

許就不會出現了。 

(二) 提供適性的復原力教育 

因應父母跟教師的需要，安排適

當的復原力教育研習。為了提供具有

不同教養困擾或有教養盲點的家長實

質的幫助，復原力教育同時也應考量

孩子的個性特質，才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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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積極互動、鼓勵參與 

從事教育，最擔心的是「三天曬

網、兩天補魚。」若親師的教養步調

不一，孩子的學習多少也會受影響。

身為教師，要積極主動地跟家長互

動，分享家長在家也能帶孩子進行的

復原力教育，鼓勵家長以身作則，以

合適的言行引導孩子，進而培養孩子

的復原力。 

四、結語 

「情緒」，跟人的一生，關係緊

密，如何處理情緒，對每個人而言，

都是須終身學習的課題。因應少子化

的趨勢，了解幼兒遇到挫折後的應對

方式，是極重要的課題。想要具備良

好的「復原力」，需要透過學習—想有

祥和的社會，則要有心理健康的成

人，每個成人都曾是個小孩，那麼「復

原力教育」更是要從小扎根，才能收

穫豐碩的果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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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電影在國小生命教育課程上的應用 
鄭亞盈 

新北市國泰國小教師 

林麗芳 

臺北市吳興國小教師 

 

一、前言 

身處資訊爆炸的時代，以及智慧

型 3C 產品的推陳出新，現代學童獲得

知識的管道早已不再侷限於書本之

中，電影、電視、網路等資訊媒體以

及 3C 產品所帶來的視覺刺激和聲光

效果更是深深吸引了學童的目光，傳

統的講述教學以及紙本教學素材顯然

已逐漸無法滿足學童求新求變的學習

需求。 

電影融入教學是一種同時結合了

影視文本、傳播媒體以及教師引導的

教學方式（蔡宗和，2006）。近年來筆

者嘗試以電影做為生命教育課程教學

的素材。發現學生的學習動機明顯提

升，課堂表現屢屢讓人驚喜不已。「為

什麼主角明明知道別人討厭他卻還是

要不斷向他示好？」班上一位孩子歪

著頭問道，另一位平時注意力不甚集

中的孩子立刻答道：「因為只要不斷展

現善意的微笑，最後別人一定能夠感

受到呀！」看著孩子在欣賞影片時專

注的神情以及討論時的積極踴躍，甚

至在下課後仍不斷與他人分享自己的

心得與想法，這些都是平時進行傳統

講述教學時較少見的高度學習動機。 

隨著影片中的角色落淚、大笑，

孩子的情緒也隨之高低起伏，甚至感

動地跟著掉眼淚，我相信這是孩子能

夠同理他人感受的開始。由於電影具

有多元、生動、有趣、效率、普遍化、

容易操控及實用等特性，因此成為生

命教育絕佳的素材（樊明德，2004）。

筆者相信孩子能夠透過片中角色的生

命經歷，同理他人感受並連結到自己

的生活經驗而獲得更多生命的啟發，

進而學會關懷周遭的人事物。本文擬

針對電影在國小生命教育課程上的應

用，提出一些想法、教學方式與教育

先進們分享。 

二、電影應用在生命教育課程   

(一) 理論基礎 

1. 訊息處理理論 

    電影結合了視覺上以及音訊上

的多種要素，不僅能讓教學變得更

豐富多元，更能提供學生多樣化的

學習，亦能有效吸引學生的注意

力，進而將感官所收錄電影提供之

刺激化為短期記憶。透過電影欣賞

後的討論反思及延伸活動，不斷思

考影片中之情境及問題，達到反覆

複習之效，能將教學內容有效的轉

成不易遺忘之長期記憶。 

2. 社會學習理論 

    電影能夠突破時空和經費限

制，提供學生所無法在日常生活中

體驗之替代經驗，使學生能夠透過

電影角色所經歷的經驗中獲得替

代性學習，從而釐清自我價值觀，

明白對應情境應表現之正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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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學生內化正義、平等、尊

重、關懷等精神，以求達到生命教

育所欲達成的情意或行為目標。 

3. 發現學習理論 

     相較於聆聽教師口述之語言

符號，或是閱讀書籍等文字符號，

電影提供更多具體的形象概念做

基礎，透過觀察中學習，能夠幫助

學生更輕易的理解生命教育中較

為抽象之概念。學生各自利用自己

的感官從觀賞電影的過程中進行

發現學習，主動探索問題。電影並

提供了一種「共享的經驗」，使學

生能與同儕有共同的起點，促成有

效之討論及對話（方永泉，2003）。        

(二) 課程實施原則 

欲透過電影融入教學達成生命教

育目標時，教師必須注意一些基本實

施原則，像是：針對教學主題挑選適

切之電影；並且必須克服教學時間與

教學地點的困難，為學生安排一個舒

適且能夠開放討論的觀影環境；同時

教師必須擁有足夠的電影素養及教學

知能，方能針對影片內容給予學生提

示及帶領學生進行討論；並且適切的

連結其他領域課程或搭配不同的教學

方法及活動，使學習更寬廣有深度；

更重要的是應使學生將影片中的替代

經驗轉化為實際的行為實踐，故應安

排能夠連結學生生活之適切活動或體

驗，讓學生有機會將課堂所學落實於

生活中（籃慧蓮，2006）。   

(三) 課程實施方式 

 

1. 重點提示 

    進行影片欣賞前給予學生明確

的觀賞重點提示，以利後續討論。

確保學生瞭解課堂所要學習的主

題為何，也使學生能夠快速融入劇

情情境之中。 

2. 電影欣賞 

    在學生進行電影欣賞的過程

中，教師可觀察或記錄學生觀影時

的情緒變化，了解學生對於角色遭

遇不同情境時的感受，有助於後續

帶領學生進行討論時的引導及延

伸。 

3. 提問討論 

     影片欣賞完畢後，教師與學生

針對劇情內容進行提問及討論，討

論過程中應提供關懷且開放之對

話情境。搭配預先設計好之課堂學

習單，可避免話題過度延伸而失

焦，但亦不使學習單流於一項侷限

學生思考的工具。 

4. 師生對話 

     將影片中之教學主題連結至

學生日常生活情境之中，透過師

生、生生間真誠的交流與對話，將

彼此的經驗或想法互相分享。此階

段之對話內容不再侷限於電影劇

情、角色間的探討，而延伸至學生

自身經驗，進而促使學生開展出更

多對自我生命意義及價值的認識。 

5. 體驗活動 

     針對影片劇情及教學內容，設

計模擬或真實的體驗情境，提供學

生去感受或去實踐行動，透過親身

體驗加深學習的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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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省思及結語 

     由個別學生發表、分享當日觀

影、討論、分享或是體驗活動心

得。最後教師帶領學生回顧今日活

動，鼓勵將生命教育之精神落實於

日常生活中，歸納結論後做該堂課

之結語。 

三、 結語   

  生命教育是一種情意教育、終身

教育。電影能夠在短時間濃縮他人生

命故事，給予學生充滿真實感的替代

性經驗，促使學生以不同的角度去反

思生命意義，學生能打破時空的限

制，感受有別於自我生命之外、不同

他人的生命經驗及生命智慧。 

  電影應用在國小生命教育課程不

僅能有效提昇學生的動機與學習成

效，更提供教生、生生之間有更多的

共通的學習與情境背景可供對話與交

流。教師能更輕易地使學生聚焦於對

生命議題的關注，並透過電影的欣賞

與後續之討論及延伸活動，引導學生

瞭解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培養對生命

的尊重與關懷，進而接納自我、關懷

他人，建構出正確的生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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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討論」 
陳紀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創新與評鑑所碩士生 

 

一、前言 

臺灣目前積極推動十二年國教，

期望藉由政策的改變來帶動學校、教

師、學生及家長對於「考試升學，唯

有讀書高」既有價值觀的轉變，但在

教育議題中最首要注重的仍是回歸到

教師與學生的教學。十二年國教的目

標是提升教育品質，期引導孩子為考

試唸書的動機，轉換成主動學習，激

發教師從「怎麼教」的教學焦點，轉

換成「如何學」。《親子天下》自二○

○八年起歷時五年時間，觀察記錄教

育政策、教學現場、社會環境的種種

變化，出版《翻轉教育》。「翻轉」強

調將原本教室中由教師的主動教學改

變方向為學生主動學習，將學習的主

導權還到學生手上，進而達到教師的

因材施教，鼓勵教師由「知識的教導

者」轉變為「學習的引導者」，強化學

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二○一二年佐藤

學教授在臺灣出版《學習的革命》中

文版，席捲臺灣教育界，掀起對於學

習共同體中的協同教學及臺灣教師較

熟習的分組合作學習，受到關注與討

論。無論是哪一種方式，不外乎希望

臺灣的教育能夠有所改變，嘗試不同

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成為學習的領航

者，而非一直由教師在後面追趕的小

綿羊。 

翻轉教室、學習共同體或合作學

習，期改變教育現況，並不約而同的

注重兩個方面，一是期盼將學習主導

權由學生自己掌握，二是課堂進行方

式著重學生之間的討論。臺灣教室中

多以教師為學生準備好教材、作業、

安排進度，學生僅是被動的接受教師

所安排的一切，課堂討論多以教師對

全班提問，同學舉手回答的單向討

論、以回答出教師預設的答案為主。

若期盼以學生之間的討論來促進學生

主動學習，討論的品質與方式即是關

鍵因素，與教師帶領的全班性討論相

比，兩者皆為課堂中的討論，是否有

所差異？本文將探討以教師及學生為

中心的兩種討論形態。 

二、傳統的討論-教師中心的全

班討論 

Barr 和 Dreeben 的觀點，在小學的

教室中很大比例的學生所經歷的討

論，被定義為教師說話和課本內容、

字面意義上的問題，並非由學生小組

討論的參與和思辨後而產出（谷瑞勉

譯，2004）。傳統教室中，此類師生的

互動模式主要為教師發問和學生回答

的循環順序，討論進行是偏向傳統的

教師中心與講述教學法，多為教師單

方向傳遞知識的方式，教師提問而學

生則是被動的回應，大多時候學生也

是依循教師的引導語答出教師預設的

答案。 

Cazden 和 Mehan 指出傳統的討論

互 動 型 式 為 I - R - E

（Initiate-Respond-Evaluate），即為教

師啟動-學生回應-教師評量（谷瑞勉

譯，2004）。Courtney B. C.進一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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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師啟動（Initiate）」即是教師引

出事實的訊息或選擇；「學生回應

（Respond）」是在教師要求學生注意

後，由學生回答教師所要的訊息；「教

師評量（Evaluate）」是教師引導學生

反應，在提供訊息後，教師給予回饋，

使學生得知可維持回答訊息的原意或

需要再修正（蔡敏玲、彭海燕譯，

1998）。從國內教室言談的相關研究，

此模式為教室言談中常見的，老師藉

由發問來開啟一個課堂的主題，例

如：一位六年級老師在教導國語課《我

的夢想》，老師詢問「沈芯菱在北京奧

運的攝影展的內容是什麼」來開啟課

堂的討論，學生依循著課本的內容回

答「草根臺灣臉譜」；老師進一步追問

「草根臺灣臉譜拍攝了什麼內容或主

題的照片」作為進階的問題，當學生

再次依循課本的內容回答時，老師以

「很好」來表示學生的回答是令人滿

意的。此時的互動即是以 I-R-I-R-E 的

型態呈現。傳統討論的一大特性，老

師的提問是重複連續的，少有機會讓

學生間彼此有互動討論。 

Almasi 研究發現傳統的討論型態

是由教師負責提出 93%的問題，並控

制 62%的說話時間（谷瑞勉譯，

2004）。對於此類的互動型態，更適合

被稱作「陳述」，此類型的課堂中並沒

有讓學生協同合作、建構學習內容意

義的機會，問題的答案都是已知的，

學生只需要翻找課本後「陳述答案」

即可。在陳述的情況下，學生之間很

少有互動，教師成為課堂中影響解讀

的重要角色。 

 

在如此的課堂中進行討論，並不

會讓學生對於知識的意義進行意義建

構，只是很單純的教師提問、學生找

答案回答，其回答的內容並非由學生

自行思考而產出，即使有更多同學發

表答案，僅是複誦內容或回答相同的

答案。 

三、新觀點的討論-學生中心的

小組討論 

當師生在進行教學和認知解讀時

是在一個團體的情境中，師生皆為共

同的參與者，但課堂問題的層次只是

被動記憶，對學生來說不易建構有個

人意義的答案，討論應該將認知上的

參與延伸到參與者之間介入彼此的討

論對話中。 

討論的團體中，參與者的解讀是

動態持續的，由讀者經驗和認知內容

所產生的新訊息交互轉換建構而成。

Gall 提出團體成員之間的互動有一種

相互性，其中個人的行為和回應在解

讀認知時會受到彼此的影響（谷瑞勉

譯，2004）。當課堂討論包含爭議性的

議題，或不只一種標準解答的問題

時，團體成員在討論過程中進行多元

角度思考及價值判斷，進而產生個人

的認知建構（李佳潔，2011）。在這樣

的情境之下，參與者的解讀不斷被激

發並加以討論，而每個人帶到討論中

的解讀最後可能受到其他參與者的思

想和想法，進而轉變和塑造。因此

Bloome 和 Green 提出讀寫被看成是最

初的一種社會性努力，而討論則被看

成是這個讀寫過程中最初的元素（谷

瑞勉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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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討論觀點中，學生在閱

