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蕊

構史
^^

淇旦弘

污三苛

茲
品

吃一"一"

瀚榻讀

第

丫

^苯

扔耘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秋
季
開
始
&
我
國
實
施
九
年
國
民
教
育
。
是
年
一
月
訂

 頒
「
國
民
中
學
暫
行
課
程
標
準
」
^
即
將
原
有
「
公
民
」
改
稱
「
公
民
與
道

 德
」
^
至
六
十
一
年
十
月
公
布
現
行
國
民
中
學
課
程
標
準
夕
其
目
的
在
使
青

 少
年
獲
得
公
民
常
識
才
實
踐
固
有
道
德
^
養
成
優
良
品
格
伊
兼
顧
「
觀
念
培

 養
」
與
「
行
為
實
踐
」
h
而
不
偏
重
於
知
識
的
教
學
。
因
此
夕
除
課
堂
講
習

 之
外

才
並

力
求

與
學

校
訓

育
實

施
、

學
生

自
治

活
動

、
以

及
校

外
生

活
指

導

 等
方

面
夕

取
得

聯
繫

興
配

合
寸

務
便

學
生

從
日

常
生

活
中

，
實

踐
國

民
道

德

 分
以

養
成

良
好

之
生

活
習

慣
。

 現
行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德

」
課

程
分

共
分

六
個

單
元

夕
在

三
學

年

 中
伊

每
一

學
期

修
習

一
個

單
元

1 ^t一
、
健
全
的
個
人
｜
｜
怎
樣
做
一
個
好
少

 年
丁

二
、

美
滿

的
家

庭
｜

｜
怎

樣
做

一
個
好
于
弟
．
，
三
、
完
善
的
學
校
｜
｜

 怎
樣
做
一
個
好
學
生
J ^t四

、
進
步
的
社
會
．

 富
強

的
國

家
｜

｜
怎

樣
做

一
個

好
國

民
方

六
、

和
平

的
世

界

怎
樣
做
一
個
好
公
民
丁
五

 ．
怎

樣
做

 個
促

進
世

界
大

同
的

先
鋒

。
以

上
六

個
學

期
的

教
學

鹽
心

夕
從

個
人

。
家

庭

 、
學

校
、

社
會

、
國

家
到

世
界

才
大

體
與

我
國

傳
統

的
「

修
齊

治
平

」
相

配

 合
伊

可
以

說
走

構
成

了
一

個
非

常
完

整
的

體
系

。
這

一
套

教
科

書
的

編
輯

算

 自
然
有
許
多
優
點
夕
譬
如
說
夕
條
理
貫
通
、
脈
絡
分
明
^有

系
統
地
提
供
了

 許
多

新
穎

的
觀

念
等

走
夕

因
非

本
文

的
範

圍
夕

故
禾

及
評

論
。

 我
們
依
據
課
程
標
準
來
編
輯
教
科
書
&則

其
章
節
、
內
容
與
文
字
夕
如

 果
更
能
達
到
理
想
的
境
地
^自

然
仍
有
待
於
不
斷
的
實
驗
與
修
正
。
自
從
十

 國
民

教
育

法
」

公
布

施
行

後
宵

為
有

效
貫

徹
「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功
能

案

 」
h加

強
推
廣
青
少
年
的
公
民
教
育
寸
現
行
國
中
課
程
標
準
業
已
考
慮
重
加

 修
訂

夕
現

正
積

極
準

備
占

將
於

六
十

九
學

年
度

看
手

進
行

力
而

國
中

「
公

民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德

」
教

科
書

改
編

本
第

一
、

二
冊

內
容

商
榷

 與
道
德
」
課
本
分
決
定
自
六
十
八

年
秋

季
開

始
^逐

年
重
加
改
編
。

 關
於

國
中

「
公

民
與

道
德

」
教

科
書

第
三

冊
內

容
︵

以
「
完

善
的

學
校

 」
的

中
心

︶
的

修
訂

^作
者

已
另
文

提
供

檢
討

的
意

見
J^ ︵

註
︶

該
項

教
科

 書
第
一
、
二
冊
的
內
容
^分

別
以

「
健

全
的

個
人

」
與

「
美

滿
的

家
庭

」
為

 教
學
的
重
心
e^^其

改
編
本
夕

已
於
六

十
八

年
八
月

及
六
十

九
年

一
月
先

後
出

 版
^前

者
併
於
六
十
九
年

八
月
再
版
，

作
者
認

為
仍
有
可
資

推
敲
之

處
^婁

 特
撰
為
本
篇
夕
俾
資
商
榷

