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魘

莽

乃註各

日
之
分
析

余

一
/
前
 
富

傳
統
上
我
國
教
育
學
者
對
教
科
書
之
批
判
^大

都
囿
於
探
討
教
科
書
的

 實
質

內
容

。
從

學
科

本
位

的
觀

點
寸

探
究

其
知

識
內

容
的

正
確

性
、

重
要

性

 、
平
衡
性
及
關
聯
性
&從

而
發
掘
缺
失
^以

提
出
改
進
意
見
。
前
述
的
批
判

方
式
&固

然
有
其
必
要
和
價
值
&但

未
能
符
合
當
前
課
程
研
究
的
重
要
趨
勢

 。
黃

政
傑

博
士

在
「

我
國

課
程

研
究

的
展

望
」

一
文

申
什

特
別

指
明

「
教

科

 書
等

資
源

所
含

括
的

潛
在

訊
息

夕
諸

如
偏

見
、

歧
視

、
自

我
申

心
主

義
特

殊

 意
識

型
態

的
懼

鹼
等

寸
似

乎
更

重
要

。
」

 木
文

以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德
」
教
科
書
為
分
析
之
對
象
︵
註
一
︶

 b分
析

時
以

教
科

書
中

所
潛

藏
的

訊
息

、
意
識
型
態
、
潛
在
課
程
︵
註
一
乙

 對
國

申
生

政
治

社
會

化
之

影
響

為
主

方
同

時
能

分
析

書
中

的
封

面
設

計
、

圖

 片
、

生
活

規
範

實
踐

活
動

之
力

式
。

二
弋

基
本

了
解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德
」
教
科
書
共
有
六
冊
^
每
冊
分
十
二
章
&
生