讀後的討論，被定義成是一個評估的

事件，是為了展現給教師看的；然而

若學生是真的體驗真正的討論，學生

處於一個協同合作的環境中，討論的

目的是為了分享觀點、提供合理的爭

議並一起合作來體悟各種認知。 

四、討論的益處 

Vygotsky 的理論曾說明社會環境

提供學習者去觀察更高層次認知過程

的機會，學習也可能更直接，就是當

教師或同學扮演更有知識的參與者並

建構這種互動的時候，學生能夠完成

更多學習的任務（蔡敏玲、彭海燕譯，

1998）。接下來將從認知、技能和情意

三個層面來說明討論的益處。 

(一) 認知的益處 

李佳潔（2011）提出認知觀點的

三大益處，精熟學科內容、發展批判

思考、解決問題。學生要進行討論，

對於討論議題有充分理解，因此在討

論活動開始前有效組織先備知識和學

科內容，使發言更具說服力，討論過

程中學生間能相互提醒學科內容並更

加熟悉；針對他人的發言須具有評判

的能力，當討論成為經常性的學習活

動，協助學生擴充思考的面向，有助

於成為更獨立、全面的思考者；針對

討論議題蒐集並有效運用資料，找到

解決議題的策略，培養解決問題的能

力。 

 

Almasi 提出兩點，一是學生被鼓

勵說出衝突的想法，幫助學生學會如

何提出不確定的見解，解釋並證明自

己的立場，須尋找資料來幫助自己解

決這些不確定性，更學會以不同的觀

點來解讀。二是在一個協同合作的討

論中，一個學生能幫助另外一個可能

感到不確定的學生，當學生在學習解

讀時，同儕可以發揮像小老師的功

能，當學生有機會彼此互動時，他們

正在較高的認知功能當中體悟，他們

能逐漸內化這些功能（谷瑞勉譯，

2004）。 

當學生與他人分享想法時，每一

個人的觀點皆有可能成為一個值得反

思的主題，藉由觀點的發表，提供機

會讓學生擴充有限的認知。因此，學

生在討論中的互動除了是能促進批判

性思考及考慮多元觀點能力的重要因

素，也能發展學生對於認知的建立、

延伸和修正的能力。 

(二) 技能的益處 

課堂討論是處於教室社會情境中

的過程，其中包含人際之間的互動與

認知意義討論而建構個人的解讀，也

包含個人在團體中所擔任的角色。

Baxter 認為若是「陳述」的互動，學生

和教師較傾向於扮演靜態的角色，教

師承擔詢問者和評估者的角色，學生

則承擔回應者的角色；但在「討論」

的情境中，會擴充師生的對話和互

動，學生能夠扮演不同的角色（谷瑞

勉譯，2004）。學習的責任從教師轉移

到學生身上，學生學習如何彼此互動

時，他們開始透過不同角色的扮演，

掌握自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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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討論時須運用多個角色

來參與，同時體驗與他人相處的態

度，藉此獲得有關的社會人際互動議

題的益處。在良好的討論中，學生之

間彼此的想法與經驗是相互尊重的，

透過聆聽去理解他人之後，有助於釐

清自己的思緒並提出更深入淺出的觀

點，讓討論得以持續進行（李佳潔，

2011）。Slavin 曾指出，在培養學生面

對不同背景的態度和接納、鼓勵在課

業上表現較差的學生、同學之間合作

與相互支持，以及檢視他人觀點和了

解他人感受的能力等，學生透過討論

的參與過程可以增加他們的自尊心

（谷瑞勉譯，2004）。一般而言，高成

就的學生自尊心較高，而低成就的學

生因經常失敗、無法掌握課業，自尊

心較低。 

(三) 情意的益處 

Almasi 從一個關於教育進步的國

家評量分析資料中發現，進行討論的

社會互動與閱讀活動有正相關（谷瑞

勉譯，2004），任何年齡的學生，曾經

與他們的朋友或父母談論閱讀的內

容，比起較少與他人討論的學生，都

是屬於較積極的學習者。因此在課堂

中安排學生之間的討論活動，提供學

生在理解課堂內容後發言表達，從討

論互動中可適度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李佳潔，2011）。Many 和 Wiseman

提到，透過研究發現說明了一件事，

能將吸收的內容進行討論的學生，比

較可能會參與在理解認知當中（谷瑞

勉譯，2004）；當學生有機會討論他們

所認知到的是什麼時，藉著分享個人

的想法、價值觀與情感，學生可透過

反省並檢視自己的觀點，補強或修正

自己原先的想法，強化自己對於認知

的所搭設的鷹架（李佳潔，2011）。因

此，學生能從討論當中有所收穫，因

為他們會從自己的經驗和其他討論參

與者的經驗中有所發現，將認知的內

容與自己的經驗相連接。 

五、師生在討論中的角色 

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思（T. 

Parsons）認為角色代表個人在社會團

體中的地位與身份，同時也包含著許

多符合其他人所期望於個人表現的行

為模式。以教師為中心的全班性討論

中，不管是談話內容、發言權力、課

堂流程及時間分配，都控制在教師的

手上。師生雖然同時扮演著對話的啟

動者、問題的詢問者、互動的促進者、

解讀的促進者、回應者、評估者（表

1），但是在討論互動的過程中，教師

是主動的，學生是被動的，也就是說

原本由學生負責解讀的權利被教師所

剝奪了。IRE 的互動模式使教室看起

來充滿對話，但是由於教師所提的問

題大都是有預設答案的，參與這種互

動形式的學生，會把這種互動的目

的，看成是為了討好老師或讓老師評

估，而不會進行認知意義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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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師生在「教師帶領的討論情境」中的角色 

 教師 學生 

詢問者 老師問大部

份的問題，這

些問題通常

是預先決定

的。 

 

學生問很少

的問題。 

互動的促進

者 

老師決定誰

決定問題，大

部份的互動

和對話在老

師的輔導下

流暢進行。 

老師叫學生

名字是為了

參與和維持

主題的一致

性。 

解讀的促進

者 

老師的問題

常導致學生

僅有單一的

解讀。 

老師通常會

在解讀上提

供見解。 

學生並不能

決定在討論

中使用的解

讀策略。 

回應者 老師通常獨

佔了至少 50

％的說話時

間。 

學生對老師

的問題做回

應。 

評估者 老師對學生

正確的回應

幾乎是立刻

用口語或非

口語的方式

給予回饋。 

學生的回應

是被老師評

估。 

資料來源：修改自古瑞勉（譯）（民 93）。鮮活的討論！

培養專注的閱讀（頁 9、15）。臺北市：心理。 

若教師提出真實性的討論問題，

而不是有預設答案的測驗性問題時，

學生說話討論的時間拉長，教師減少

發言的時間，學生之間未經教師指示

的自發性回答增多，也就是說，當發

言的權利轉移到學生的身上時，教師

與學生在教室言談中所扮演的角色開

始轉變，教師變成是一個引導者，只

有在學生需要的時候，教師才示範如

何提問。 

 

表 2 

師生在「學生相互帶領的討論情境」中的角色 

 教師 學生 

詢問者 教師問很少

的問題；有

時會藉提出

鼓勵學生參

與的問題，

來示範良好

的發問。 

問問題是為

了更深入瞭

解議題和幫

助建構意

義。 

互動的促進

者 

教師盡可能

鼓勵學生間

的互動；而

且互動不受

老師的輔導

而流暢進

行。 

學生彼此鼓

勵參與；負

責確定所有

團員都專注

在主題上；

負責確定所

有團員都有

輪到。 

解讀的促進

者 

教師在解讀

議題上保持

中立。 

學生重述或

質問他人說

不清楚之

處；可將主

題題與經驗

相連結以協

助瞭解。 

回應者 教師盡量保

持沉默。 

學生對彼此

的問題做回

應。 

評估者 在互動或解

讀的議題

上，教師只

把握最好的

機會給予回

饋。 

學生藉著說

出他們是否

同意，以及

為什麼同意

來挑戰彼此

的想法。 

資料來源：修改自古瑞勉（譯）（民 93）。鮮活的討論！

培養專注的閱讀（頁 9、15）。臺北市：心理。 

當討論的狀態是由教師安排發言

次序的情況，轉變成依學生討論情境

來決定說話次序時，學生所承擔的角

色變得更多樣性了，整個討論的流程

是由學生控制著，學生擔負著大部分

的發言責任，包括詢問、回應、評估

的角色，而且學生之間也會彼此鼓

勵、提醒，不輕忽任何一位討論參與

者的意見。由學生相互帶領的討論

中，學生在建構認知意義的過程中扮

演一個更積極的角色。藉由扮演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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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向同儕討論出感興趣的主

題；做為回應者，須積極參與並回應

同伴的想法；身為促進者，則必須掌

握討論內容與進展，並確保討論參與

者的意見被完整解讀；評估者的角

色，則展現在對同儕間意見聆聽和批

判思考的能力。 

六、結語 

有許多因素影響著課堂討論的言

談，在師生與同儕的互動中，某些人

會同時扮演詢間者、促進者、回應者、

及評估者等四個角色，某些人一直只

扮演其中一個角色，也許每個人公平

的輪流扮演著各種不同的角色，而這

些不同的參與結構都將構成討論的樣

貌。臺灣學校目前的課堂討論，仍是

以教師帶領的全班性討論為主，所謂

的「討論」過程並不具有學生個人參

與的意義，其所謂的社會性互動是較

缺乏的。當今民主的社會強調每個人

都有公平發聲的權利，並且需與其他

人有協商的空間，其「討論」即是不

可或缺的能力，教室中的討論是共同

學習的民主環境，教師有計畫的指引

並將討論的氛圍培養成教室中學習的

文化，才能營造學生間「討論」的學

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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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批判理論觀點論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關係 
 

余豪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本文旨在以批判理論觀點探究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關係。內容分為三個部份：

首先，教育理論與實踐關係產生論爭之原因，源於教育理論定義之歧異、教育理

論的形成透過教育研究之中介，以及教育實踐者運用教育理論取向之不同。其

次，探討批判理論的發展起源及理論要旨，其理論主張須重視理性宰制的限制、

解放的興趣，以及主體性、整體性及實踐性。最後，根據批判理論的觀點，提出

其對教育理論與實踐關係之主張，以作為教育活動進行之思考依據。 

 

關鍵字：批判理論、教育理論、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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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ritical 

Theory 
 

Hao-Chieh Yu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ritical theory. First, the controversy arises due to the 

various orientations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the ways that different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use educational theories.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origin and theoretical concern of 

critical theory, the constraints of rationality, the interests of emancipation, subjectivity, 

holism, and practice should be emphasized. At last,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relationship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eory 

as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educational activities. 