而
備

採
擇

。

 一
、
對

國
串
「

公
民

與
道

德
」
教

科
醫
政

績

第
一

冊
修

訂
之

意
見

公
德

和
私

德
宜

加
以

詮
釋

本

 片
第
一
草
為

「
優
良

的
品
德

」
。

書
上
列

舉
誠
實

、
服

務
。
忠

勇
三

 者
寸

為
優

良
品

德
的

璽
點

。
我
國

原
是

一
個

注
重
倫

理
道

德
的

國
家

夕
從

 各
種

角
度

上
方

可
以

列
舉

很
多
套

不
同

系
列

的
德

目
。

但
要

舉
出

三
項

基
本

 的
德

性
分

融
會

古
今

寸
溝

通
新
舊

^實
亦

不
易

。
書

上
列

舉
誠
實

、
服

務
、

 忠
勇

三
項

寸
作

為
優

良
品

德
的
重

點
夕

當
然

也
很

不
錯

。
可

是
井

這
些

能
不

 能
都
算
走
「
私
德
」

呢
0
^
因
為

 
國
父

曾
經
說
:
「
聰
明
才

力
愈
大

的
人
^

 當
盡
其
能
力
^
以
服
千
萬

人
之
務
^
造
千
萬
人

之
福
」

。
因
此
我
想

至
少
「

 服
務
」
一
項
寸
似
乎
不
能

純
粹

算
是

私
德
。

又
如

中
文
的

「
誠
」

字
寸

涵
義
極

 為
豐

富
寸

如
說

至
誠

無
息

夕
不
息

則
久

才
是

指
「

始
終

如
一

」
而

言
口

如
說

 誠
中
形
處
扒
名
副
其
實

夕
是
指

「
表

裏
如

一
」
而

言
? ^^如

說
親

愛
精

誠
夕

成

 已
成

物
夕

則
是

指
「

人
我

如
一

」
而

言
。

但
就

「
誠

實
」

二
字
的

主
要

意
義

六
七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來
說

夕
似

指
「

言
行

表
襄

如
一

」
h而

非
「

言
行

始
終

如
一

」
︵

守
信

︶
。

 所
以

三
項

德
目

如
何

選
定

和
排

列
夕

仍
有

可
以

商
榷

之
處

。
又

以
部

頒
訓

育

 綱
要

指
示

；
「

道
德

之
內

容
井

不
外

修
己

與
善

薑
。

善
摹

為
修

己
之

表
現

甘

 修
己

為
善

翼
之

始
基

。
」

我
想

敵
德

側
重

「
修

己
」

^
公

德
側

重
「

善
摹

」

 h
這

一
道

理
顯

而
易

見
。

本
章

之
末

分
說

到
公

德
與

私
德

的
比

較
三

好
能

把
公

德
與

私
德

的
內

容
與

分
野

夕
再

作
一

番
扼

要
的

說
明

占
這

對
少

年
學

生

 的
品

性
修

養
方

一
定

甚
多

裨
益

。

生
活

計
畫

宜
以

立
志

為
先

 第
二

章
討

論
「

規
律

的
生

活
」

。
作

者
以

為
生

活
計

董
寸

可
分

為
兩

部

 分
:
一
是
長
期
的
分
這
就
是
「
立
志
」
^
每
一
個
少
年
應
該
及
早
訂
立
終
身

 努
力
的
志
趣
與
理
想
寸
而
設
法
實
現
它
。
二
是
日
常
的
^
一
方
面
要
厘
訂
每

天
生
活
的
秩
序
丁
同
時
更
要
確
定
今
日
的
目
標
^
右
了
具
體
的
工
作
項
目
與

 內
容

，
纏

能
充

實
自

己
的

生
活

夕
不

致
浪

費
時

間
才

不
致

因
循

蹺
蛇

。
蔣

總

 統
 
經

國
先

生
有

一
句

右
旦

目
說

二
「

今
天

不
做

了
明

天
就

會
後

悔
^
」

不
妨

 在
此

引
述

一
番

夕
以

資
晟

勉
。

修
正

國
民

生
活

須
知

宜
予

配
合

關
於

生
活

規
範

寸
書

中
引

述
先

總
統

 
蔣

公
在

五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手
令
^
對
食
、
衣
、
住
、
行
、
育
、
樂
方
面
的
指
示
^
卸
通
常
所
稱
「
國
民

 生
活
規
範
」
h
計
五
十
八
條
b
 
 
蔣
公
說
言
「
然
此
亦
不
過
舉
例
而
已
。
」

 其
後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推
行
委
員
會
部
依
據
此
項
指
示
*
另
行
擬
訂
「
國