 活
規

範
實

踐
活

動
五

次
夕

每
週

上
課

時
數

兩
小

時
^三

學
年

六
學

期
授

完
。

教
育

部
六

十
一

年
十

月
公

布
之

國
民

中
學

公
民

與
道

德
課

程
標

準
中

明
訂

教

 學
日

擦
有

五
項

：

廿
培

育
以

四
維

八
德

為
中

心
的

道
德

觀
念

寸
陶

冶
善

良
品

性
片

發
揚

中

 華
民

族
固

有
的

美
德

。

 f
指
蓮
實
踐
修
己
蕃
聾
^
持
家
處
世
才
濟
人
利
物
的
生
活
規
範
寸
以
養

 成
優

良
的

生
活

習
慣

。

 目
激
發
人
性
尊
嚴
的
自
覺
^
培
養
民
主
法
治
信
念
，
增
進
國
家
民
族
意

 識
占

宏
揚

大
同

精
神

。

倒
加
強
公
民
道
德
夕
實
踐
青
年
守
則
^以

期
從
實

際
生

活
中

養
成

現
代

 健
全

的
國

民
。

 回
增

進
有

關
個

人
、

家
庭

、
學

校
、

社
會

、
國

家
及

世
界

的
基

本
知

識

 。
︵
註
三
︶

 前
述
教
學
目
標
之
達
成

夕
不
能

依
賴

「
公
民

與
道
德

」
科

任
課
教

師
一

人
^
必
須
全
校
所
有
教
師
均
能
確
實
體
認
本
科
的
重
要
性
夕
共
同
指
導
學
生

 始
能

克
竟

全
功

。
為

了
使

其
他

各
科

密
切

配
合

「
公

民
與

道
德

科
」

的
教

學

 &
襄

北
市

教
育

局
訂

定
了

「
公

民
與
道

德
與

各
科

聯
絡

教
學

實
施

要
點

」
。

 因
此

可
以

說
國

民
申

學
課

程
以

「
公
民

與
道

德
科

」
為

核
心

。
特

別
是

本
科

 不
僅
在
增
進
公
民
應
具
的
知
識
伊

尤
重

公
民

品
德

的
陶

冶
與

實
踐

b
藉
使
知

 行
趨

於
一

致
。

 本
科
之
六
冊
教
科
書
中
^
其

教
材

重
點

如
下

；

 廿
第

一
朋

以
「

健
全

的
個

人
」

為
範

圍
夕

達
到

「
怎

樣
做

一
個

好
少

年

 」
的
目
標
。

 □
第

二
傲

以
「

美
滿

的
家

庭
」

為
範

圍
夕

達
到

「
怎

樣
做

一
個

好
子

弟

 」
的
目
標
。

 目
第

三
朋

以
「

完
善

的
學

校
」
為

範
圍

夕
達

到
「

怎
樣

做
一

個
好

學
生

 」
的
目
標
。

 恫
第

四
冊

以
「

進
步

的
社

會
」

為
範

圍
夕

達
到

「
怎

樣
做

一
個

社
會

妊

 分
子

」
的

目
標

。

 回
第
五
冊
以
「
富
強
的
國
家
」
為
範
圍
0
達

到
「

怎
樣

做
一

個
好

國
民

 」
的
目
標
。

 因
第

六
冊

以
「

和
平

的
世

界
」

為
範

圍
，

達
到

「
怎

樣
做

一
個

世
界

好

 公
民

」
的

目
標

。
︵

註
四

︶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宇
鑾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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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一

、
右

列
資

料
係

由
七

十
一
年
改
編
本
中
分
析
得
來
。
               二

、
分
析
時
除
封
面
、

封
底
及
編

審
者

外
，

均
列
入

統
ii

 三
、
人
物
圖
片
係
以
該
人
物
為
展
示
之
重
點
人
物
^無

法
辨
別
者
不
列
入
統
計
。
    四

、
國
旗
圖
片
^以

能
清

晰
辨
明

者
均
列
入
統

計
。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德
」
科
教
科
書
之
分
析
 
 
 
 
 
 
 
 
 
 
 
 
 
 
 
 
 
 
 
 
 
 
 
 
 
 
 
 
 
 
 
 
 
 
 
 
 