 

Keywords: critical theory, educational theory, educ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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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背景與研究目的 

在哲學問題的探究裡，理論與實踐關係的探討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對於這問

題的思索與討論，幾乎與哲學史同樣古老（楊深坑，1998：84）。理論與實踐往

往被視為相對的概念，此種二分法所呈現的乃是源於西方的一種智識傳統。事實

上，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關係的論爭，長久以來不但為教育實務工作者所關注

與質問，更是教育學方法論中一個重要之論題。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曾說：「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的重

視，其實就是「啟蒙」能力的強調。而「什麼是啟蒙？」，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 1784 年答「何謂啟蒙」這概念時，他認為「啟蒙」即意謂著

「人類從自我侷限的不成熟狀態走出，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王俊斌，2004：

103）。所謂的啟蒙，就是要袪除人類迷信的根源：無知（ignorance），而要袪除

無知，就必須解除迷信、神話等障礙，轉而訴諸人類的理性，並追求一種科學的

知識。進一步地說，就是透過「理性、客觀」的方法，發現唯一的「真理」，並

掌握駕馭世界萬物的「道」（logos）。這樣的思維，影響了 19 世紀經驗科學的發

展，也影響了其對理論的定義與其對實踐的關係看法。 

在 19 世紀末，因受到數理化宇宙觀的自然科學影響，實徵主義主宰整個學

術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被類推的運用到人文現象，教育研究也在這種思潮

下，把理論與實踐的問題，轉移而為一種「理論-技術-型模」的研究。當代經驗

-分析的教育研究典範即在這種科技主導下的文化氛圍成長，視理論為一套法則

及可預測操弄現象的假設系統，而實踐不過是理論之技術運用而已。理論說明了

存在於教育現象背後的因果關係，發現後以嚴格的科學語句加以描述，再加以證

驗並成立科學法則。有關教育的科學法則是建立在嚴格因果關係上，這些因果關

係應用於教育的實際過程時，是把原因當作手段，將結果當作想達到之目的（楊

深坑，2002：189）。而所謂的實踐，不過是理論對實際事務所做的因果解釋的運

作說明而已。 

如同上述，將自然科學典範放置於教育現象來解釋教育實務，便會以為人文

現象等同於自然現象，教育與教育研究的對象，也必須受嚴格因果法則之控制，

而被視為可以被任意處理與操縱的客體。如此，教育理論便成為一種實然的因果

法則或邏輯論述結果。對此，狄爾泰（W. Dilthey, 1833-1911）便曾問道：「在哪

一點上，由實然的認識可以導引出應然的規則？」這個問題的基本精神根據波爾

諾（O. F. Bollnow）的詮釋，乃是狄爾泰把事實認識到應然規範的轉移，視為自

明之理無須討論，唯一需要探究的是兩者之間轉移的關鍵點而已。這問題的點

出，其實指出了理論的定義的歧異問題：即，理論的實然與應然的特質問題。這

問題的討論，係緣於哲學上對於人類理性與實在之不同看法，而有極為分歧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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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教育過程作為一種社會實在，應於不同理論視野下，對於其理論與實踐關係

的討論，而有殊異之論見（楊深坑，1998：79, 90-91）。因為人是社會的一分子，

是生存於社會及世界的，人在此中社會中，進行著生命的互動與意義的理解。我

們不能忽略我們的生命與世界內在即充滿了意義與價值，因而不能做全然價值中

立的描述。任何對生命與世界的描述與解釋都須以意義和價值之理解，作為先前

假設。因此，在這種從生命作出發以探索教育意義的影響下，形成了精神科學教

育學。而精神科學的出現，對於理論與實踐關係的探討，其意義是：對於自然，

我們做因果的說明；對於精神現象或生命，我們所採用的是，以理解的方法進行

意義的了解（楊深坑，2002：69）。 

就經驗分析及精神科學而言，這兩種理論典範對於教育過程與對此過程研究

所處的社會、科技與主體條件，未作深入的分析與批判，因而其於教育實踐之改

善所能為之貢獻，似乎仍有其限制。因為，教育儘管最終連結到超越的主體，它

終究是一個社會現象，教育理論的旨趣，應在於成熟之自主性與解放。教育理論

與教育關係的探究，不應該淪為不合理教育措施的傳聲筒，而須以知識的解放興

趣為主導，方能將實徵研究所得到的知識，放到更寬廣的詮釋視野來加以理解，

揭露其意識形態的成份，才能使教育過程更趨合理化。會這麼認為，是因為人類

的美善，只會在實踐中遇到，而無法從具體情境中孤立出來，與其他事物分開，

（McCarthy, 1978: 190）。這種主張，指出理論扮演啟蒙進程的解放角色，教育理

論在於促使教育人員反省、自覺，從教育實踐的社會、文化背景去批判背後的意

識形態與宰制現象，進而了解現象的本質與把握真正的意義。因而在探究教育理

論與實踐關係時，藉由批判理論的方法論，實有助於我們發掘教育理論與實踐關

係之實然與應然樣貌。而這樣的探究，也如同楊深坑所言，欲使教育實踐措施能

採取較為高瞻遠矚的寬廣視野，實有必要從方法論上深入探討教育理論與實踐關

係之必要（楊深坑，1998：84）。而藉由批判理論的方法論或視角，探究教育理

論與實踐關係，更顯得其重要性。 

另外，就實務面向而言，無論是對大學生或是教育實務工作者的在職進修，

他們最常反應的就是理論無助於實務，大學教授並不真正了解基層的現象，他們

只是在象牙塔內建構其概念遊戲（簡成熙，1997：261）。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也

似乎被視為兩種不相干的工作。這樣的窘境，我們在許多文獻中，都約略可看到

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脫節情事（吳麗君，2013：5-7；簡成熙：2005，27-29；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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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偉 2002：25-28）。例如，吳麗君1從三個面向析論理論與實務難牽手的原因其

分別是（一）窄化「理論與實務關係的圖像」、（二）結構性因素及（三）雙重的

文化因素。再者，簡成熙提到許多職前或在職進修學生，最常反應的：理論無助

於實務、許多的研究問卷之調查結果，無法真正的指引基層工作者、學者們只會

談及一些教育理想的口號等。另外，但昭偉（2002）也提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陳

述，即教育理論的功用及角色在於指導或引導實際教育活動的進行；教育理論的

建構，是各學科專家運用各學科研究成果於教育活動的一個結果；教育理論的建

構是理論家的事，實務工作者的看法或意見並不重要；理論家在教育事務上應居

於指導者的地位。 

由上所述，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間，存在著理論與實踐落差問題。這是否

是因為教育實踐者對於運用教育理論之取向不同，而使得教育理論的建構者與教

育實務工作漸行漸遠，形成或以理論獨尊，或唯實務成效為上的現象，甚或師資

培育機構亦會由於對理論與實踐之關係存有誤解，而蒙受不當的批評或導致偏狹

的發展。因此，當前教育研究至為急切的課題，乃在於點出理論與實踐的論爭問

題，以及理論之於實踐之可能貢獻問題，此課題有待重視並進一步分析與釐清。 

簡言之，對於教育理論定義的歧異，是否能藉由批判理論的角度來思考而能

助益於理論與實踐之關係之界定﹖而在透過各種典範來研究理論與實踐關係

時，批判理論對於這教育研究的中介因素，是否能引領我們釐清不同典範之旨

趣，而免於偏枯發展之宰制﹖再者，因教育實踐者對於教育理論的解讀取向之不

同也會影響理論於實踐關係的思考。是否透過批判理論，能使教育實踐者對於理

論與實踐關係，能有整體之考量與思慮。因此，本文以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關

係為探討焦點，擇採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之觀點，分析教育理論與實踐之

關係。為了適切掌握教育理論與實踐關係之性質，首先回顧教育理論與實踐關係

之論爭焦點，其次探討批判理論的開展與理論要旨，最後再由批判理論的觀點對

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關係進行分析。

                                                

1
吳麗君（2013）在論及窄化「理論與實務關係的圖像」時，提及幾個我們常聽見的聲音，「理論

上是這樣，可是……」、「那只是理論……」、「理論只能拿來看啦!那是專家上課講的……」、「那

是一個好理論，可是沒辦法應用到實際上……」，此等例子，說明了理論與實務的關係本身也是

一種理論的建構，而在集體記憶以及文化惰性/慣性因素讓實證派典下「理論優位」、「理論指導

實務」依然是主流圖像。另外，在探討結構性因素方面，她提到了 Shulman 所說的陷落的典範，

即我們的師資培育機構的師資、課程及教學等因素是造成理論與實務分手之原因，其實例如分科

教材教法的師資來自於各專長系所教師，卻期望他們能兼有教育專業學科專長。另就專業課程之

教學來看，教學原理、課程或教學設計卻又獨立於內容知識之外。再者，就是實習輔導結構之不

利情形，如實習輔導教師的疲於奔命或不知如何輔導等。第三，她所談及的雙重的文化因素，點

出本土師資培育課程，大多引自外來的西方理論，此理論必需與臺灣當地的生活世界作搓柔，否

則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扞格。另外，則是學術世界的文化與中小學教育現場的文化差異，兩者所關

照的角度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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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理論與實踐關係之論爭 

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合理關係為何，由於不同論者切入之角度不同，而出

現不同的主張與分析面向。以下茲由教育理論定義之歧異、教育理論的形成透過

教育研究之中介以及教育實踐者運用教育理論取向之不同等三個部分，概覽教育

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間關係的基本性質： 

(一) 教育理論定義之歧異 

教育理論與實踐之所以產生脫節，可能原因之一就在於吾人對於教育理論與

教育實踐之概念分歧所致。簡成熙（1997：271-284）由分析哲學的角度出發，

將教育理論之論述型態分為五類： 

1. 將教育理想的口號視為教育理論：由於口號沒有特定的邏輯指涉，所以會產

生歧異。例如「校園民主化」，可能指教授治校，也可能是指學生政府；「愛

的教育」一詞屬於教育口號，但實務工作者則可能將其視為理論。 

2. 將教育理論視為教育理想的論證陳述：例如教育哲學家將哲學學派或人物的

論述引介到教育，進而提出種種的「教育啟示」。 

3. 將教育理論視為經驗科學式的律則陳述：其方法是進行問卷的編制、量表的

修訂、變項的分類與控制、實驗處理，然後將資料輸入電腦，以統計分析的

方法來驗證各種假設。 

4. 將教育理論視為實作知識的程序性陳述：其重點偏重在特定技術的獲得。 

5. 將教育理論視為實踐智慧的陳述：其告訴教育研究者如何審慎地界定教育理

論，如何明智地判斷教育理論的成效；對教育實務工作者而言，則是如何去

且願意去深思熟慮，思考目的與手段之合理性，事實之知運用到規範之知或

技能之知的洞見，在不同教育情境中應變的能力等等。 

而面對上述這樣的教育理論，教育口號可能受制於意識型態之窠臼、可能未

能真正理解口號本身之實踐主旨或者教育口號的僵化等原因，將使得基層教育工

作者認為理論無用，因此正式教育口號之特性，是有助於調和理論與實踐之落

差。其次，將教育理論視為教育理想的論證陳述，若我們未能建構精準的教育理

念，則亦將此理念流為教育口號；但若以嚴謹的方式來論證與論述，雖有助於教

師實踐上之推理，但也未必能免除與抗拒社會之壓力及涵蓋教育實踐時所需之實

踐技能，如此也無法弭平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鴻溝。其三，經驗科學式的律則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245-261 

 

專論文章 

 

第 251 頁 

陳述所表現出的教育理論，它無法反映人類行動之意義，因為它們所建構出的理

論是有誤差2的（如變項的操作型定義，如何定義它將會影響到結果、受試者是

否認真填答問卷等），所以所得出的理論未必如經驗科學所宣稱的客觀真理。縱

或是逼近客觀，所得到的也只是一種命題式的「新知」，在教育實踐上本來就有

其本然的限制。若將此理論視為能指引教育實踐，則是如同過去科學理論所批判

神話般的，成為另一種神話。其四，實作知識3的程序性陳述雖可轉化為事實命

題而獲得，但縱使我們掌握了這些事實命題，卻不一定能保證能獲得各種技能。

另外，知識的傳承，語言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默會的知識或理解（或稱為默

識）（tacit understanding）卻是最容易讓我們忽略的，而實作性的知識有相當的

部分是透過默識來傳達的。若我們理解知識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建構，則不會只重

視事實命題的理論建構，而忽略了實作性知識是在社會實踐或需仰賴實務工作者

在教育活動中才能發揮與展現的重要。最後，將教育理論視為實踐智慧的陳述，

此提醒了我們，教育理論如要能指引教育實踐，端賴理論建構者與實務工作者實

踐智慧的開展，並且實踐智慧必須成為教育理論的探究內涵。 

上述五種教育理論的論述型態，說明了我們在釐清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關

係時，首先需辯明所論及之教育理論意涵為何。此外，每個人所抱怨之理論與實

踐的落差，其實是具有個別差異的，此差異乃因每個人對於產生教育理論之實際

狀況的理解不同，或對於將教育理論應用至實際情況所持看法的不一致（Carr, 

1995: 35）。此些現象的掌握，有助於吾人對教育理論與實踐關係的理解，及分析

不同教育理論之合理性及其於實踐上的適用性。 

(二) 教育理論的形成透過教育研究之中介 

「理論」一詞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理論意指理論性探究之結果，通

常以概括性原理原則、律則、解說等形式出現；另一方面，理論意指思想架構，

它可以建構並指引各種不同的理論性活動。故不同的理論有不同之思想架構，並

具不同之理性活動（Carr, 1995: 32）。

                                                

2
 教育研究可能產生的誤差或謬誤，可參見但昭偉（2002）＜教育研究的三部曲及其可能的謬誤

＞一文。 

3
 歐克夏（M. Oakeshott）（1962）在他的名作《政治中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 in Politics）一書

中提到，知識可分為兩種，一是技術性的知識（technical knowledge），另一個則是實作性的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前者可形諸語言文字，而化成一條條之通則，因此它又被稱為命題式的

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後者則只出現在實際活動進行得當時及過程，它無法條例化或明