 民
生
活
須
知
」
h
經
奉
 
蔣
公
核
定
而
後
頒
布
。
國
民
生
活
須
知
近
十
餘
年

來
^
條
文
迭
有
修
訂
^

近
已
於
六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核
定
夕
全
文
計
為
九
十

 九
條

占
內

容
已

經
相

當
完

備
方

足
以

適
應

現
階

段
的

國
民

生
活

。
譬

如
說

才

 現
行

國
民

生
活

須
知

第
八

十
條

規
定

^
「

穿
越

街
道

寸
應

走
行

人
穿

越
道

、

 斑
馬
線
、
地
下
道
或
陸
橋
」
0
第
八
十
一
條
規
定
二
「
通
過
平
交
道
夕
要
特

六
八

 別
小

心
甘

不
可

強
行

穿
越

」
0卸

較
原

有
的

規
定

周
密

伊
似

宜
參

酌
增

改
夕

 或
部
改
以
現
行
國
民
生

活
須
知

為
依
據

寸
以

資
因
應

。

主
義
產
生
力
量
似

可
互
相

印
證

 第
三

章
的

標
題

是
「

活
用

的
知

識
」

。
本

章
莒

先
引

用
英

國
學

者
培

根

 所
說
^「

知
識
就
是
力

量
。
」

作
者
以
為
 國

父
所

說
:「

主
義
就

是
一
種

 思
想

亨
一

種
信

仰
，

和
一

種
力

量
。

‥
‥

主
義

是
先

由
思

想
再

到
信

仰
夕

次

 由
信

仰
生

出
力

量
」

b似
可

互
相

印
證

兮
顯

示
思

想
教

育
的

功
能

。

身
心
健
康
標
準
宜

加
以
斟

酌

 第
五

章
的

內
容

是
「

健
康

的
身

心
」

。
原

書
強

調
健

康
的

意
義

寸
一

是

機
能

健
旺

夕
身

體
強

壯
寸

二
是

樂
觀

進
取

寸
心

理
正

常
寸

說
明

身
心

的
健

康

 占
二
者
相
輔
相
成
寸
缺

一
不
可

。
教
科

書
是

為
多
數

人
而
編

：
這

一
原
則

是

 正
確

的
至

不
過

少
數

國
中

學
生

寸
說

不
定

會
有

生
理

殘
障

的
現

象
，

似
宜

特

 重
心

理
的

健
全

夕
以

堅
強

的
意

志
，

來
克

服
任

何
的

困
難

;否
則

殘
障

的
少

 年
看

了
就

會
洩

氣
了

。
更

何
況

夕
在

歷
史

上
，

雖
然

身
體

殘
障

夕
祇

要
努

力

 翟
瀏
夕
照
樣
能
夠
成
功

寸
這
種

史
實
不

勝
枚

舉
。
︵

國
中
「

公
民

與
道
德

」

課
本

第
一

冊
第

十
二

章
就

曾
提

到
亨

貝
多

芬
於

二
十

六
歲

時
喪

失
聽

力
成

為

塑
子

夕
但

是
憑

看
他

堅
強

的
毅

力
寸

克
服

所
有

的
挫

折
甘

一
生

完
成

二
百

五

十
六
首
不
朽
的
樂
曲
寸
成
為
舉
世
聞
名
的
樂
壇
聖
手
^就

是
一
個

佳
的
例

 證
。

︶ 關
於

身
心

健
康

的
標

準
甘

原
醬

列
舉

不
生

病
、

能
耐

勞
、

能
知

足
、

能

 協
調
、
能
自
制
等
五
點
份
這
是

否
可

以
作

為
衡

量
健

康
的

「
標

準
」

b似
有

 商
酌

的
餘

地
。

作
者

以
為

宵
好
能

就
國

中
階

段
︵

約
十

二
歲

至
十

五
歲

前

 後
︶
的
少
年
+在

生
理
方
面
與
心
理
方
面
寸
分
別
舉
出
芳
千
要
點
，
俾
資
遵

 循
。

至
於

維
持

身
心

健
康

的
方

法
亨

是
否

也
可

以
就

身
心

兩
方

面
分

別
列

舉

 夕
譬
如
養
成
早
起
早
睡
的

習
慣
夕
發

揚
自

強
不

息
的
精

神
夕

‥
‥
諸

如
此
類

 夕
都
狠
重
要
^似

可
再
加

補
充
。



五
守

涵
義

深
長

似
可

再
加

發
揮

 第
六

章
以

「
五

守
的

習
慣

」
為

教
學

中
心

。
作

者
以

為
每

一
國

民
應

守

 國
家
的
法
律
寸
而
「
守
法
」
必
先
知
法
寸
故
少
年
應
該
知
道
的
法
律
常
識
^

 雖
已
散