工
「
二
一

 六
冊

的
編

輯
範

圍
由

近
及

遠
寸

與
我
國
傳
統
的
「
誠
、
正
、
修
、
齊
、

 治
、

平
」

內
聖

外
王

之
道

隱
然

相
合

。

 三
、

政
治

社
會

化
與

公
民

教
科

書

 賀
欽
斯
曾
說
:「

任
何
一
種
教
育
制
度
宵
無
法
脫
離
其
所
處
的
政
治
環

 境
而
存
在
^教

育
制
度
必
須
反
映
政
治
社
會
所
希
望
推
行
的
政
策
。
」
︵
註

 五
︶

所
有

的
國

家
都

希
望

透
過

學
校

教
育

向
國

民
灌

輸
某

些
特

定
的

政
治

態

 度
和

行
為

模
式

。
國

民
若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義
務

寸
將

無
法

為
國

家
服

務
。

因

 此
必

需
有

低
限

度
的

知
識

｜
｜

如
遵

守
法

律
夕

尤
其

是
納

稅
、

服
兵

役
的

 義
務

。
因

此
公

民
課

程
的

設
置

與
政

治
社

會
化

的
需

要
息

息
相

關
夕

此
外

配

 合
公

民
課

程
所

安
排

的
班

會
、

聯
課

活
動
、
典
禮
儀
式
︵
如
向
國
旗
敬
禮
、

紀
念

民
族
英

 颱
等

︶
均

在
激
勵

學
生
的

愛
國

心
和
對

政
治

宣
誓

 制
度

的
支

持
。

 就
我

國
而

言
夕

以
三

民
主

義
為

立
國

之
基

礎
。

憲
法

第
一

條
即
明

訂
；

 「
中
華
民
國
基
於
三
民
主

義
為

民
有

、
民
治

、
民

享
之
民

主
共
和

國
。

」
特

別
是

公
民

課
程

擔
負

看
極

為
重

要
的

政
治

社
會

化
功

能
夕

因
此

三
民
主

義
對

 公
民

課
程

的
影

響
占

極
為

顯
著

。
︵

見
表

一
︶

自
民

國
建

立
以

來
夕

內
憂

外

患
頻
仍
甘
 
國
父
締
造

民
國
的

偉
蹟
寸
以

及
先
總
統
 
蔣
公
領

導
國
民

革
命

 東
征

、
北

伐
、

剿
匪

、
抗

戰
的

豐
功

偉
業

夕
均

與
民

國
史

相
結

合
寸
兩

位
偉

 人
的

人
格

風
範

均
在

公
民

教
科

蕎
申

占
有

相
當

篇
幅

。
︵

見
表

一
︶
此

外
國

 旗
在

儀
式

活
動

中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
公

民
教

科
書

中
的

圖
片

、
照

片
亦

經
常

 出
現

。
︵

見
表

一
︶

 表
一

 
各

類
人

物
、

意
識

型
態

、
w
里

叟
標

誌
出

現
次

數
統

計
表

先^國

統^父

立曰十
口

可
主兒十

一

一

一

章
曰

世
土皂千

四

節

五

章
一
節
一
詞

"^

土曰十

合

^4。。
^一 l-司

@@

土曰十

十詞

41

圖
片



內

冊
次

四

五

""』"""

^^h

合
計

註

社
會
控
制

類列知

之入

章知

節識識

9
^
^

 一第3。

章
一

佃
"

"""

10第

章

倔
"

11

澆
扣

章
勇
8
章

01

@
@

o
o
^
Q
s
^

4
%

1
Q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我
國
學
者
陳
義
彥
的
研
究
中
即
發
親
^大

學
生
對
政
府
認
知
印
象

重

 要
的
象
徵
聯
想
寸
依
序
為
「
先
總
統
 蔣

公
^ ︵

占
二
三
。
五
五
%︶

、
「

 行
政
院
」
︵
占
一
六
．
0七

%︶
、
「
國
父
」
︵
占
一
五
．
三
九
%︶

、
「

 憲
法
」
︵
占
一
四
。
六
五
%︶

、
．
「
三
民
主
義
」
︵
占
L二

．
二
四
^^-「

 其
他
」
︵
占
一
八
。
一
%︶

。
︵
註
六
J美

國
學
者
魏
爾
遜
在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有
相
近
的
研
究
結
果
:我