文化。根據歐克夏的看法，這兩種知識在我們從事教育活動中，是同樣重要的，它們是促成是實

際活動圓滿成功的必要因素。因此，在教育活動中，教育理論充其量只能提供技術性知識。實作

性知識必須由且仰賴實務工作者在教育活動中的發揮及展現。進一步說，理論建構者不僅要學習

且實際的去從事實作性知識的鑽研與理論建構，同時間他還必須與實務工作者建立夥伴關係，形

成一種對話與溝通互動關係，如此方能弭平理論與實踐之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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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踐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且具有意識的活動。教育實踐者是依據其「能

力」來從事教育實踐活動。所謂的能力，指的就是他透過向他人學習、與他人分

享的過程而獲得，而且經過傳統教育思想家不斷的發展而留存下來的一種理論。

這理論就如同前面所言的兩層意思，一則是理論性探究之結果，另一則是我們所

依據的思想架構，它也影響我們各種不同之理性活動。例如我們採取的立場是量

化或質化、經驗分析或精神詮釋的取向的思想架構，此信念與假設作為我們行動

的原則與方針，指導我們去解釋所面對的事情與情境，也指導我們如何去解釋他

人的行動。因此，這樣的教育理論，一方面說明了理論乃是某種教育研究所形成

的或探究的最後結果；另一方面，它則被視為某種特殊之理論架構，以指導我們

從事理論之研究。這樣說，只是要點出一點，那就是教育理論之形成需透過各種

不同知識形式的教育研究，如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學、

比較教育學等等。這些不同的學門的差異可能只是研究主題的不同，而非研究方

法的不同。但即便是相同的研究方法，到底這些研究方法的「合理性」（rationality）

在哪裡（簡成熙，1997：262）﹖是否我們所採取特定的研究方法（如量化研究），

因它只是一種概括性的原理原則、律則、解說，無論它的理論建構有多麼嚴謹與

精確，以此思想或理論架構來指引理論性活動，教育實踐上是否會產生不同的侷

限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產生落差，將是可預期也不令

人驚訝的。進一步說，理論迫使實踐進入一個自我反省的新形式。理論乃形自人

類活動的回溯，並將之範限於自我反省之上(Eagleton, 1990: 26-27)。探討教育理

論與實踐之關係時，需加觀照教育研究這中介因素以及由此研究所形成之理論對

教育實踐的限制性。 

(三) 教育實踐者運用教育理論之取向不同 

教育實踐乃是一種經過深思且具有意識的行動，而這個深思且具有的意識，

如前所述，是一種概括性原理原則、律則、解說及思想架構。在不同的教育理論

背後，隱含著教育研究者對於教育理論如何運用於教育實踐的預設。此等實踐行

動唯有參照機智4（intelligible）方能被理解，因為它說明了行動者將其經驗意義

化之思考模式（Carr, 1995: 41）。Carr 曾列舉出教學活動的四大取向，說明教師

對於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關係的四種看法，包括（Carr, 1995: 44-50）： 

1. 常識性取向（common-sense approach）：欲將教育理論建立於實踐者的常識性

理解之上，實際活動決定理論之效度，而非理論決定實際活動之效度。藉此

方法建構出來的理論，乃透過「好的實際活動」中所隱含的概念、原則與技

術而加以修正理論，遭遇疑問時，亦需參照由成功實踐者的活動中析離出來

的原理原則。此觀點認為探討「教育實踐」組成因素為何，是最不受爭議的

問題。

                                                

4
此一機智指的是教育實踐者運用教育理論之取向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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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科學取向（applied-science approach）：認為教育現象可以依循科學研究

方法去發現並解決產生的問題，而且科學解釋的邏輯判準也能提供作為建構

教育理論之判準。就此而言，教育理論乃成為使用實徵性方法去測試與類化

原則，以解決教育問題與指導教育實踐之應用性科學。 

3. 實踐取向（practical approach）：旨在謀求改進實際問題，其不同於其他取向

之處在於，它不會受到由理論概化出之原則類推到實際情況所產生的限制，

也不同意將「實踐」領域與「技術」領域等同視之。教育理論的目的在於充

實實踐智慧，提供實踐者解釋性理論，以描述實際情境，並助其揭開隱藏於

實際情況中的價值與前所未知的假設與策略。若能如此理解教育理論，則教

育理論乃是一種精神科學或道德科學。 

4. 批判取向（critical approach）：此取向同時保有共識觀點、應用科學與實踐取

向之教育理論觀，並重建新的教育理論。批判取向解釋了教育實踐不僅僅是

道德實踐，亦是具歷史性、文化性之社會實踐，故總會產生意識型態的扭曲，

需透過意識型態批判以從中獲得解放，其視自我反省為知識的有效範疇，而

視理論與實踐為一相輔相成之辯證關係。 

由上述教學的四種取向之指陳，當可體悟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關係，實具

有不同的可能樣態，其乃是透過實踐者看待及運用理論之觀點而有所差異。因此

由典範的角度分析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關係，的確可提供深入洞察之視角。 

    綜上所述，本文將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產生論爭的原因，分為教育理論

定義之歧異、教育理論的形成透過教育研究之中介，以及教育實踐者運用教育理

論取向之不同等三個部分說明，此說明點出各種教育理論都有其自身之理論形

式，每種形式各有其對人類行動與社會生活本質的解釋，且每種形式均隱含其對

實踐目的之不同興趣與所能提供之社會科學理論。因此，無論是檢視教育理論之

定義、教育研究之中介因素的侷限性因素或者是教育實踐者運用教育理論之不同

取向，都需放到社會實踐脈絡來檢視，檢視其背後隱藏之理論預設與目的，方能

以解放的啟蒙來建立合理的教育理論與合理的教育過程。而批判理論的借用就有

其必要性了。 

三、批判理論的開展源起與理論要旨 

本文由批判理論觀點對於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關係進行分析，以下將先由批判

理論之開展源起與理論要旨等兩部分，對於批判理論進行掌握： 

(一) 批判理論之開展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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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通常是指一九二 0 年代從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社會研究所所發展出

來解釋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社會批判理論（李奉儒，2000：336），其批判

的概念雖然主要承襲馬克思（K.Marx,1818-1883）、黑格爾（G.W.F.Hegel, 

1770-1831），但針對的特別是二十世紀三０年代以來的整個世界局勢在戰後新野

蠻狀態的反省。反省的焦點在於啟蒙運動以來現代化之偏枯發展，啟蒙的控制慾

望導向整個社會的病理式發展，因此早期的批判是一種對社會造成物化、偏枯

化、理性的控制橫行的一種反省（楊深坑，2002：200）。 

批判理論雖起源於法蘭克福學派的作品，但這個名詞基本上是相當鬆散的，

因為其成員間的意見常有不同，但適用來代表我們稱之為批判理論的傳統思潮仍

相當適宜。其中最負盛名的幾位成員，早期包括霍克海默（M. Horkheimer, 

1895-1973）、阿多諾（T. Adorno, 1903-1969）和馬庫色（H. Marcuse, 1898-1979），

當代則以哈伯瑪斯加以繼承、改造，並發揚光大（吳根明譯，1988：25-26）。 

而就思想的根源來說，法蘭克福學派所倡導的批判理論從德國觀念論繼承了

關於人與社會的一些觀念（如自主、負責、理性、自由等）以及批判的精神；從

黑格爾的辯證法繼承了一種廣泛綜合的精神，以及對「社會變遷」、對「歷史」

的深切期待；而從青年馬克思繼承了一種人道精神以及對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

他們並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及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作為方法論的借鏡，試

圖以解放的認知興趣，建立社會批判理論（黃瑞祺，2001：33-34）。 

批判一詞之希臘文字源義係指「合理的分辨與判斷」。以康德而言，批判即

意指理性功能的適當定位，黑格爾的批判則指意識本身的自我辯證，兩者的批判

可以說均指向主體，至馬克思才把批判指向不合理的社會實在，揭露其意識型態

之幻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兼涉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意義，批判不僅

指涉主體批判，也包括社會批判、知識批判和科學批判，俾以導向合理的社會實

踐（楊深坑，1988：23）。 

(二) 批判理論之理論要旨 

批判理論由對於啟蒙的反省出發，循其思想源流與研究取向，可歸納其理論

要旨如下： 

1. 批判理性之偏狹發展所產生的宰制 

批判理論反對自啟蒙運動以來，由於工具理性無限制擴張所衍生的種種異

化。科技文明的問題方面，科技已成為現代形式的意識型態，取代以往形形色色

的意識型態，科技與權力的結合產生「科技專家統治」（technocracy），以科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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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實行權力壟斷之實；而以科學為尊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則壓抑了人

類的解放興趣，使歷史行程不自覺地為科技所控制（黃瑞祺，2001：34）；工具

理性與資本主義合流，則使人物化為商品，失卻了主體性。而批判理論便由知識

批判、社會批判，以及主體批判等三個面向，揭露啟蒙運動以來理性偏狹發展下

的種種後果，進而助人獲得覺察，掙脫意識型態之宰制（楊深坑，1988：2-4）。 

2. 強調知識論中解放興趣的追求 

哈伯瑪斯指出人類生活包括三個要素：勞動、語言，以及權力，並據以發展

出技術、實踐，與解放等三種興趣，此三種興趣又進而決定了三種學科的研究取

向及知識的性質。其中「經驗-分析性的學科」主要基於技術的興趣，其目標為

建立律則性的知識，此類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及某些形式的社會科學；「歷史-詮釋

性的學科」主要基於實踐的興趣，其目標為對社會文化現象獲致一種解釋的了

解，此類學科包括人文學、史學，以及某些形式的社會科學；「批判取向的學科」

主要基於解放的興趣，其目標為反省與批判，此類學科包括心理分析、批判性的

社會理論，以及具有反省性、批判性的哲學。批判理論基於解放的興趣，因此強

調批判取向，其學科的方法論架構乃是自我反省，輸出的知識形式則為對意識型

態、權力關係的分析與批評（黃瑞祺，2001：169-170；Habermas, 1971）。 

3. 重視主體性、整體性與實踐性的把握 

批判理論將馬克思唯物論對經濟結構的專注，轉化為對主體的重視，因而展

開一系列對於宰制、權威主義、科技理性，以及文化工業的批判（林瑞榮，1992：

140）。而批判理論將時間作為一種歷史的社會過程，關注社會實體不同層次間的

相互關係，於研究取向上乃是對於整體性的強調。Ritzer 認為這種整體性的理論

觀點表現於兩方面：「同時性」（synchronic）的研究觀點引導我們關切當代整體

社會組成要素間的相互關係；「貫時性」(diachronic)的研究觀點則側重探討今日

社會的歷史根源，及未來可能的變化（馬康莊、陳信木譯，1989：466）。此外，

批判理論重視實踐問題，將人看作是在各種社會實踐形式中行動的人，從這種新

的人的概念出發，來克服主客觀的對立（林瑞榮，1992：141）。綜而言之，批判

理論強調人類主體性之彰顯，於分析時著重社會文化脈絡之影響與不同社會層次

互動關係之整體性體察，同時由解放的興趣出發，重視理論與實踐合理關係之建

立。 

基於上述之要旨，由方法論的層次切入，批判理論之主張與理論假定可由下

面五個面向得知，分析如下（甄曉蘭，199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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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旨趣：重視批判（critique）、解放（emancipate），與改造（change）。 

(2) 本體論：實體是藉由人際互動而建構的；存在多重實體；但總有強勢實

體結構造成社會的不公平現象（inequities）。 

(3) 認識論：企圖透過符號表徵來理解社會建構，但強勢典範的知識是被強

化的，其他形式的知識則是被隱匿的。 

(4) 方法論：長期觀察深度訪談；提出問題增加對不公平現象的覺醒；意識

型態批判；與參與者一起力行，進行改革。 

(5) 價值論：含涉價值；意識型態的批判。 

四、從批判理論觀點看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關係 

理論與實踐之間關係的思考與反省，係批判理論的核心問題，以下即綜合前

述對於批判理論要旨之探討，以及批判理論學者對於理論與實踐關係之觀點，分

析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關係： 

(一) 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關係受認知興趣之中介 

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乃分屬兩種不同的知識範疇，不可將其等同而直接推衍

轉換，視理論的學習即實踐能力之獲得，如此方不致犯下實徵主義將實踐誤認為

科學理論的直接應用，以及將科學理論的解釋、預測，與應用誤認為具有相同的

邏輯結構之謬誤（Yang, 2003: 8）。 

而哈伯瑪斯重建亞里斯多德的知識論主張，以三種認知興趣為焦點，進一步

指出不同的生活要素會衍生不同之行動類別、關注取向、認知興趣、學科類別、

方法論架構，以及知識形式（Habermas, 1971），因而由技術的興趣出發，所形成

的乃是經驗性-分析性的教育理論，其方法論架構為律則性假設的檢證；由實踐

的興趣出發，會發展出歷史性-詮釋性的教育理論，其方法論架構為文本的解釋；

由解放的興趣出發，則形塑出批判取向的教育理論，其方法論架構為自我反省。

循此些取向，一如不同典範下所進行之教育研究，對於其研究結果於教育實踐之

角色有不同企圖。藉由哈伯瑪斯從認知興趣的知識論面向切入，指出了思考教育

理論與教育實踐關係，不同形式之教育理論僅表示其對教育實踐本質解釋上之不

同，也表示不同教育理論所涉及之實際目的的不同。此接受到認知興趣之中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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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此，若我們回到教育現場來檢視。教育實務問題的發生，可能由於引導實