見
教
科
書
各
冊
中
h
「
少
年
的
法
律
責
任
」
且
在
第
五
冊
列
有
專
章

 i
 
i
t
仍

宜
在

教
師

手
冊

多
加

充
實

夕
以

便
隨

時
擇

要
提

示
。

同
時

夕
在

校
學

生
必
須
遵
守
校
規
夕
猶
如
國
民
必
須
遵
守
國
法
子
此
點
雖
在
第
三
冊
規
定
^

 似
宜

在
此

提
及

夕
以

期
溝

通
觀

念
。

「
守

時
」

一
節

方
宜

再
說

明
如

何
把

握

 時
間
*
充
分
利
用
時
間
。
譬
如
利
用
「
等
候
」
的
時
間
*
也
照
樣
可
以
做
些

 工
作

。
「

守
分

」
一

節
夕

個
人

以
為

可
分

兩
個

層
次

言
一

是
人

倫
上

的
名

分

 ，
如

夫
婦

、
親

于
、

長
幼

、
鄰

居
、

朋
友
‥
‥
等
的
關
係
i ot一

是
職
業
上
的

 職
分
*
如
農
、
工
、
商
、
學
、
軍
、
政
‥
‥
等
的
任
務
。
總
之
占
每
一
個
人

 都
要

扮
演

妊
他

自
己

的
角

色
夕

各
守

其
分

夕
各

司
其

事
。

「
守

信
」

一
節

方

 個
人

以
為

「
信

」
乃

人
生

必
遵

的
大

道
言

對
上

要
信

仰
寸

平
行

要
信

託
才

對

下
要

信
任

三
在

時
間

上
夕

須
求

信
守

夕
在

空
間

上
夕

須
求

信
實

丁
在

角
度

上

 夕
須
求
信
用
。
「
民
無
信
不
立
」
h
洵
非
虛
語
。
但
如
尾
生
之
信
^
則
不
足

 為
訓
。
「
守
密
」
一
節
^
在
課
本
上
^
已
說
得
很
扼
要
精
闢
，
我
不
想
再
有

 所
補
充
。

引
述

成
語

古
訓

宜
予

注
明

出
處

 「
誠

摯
的

友
誼

」
巧

是
第

七
章

的
標

題
。

在
課

本
上

引
述

古
訓

說
:
「

 四
海

之
內

皆
兄

弟
。

」
按

此
一

成
語

方
原

文
為

「
四

海
之

內
才

皆
兄

弟
也

*

 」
為

孔
子

門
人

于
夏

所
說

夕
見

論
語

顏
淵

第
十

二
。

作
者

以
為

不
妨

仍
用

原

 文
夕

並
註

明
其

出
處

。
關

於
「

以
友

輔
仁
」
的
涵
義
夕
原
文
是
．
說
h「

可
以

 相
互
規
勸
過
錯
」
b下

面
四
字
可
否
改
為
「
規
過
勸
善
」
。
選
擇
朋
友
的
標

 準
*引

述
孔
子
所
說
「
友
直
友
諒
友
多
聞
」
b自

然
很
奸
。
諒
的
意
思
夕
原

 是
誠

也
、

信
也

。
不

僅
「

誠
實

」
而

已
。

如
說
某
人
「
誠
信
素
孚
．
」
h．

就
很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

德
」

教
科

書
改

編
本

第
一

、
^而

內
容

商
榷

 夠
朋
友
舌
如
果
「
誠
信
末
孚
」
t
t
卸
不
足
以
為
友
。
至
於
「
友
多
聞
」
e
除

 了
見

聞
廣

博
、

「
常

」
識

豐
富

之
外

夕
似

可
再

加
強

調
有

較
多

的
閱

歷
與

生

 活
經
驗
夕
可
以
擴
大
一
個
人
的
胸
襟
。
俗
語
說
:
「
在

家
靠

父
母

夕
出

門
靠

 朋
友
」
b
因
此
交
友
之
目
的
夕
除

了
交

換
知

識
、

祇
鵬

品
德

之
外

夕
似

宜
指

 出
互

助
、

合
作

之
重

要
。

而
少

年
時

期
的

友
伴

了
可

以
說

是
生

活
社

會
化
的

 重
要

基
礎

占
對

於
今

後
的

歲
月

夕
常

會
發

生
深

遠
的

影
響

。

個
人

離
翼

索
居

有
李

光
輝

之
例

 「
團

結
的

精
神

」
b
是

本
書

第
八

章
的

主
題

。
本

章
開

宗
明

義
占

第
一

 句
說

亡
「

人
是

翼
體

的
動

物
夕

個
人

無
法

離
開

蔓
體

單
獨

生
存

。
」

可
是
從

 前
有
「
魯
實
遜
漂
流
記
」
h說

明
一
個
人
能
在
荒
島
裏
生
活
夕
也
許
這
祇
是

一
個

故
事

罷
了

丁
不