國
小
學
生
以
 「

國
父
」
、
「
先
總
統
 蔣

公

 」
作

為
政

府
的

認
知

印
象

者
多

，
其

次
是

「
三

民
主

義
」

和
「

國
旗

」
。

 ︵
註

七
︶

國
中

學
生

亦
有

棉
似

的
看

法
一
這
種
看
法
的
形
成
夕
不
能
完
全
歸

 諸
於

公
民

課
程

寸
但

受
到

公
民

教
科

書
的

影
響
夕
是
不
容
懷
疑
的
。

四
/
社
奮
控
制
與
公
民
教

科
書

 從
許

多
有

關
課

程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價
值

規
範

的
傳

達
、

柔
順

服
從

的

 教
化
、
政
治
社
會
化
、
傳
統
社
會
階
級
的
維
持
等
所
謂
的
「
社
會
控
制
」

 ︵
SOCial  cOntrOl︶

的
功

能
^是

學
校

初
設
立
時
所
欲
完
成
的
目
標
。

 但
隨

看
政

治
、

社
會

、
文

化
的

多
元

化
以

及
合

理
主

義
、

社
會

控
制

、
文

化

 同
質

等
教

育
改

革
的

託
辭

︵
rhetOriC︶

   b已
不
足
適
應
社
會
的
需
要
。
因

 此
課

程
必

須
成

為
生

產
指

向
的

、
實

際
的

、
有

用
的

^以
完

成
這

種
功

能
。

 結
果
教
育
目
標
漸
趨
於
多
元
化
^個

人
福
祉
、
個
性
發
展
等
才
漸
漸
地
出
現

 於
教

育
目

標
上

。
︵

註
八

︶

 當
前

國
民

中
學

的
課

程
內

容
繁

多
冉

不
僅

有
公

民
一

科
。

每
個

科
目

所

 擔
負

的
功

能
各

不
相

同
。

但
無

疑
的

夕
公

民
科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在
形

成
同

質

 的
文

化
和

一
致

的
道

德
規

範
夕

以
維

持
社

會
的

團
結

穩
定

。
由

於
未

能
對

公

民
教
科
書
做
一
縱
長
式
的
分
析
*無

法
看
出
我
國
國
中
階
段
的
公
民
教
科
書

 在
內

容
上

是
否

呈
現

出
由

社
會

控
制

趨
向

目
標

多
元

化
。

僅
就

現
行

的
公

民

 教
科
書
加
以
分
析
夕
可
以
發
現
屬
於
「
社
會
控
制
」
的
篇
幅
占
八
六
^^^屬

 於
「
知
識
」
的
篇
幅
占
一
四
^^此

種
分
配
尚
稱
允
當
。
︵
見
表
一
乙

 古
德

納
︵

A.  GoU三
ner︶

認
為

人
類

在
處

理
各

種
爭

論
夕

創
造

出
新

 的
價
值
^
帶
動
了
進
步
寸
因
此
強
調

對
立

的
積

極
功

能
。

他
批

判
美

國
的

社

會
科
或
公
民
科
的
教
材
夕
多
違
反

了
社

會
中

既
存

的
現

實
^
只
強
調
社
會
的

 同
質
性
^
忽
略
了
種
族
、
人
口
和
社

會
階

級
等

問
題

。
亞

波
︵

匡
．

乏
，

 卜
pp^e︶

批
評

美
國

中
小

學
使

用
的
數

理
科

教
材

對
衝

突
、

爭
論

和
對

立
也

 「
有
意
圖
地
加
以
隱
藏
」

。
因
此
不

能
養

成
學

生
判
斷

各
種

對
立
的

前
提
何

者
正
確
的
體
力
^
更
不
知
個
人
和

團
體

的
爭

論
和

衝
突

如
何

促
進

科
學

的
進

 步
。

回
顧

我
國

公
民

教
科

書
夕

對
社
會

的
消

極
面

常
不

願
呈

現
寸

對
許

多
現

 實
社

會
中

衝
突

的
事

實
也

有
意

或
無

意
地

忽
視

。
國

中
生

適
逢

皮
亞

傑
所

謂

 之
形

式
操

作
期

占
一

味
地

強
調

社
會
的

同
質

性
卉

給
予

過
度

理
想

化
、

井
然

 有
序

的
世

界
觀

。
未

能
將

正
反

雙
方
對

立
的

意
見

並
陳

夕
是

否
能

做
有

力
的

說
服

0^是
否

能
確

保
學

生
在

日
後

接
觸

到
異

端
邪

說
夕

能
經

由
獨
立

的
判

斷

 以
駁

斥
之

夕
抑

或
拋

棄
原

有
之

觀
點
而

接
納

異
端

，
值

得
課

種
研

究
者

、
編

 輯
者
深
思
。

 社
會

控
制

:
指

教
材

的
內

容
偏

向
傳

統
價

值
規

範
的

傳
遞

。
重

柔
順

服

 從
^
以

造
成

同
質

文
化

為
目

的
。

 知
識
:指

教
材
的
內
容
注
重
個
性
發
展
^具

有
實
用
和
生
產
指

向
。

六
四

表
二
 
各
章
內
容
分
析
統
計
表



 製作類-[卜	一活  動 類	一文字類	一語  言 類	內^容冊次
 0一	2	0	3｜	一^
 2一	@｜	0	2	二l
 0	2	吋@上	2	
 一一	2	0	2	四^
 	0	工	4	五^
 刁^二	2一	0	2一	。1