務活動之「理論」與「實踐」的差距而產生。若將教育研究範限在經驗分析之理

論架構，則可能會忽視人群互動之意義理解之可能。然而若只強調詮釋之教育理

論定位，也易忽略社會文化脈絡中潛藏的意識形態宰制之危機。藉由上述所言，

藉由教育研究之認知興趣的知識論面向切入，讓我們可以深思，教育理論與教育

實踐關係，會因為不同典範之教育理論對教育實踐在本質之不同解釋上，而產生

不同的理論與實踐關係。而此關係，即是受認知興趣之中介影響而成的。因此，

在看待理論與實踐關係時，必須重視理論在實踐上所產生的意義，而這理論的建

構，實則透過教育研究的中介因素來達成，這三者必須共謀教育活動之進行，已

使教育理論與實踐關係能得到合宜之發展與理解。 

(二) 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關係實為一種相互辯證關係 

批判的行動旨在消解理論或實踐絕對化的意向，從而真正揭示兩者間的辯證

運動。如霍克海默在 1937 年所發表的《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一文，便早已批

判了實徵主義下的傳統理論的理論與實踐二分的理論概念，認為任何批判思考均

非純為認知，理論因而必須直接與改善社會狀況有關的旨趣相互連結，理論需就

其緣起條件及運用之關連進行反省，在反省的過程中從意識型態批判的角度探究

理論的社會功能，及其對社會實踐的可能影響加以分析，理論因而不可能獨立於

社會實踐（楊深坑，2002：219）。而哈伯瑪斯在《知識與人類興趣》中亦提及，

社會科學的研究沒有為研究而研究的，一個實踐性的研究同時也是一個為了實踐

的研究，任何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最終都在於導向整個社會成員「成熟、負責、

獨立」，最後應該以解放的興趣為依歸，來看科學理論中所要澄清的理論與實踐

之間的關係，沒有純粹的理論，也沒有實踐的理論，事實上理論也是為了實踐的

理論（楊深坑，2002：226），因而理論與實踐之間乃存在著一種辯證之關係。 

教育理論作為社會理論的一種，其與教育實踐間亦具有此種辯證性質。若我

們檢視教育實際現象，我們可以發現，教育實務工作者之理解與實務工作會受到

傳統（理論）以及周遭群體、體制及社會所影響，因而宜將主觀與客觀、個體與

群體、體制與社會置於辯證性重建的關係，方能更為深入的理解教育情境與實務

活動，進而建構更為適切之教育理論，以及展開合宜之教育實踐。教育實踐活動

之特質乃顯示在它的反省性活動上，反省性活動本身可以建構理論。理論會依隨

實踐活動本身而有所改變。理論或實踐本身均非自明的，理論與實踐兩者間乃不

斷地彼此修正（Carr, 1995:73）。因此，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應為相互辯證之關係，

同時批判理論所強調的批判反省性活動乃是成就此關係之重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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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理論與實踐關係之探究，係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下做整全性之考量 

當代實徵主義的社會研究，正如歐曼（W. H. Oman）對於納格爾（E. Nagel）

的批評，係把社會理論與社會實踐分離，而以理論作為訓練特殊技術以應付社會

實際間的基礎，實踐活動對於科學理論之貢獻是屬於前科學的範疇。質言之，理

論與實踐之間，係透過所謂的社會工程為之連結（楊深坑，1998：81），實徵論、

科學主義與客觀主義可說是一種思潮的三個面向（黃瑞祺，2001：165）。 

由實徵論的觀點出發，實際上乃忽略了教育過程中動態性的特質的掌握，包

括歷史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對於教育過程所產生的脈絡性影響，以及諸如

學生、教師、家長、課程、學校組織等種種學校教育的要素，彼此交互影響所蘊

含的豐富互動等。批判理論駁斥此種去脈絡化的觀點，而主張將教育視為歷史的

社會過程，關注教育實體不同層次間相互關係的整體性影響。因此不論是教育理

論的形成，抑或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間關係之考察，均應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下做

整全性之考量 

(四) 發揮對教育理論中意識型態之批判性功能，具教育實踐之啟蒙作用 

精神科學教育學的理論旨在助長實踐者對於教育情境整體性意義之自覺，教

育情境係在一種社會情境中，教育實踐係一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楊深坑，1998：

100），教育理論的形成與教育實踐合一，教育理論本身即擁有實踐性。同時此種

「現象-詮釋」取向之觀點，將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問題置諸教育家的人格及高度

成熟的教育文化來討論，其關注的焦點從人本身的存有，與整體歷史文化脈絡交

融而成的價值體系（游振鵬，2004：7-8）。 

儘管批判理論也重視此種詮釋的重要性，然而哈伯瑪斯亦指出，隨著科學、

技術及其所伴隨的目的理性行動系統之擴張，一種社會控制的網絡也日益強化，

科學與技術成為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無聲地滲透至人類的意識之中（引自 Yang, 

2003:10），因而批判理論反對全然的詮釋學方法，意識型態批判乃批判理論著墨

更深的層次。阿爾維森（M. Alvesson）與斯科德堡（K. Sköldberg）便指出，批

判理論可視為「三重詮釋學」（Triple Hermeneutics）。在社會脈絡中，單純的詮

釋學關心的是個體本身、主觀性或互為主觀性的社會文化，及其所賦予意義之詮

釋；雙重詮釋是詮釋的社會科學家試圖了解並重建有關此實際狀況時，所共同參

與建構出來的東西；而批判理論除前述雙重詮釋外，還含括了第三種重要的要

素，也就是對無意識的過程、意識型態、權力關係，以及某些理解與認知形式之

宰制關係等，進行批判性的分析（引自楊深坑，2002：245-246）。而教育工作者

透過此一之過程，可對教育理論中潛藏的無意識過程進行反省批判，獲得洞察，

進而發揮教育理論對於教育實踐之啟蒙功能，獲致解放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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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觀點來檢視教育實際現象，教育實務工作者宜透過批判性的自我反省，

以揭露支配自我的理論與實務活動之社會目的與型態，以及實現此一目的與型態

實上，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而這樣的揭露意識形態之教育作為，實則是對理論與

實踐關係的一種合宜的啟蒙功能之最佳詮釋。 

(五) 教育理論具有強化實踐動能之傾向 

批判理論強調解放的興趣，其隱含了實踐的意涵於其中。霍克海默曾說：「批

判理論乃是導致新社會之行動的一個要素」；又說：「批判理論家的職業就是鬥

爭，他的思想乃是鬥爭的一部份。」由此可見，霍氏的批判理論概念乃是一種獨

特的知行合一觀（黃瑞祺，2001：136）。哈伯瑪斯於探討理論與實踐之關係時，

則將其放在理想溝通情境中以三個層次來說明（陳伯璋，1982：88-89）：第一層

次為批判定理的形成與擴展，主客體（或另一主體）以理性對話的方式達到確實

的敘述，由此產生的批判定理有其理性保證及科學意義，然而，此定理僅是暫時

性的共識，並不具「實踐」的必然性，除非在溝通過程中，能喚起自我反省，而

由主體「決定」新的「行動」時，使出現實踐的活動；第二層次為啟蒙過程的組

織，此乃將批判定理予以檢視及批判、反省的歷程，旨在藉由教育喚醒大眾自我

反思的能力，此包括了「理論的啟蒙」與「實踐」二方面，前者是指由知識份子

喚起眾人對理論的了解與認識，以破除蒙蔽的意識型態及被宰制的人際關係，至

於實踐，則是由一群有批判反省能力的人（特指知識分子），在理論知識的指引

下，促使個人或團體進行自我反省；第三層次則為策略性行動，意指在理論的指

引與自我反省將真相呈顯出來後，接著以主體對實體的理解與期望為起點，選擇

最有利的策略及謹慎的決定訴諸行動，進而解決實際問題。但哈伯瑪斯拒絕馬克

思主義將理論化約為實踐的幼稚主張，認為二者不是因果關係，而是一種間接關

係。 

不論從霍克海默對於實踐行動之強調，抑或如哈伯瑪斯所主張的，理論與實

踐乃是一間接關係，理論透過批判過程所產生的對話與啟蒙，實具有強化實踐動

能之傾向。而從批判理論的角度出發，教育理論不應僅是一種理性玄思，與教育

實踐無涉，相反地，教育理論的作用在於促使教育人員反省、自覺，從教育實踐

的社會、文化背景，去批判背後的意識型態或宰制現象（游振鵬，2004：9），進

而促發策略性行動之開展，裨益個別與社會集體的理性實踐。 

簡單來說，批判理論所強化的實踐動能，乃是透過批判取向的思考架構來解

決實務問題。在這過程中，即便引用常識、應用科學或實踐取向，仍會對宰制權

力菁英的運作方式或不平等的教育運作等現象，發揮其實踐力量而使理論對實踐

產生一種「從壓迫中解放」之動能，進而達成麥克里蘭所強調的「教育應該造就

自我與社會賦權」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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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由對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關係之論爭出發，從批判理論的角度進行分析

檢視，並歸納出五個概念，包括：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關係受認知興趣之中介、

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關係實為一種相互辯證關係、教育理論與實踐關係之探究，係

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下做整全性之考量、發揮對教育理論中意識型態之批判性功

能，具教育實踐之啟蒙作用、教育理論具有強化實踐動能之傾向。 

不同的研究典範或知識興趣，對於理論與實踐之關係會產生殊異的關懷與發

展。批判理論作為一種三重詮釋學，對於經驗-分析與現象-詮釋取向的理論觀

點，已然進行了反省與批判。但在後現代思潮的挑戰下，理論與實踐之關係或有

另一種開展的可能性，此亦為吾人於探討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之關係時，另一個

可資思考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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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函館「未來大學」的人才培育經驗與啟示 

～以開放式學習空間及專案學習為例 
林佳音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桂田愛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王金國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今（2016）年三月，我1所服務的

學校（靜宜大學）邀請了兩位日本函

館「未來大學」（Future University）的

教授前來分享該校創校及人才培育經

驗。比較特別的是，在此次研習活動

中，除了兩位日籍教授外，還有兩位

留學此校並取得該校博士學位的臺灣

人，他們以「過來人」的身分，分享

了實際在該校學習的經驗，讓聽者可

以聆聽「教授」的聲音，也可以了解

「學生」的體驗。函館「未來大學」

有很多值得借鏡之處，本文主要介紹

的是其開放式學習空間及其專案學習

法（Project-Based Learning），同時提

出對我國人才培育的啟示。 

一、函館「未來大學」簡介 

日本公立函館未來大學（以下簡

稱未來大學）位於日本北海道的函

館，設立於西元 2000 年，是道南圈唯

一的公立大學，全校學生數約 1200

人。其中，大學生約 1070 人2；碩博士

約 88 人3（2015 年資料）。就學校規模

                                                

1
 本文第三作者 

2
 

http://www.fun.ac.jp/control-panel/wp-content/u

ploads/2014/02/H27.5_department.pdf 
3
 

http://www.fun.ac.jp/control-panel/wp-content/u

ploads/2014/02/H27.5_graduate-school.pdf  

來說，它是一所迷你的大學。 

有別於一般綜合型的大學，「未來

大學」是以系統資訊科學為單一學科

的大學。系統資訊科學主要是融合資

訊 通 訊 科 技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 稱

ICT）、複雜系4、人工知能、設計等學

科知識，致力於解決現代社會中存在

問題的學問。主要研究領域則包括資

訊構築、高度 ICT、媒體設計、複雜系

資訊科學與知能資訊科學領域。「未來

大學」一年級不分系，一年級下學期

末開始選定主修系別，二年級分流各

系。高度 ICT 課程則至三年級分系，

為大學碩士班六年一貫的教育系統5。  

「未來大學」創校理念是，希望

能形成「人類」與「科學」間互相協

調的社會，孕育出具有高才智與豐富

                                                