久
以

前
^
一

個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被
日

本
軍

閥
徵

調
服

役
的

李
光

輝
夕

在
印

尼
摩

羅
泰

島
的

叢
林

中
獨

居
了

三
十

一
年

夕
而

於

六
十

四
年

一
月

八
日

活
看

回
到

臺
灣

來
寸

直
到

六
十

八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緩

因

 肺
疾

在
臺

東
老

家
逝

世
夕

這
可

證
明

離
臺

索
居

的
例

外
還

是
存

在
的

。
其
他

 同
類

例
子

^
要

找
還

是
不

少
。

至
於

說
「

霉
體

滅
亡

夕
個

人
就

隨
羞

滅
亡

」

 ，
證

諸
猶

太
亡

國
夕

但
猶

太
民

族
仍

能
存

在
夕

後
還
復

國
了

夕
這

就
是
以

 色
列

。
我

們
自

應
強

調
國

家
與

個
人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夕

但
在

修
辭

上
似

宜

稍
加

斟
酌

夕
否

則
就

不
易

自
圓

其
說

夕
如

果
國

中
學

生
質

疑
問

題
夕

做
老

師

 的
就
將
無
詞
以
對
了
。

抗
戰

勝
利

是
無

數
軍

民
犧

牲
的

結
果

 在
「

團
結

就
是

力
量

」
一

節
寸

指
出

「
我

國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夕

由
於
舉

 國
上

下
的

團
結

奮
鬧

，
千

千
萬

萬
青

年
熱

烈
的

從
軍

寸
終

於
獲

得
了

後
的

 勝
利

。
」

這
一

段
文

字
伊

比
六

十
八

年
八

月
的

初
版

更
妊

。
但

後
面

則
仍
提

 到
^
「

對
日

抗
戰

期
間

^
^
1
萬
青
年

從
軍
*
形
成
無

比
英
勇

的
力
量

*
打
敗

 了
侵

略
者

。
」

這
不

僅
有

些
重

複
之

嫌
寸

而
且

也
有

些
語

病
。

抗
戰

勝
利
夕

六
九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原
是

無
數

軍
民

流
血

流
汗

所
得

的
成

果
分

即
倒

底
不

能
「

完
全

」
歸

功
於

十

 萬
知

識
青

年
從

軍
^這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事
。

我
們

在
「

團
結

的
主

要
途

徑
」

一
節

^似
宜

強
調

青
年

的
前

途
應

與
國

家
的

命
運

相
結

合
夕

如
果

再
要

舉
例

 夕
似
乎
不
妨
以
一
江
山
為
例
。
至
於
「
祖
傳
秘
方
」
h實

際
上
主
要
的
就
是

將
治

病
的

良
方

夕
秘

傳
自

己
的

家
人

夕
甚

至
傳

媳
不

傳
女

夕
以

示
利

權
不

能

 外
溢
夕
有
些
單
力
就
是
因
此
淹
沒
而
失
傳
了
，
參
可
惜
啊
^

征
服

太
空

為
期

已
不

在
遠

還
有

一
點

夕
本

章
敘

述
人

類
已

體
探

究
月

球
的

奧
秘

夕
固

是
事

實
丁

依

照
近

年
太

空
科

學
的

發
展

寸
人

類
已

在
探

測
火

星
寸

故
征

服
太

空
夕

為
期

已

不
在
遠
夕
說
不
定
有
一
天
人
類
可
以
從
事
星
際
的
旅
行
呢
^

申
庸

微
言

大
義

再
宜

引
申

啟
發

 本
書
的
第
九
章
^
談
到
「
高
尚
的
情
操
」
。
一
個
人
有
了
喜
怒
哀
樂
的

 情
緒
戶
就
會
自
然
流
露
出
來
。
課
本
上
原
文
說
^「

喜
怒
哀
樂
表
親
得
當
夕

 無
過

無
不

及
夕

恰
到

好
處

。
」

我
們

知
道

夕
中

庸
上

說
二

「
喜

怒
哀

樂
之

末

 發
夕

謂
之

中
J ^t發

而
皆

中
節

夕
謂

之
和
。
中
也
者
夕
天
下
之
大
本
也
。
和
也

 者
亨

天
下

之
達

道
也

。
致

中
和