 4一	9	2	15	｜｜~~合  十^^^^口
 B% 一	帥% 一	7% 一	印% 一	比率且

五
/社

4腎
變
遷
與
公
一

當
前
社
會
變
遷
極
為
劇
烈
^各

類
科
目
中
能
對
現
代
社
會
加
以
系
統
介

 紹
的

夕
以

公
民

科
為

適
宜

。
但

現
行

公
民

教
科

書
占

僅
重

傳
統

秩
序

的
維

 護
夕

認
為

學
生

是
制

度
的

接
受

者
而

非
創

造
者

。
對

社
會

變
遷

未
做

合
宜

調
 適

夕
對

導
引

社
會

變
遷

付
諸

闕
如

。
在

道
德

教
育

方
面

仍
偏

於
傳

統
五

倫
的

 講
授
^對

現
代
化
社
會
特
具
重
要
性
的
翼
己
關
係
、
職
業
倫
理
、
社
區
意
識

 未
能

納
入

教
材

。
由

於
破

碎
家

庭
激

增
井

許
多

學
生

在
人

格
發

展
上

蒙
受

傷

害
寸

公
民

第
二

冊
雖

以
家

庭
為

主
要

內
容

夕
但

一
則

親
職

教
育

的
有

關
材

料

 仍
嫌
不
足
^再

則
對
破
碎
家
庭
中
成
長
之
學
生
如
何
自
處
分
未
置
一
詞
。
消

費
者

權
益

之
保

障
夕

是
發

展
社

會
正

義
所

必
須

寸
因

此
鼓

勵
學

生
勇

於
爭

取
 應

享
之

權
益

寸
也

當
斟

酌
納

入
教

材
。

以
免

過
於

重
視

順
從

夕
而

形
成

社
會

 變
遷

的
阻

力
。

六
/
公
民
教
科
書
的
其

他
分

析

 現
行

公
民

教
科

書
從

第
一

冊
起

夕
由

個
人

、
家

庭
、

學
校

、
社

會
、

國

 家
、

世
界

逐
漸

擴
展

其
範

圍
井

結
構

緊
密

完
整

。
但

知
識

本
身

之
深

度
難

度

 &並
不
一
定
依
此
六
冊
之
重
點
逐
漸
加
深
。
在
學
生
身
心
發
展
的
序
列
中
&

某
些

屬
於

學
校

的
知

識
以

先
介

紹
為

宜
卜

屬
於

個
人

的
知

識
挪

後
介

紹
可

能
 更

恰
當

。
在

篇
幅

和
份

量
上

亦
不

可
能

六
個
單
元
均
等
一
夕
不
必
為
遷
就
表
面

 的
結

構
完

整
而

影
響

到
教

材
的

實
質

比
重
。

 每
冊

各
有

十
二

章
、

五
個

實
踐

活
動
，
因
．
為
課
程
之
修
訂
費
時
費
事
&

 以
致

教
材

內
容

無
法

反
映

時
代

需
要

^每
冊

宜
保

留
一

｜
二

個
補

充
教

材
夕

由
常
設
之
編
輯
委
員
會
^針

對
重
要
時
事
和
國
家
需
要
^編

選
適
當
內
容
印

 送
各
國
中
使
用
。
生
活
規
範
實
踐
活
動
之
設
計
^尚

能
有
效
配
合
前
列
章
節

 之
內

容
占

活
動

方
式

已
力

求
活

潑
生

。
動
夕
任
課
老
師
若
能
認
員
執
行
占
收
效

 必
宏

。
可

惜
多

數
教

師
未

能
體

認
實

踐
活
動
的
設
計
計
意
h．

或
能
體
認
邦
受
-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德

」
科

教
科

書
之

分
析

到
其
他
壓
力
將
時
間
用
於
考
試
測
驗
^嚴

重
貶

損
公

民
科

教
學

目
標

之
達
成

 。
現

有
實

踐
活

動
方

式
︵

見
表

三
︶

 ^仍
偏

於
語

言
、

文
字

類
。

依
課

程
標

 準
「

時
間

支
配

」
之

規
定

夕
每
週

兩
小

時
以

連
續

編
排

為
原

則
夕

以
便

於
生

 活
規

範
實

踐
活

動
之

施
行

。
︵
註

九
︶

但
兩

小
時

均
用

以
授

課
寸

則
蛟

沉
悶

 甘
有
待
任
課
老
師
靈
活

運
用
各

種
教
學

力
式

。

表
三
 生

活
規
範
賈
踐
活
動
力
就
分
析
統
計
衷

由
於
課
程
內
容
包
羅
廣
泛
夕
因
而
部
分
教
材
流
於
條
列
式
的
陳
述
*無

 法
兼
f批

判
能
力
的
培
養
分
此
一

缺
點

尤
以

第
五

、
六

冊
為
顯

著
。

由
於

缺
乏
對
事
理
客
觀
地
批
判
分
析
^易

使
學
生

以
之

為
政

令
宣

導
而

未
能

深
思

 。
綜

觀
六

冊
教

科
書

偏
見

歧
視
逆

不
多

見
。

但
第

二
冊

第
二

章
「

家
庭

組
織

 」
申
^述

及
婦
女
在
家
庭
中
的
地
位
和
責
任
^^「