4
 複雜系是未來大學的一個系所名稱。所學部

分是以資訊系統研究以前由電腦無法計算的

大型、複雜的現象處理、解構分析人的知能現

象背後的規則等相關研究。如地球的氣候、海

流計算系統，生物的 DNA 網絡、交通網路系

統模擬、機器人的人工智慧等研究。如果要以

臺灣科系來說可能比較接近於臺灣資工、資管

的領域。 
5
 http://www.fun.ac.jp/department/course/  

http://www.fun.ac.jp/control-panel/wp-content/uploads/2014/02/H27.5_department.pdf
http://www.fun.ac.jp/control-panel/wp-content/uploads/2014/02/H27.5_department.pdf
http://www.fun.ac.jp/control-panel/wp-content/uploads/2014/02/H27.5_graduate-school.pdf
http://www.fun.ac.jp/control-panel/wp-content/uploads/2014/02/H27.5_graduate-school.pdf
http://www.fun.ac.jp/department/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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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高創造性人才。本著「為社會

而設計」的理念，以資訊科學做為根

基，培育社會所寄予的人才、解決地

方課題、振興產業與文化為目標。 

二、函館「未來大學」榮譽事蹟 

未來大學的教育理念之一為「為

社會而設計的大學」，期望師生能不受

限於教室等封閉空間的學習，實際走

入人群、社區、社會從事研究及教育

活動。因此不論在建築空間設計與課

程規劃上，均以開放（OPEN SPACE, 

OPEN MIND）的概念與態度為其設計

理念。藉由這樣的教育理念設計，未

來大學讓學生有機會走入人群、社

區，學會與他人共同合作，與教師、

同儕、社會社群的共同體驗中培養溝

通能力。學校也鼓勵學生在實際的場

域中進行觀察，針對自己所發現的社

會問題找出解決方法。因此，從創校

以來，不論在實體建築空間的規劃、

特色課程設計，或師生的研究專案、

地域產學合作案等都獲得不少獎項。 

在建築方面，未來大學獲得許多

獎項，如：第 9 回公共建築賞（生活

設施部門）、第 43 回 BCS（建築業協

会）賞、第 54 回日本建築学会賞作品

賞、北海道赤レンガ建築賞、第 26 回

北海道建築賞等。在產學合作上，未

來大學與日本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

產學合作「Communication Systems for 

patients and a large hospital」設計專案，

榮獲 2005 年設計界三大國際獎項之一

「Good Design Award」新領域設計獎。

在特色課程上，未來大學的系統情報

科學實習（簡稱專案學習，Project 

Based Learning）通過日本文部科學省

「特色大學教育支持計劃（Support 

Program for Distinctive University 

Education）H18-20 年度」選定為平成

18-20 年度的特色大學教育課程。學生

個人畢業專案「でこぼこキャンバス

を用いた立体的な描画システムの開

発」「髪の毛で音を感じる新しいユー

ザインタフェースの開発」則通過日

本 IPA2014 年度「未踏 IT 人材発掘・

育成事業」獎項。整體來說，創校歷

史才 16 年左右 
6的未來大學，已在許

多方面有優異表現7。 

未來大學的特色相當多，以下僅

介紹其開放式學習空間及專案學習

法，然後，從中探討對我國教育之啟

示。 

三、函館「未來大學」特色一～

開放式學習空間 

(一) 參與型設計的校園空間規劃 

在 Lewin 所提出的場地論（field 

theory）中，以函數公式 B=f（P, E）

說明行為（Behavior）、人（Person）與

環境（Environment）三者之間的關係，

該理論認為人的行動與經驗會因個體

與空間環境的相互影響而改變（ギフ

ォード R., 2005）。基本上，學校環境

對於教學影響甚大，學校的空間設計

需建構在人（學校全體師生）的需求

上。

                                                

6
 2000 年創校，至本文登出（2016 年）止。 

7
 http://www.fun.ac.jp/category/information/  

http://www.fun.ac.jp/category/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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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對於大學的教與學，會基

於自己的求學經驗，認為教與學活

動，會在封閉式空間（教室）與固定

的時間裡進行，教學型態多數是強調

以教師為主體性的單向式知識傳遞。

然而，未來大學在學校設立前的規劃

階段，即認為未來世紀的教育，需打

破傳統教育裡空間與時間的藩籬，學

校需建立新的教育風格。故在未來大

學規劃初期，即由該校的籌備委員與

行政人員（將來學校實際使用者）等

與建築師山本理顯先生共同設立「開

學計畫策定委員會」參與校園空間的

設計規劃（東西アスファルト事業協

同組合，2002）。 

當時「開學計畫策定委員會」的

籌備委員來自企業與學界中各領域，

如資訊工學、教育學、認知心理學、

工業設計等領域的專業人士（現在大

多為未來大學現任教授），共同進行跨

領域學習的各項需求規劃。從建築本

體、校園空間、桌椅等硬體設備、教

育理念、課程規劃、大學名稱等設計

皆由「開學計畫策定委員會」的成員

依需求共同討論後進行設計。最後建

構出以玻璃為主體的建築空間，利用

玻璃的透明質感創造出空間的視覺開

放感。像這樣由學校教師與建築師共

同參與校舍設計規劃的參與型設計，

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案例，因此建築

設計完成後也陸續獲得許多的建築大

獎。 

(二) OPEN SPACE, OPEN MIND 的開

放式空間 

未來大學的建築在空間規劃上強

調「OPEN SPACE, OPEN MIND」的主

張，以挑高設計及透明玻璃材質作為

整體校園空間的分隔構成，形成具視

覺開放感的空間（如圖 1、圖 2）。此

設計目的在於利用開放的空間結構，

增加師生、同儕之間的互動機會，並

藉由開放空間所產生的同儕效應促進

學生間的自主學習。另外，教師的研

究室不以科系配置的方式，使得不同

領域教授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十分活

躍。這樣的設計亦使學生、老師之間

無障礙、跨領域的互動交流更容易實

現。 

                      
圖 1 挑高設計                              圖 2 以透明玻璃作為空間的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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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8在此校就讀，觀察此開放式

空間設計的效果之一，即是常可見師

生將教室空間延伸到校園其他地方，

除讓校園空間的利用更具有彈性外，

也增進同儕間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

例如：在校園前庭開放的發表空間、

教室外走廊等非一般傳統教室空間，

常可見師生隨地而坐，進行上課或作

業發表，學習空間不受傳統教室限

制。除此之外，在開放空間的不同角

落裡，也常見有學生個人的思考、兩

人作業或是小組討論的自由學習型態

出現。對於大學教育重視學生探索自

己未知部分的可能性來說，這種人與

環境（自身周圍的人事物）的互動是

必需的。另外，在這樣的開放式學習

空間裡，不論誰都可隨意參加，成為

發表者或提問者（不限於學生或教

師，有時亦可見行政人員或地區居民

參與），此情景反映出的是一種參加、

互動型的學習理念設計。這樣的校園

空間設計除可提供更多元化的教學功

能，使教學活動不再受限於單一空間

外，學習形態也呈現出多樣化、有趣

的樣貌。 

(三) 沒有上下課鐘聲的校園 

未來大學開放式學習空間的另一

項特色為沒有上下課鐘聲的校園設

計。此設計背後的理念是：上課時間

的使用規劃、選擇上課與否的權力應

由學生自主決定並自己承擔責任，這

才是大學教育的方針。因此，未來大

                                                

8
 本文第一作者，畢業於未來大學，擁有未來

大學博士學位 

學的校園內不設上下課鐘聲，其目的

除了希望能讓學生學習自我時間的規

劃與自主性，進而提升自主學習的能

力外，另一方面亦可讓教師與學生方

便因應不同教學課程需求，以有彈性

的上課時間進行教學。 

沒有鐘聲的校園環境充分的顯示

了老師和學生自主、自律的精神，也

維持未來大學開放式的校園中美好的

寧靜，同時建立了一種老師與學生間

對於「時間」概念堅守的特殊默契。 

以筆者在學期間觀察，即使沒有

上下課鐘聲，透過同儕間互相提醒，

學生均能自主地準時上課。課後若無

其他課程，亦大多能自主性地持續課

題討論，很少因課堂時間過長（標準

課堂時間為 90 分鐘）顯出不悅的態

度。這樣的設計讓師生在時間應用上

相當具有彈性。 

四、函館「未來大學」特色二～

專案學習法（Project-Based 

Learning） 

未來大學的設計，不僅在學習環

境中硬體設備（空間）的考量，學習

制度的建立也是未來大學的特色之

一。「開學計畫策定委員會」籌備委員

之一的美馬のゆり教授（前歷為日本

科學未來館副館長，現為未來大學教

授）提及在學校初期規劃階段也曾考

量師生在開放式空間的授課與學習上

是否能適應？空間的噪音、上課無法

專心等問題是否會造成授課上的困

擾？若問題產生時，是否又會回到傳

統的授課模式？因此，當時這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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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在試行初期時，即事先對全體師

生進行這些空間硬體設備的設計理念

與背景的說明、實際展示與操作這些

空間與硬體設備的使用，甚至讓這些

使用者在這些空間裡的實際體驗等都

是必要的。除此之外，這些硬體設備

的設計考量還是必須搭配某些制度或

機制來運作。其中主要的考量機制之

一，即是由師生自由運用這個開放的

學習空間，進行「系統情報科學實

習」。以下簡稱專案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授課（美馬のゆり等，

2005）。 

此專案學習課程是未來大學各學

科的全體教師（約 70 名）及大三學生

（約 240 名）共同參與的必修課程。

如果碩博士論文是獨立研究，未來大

學的專案學習則是合作研究，特別是

跨領域的合作。專案的類別固然五花

八門，但都扣準社會或人們的需要。

例如：某一個專案為北海道的北斗市

（Hokuto）設計吉祥物，以增加北斗

市的知名度，並期許為該市帶來經濟

效益。 

就未來大學實際運作的情形與程

序來說，每學年約有 20~25 個左右的

研究專案同時進行，各組研究專案的

成員皆由橫跨各學科領域的師生所組

成。每學年開始前（2 月份）即由各專

案小組的教師們討論後，向學校提出

研究主題的申請。4 月份新學年開始

時，學校會舉辦專案研究主題的共同

發表會，由每個專案小組的教師們向

學生介紹專案的研究主題、內容與進

行方式，並藉此說明會招募學生。發

表會後，由學生自行選擇欲加入的研

究專案，並與教師們進行面談後，由

教師決定其專案成員。專案小組組成

後，由教師帶領學生，進行一整年的

專案研究。專案學習的時程規劃如圖

3。

 

 

圖 3 專案學習的目標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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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大學專案學習之課程目標係

期望讓修課學生在完成研究專案時也

同時學習到以下的技能9（圖 3）： 

(一) 問題發現：讓學生走出校園，藉

由實際調查、體驗、訪談，由學

生從中自行發現實際案例中需要

解決的問題，進而設定研究課題。 

(二) 共同作業：學習與其他不同專業

領域的組員共同合作，一起完成

任務。 

(三) 問題解決：與其他不同專業領域

的教師或同學，共同學習解決問

題所需的理論和專業知識，透過

系統開發或作品製作的過程，實

踐課程上所學理論與知識。 

(四) 報告（發表會與書面報告）：學習

將研究過程與結果完整傳達給第

三方的技巧，舉行發表會並作成

報告書。 

專案學習課程中所學內容除了教

師授與的部分外，其他學習內容則由

學生根據自己所發現的研究課題內容

再延伸。教師在此課程所扮演的角

色，除了教導專案中所需的理論與知

識外，在課題的發現、問題解決上則

以協助者的立場，提供學生尋找研究

課題、評估可行性、解決問題的機會，

並讓學生實際體驗團隊合作、領導力

培養與時間管理的困難度，由學生嘗

試摸索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的方法。 

                                                

9
 http://www.fun.ac.jp/edu_career/project_learning/ 

當時這樣的課程設計，誰也無法

得知能獲得多少教育效果。美馬のゆ

り教授曾提及一個有趣的現象：在

2002 年第一年進行專案學習課程時，

課程開始 2~3 月後，有些專案小組的

成員開始在意其他專案小組的進行方

向與內容。因此，有幾組專案小組的

成員開始自發性地舉辦所謂的期中發

表會，自行製作海報向校內其他有興

趣的師生介紹自己的專案，包括專案

研究的目的與進行狀況，並在現場進

行試作模型的解說與回答大家的疑

問。這樣的模式獲得了師生的好評與

認同，此模式也一直被承襲至今。另

外，未來大學為了開放式空間的學習

能順利推行，另一個機制是校內教師

共同研究制度的推進。在專案學習課

程中，同一專案的指導教師們也常利

用共同研究制度與其他領域的教師進

行新的研究題目。像這樣的制度下，

除可提供學生新的學習環境，亦可提

供 教 師 的 職 能 開 發 (Faculty 

Development)環境（美馬のゆり等，

2005）。 

筆者認為像這樣的開放式空間、

可彈性使用的學習設備的設計，以及

各項制度的配合，使得跨領域師生的

群聚、空間的重組以及學習方式可以

更靈活運用，也讓學生自主性的學習

行為、教師的職能開發更容易被實

現。美馬のゆり教授所舉出的這些案

例也可說明開放學習空間與課程設計

相互加乘的效果。

http://www.fun.ac.jp/edu_career/project_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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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大學兩項特色對我國人