夕
天

地
位

焉
夕

萬
物

育
焉

。
」

也
許

對
國

中

 學
生

來
講

中
庸

，
似

較
深

奧
一

些
才

會
有

稍
早

之
嫌

。
但

是
從

前
時

代
的

兒

 童
夕

部
以

四
書

啟
蒙

。
如

果
能

將
申

庸
的

微
言

大
義

寸
深

入
淺

出
地

再
作

進

 一
步

的
引

申
啟

發
&
必

將
使

少
年

學
生

受
益

無
窮

。

內
在

美
外

在
美

宜
求

表
婁

如
一

 「
美

的
表

現
」

一
節

&由
於

目
前

國
民

教
育

法
規

定
亡

國
民

教
育

以
實

施
夕

要
德

智
體

翼
美

五
育

並
重

寸
故

宜
再

予
加

重
美

育
伊

以
期

五
育

的
均

衡

 發
展
。
內
在
美
與
外
在
美
的
關
係
^是

一
種
兩
面
夕
相
輔
相
成
的
說
法
夕
我

 很
贊
同
二
個
人
還
以
為
外
在
美
與
內
在
美
的
關
係
夕
應
求
「
表
裹
如
一
」
b

 七
O

 乃
至

「
互

為
衷

裹
」

。
關

於
外

在
美

h「
不

僅
指

個
人

面
貌

與
身

材
美

麗
」

 句
申
^「

美
麗
」
二
字
可
否
改
為

「
俊

美
」

0^因
為
通

常
對

於
女

生
夕

可
以

 稱
為

「
美

麗
」

b但
對

男
生

來
說

^或
許
不

很
合

適
．

，
如

果
改

用
「

俊
美

」
 b似

乎
男

女
兩

性
都

可
以

通
用

了
。

論
崇

高
的

理
想

宜
與

生
活

計
畫

呼
應

 至
於
第
十
章
所
討
論
的
「
崇

高
的

理
想

」
0似

宜
與
第
二
章
「
規
律
的

 庇
活

」
中

的
生

活
計

盞
夕

相
互

呼
應

寸
還

是
要

強
調

少
年

時
期

「
立

志
」

之

」

 重
要
。
在
六
十
九
年
八

月
改
編

本
再
版

峙
夕

生
活
規

範
實
踐

活
動

︵
五
︶

｜
｜

分
組
報
告
夕
在
注
意
事
項
一
之
二
^已

經
說

到
一

個
人

必
須

建
立

崇
高

的
理

 想
夕
並
以
熱
情
實
踐
理
想
^德

智
體
翼

美
「

五
方

面
的

健
全

發
展

井
才

見
功

 敖
」
^ ︵

第
十
二
章
「
少
年
的

典
範

」
後
一

節
^也

說
到
德
智
體
蔓
美
五

 育
平

衡
發

展
︶

 ^自
應

同
樣

地
列

入
「

美
」

育
宵

成
為

五
方

面
的
均

衡
發

展
 ̂以

配
合
國
民
教
育
法
的
規
定
夕

至
感

欣
慰

。
惟

報
告

內
容

注
意

事
項

之
L

 說
明
志
願
的
「
性
質
」
b似

可
改
為

志
願
的

「
方
向
」
或

「
目
標

」
h仍

請
 卓
酌
。

 二
/對

國
申

「
公
民
與

道
德
」
教
科

書
改
編

本

第
二

冊
修

訂
之

意
見

岳
母

教
子

盡
忠

史
實

宜
稍

補
充

 廿
第

一
葦

「
家

庭
的

重
要

」
內

并
引

述
古

人
所

說
二

「
國

肇
於

家
」

︵
 國

家
從

家
庭

開
始

︶
、

「
國

之
本

在
家

」
兩

語
夕

作
者

以
為

必
須
註

明
出

處
 。

經
查

孟
子

離
婁

上
:「

人
有

桓
言
伊

皆
曰

天
下

國
家

戶
天

下
之

本
在

國
夕

 國
之

本
在

家
分

家
之

本
在

身
。

」
前

句
出

處
待

查
。

大
學

中
所

說
的

「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
b宜

在
其

上
增
列

「
修

身
」

兩
字

宵
以

期
完

整
。

孟
母



斷
機

教
子

興
岳

母
教

子
盡

忠
夕

都
是

我
國

歷
更

上
有

名
的

豎
母

教
子

的
故

事
&
足
見
家
庭
對
子
女
的
重
要
影
響
力
惟
注
釋
之
三
^
對
孟
予
的
故
事
敘
述

較
詳
&
計
有
八
行
&
惟
對
岳
飛
的
史
實
夕
祇
有
寥
寥
二
行
^
相
形
之
下
夕
稍

嫌
簡
略
夕
似
宜
補
充
說
叨
0
藉
示
均
衡
?

