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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與和平教育——2011/11/19 和平教育讀書會側記 

 

【文、圖／「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對話、研議和發展」研究計畫專任助理 陳姵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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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和平教育讀書會介紹的主題是「師資培育與和平教育」。和平教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如

何融入現有的教學是很值得探究的問題，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將新的觀點融入教學也是對教育者很

大的挑戰。本月閱讀的三篇文章中，都提到了和平教育融入教學的共通點。 

【研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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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耐青老師導讀的 Carter 和 Vandeyar 兩篇文章中，提到了在師資培育上和平教育的重點是學習

「衝突轉化」，轉化教學法的重點在於對舊有觀點的轉化，檢討過去的情境、觀點在現在能否適

用。這樣的轉化教學法在加州和南非推動時遇到不同的挑戰。將和平教育融入教學重點在於概念的

傳遞，從課程設計、教學脈絡、課程內容、個人及集體參與行為都會影響到教學的成果，教學的過

程中也出現學生表現出與舊思想不相容的經驗，造成學生學習上的抗拒。因此 Carter 總結美國和南

非的和平教育經驗，認為和平教育的教學是強調願景、承諾與勇氣教學脈絡。 

黃嘉莉老師導讀的“The preparation of pre-service teachers for a culture of dignity and peace“一

文，則介紹了加拿大渥太華師資培育中融入和平教育的經驗。有效的和平教育必須在整體世界觀、

和平文化、治癒文化等統整成教育活動，形成教育系統下的共識，才比較有推動的可能。和平教育

是希望能訓練學生從消極的和平（避免衝突）轉變成積極的和平（和平創造者）。在師資培育的層

面，和平教育需要是認同參與的教學，也要創造分享經驗的空間。 

當天的討論對於融入教學有很多的看法。和平教育能否在學校教育中實現牽涉到經驗、政策、

課程三個環節，缺一不可。和平教育較缺乏相關的利益團體，不易在課程政策上造成影響，如此一

來，教師的教學實踐就會是和平教育融入教學的關鍵，如何培養教師的覺知成為重點，這都成為未

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官方網站：http://tpestudygroup.nict.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