才培育的啟示 

未來大學的優點與特色很多，就

前述開放式學習空間及專案學習兩項

特色來說，本文認為值得我們借鏡之

處如下： 

(一) 重視跨領域能力的培養 

未來大學從創校之初，就覺察到

跨領域能力的重要性，他們透過開放

式學習空間，解決傳統大學因建築物

造成院（系）區隔。事實上，就人才

培育的角度來看，跨領域能力是重要

的，也因此，當前很多大學都積極鼓

勵學生修習雙主修、輔系或是學程。 

(二) 重視關懷社會需要的能力 

大學固然是學術探索的殿堂，但

大學也不能失去對社會的關心與實

踐。在未來大學裡，他們推行專案學

習，而所有的專案均是來自對社會或

人們的關懷。他們雖然是一所以系統

資訊科學為單一學科的大學，卻也很

重視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這也是值

得我國學習的。 

(三) 重視學生合作能力的培養 

在未來大學中，他們很重視學生

合作能力的培養，特別是跨領域的合

作。在他們的專案中，大多不是單一

背景的學生就可以完成的。為此，教

授在挑選專案成員時，即會考量學生

的專長背景（例如：有人專長程式、

有人善長設計），並讓不同背景的學生

相互合作一起進行專案學習。 

(四) 重視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 

在專案學習中，很多專案都是未

知、待探索的，學生必須去蒐集資料、

分析與歸納，然後，提出解決策略並

行動。然後，再從行動中，去檢視與

修正策略。在過程中，學生學會了解

決問題的能力。 

六、結語 

在臺灣的大學中，因為評鑑制度

的關係，常會讓人關心學校在各項作

為後，學生的學習表現如何。在未來

大學教授來本校（靜宜大學）演講結

束的Ｑ＆Ａ時段，在場的一位靜宜老

師舉手提了一個問題：請問 貴校學

生畢業後的就業率為何？演講的教授

回答：高達九成五以上。他還說：今

(2016)年二月，他們的學生在東京辦成

果發表時，有將近 300 家的企業到現

場聆聽學生的研究成果與招募人才。

如果一位大學畢業生具備跨領域的能

力、能關懷社會需求、具備合作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是很多企業希望

網羅的人選。 

人才的培育影響著國家競爭力，

未來大學的開放式學習空間及專案學

習都值得我們借鏡。也許我們在硬體

及學校建築方面不易改變，但我們在

人才培育的觀念（跨領域）及教法（合

作學習、專案學習）上可以調整。這

樣的觀念不只是大學教師要有，大學

生也應具備。期待大學教育能培養學

生具備現代公民應有的知識、能力與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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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合作式推理教學及其對我國教育之啟示 
李雯琪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一般文獻常提及的閱讀理解策略

教學法，包括直接教學法、交互教學

法、合作學習法等，多著重於閱讀後

的理解程度。相較於傳統聚焦於文本

複述討論（Recitation discussion）的教

學，合作式推理教學（Collaborative 

Reasoning）則著重透過對文本兩難問

題的立場論述，加深並加廣學童對文

本的高層次理解。 

我國在參加由 IEA 主辦的 PIRLS

的閱讀測驗中（2006 與 2011），結果

均呈現出四年級學生在閱讀的「直接

歷程」表現優於「解釋歷程」，其中後

者比較屬於詮釋、整合、檢驗、評估

文章意義的高層次思考，相較於「直

接歷程」著重對字面意義的了解，我

國學生則較為缺乏文本的深入掌握。 

合作式推理教學取向則強調，不

同於多數研究著重於學生選擇正確答

案的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或對議題

達到共識，合作式推理教學研究聚焦

於學生思考的對話品質（Reznitskaya et 

al., 2009），此種著重於以文本為基

礎，對話為手段，思考為目的的教學

取向，對提升學生高層次思考的效

用，值得我國教育單位重視。    

合作式推理教學目的在促進學生

批判性閱讀及思考能力，並提高個體

在課堂上的投入程度（Clark, Anderson, 

Kuo,Kim, Archodidou, &Nguyen-Jahiel, 

2003; Waggoner,Chinn,Yi, & Anderson, 

1995），其所倡導的教育目的與即將在

107 學年度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中多項核心素養相似。

如：學生在聆聽同儕表達意見後給予

回饋即為一種「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團體討論中成員間的對話即是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開放參與及

自由討論的氛圍即是「道德實踐與公

民意識」的生活體驗，透過實務演練

不斷增強學生論述基模即是為「系統

思考與解決問題」做準備。 

合作式推理為一種兼具理論與實

務 的 教 學 法 （ Reznitskaya et al., 

2009），身為教育工作者，不論是研究

人員、學校行政者或是第一線教師，

對此教學取向有所了解與應用，將可

藉由對話教學以提升學生公民素養及

獨立思考能力。 

二、合作式推理教學意涵 

(一) 合作式推理教學理論基礎 

合作式推理教學理論基礎主要為

社 會 學 習 理 論 與 論 證 基 模 理 論

（ Argument Schema Theory, AST ）

（ Reznitskaya et al., 2009 ）， 另

Anderson et al.（2001）在研究結果中

發現學童論證的滾雪球現象，分別說

明如下：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action=runSearch&type=advanced&result=true&prevSearch=%2Bauthorsfield%3A(Reznitskaya%2C+Alina)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action=runSearch&type=advanced&result=true&prevSearch=%2Bauthorsfield%3A(Reznitskaya%2C+Alina)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action=runSearch&type=advanced&result=true&prevSearch=%2Bauthorsfield%3A(Reznitskaya%2C+A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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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ygotsky 社會學習理論 

Vygotsky 指出，個人的學習源自

於個體在社會中與人互動的交互作用

而來，透過教師或有能力的同儕協助

下，能協助個體邁入近側發展區

（ZPD）。他也指出高層次的思維能

力，起源於社會互動，透過語言與文

化與他人進行溝通、分享等社會化行

為 ， 藉 由 互 動 歷 程 （ interpersonal 

process ）而轉換 成 個人內在省思

（intrapersonal process）。 

合作式推理便是一種強調同儕領

導、小團體討論的取向，目的在促進

小學教育班級中的智力的及個人投入

（Clark et al., 2003），透過團體內的開

放參與及自由投入氛圍，讓學童透過

同儕溝通與互動，並以對同一議題的

正反面論述觀點，討論歷程中不斷刺

激學童產生認知失衡與平衡，最後形

成自己內在化的概念。 

教師在討論團體時，適時提供學

生鷹架，提供的鷹架策略包括：示範、

放聲思考、澄清、挑戰、提醒、摘要、

再聚焦、鼓勵、培養獨立、激勵等

（ Anderson, Chinn, Waggoner, & 

Nguyen-Jahiel, 1998）。藉由社會活動的

參與，兒童經歷及內在化豐富的心理

工具並進而促進認知發展至更高一層

次（Vygotsky, 1981）。 

2. 論證基模理論（Argument Schema 

Theory, AST） 

基模為表達記憶中一般概念的資

料結構，數十年來基模在認知心理學

領域中，被運用於討論資訊的表徵與

處理。而個體在論述其想法時所需相

關知識亦從基模中提取，此即為論證

基模。 Reznitskaya與 Anderson（2002）

指出論證基模包含的範圍廣泛，除了

論證修辭結構與推理的推論規則外，

也包括表達恰當論證時所需考量的認

知與社會的實踐面。 

Reznitskaya 與 Anderson（2002）

指出，當孩子在解決複雜議題時，能

使用推理論證能力是重要的，而當孩

子投入於社會活動時，將經歷並內在

化其心理工具，以促進認知發展至更

高層次。且當各種論證經驗要內在化

時，個體需有論證基模為其抽象知識

系統，應包含信念、理由、立場、依

據、支持、修改、用來反駁的論點、

舉反例等。 

Reznitskaya 等人（2009）更指出，

依據論證基模理論，孩子能從大量的

論證經驗中，增加其在不同情境及溝

通模式中彈性使用不同論證結構的能

力。論證基模發展良好的個體，不僅

有論證的描述性知識，也擁有程序性

及條件式知識，包含在特殊情境中，

了解如何及何時該論證。 

論證基模的基本假定在，論證基

模能轉換為重複使用的句型，或稱為

論證策略（argument stratagems），即個

體在嘗試推理或說服時的使用策略。

論證策略為論證基模的基石，由下列

相關部分組成：1.策略的目的或功能；

2.策略被使用的情境；3.論證發生的形

式；4.使用策略的結果；5.此種策略形

式可能招致的反對意見。論證基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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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 為 論 證 策 略 （ argument 

stratagem），如個體在對話討論時說：

「在這個故事中，它說...」、「在第 12

頁，它指出...」，即為一種論證策略的

運用。 

 簡而言之，根據論證基模理論，

個體投入於對話討論可促進論述性知

識或論證基模的抽象內在表徵發展。 

3. 滾 雪 球 現 象 （ The Snowball 

Phenomenon） 

Anderson 等人在 2001 年提出一種

認知的社會機制，稱之為滾雪球假說

（snowball hypothesis），認為個體在

團體討論時，對於同儕所使用有效的

論證策略，將會促進其此用的頻率，

因此當一種論證策略由團體中一位學

生開始成功使用後，團體中將會產生

滾雪球般的效應，加快其策略的使用

機率，學生透過此種方式學習比傳統

教師講述更有效能，稱此催化性為認

知的社會機制，即滾雪球假說。 

Anderson 等人（2001）指出，在

合作式推理的團體討論中經常出現滾

雪球現象，學童在團體中為了清楚表

達自己的看法時，不僅要透過文本內

的證據或論點，也必須適時使用論證

的策略，如「因為...所以...」、「我認

為....」、「我有問題要問你....」等，

這些論證策略的修辭只要有一位學童

開始使用，便會引起其他學童的相繼

使用，散播的速度相當快，這樣的效

果甚於透過教師正式的介紹。 

 

另 外 ， 研 究 （ Kim, Anderson, 

Nguyen-Jahiel, & Archodidou, 2011） 

亦發現，團體討論中的滾雪球現象不

僅只發生在實體教室中，即便透過網

路討論區教學，線上同儕間的滾雪球

現象更加顯著，且其幫助個體學習論

證策略的效能顯著高於教室中教師的

講述。 

(二) 合作式推理教學定義 

合作式推理教學為一種強調自我

管理、自由參與及批判思考的討論取

向；強調團體內的自由討論氛圍，無

須達到共識，更不是爭出勝負的辯論

（Dong, Anderson, Kim, & Li, 2008）。

不同於以往文本閱讀以促進意義了解

為主要目標，合作式推理教學法更強

調增加學生推理論證的能力。 

合作式推理教學法提供老師在兒

童小團體中促進討論的架構，在學生

自行閱讀完故事後，由教師提出一個

由 文 本 衍 生 出 之 核 心 問 題 （ big 

question），通常為文本中主角在道德或

生活上的兩難情境，由團體中每一位

學生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論點，可以支

持自己的論點也可以反駁別人的意

見，只要依據證據提出論點即可。 

(三) 合作式推理教學法進行的七項步

驟 

Clark 等人（2003）指出合作式推

理的七項步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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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討論小組 