 ．
□

生
活

規
範

實
踐

活
動

︵
一

︶
 -｜

座
談
會
寸
主
題
是
「
我
的
家
庭
」

 。
在

「
座

談
大

綱
」

示
例

巾
*
原

有
家

庭
組

織
、

家
庭

環
境

、
家

庭
生

活
三

 項
寸
第
三
項
已
經
很
妊
。
惟
可
否
增
列
「
家
庭
背
景
」
一
項
^
內
容
可
以
包

 括
山

祖
籍

&
囚

遷
臺

經
過

分
刨

家
庭

傳
統

等
。

愧
觀

之
道

似
可

再
加

引
申

 ．
固

第
四

葦
、

家
庭

道
德

︵
一

︶
 h關

於
怎
樣
孝
順
父
母
一
節
夕
書
中
捉

 及
孟
予
離
龔
篇
裹
的
「
悅
親
」
b
實
與
論
語
為
政
篇
裏
的
「
色
難
」
h
可
以

 互
相

發
明

。
孔

于
在

禮
記

祭
義

篇
中

^
更

有
一

段
話

提
供

了
完

瀰
的

說
班

。

 他
說

^「
孝

子
有

深
愛

者
*必

有
和

氣
．

，
有
和
氣
者
^必

有
愉
色
．
，
有
愉
色

 者
夕
必
有
婉
容
。
」
由
此
可
知
^
對
父
毋
的
孝
敬
^
不
祇
是
外
表
和
顏
悅
色

&而
且
是
出
自
內
心
深
處
度
誠
底
愛
^這

就
說
明
倫
理
之
愛
是
極
具
深
度
的

 伊
而

深
度

捷
表

裹
一

致
的

夕
也

就
是

「
表
裹
如
一
」
的
。
詳
見
吳
經
熊
博
士

 講
「
中
華
文
化
與
人
格
教
育
」
h載

訓
育
研
究
季
刊
第
十
三
卷
第
四
期
分
六

 十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出
版

。
談

到
「

悅
親
」
．
h可

供
參
考
。
．
書
上
又
說
^「

 上
學

或
外

出
之

前
夕

要
稟

告
父

母
夕

下
課

後
要

按
時

回
家

，
以

免
父

母
掛

念

 。
」

下
面

似
可

再
加

一
句

h「
如

果
偶

然
不

能
準

時
回

家
夕

必
須

設
法

通
知

 家
襄

。
」

如
因

篇
幅

所
限

寸
亦

宜
列

入
教
師
手
冊
。

清
明
節
與
 
蔣
公
逝
世
紀
念
日
宜
予
敘
明

 恫
生
活
規
範
實
踐
活
動
︵
二
︶
｜
｜
壁
報
比
賽
^注

意
事
項
一
之
上
說

 明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
政

府
明

令
每

年
民

族
掃

墓
節

︵
清

明
節

︶
 b為

先
總

 統
 蔣

公
逝
世
紀
念
日
。
」
在
事
箕
上
^^政

府
於
六
+^一

年
三
月
十
日
規
定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德

」
教

科
書

改
編

本
第

一
、

二
冊

內
容

商
榷

夕
每

年
農

曆
清

明
節

為
民

族
掃

墓
節

;六
十

四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夕

復
經

規
定

 是
日

為
先

總
統

 蔣
公

逝
世

紀
念

日
夕

事
有

先
後

之
分

夕
似

宜
補

充
敘

及
。

 ︵
另
外
寸
每
年
四
月
份
為
「
教
孝
月

二
再
則
係

六
十
五
年

一
月
所
規

定
。
︶

 又
注
意
事
項
一
之

2
h
兩
處
提
到

「
文
化

倫
理
」
b
應
否
改

為
「
倫
理

 文
化
」
n
似
可
商
酌
。

 注
意
事
項
二
之
^
 
^
規
定
「
編
輯
委
員
應
互
推
總
編
輯
一
人
、
副
總
編

 輯
一
人
‥
‥
並
應
定
期
集
會
」
h
似
宜

在
「

編
輯

委
員

」
之

下
夕

增
一

「
會

 」
字
。
也
就
因
此
夕
在
活

動
過

程
二

之
上
「

推
選

壁
報
編

輯
委
員

若
于

人
」

 之
下
b「

班
長
與
學
藝
股

長
為
當

然
委
員

」
之

上
夕
增

加
．
「

組
織

編
輯
委

員

 會
」

一
句

。
︵

按
參

考
資

料
之

一
夕

節
有

「
編

輯
委

員
會

對
於

來
稿

有
刪

改

 權
」
云
云
寸
故
在
上
文

宜
予
增

列
伊
以

資
配

合
。
︶

又
參
考

資
料

一
之
cki題

 目
舉
例
b第

付
題
為
「
我
的
曾
祖
父
母

或
祖
父
母

」
下
注
︵

短
篇
小
說

︶
    ^

 應
否

改
為

︵
故

事
︶

    ^請
酌

。

 固
第

六
章

「
家

庭
服

務
」

b
第
一

節
的

小
標

題
宵

原
為

「
灑

掃
進

退
」

 四
字
^
似
可
增
列
「
應
對

」
^
藉

與
內
容
相
符

。
本
章

末
一
段
:
「
從

事

 副
業
&
可
以
獲
得
許
多

經
驗
夕

‥
‥
」
似
可

在
「
經

驗
」
之
上
^
增
加

「
生

 活
」

兩
字

。

電
視

廣
播

節
目

似
宜

同
時

並
舉

 因
第
七
章
為
「
家
庭
教
育
」
。
家
庭
教
育
的
目
標
一
節
中
^
其
一

、
「

 家
為
國
本
」
一
語
片
仍
宜
注
明
出
處
;
或
當

由
孟

予
「

國
之

木
在

家
」

而
來

 。
其
二
、
「
了
解
家
庭
中
灑
掃
、
應
對
、
進
退
;
‥
：

的
禮

儀
」

句
中

*
宜

 依
「

灑
掃

、
進

退
、

應
對

」
的

順
序

。
其

三
、

「
‥

‥
訓

練
處

理
事

務
的

能

 力
寸
培
養
獨
立
的
精
神
」
句
中
b
「
獨

立
」

下
夕

似
宜

增
入

「
自

主
」

兩
字

 。
「
家
庭
教
育
和
學
校
教
育
及
社

會
的

配
合

」
一

節
中

^
其
第
三
段
末
行
^

 口
和

同
學

和
奸

相
處

」
句

中
^
第
一

個
「

和
