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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年一貫課程「社會學習領域」 

談學校品德教育的發展方向 

黃文三 * 

摘 要 

廿一世紀的台灣社會不僅是一個資訊社會，而且也是一個道德重建的社會。九年一 

貫課程的社會學習領域有許多特色與新興課題。社會學習領域強調學校的增權賦能，依 

其特殊條件、需求、環境，以學校為管理核心，結合校長、家長、社區人士的努力，共 

同推展校務。是以，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目的，是為了與他人溝通，了解很多的主題－ 

如全球化、多元價值、宗教、經濟、社會、法律、政治、文化，和學習他人的長處，促 

使未來的國民具備世界觀和競爭力，進而解決生活中所面臨的問題。因此，本文先論述 

社會學習領域的基本內涵，進而探討品德教育的相關課題，期待對於新一代學校的品德 

教育，能有所裨益。 

關鍵詞：九年一貫課程、社會學習領域、品德教育 

*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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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ocial Studies of Grade 19 Curriculum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 

WenSan Huang * 

Abstrac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aiwan’s society is not only an information society, but also 

a society of moral restructure. The social studied of grade 19 curriculum has many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items.  The  social  studies  emphasizes  the  empowerment  to  schools 

where principals collaborate on school affairs with  teachers,  students, parents,  and others  in 

response to their conditions, needs, and surroundings. Thus, the aim of learning social studies 

i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understand  many  items  –  such  as  globalization,  multiple 

values,  religion, economics,  society,  laws, policy, culture,  and benefit  from  their  strength so 

that  the  rising generation will  see  the world  situation  in  right perspective and be capable of 

solving  any  problems  emerging  in  their  lives.  Thus,  this  research  dissects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social  studies  first,  and  then explores  its  revelation  to the moral education with 

the hope that it contributes to the success of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s. 

Key words: Grade 19 curriculum, social studies,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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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年一貫課程「社會學習領域」 

談學校品德教育的發展方向 

黃文三／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壹、前言 

教育的對象是人。人有感官知覺，人會理智推論，人也經由情感的蘊發而為價值的 

抉擇。是以，教育活動不能只求知識的灌輸、感官的訓練，也要注意價值的澄清與抉擇。 

由此可知，教育的目的在使人有豐富的知識、清明的知慮、端正的行為。依據道德發展 

學家 Noddings(2002)所言，教育一味向學術卓越看齊，並不能有效解決貧窮、犯罪與社 

會問題，由近年來層出不窮的校園偶發事件、未婚懷孕、性活動與暴力氾濫程度等，均 

顯而易見。如果將品格與道德教育抽離智育教育，教育必將窮途末路(Hymowitz, 2003)。 

是以，品德教育的重要是個不言可喻的事。有鑑於此，目前教育部(2009)就投入新台幣 

九億六千萬元推動「有品運動」－品德、品質、品味，而品德居於首要地位，由此可見 

一斑。

盱衡人類廿一世紀的世界形貌，彷如一座地球村一般，天涯若比鄰一語成真。放眼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衝擊之下，一個地方的變動，必然牽連到他方的連動關係。有鑑 

於此，世界各國均在在從事教育改革工作，希冀能符應時代的需要和社會的脈動，為下 

一代勾勒更有前瞻性及發展性的願景，以追求卓越。我國近年來的教育改革，像學校本 

位管理(schoolbased  management)、九年一貫課程(grade  19  curriculum)、課程領導 

(curriculum  leadership)、教學領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等，亦是如此。惟在此波 

的九年一貫課程革新中，將「公民與道德」一科不再單獨設科教學，而已併入社會學習 

領域「公民」主題來教學，或融入各學習領域的教學，以及在「綜合活動」領域裡來跨 

領域的學習。教育部為求「品德教育」能持續受到學校教師及家長的重視，在  2004 年 

提出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希望各級學校以 「品德本位之校園文化營造」 (characterbased 

school  culture  building)為主軸，它是將品德融入校園文化營造的一種學校本位德育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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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此構念及政策推動之下，期許學校形構成一個有正向道德文化的場所，教師與 

行政人員均能扮演關照者模範與良師益友的角色，並藉由民主關懷的班級氣氛，以及合 

作、反省、討論等方式，做出良好的道德抉擇，促使學生品學俱優、體現正義、以及關 

懷人群等情操。 

本文特就九年一貫課程的「社會學習領域」為分析的主軸，以「道德」主題的內容 

分析為起點，論述其各版本的內涵，再提出品德教育未來可供探究及改進的方向，俾利 

教育的卓越發展。 

貳、九年一貫課程社會學習領域「公民與道德」主題探析 

九十三學年度起從國小一年級至國中三年級均全面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其推動的方 

針強調統整七大學習領域的知識學習。社會學習領域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特重學生從生 

活中察覺、思考、內化、轉化、內省和應用。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的發展，是接續國小一、 

二年級的生活學習領域課程而來。在九十二年教育部發布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正 

式綱要中標示生活課程基本理念：「國民小學低年級課程乃屬國民教育之開端，特別應 

以生活為中心，統整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發展生活中的各種互動與 

反省能力，奠定從生活中學習的基礎」。是以，生活課程的學習場域為學校、家庭和社 

區，但並非將這些社會、自然、藝術與人文的事物，做為客體觀察的對象，而是讓兒童 

本身融入生活的情境之中，以「設身處地」、「身歷其境」的胸懷，形塑為學校、家庭、 

社區的一份子，擁有愛護與關懷鄉土的情操，去關心自己和社會、自然、藝術與人文之 

關係，並且能主動思考與積極參與，珍視自己的生命，感受活生生的存在，愉快的學習、 

成長(黃文三，2005) 