閱讀完文本後，兒童進入各異質

討論小組；每小組成員包含班級中較

健談的及較安靜的，也包含閱讀能力

較高者與較低者。教師說明討論原

則，包括：關注在主題上、別人在發

表時不說話、試著看事情的兩面、確

保每個人都有參與、對想法的回應而

非對人、不用舉手自由發言等。 

2. 教師提出問題 

教師提出一個核心問題（ big 

question），此問題必須為故事中角色

所面臨的兩難問題，可以是道德上或

情感上的兩難困境。 

3. 盡情表達論點 

學生被允許及鼓勵自由的表達自

己對核心問題的觀點及立場，不同於

傳統教學的由教師主導學生發言權，

學生不用舉手即可自由發言，但遵守

不打斷別人說話的原則。 

4. 拓展支持論點 

學生被鼓勵加強自己的論點，從

文本或生活經驗中尋找理由或支持的

證據；不論是要支持某立場或是反對

某意見，只要能試著找出想法背後的

理由，並加以表達即可。 

5. 挑戰不同論點 

挑戰彼此的想法及推理方式，透

過彼此間對話，不只表達自己想法，

更可挑戰對方的論點，試著找出反證

來說服對方，透過論證過程，立場可

能會重新調整。 

6. 統計結果出爐 

大家投票給同意的論點，並將統

計結果公布，讓大家知道班上較為支

持哪一方的論點。 

7. 回顧討論流程 

教師及學生共同回顧討論的流

程，並談論未來討論時如何更加精進。 

(四) 教師在合作式推理教學時扮演的

角色： 

傳統式教學（IRE 或 IRF）流程多

為老師提問（teacher Initiation）→學生

回應（student Response）→老師評估

（teacher Evaluation）或回饋（teacher 

Feedback）的單向直線式流程（Cazden, 

2001），老師扮演的角色為教學的主

導者、評估者。 

教師在進行合作式推理取向教學

時，角色則為討論進行時的促進者、

故事選擇的規準研判者、文本核心問

題的說明者，並強調開放討論的重要

性，在合作式推理教學過程中，學生

被允許自由的發言，在不打斷同學說

話的前提下，不必舉手即可發言，並

鼓勵較沉默的同學參與討論，也協助

較健談的同學避免獨佔討論時間。 

教師並須掌握學習情境的建置，

透過異質小組的開放討論，並將座位

圍成圓圈，讓每位學生能面對面地自

由參與討論。在合作式推理教學中，

對話討論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價值

統一標準，因此教師無需提供正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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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與價值評斷，只要讓學生透過討論

表達大家的想法即可，此種教學取向

重點不在「what to think」，而在「how 

to think」，促進學生習得帶得走的能

力。 

三、國外合作式推理教學法相關

研究 

(一) 合作式推理教學中的團體論證研

究 

Anderson 等人（1998）研究發現

在 CR 討論時，學生每分鐘平均說 111

字，相較於傳統式教學的每分鐘 66 個

字較多。另外，還發現學生有較高的

彼此溝通對話，在 CR 中，有 45%的對

話轉向，相較於傳統教學的 6%。在對

話內容中，也由故事事實轉化到較高

層次的主要道德或社會議題，教師提

問僅著重於故事中的內容也由傳統教

學的 53%降至 CR 教學的 9%。 

Anderson 等人（2001）研究發現，

在美國四年級學生的 48 次合作式推理

討論中，13 種不同論述策略（argument 

stratagem）總共出現了 1600 次。Chinn、 

Anderson 與 Waggoner（2001）在研究

中發現，在同一個班級裡，學生在接

受合作式推理教學時，比接受複述討

論（Recitation discussion）教學表現出

較佳的投入及較多的創發性認知過程

（productive cognitive processes），包

括豐富的文本論點、預測、使用證據、

表達及考慮各種論點。 

 

(二) 合作式推理教學中的個人論證研

究 

Zhang、Anderson 與 Nguyen-Jahiel

（2010）指出參與合作式推理的高年

級國小學童，在聽、說、讀、寫四閱

讀範疇中均顯著高於控制組，尤其在

說與寫方面，兩組間的差距更大；另

在動機及態度方面亦顯著高於控制

組。 

四個相關研究（Dong, Anderson, 

Kim, & Li, 2008; Kim, 2001; 

Reznitskaya, Anderson, & Kuo, 2007; 

Reznitskaya et al., 2001）均使用準實驗

研究法，實驗對象為四~五年級學童，

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經過一至

二周的 CR 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後，以

反思性短文（reflective essay）進行後

測，結果發現，參與 CR 組的學生在表

達支持立場理由（number of supporting 

reasons )、提出反對論點（number of 

counterarguments ） 、 及 辯 護 論 證

（number of rebuttals）三方面均高於控

制組，且總論證量顯著高於控制組。 

Dong 等人（2008）在中國與韓國

共三個地點進行合作式推理教學也獲

得類似的結果。雖東方國情有別於西

方，在學校與家庭中較少提供學童機

會討論與發言，但研究結果顯示，學

童很快就可以發展出團體討論的能

力。且在進行反思性短文撰寫時，均

較 控 制 組 呈 現 較 豐 富 的 主 張

（argument）、反對（counterargument）

與辯護（rebut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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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式推理教學中團體論證情況

與個人論證情況間關聯性之研究 

Reznitskaya 等人（2009）分析個

人個別論述表現與團體整體論述表現

預測個體反思性論短文撰寫結果，發

現團體整體論述表現對個人在短文撰

寫上有預測性，不論是在短文的正論

或反論均達顯著；亦即，團體討論中

越多的正論與反論對話出現，則對團

體中的個人在從事短文寫作時有較佳

的預測力。 

Jadallah 等人（2011）發現學生在

團體討論這種社會學習情境中習得的

知識，能成功轉換為寫作任務的基

礎，且也能對教材知識有更深的了解。 

四、合作式推理教學法在教學上

的應用 

國外二十多年的相關研究中證實

合作式推理對學生的思考、學習及社

交技巧均有所幫助（Zhang,& Stahl, 

2011）。合作式推理教學運用在國內

小學教學現場，大致有幾個方向值得

借鏡，說明如下： 

(一) 提供學童傾聽與表達的機會 

相較於傳統教師主導的教學，學

生通常在座中學、聽中學，鮮少有機

會得以自由發表自己的想法，合作式

推理教學的自由發言氛圍為孩子提供

一個正向的練習機會，讓孩子可以成

為團體討論中的主人，言之有物表達

自己立場，也傾聽別人的發言，贊同

或反駁別人的立場，在聽與說的過程

中，為孩子提供了絕佳的聽說綜合練

習。 

(二) 提升學童民主的素養 

合作式推理教學法所強調的沒有

標準答案，人人可表達自己立場，只

要能夠把握文本中的證據，並使用論

證策略說服他人，就是培養民主素養

最好的環境。在合作式推理教學中，

除了表達立場，也鼓勵在仔細聆聽同

學意見後，從中找出反對他人的論

點，並試著從文中找出反證來推翻他

的立場，當然也允許因被說服而改變

立場，這些過程就是讓學生在「實際

體驗」中了解民主的真諦。 

(三) 課堂討論時師生關係的轉變 

相較於傳統教學中師生關係是上

下威權式的，合作式推理教學中的師

生關係則如存在主義哲學家 Buber 所

提為我─汝（I-thou）關係，教師沒有

主控標準答案的權力，角色轉化為團

討氣氛的催化者、團討動力的觀察者

與團討失焦時的提醒者，甚至教師也

可以成為團討中的一份子，表達自己

的看法，學生在這樣的學習氛圍中，

自然感受到民主的氛圍，也逐漸培養

出民主素養。 

(四) 促進個體認知基模發展 

    從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而言，個

體基模的建立是在平衡、失衡、再平

衡的過程中，不斷經過調適或同化而

建構成的，合作式推理教學中，個體

在不斷表達論述的過程，發展出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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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模，更在兩難情境的核心問題中，

由表達自己立場、傾聽別人立場、反

駁別人立場、試圖說服別人等對話過

程中，不停經歷價值觀、認知的衝突，

也就是不斷失衡、平衡，再度建構出

新的基模，這種藉由團體討論促進兒

童認知發展的教學，為合作式推理教

學法的一大特色。 

(五) 增進兒童批判性思考能力 

批判性思考為一種高層次的思考

能力，也是一種無法一蹴可幾的能

力，需經不斷累積而成；合作式推理

教學法則為教育現場提供了一個有效

提升學生批判思考的機會，面對從文

本衍生出的兩難情境核心問題，個體

必須表達自己立場，在選擇立場時，

就是一種高層次思考的展現，因為必

須從文本或生活中找證據支持自己的

立場，在聆聽對方的立場時，個體同

步進行贊同或反對對方的心理對話，

這些都是批判性思考的真實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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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action=runSearch&type=advanced&result=true&prevSearch=%2Bauthorsfield%3A(Nguyen%E2%80%90Jahiel%2C+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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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2011 年 10 日 01 日訂定 

2013 年 10 月 31 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 年 09 月 01 日修訂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容

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態報

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者由   

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稿；後者

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實徵

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解與建

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章，提

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採徵

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第一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

一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前述投

稿者另列為第二作者之文章數量至多可再增加一篇為限。 

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本刊刊登文章，「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

術動態報導」文長一般在 500 到 3,000 字內之間，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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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不超過 6,000 字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

依照 APA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 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參考

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

撰寫。 

肆、 「專論文章」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質

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及實質審

查費合計 3,500 元。 

(一) 稿件處理費：1,500 元（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

政處理費 1,000 元）。 

(二) 實質審查費：2,000 元。 

三、 退費說明：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實質審

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查費 2,000 元。 

四、 匯款資訊：專論文章之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

3,500 元（手續費自付）匯款至本學會，以利啟動各項

審稿作業：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其匯款收據（註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
以下列方式提供於本學會： 

(一) 傳真：（04）2239-5751 

(二) 掃瞄或照相檔案 E-mail：ateroffice@gmail.com。 

五、 收據如需抬頭以及統一編號，請一併註明。 

六、 如有費用問題事宜，歡迎來信洽詢。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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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請

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

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 

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論會】 

莊雅惠 助理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Email至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育評

論學會】。

 



 

 

第 281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6），頁 281 第五卷第 7 期  主題背景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第七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教育資料庫的建置與使用」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五卷第五期將於 2016 年 7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6 年 5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大型教育資料庫與大數據不同，但是基本理念都是透過可靠之數據資料

分析，產生有意義的資訊，以為公務或私人教育決策或改進之用。大型教育

資料庫建置通常有清楚之目的，調查人數或個案數量視研究目的而定，追求

代表性，並以從事深度分析為目標；大數據資料則不見得是為特定目的而規

劃蒐集，但透過資料探勘與分析技術，配合問題意識，有時可產生具有啟示

性的資訊。先進國家建立教育資料庫之歷史長遠，美國的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 建置的各項大型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即為一例，德國現

正建立之 National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 更是近期另一大型教育資料庫建

置之實例。澳洲政府也辦理多項大型調查，這些國家的作法，說明了教育資

料庫建置是國家的基礎工程，亦為教育決策重要的一環。 

教育資料庫建置面臨的挑戰也不少，資料庫的設計與蒐集技術、個人隱

私與公共利益的平衡、研究成果的傳播技術、資料庫與績效責任的關連、資

料庫分析資訊與決策的關連，教育資料庫的公共性與近用性等，這些都是教

育資料庫建置者需要處理的問題。公務客觀資料與意見調查資料如何善用，

以發揮最大效能，亦是教育資料庫建置者相當大的挑戰。本期歡迎針對上述

議題討論之相關文章，對國內教育資料庫建置作一檢視與反省。 

第五卷第七期輪值主編 

王麗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關秉寅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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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第八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私校公益化機制」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五卷第五期將於 2016 年 8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6 年 6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根據教育部 103 學年度各級學校校數統計，高級中等學校總數為 503

所，私立者 211 所，約占 42%；專科以上學校共計 159 所，私立者 108 所，

約占 68%。由此可知，在後期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階段，私立學校扮演人才

培育之重要角色。次以，私立學校法係自 1974 年立法施行，其法律定性即

為財團法人，係屬公益性質；之後於 2008 年全文修正，雖將財團法人私立

學校修正為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然其公益性質仍予維持，且另增

設監察人制度。按提高私立學校之公共性及自主性，乃私立學校法之立法目

的，然在實務運作上，是否尚有闕漏?如何建立公開透明機制？係為本期討

論重點，爰請各位教育先進不吝提出諍言，俾利促進私立學校更加健全發展。 

 

第五卷第八期輪值主編 

胡茹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張國保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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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五卷各期主題 
 

第五卷第一期：私校董事會與校務行政 

出版日期：2016 年 01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二期：城鄉教育均衡發展 

出版日期：2016 年 02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三期：大學評鑑怎麼改 

出版日期：2016 年 03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四期：優質高中認證 

出版日期：2016 年 04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五期：私校獎補助款改補助學

生 

出版日期：2016 年 05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六期：職場倫理教學 

出版日期：2016 年 06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七期：教育資料庫建置與使用 

出版日期：2016 年 07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八期：私校公益化機制 

出版日期：2016 年 08 月 01 日 

 

第五卷第九期：本土及新住民語言教學 

出版日期：2016 年 09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十期：大學爭排名 

出版日期：2016 年 10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十一期：中小學補救教學 

出版日期：2016 年 11 月 01 日 

 

第五卷第十二期：行動學習 

出版日期：2016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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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

償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

使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4)2239-5751(請註明

莊雅惠助理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莊雅惠助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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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期數

及名稱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專論文章 

字數  

文稿名稱  

作  者  資  料 

第

一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

二

作

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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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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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

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莊雅惠 助理收 

2. 傳真：（04）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助理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李隆盛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4)2239-1647轉 2007 傳真：(04)2239-5751 

會址：40601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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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40601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號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 莊雅惠小姐收 

(2)  傳真：(04) 2239-5751(請註明莊雅惠小姐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