」

字
^
不

妨
改

為
「
與

」
字

。

 本
章
課
文
及
作
業
中
夕
有
三
處
提
到
「
電
視
節
目
」
^似

可
改
為

「
電

視
廣

七
一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播
節
目
」
h
以
資
涵
蓋
。

 此
外

方
教

育
部

曾
於

六
十

四
年

四
月

十
一

即
通

函
規

定
「

從
家

庭
、

學
 校
、
社
曾
三
方
面
解
決
青
少
年
問
題
汪
息
事
項
」
m內

容
詳
見
訓
導
手
冊
增

訂
不

第
四

三
至

四
八

頁
才

六
十

五
年

八
月

教
育

部
訓

育
委

員
會

出
版

夕
或

有
 可

供
參

閱
之

處
。

製
作

母
親

節
賀

卡
表

達
豐

富
情

感

 廿
生

活
規

範
實

踐
活

動
︵

三
︶

｜
｜

製
作

母
親

節
賀

卡
夕

活
動

目
標

之

 一
夕
原
文
為
「
使
同
學
明
瞭
母
親
的
偉
大
」
h似

可
改
為
「
使
同
學
明
瞭
母

 愛
的

偉
大

與
母

教
的

重
要

。
」

活
動

過
程

之
在

製
作

的
方

法
夕

付
原

文
為

「

 在
卡

片
裏

層
，

．
自

己
設

計
圖

案
夕

並
寫

出
自
己
內
心
所
要
說
的
賀
詞
與
謝
詞

 口
之
下
夕
似
可
增
加
下
列
字
句
^「

好
能
夠
別
出
心
裁
夕
力
求
表
達
出
對

 母
親
的
豐
富
情
感
。
」
否
則
容
易
流
於
俗
套
亨
就
可
惜
了
^

 二
年

以
上

儲
蓄

存
款

註
明

勺
定

期
」

 囚
第
八
章
h「

勤
儉
儲
蓄
的
美
德
」
h本

章
第
一
節
寸
說
明
勤
儉
儲
蓄

 的
美
德
夕
第
四
段
有
句
云
:「

我
們
要
努
力
改
善
社
會
不
良
風
氣
夕
使
大
家

 都
覺

得
舖

張
浪

費
的

喜
事

和
喪

事
方

是
不

應
該

的
事

。
」

申
間

的
一

句
占

建

 議
可

否
修

改
為

只
「

使
大

家
都

覺
得

舉
辦

喜
事

和
喪

事
夕

如
果

舖
張

浪
費

」

 。
第

二
節

「
勤

儉
致

富
」

是
我

國
古

訓
分

仍
宜

注
明

出
處

。
該

節
第

六
段

內
 *「

並
且
對
於
二
年
以
上
的
」
等
等
之
下
0s「

儲
蓄
存
款
夕
給
予
免
除
利
息

 所
得

稅
的

優
待

」
等

字
之

上
ot宜

增
「

定
期

」
兩

字
夕

藉
符

規
定

。

 附
帶

可
以

一
提

的
是

夕
第

九
章

「
敦

親
睦

鄰
的

習
俗

」
第

一
節

第
三

段
 第

五
行

內
「

可
是

大
家

並
不

」
之

下
ob「

常
來

往
」

上
占

似
乎

脫
一

「
經

」
 字

夕
宜

予
補

正
。

七
二

 卅
第

十
章

「
幸

福
的

家
庭

」
。

書
上

談
到

「
目

前
普

遍
的

家
庭

娛
樂

 *是
觀
看
電
視
寸
我
們
應
該
選
看
有
益
身
心
的
節
目
tt使

它
具
有
潛
移
默
化

 的
效

果
。

」
這

一
句

話
自

很
扼

要
。
由

於
收

看
電

視
太

普
遍

了
井

有
些

國
中

學
生

可
能

成
為

電
視

迷
夕

因
而

浪
費

時
間

太
多

方
足

以
影

響
其

課
業

與
晶

性

 夕
故

對
收

看
電

視
應

該
注

意
之
點

寸
好
酌

予
補

充
*裨

資
遵

循
。
有

關
「

 家
庭
環
境
」
一
節
夕
除
了
防
止
蚊

蠅
之

外
6如

何
撲
滅
蟑
螂
、
老
鼠
夕
防
止

 蛇
類
的
侵
入
等
夕
似
乎
也
可

提
及

。

從
家

庭
實

踐
國

民
生

活
須

知

 卅
第
十
一
章
:「

現
代
的
家
庭
」
。
這
一
章
的
內
容
夕
大
體
都
很
妥
適

 得
體
。
不
過
力
作
者
在
前
文
中
已
經
提
及
分
所
謂
「
國
民
生
活
規
範
」
h是

 先
總
統
 蔣

公
於
五
十
七
年
間
核

示
的

夕
原

屬
舉

例
性

質
三

「
國

民
生

活
須

 知
」

h也
是

經
過

先
總

統
 蔣

公
核
定

而
後
頒

布
^現

行
條
文

已
經

相
當
的

 完
備

夕
足

資
依

據
。

因
此

本
章

「
建

立
倫

理
、

民
主

、
科

學
的

現
代

家
庭

」
 一

節
裹

夕
原

有
「

從
家

庭
生

活
中

質
踐

國
民

生
活

規
範

」
」

句
宵

似
宜

修
正

 為
「
從
家
庭
生
活
中
實
踐
國
民
生

活
須

知
」

。
本

章
後
一

段
b「

在
這
個

 家
庭
中
生
長
的
子
弟
」
一
句
中
h「

個
」
字
似
為
「
樣
」
字
之
誤
夕
宜
予
改

 正
。

 綜
上

所
述

夕
卑

之
無

足
高

論
。
作

者
原

是
一

個
訓

導
工

作
的

逃
兵

伊
深

 感
國

民
中

學
「

公
民

與
道

德
」

教
科
書

對
少

年
學

生
的

影
響

夕
至

為
深

切
寸

 隻
本
對
事
不
對
人
的
原
則

伊
謹
就

一
得

之
患

占
不
揣

誡
陋

夕
以
「

知
無
不

二
盲

 、
言

無
不

盡
」

的
態

度
夕

率
陳

所
見

才
聊

充
芹

曝
之

獻
。

是
否

有
當
仍

請
大

家
不
吝
批
評
指
教
方
國
民
教
育
之

前
途

夕
少

年
學

生
之

前
途

夕
實

利
賴

之
^

 ︵
原

賊
「

教
與

學
」

月
刊

，
六

十
九

年
九

月
出

版
。

︶

收
看

電
視

注
意

事
項

宜
再

補
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