在
家
務
上
夕
婦
女
由
於
天

 性
關

係
^對

於
教

養
兒

女
和

處
理

家
事

^似
乎

較
男

子
更

為
靈

巧
熟

練
。

．

 ‥
」
︵
註
十
︶
文
中
仍
隱
藏
羞
婦
女
不
宜
外
出
工
作
的
價
值
觀
念
^事

實
上

 教
養

子
女

和
處

理
家

務
應

由
男

女
雙

方
負

同
等

責
任

。
對

於
外

國
文

化
之

介

 紹
夕

除
英

美
文

化
以

外
的

其
他

文
化

︵
如

我
國

關
係

密
切

的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或
拉

丁
美

洲
︶

均
未

提
及

寸
不

易
培

養
學

生
平

等
地

看
待

各
類

文
化

的
價

值

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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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註註
五四三

註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德
」
科
教
科
書
共
有
六
冊
^
本
文
所
分
析
之
版
本
中
^
一

 、
三

、
五

冊
係

七
十

一
年

八
月

改
編

本
^
二

、
四

、
六

冊
係

七
十

一
年

元
月

改
編

 木
。

 潛
在
課
程
的
概
念
甚
為
類
散
和
分
歧
^
簡
單
地
說
:
就
是
正
式
課
程
目
標
之
外
，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驗
。

 國
民

中
學

課
程

標
準

^
頁

十
三

。

 各
冊

編
輯

要
旨

第
二

項
。

 勺
o
b
e
r
t
M
．

扛
u
t
c
h
i
n
s
,
 
T
h
e
L
e
a
r
n
i
n
g
 
S
o
c
i
e
t
y
 
︵
N
e
W
叫
o
r
k
:

 P
r
a
e
g
e
r
 
P
u
b
^
i
s
h
e
r
s
 
I
n
c
.
 
1
9
6
8
︶
,
戶
泛

 陳
義

彥
^璽

灣
地

區
大

學
生

政
治

社
會

化
之

研
究

，
頁

十
五

，
民

六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

 理
查
魏
爾
遜
著
，
朱
雲
漢
、
丁
庭
宇
譯
^中

國
兒
童
眼
申
的
政
治
，
頁
八
二
夕
桂

 冠
圖

書
公

司
。

 歐
用

生
^日

據
時

代
臺

灣
公

學
校

課
程

之
研

究
，

頁
九

十
一

。

 國
民

申
學

課
翟

標
準

^
頁

十
三

。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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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六
．

 。
在

政
權

治
權

方
面

夕
僅

有
名

稱
之

介
紹
，
以
當
前
國
民
參
政
意
願
的
高
漲
  註

十
 國

中
公
民
與
道
德
教
科
書
第
二
冊
，

我
欽

慕
的
民
族

英
雄
標
嬰

不
範
，
頁
九

-

 裡
度

才
對

合
理

的
參

政
步

驟
亨

從
政

者
應
有
的
胸
襟
抱
負
不
可
省
略
。
以
免
            ︵

原
載
「
教
與
學

」
四
、

五
月

號
，

^JJ-二
笙

︵
月
出

版
。
︶

 偏
重

公
民

教
育

的
認

知
層

面
而

忽
視

情
操
的
涵
泳
。

 七
、

結
 
語

本
文

係
橫

斷
式

地
探

討
公

民
教

科
書

的
內

容
寸

主
要

在
分

析
學

生
政

治

 社
會

化
、

社
會

控
制

、
社

會
變

遷
與

公
民

教
科

書
的

關
係

夕
並

述
及

教
科

書

 中
某

些
偏

見
和

缺
失

．
。

若
要

更
進

一
步
探
究
公
民
教
科
書
中
隱
藏
的
潛
在
訊

 息
、

課
程

設
計

的
權

力
歸

屬
、

教
材

的
選

擇
依

據
，

則
有

待
課

程
學

者
縱

長

 式
地

分
析

公
民

教
科

書
的

歷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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