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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探討

 訂的課程標準

 二段為技職教

 育課程的社會

 程的心理學基

 文獻資料，最後並予以總結。

 關鍵字:技職教育、課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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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技術學院、二

 校訂課程科目

 的理論參考。

貳、技職教育課程的意義

 有關技術職業

 所所做的「工

 位行業訓練課

 C^rrere演變而

 指「跑」、「

的活動，均可稱之為課程(呂達、李雪華、民

 從一九-A年巴

 論課程發展的

 學者討論甚多

 及被規劃好的

 義。Foshay和

 Educat^ona^ 

 課程是兒童在

 為:「課程是學

 經驗」;「課程

Wi^es & Bond^ ^ 1979) 0

 終其結論課程依

 以及視課程為

 一種控制情境下

 。是保證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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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注重專門

 驗的組合^ (Larson 1972) 0

參、技職教育課程的

 欲探討技職

 學係教育實

理而實施，而哲學的原理則要依據

 從教育與哲

 學本身即是

 不同的教育

 展，除須符

 要，而其中

 的教育哲學思想，其課

 Theodore B

 四種: (徐

 essen^^^^ i

 ;進步主義是

 pragma^^sm

 (^atura^^sm

 想精華融貫

 的歷程，是

 義的教育哲

 育理念，強

 朝祥，民74

備(楊朝祥，民74)。而技職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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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技職教育課程的社

 由於社會的快速

 」來看，面臨了

 種改變。此種改

 習尚等等。社會

 個不同的社會文

 因而引起了社會

 學校的課程也隨之調整(黃炳煌，民80) 0

 由社會學的觀點

 視為社會組織

 Soc^o^ogy Cur

 內容，應先確定

 行行業分析，確

 學生在校學習時

 的知識與技能，

 王昭明，民74) 0

 學校課程發展是

 、地方和學校三

 分利用校內和社

 必要的話，可以

 要(黃政傑，民

 勒(Ty^er, 194

 估，以發現適當

 組織，以達成教

 保守性、局限的

 觀和知識觀，因

 會學(Soc^o^ogy Curr^cu^um)與社會工學。

97 -



 d五、技職教育課程的

 在人類經

 a^ra^^an

 emerging

 上來看，

 產力，從而

 發展職業

 的主要橋樑

 「教育即

 富^^I^ (

 視為資源以

 ̂ John 

 Marsha^^

 1883-194

 具體，因

 效評估的

 是否能配合

 便成為職

 李大偉，

 皆強調就

 ，民68;江

 民73)，因

 以反應。

 技的變化

 王昭明，民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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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技職教育課程的

 所有人類的活

 多數心理學家

Ae^^nson, ^ 

 Dar^ey, G^uc

 是限制在「與

 可以是外顯行

Behav^ors) '如記憶數學公式」(C^^ffo

 學習理論也就

 兩大陣營:一

 Assoc^at^on 

 )，此派思想的

 另一支為「完

 Theor^)或「

 ，謂學習是整

 問題(韓幼賢

 Forma^^^^)，

 李大偉，王昭明，民7幻。

 認知理論即承

 構與過程(Ment

 )，以了解人類

 片斷的活動，忽

 這對於單純化或規律的技能

 由前述學習的

 改變歷程，故

 comp^ementar^

 都有所遺漏，

 二種學習方法。Gagne即是
- 99 -



 栗、結論

 從上述有關技職教

 一、技職教育課程的意義在於:

1．技職教育課程是具體的、有計畫

 2．技職教育課程具備目的及目標。

 3．技職教育課程是科目及教材的總和。

 4．技職教育課程注重專門

 二、技職教育課程的哲學基礎在於:

1．哲學係教育實踐的理論基礎;而

 2．教育哲學可以整合不同

 3．技職教

 化」。

三、技職教育課程的社會學基礎在於

 1．由於社會的變遷，引起教

 2．技職教

 Cur^^^^^^m)與社會工學。

 3．課程社

 4．社會工

選擇適當的學習活動，並加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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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職教育課程的經濟學基礎在於:

1．技職教育為培育國家經濟建設所需技術人

 2．技職教育之知識

 3．技職教育課程以滿足就

 五、技職教育課程的心理學基礎在於

1．技職教育課程的心理學基礎是由學習理論

2．學習是由經驗或練習而產生行為上的永久改變

3．應用學習理論時，應兼採聯

 「沒有不可教的

 義教育學者阿

 Proposa^ )中

 位先進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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