生活課程包括有社會學習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以及藝術與人文領域等三 

者，其重要的理念有：1.重視有意義的具體活動、體驗生活世界的樂趣；2.強調學習者 

與自然、社會及人文藝術的關係發展；3.配合時令慶典及社區藝文活動，擴展生活領域 

的視野；4.發展生活中各種互動與反省的能力，以發皇自律自治的情操。在研究者的「生 

活學習領域課程與教學」一文的探究中，有做清晰的勾勒和闡述(黃文三，2007)。尤其， 

生活課程的學習，必須累積生活的點滴，感受社會、自然、藝術與人文活動的節奏，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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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濃厚的興趣與關心，積極參與活動與體驗生活，方能沛然成流，恢宏生活中的喜悅與 

滿足，更有信心、更有活力。 

承上所述，社會學習領域延續了國小一、二年級的生活學習領域課程，強調生存、 

生計、生活、生命四個層次的學習過程，藉由生存、生計、生活、生命四個層次的學習 

過程，以及具體的生活經驗之感受，培養生活知能與習慣，及察覺、感受成長的喜悅， 

亦要透過各種活動，察覺到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和作用，學習與周遭人群適當的互動與 

省思。在品德教育的區塊中，強調公民教育、社會教育及生命教育等課題，由基本的道 

德出發，漸次涵化與濡化學生的情操，朝向優美的道德而努力，重視各種價值的再反省， 

在不同的時空下不斷地重塑，強化理性辯証及價值選擇的教學歷程，形塑合宜的生活型 

態。茲比較各版本社會學習領域「公民與道德」主題的內涵，以國小社會學習領域及國 

中社會學習領域二者來分析之。國小部份，茲以南一版、康軒版及翰林版為例，國中部 

分茲以南一版、康軒版、仁林版、翰林版為例，分述如下： 

一、國小社會學習領域「公民與道德」主題分析 

國小三、四、五、六年級社會學習領域延續自國小一、二年級的生活學習領域課程， 

寄望在生存、生計、生活、生命等四個層面的學習過程，由生活體驗中讓國小學童拾級 

而升，有個成長的喜悅，察覺己身在社會中的角色，體認社會生活的事實，藉以豐盈學 

習者的生命。茲比較國小各版本社會學習領域「公民與道德」主題，如表一所示。 

表一 比較各版本社會學習領域「公民與道德」主題架構一覽表 

版本別 

單元 

學期別 別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三上 
第一單元 我的家庭 

第一課 我們的姓名 

第二課 家庭的生活 

第二單元 家庭與倫理 

第一課 親人的往來 

第二課 家庭的組成 

第三課 家庭倫理 

第三單元 學校的生活 

第一課 我們的學校 

第二課 校園安全 

第四單元 學習與成長 

第一單元 家庭的生活 

第一課 家庭的功能 

第二課 家庭環境的變化 

第三課 美好的家園 

第二單元 家庭的經濟活動 

第一課 收入和支出 

第二課 消費小百科 

第三單元 學校的團體生活 

第一課 你我大不同 

第二課 溝通小高手 

第三課 互相尊重的生活 

第一單元 家庭的生活 

第一課 家庭與我 

第二課 家庭活動 

第二單元 與同學相處 

第一課 我和我的同學 

第二課 和樂相處 

第三單元 校園的自治 

第一課 班級自治活動 

第二課 我會開班會 

第三課 學校自治活動 

第四單元 有效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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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別 

單元 

學期別 別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一課 學習方法 

第二課 班級自治 

第三課 學校是個小社會 

第五單元 和諧的相處 

第一課 男生和女生 

第二課 平等與尊重 

第六單元 我會交朋友 

第一課 良好的人際關係 

第二課 團結合作力量大 

第四單元 學校的學習活動 

第一課 學習與成長 

第二課 團體中的學習 

第五單元 校園的自治活動 

第一課 開班會了 

第二課 班級幹部 

第三課 學校的自治活動 

第六單元 安全的校園環境 

第一課 校園空間的安全 

第二課 校園的人身安全 

第一課 善用學習資源 

第二課 我會利用時間 

第五單元 多元學習活動 

第一課 參與學習活動 

第二課 進行戶外學習 

第六單元 安全的生活 

第一課 校園安全生活 

第二課 我會保護自己 

三下 
第一單元 家鄉的生活 

第一課 敦親睦鄰 

第二課 村里生活 

第三課 鄉鎮市區生活 

第二單元 居民總動員 

第一課 參與家鄉活動 

第二課 多元的生活風貌 

第三單元 生活要更好 

第一課 便利的家鄉生活 

第二課 買東西學問大 

第四單元 家鄉風情畫 

第一課 家鄉的故事 

第二課 家鄉的特色 

第五單元 地名故事多 

第一課 地名的由來 

第二課 探索家鄉地名 

第六單元 守護我家鄉 

第一課 關懷家鄉的問題 

第二課 愛護家鄉的行動 

第一單元 我們所居住的地方 

第一課 認識居住的地方 

第二課 地方的特色 

第二單元 學習與生活 

第一課 結合地方學更多 

第二課 終身學習一起來 

第三單元 地方生活與文化 

第一課 居民的生活 

第二課 多元的地方文化 

第四單元 商店與生活 

第一課 商店走透透 

第二課 商品買賣知多少 

第五單元 我是地方一分子 

第一課 地方的組織 

第二課 參與地方組織與活 

動 

第六單元 打造美好的家園 

第一課 地方問題找一找 

第二課 地方參與齊努力 

第一單元 我們居住的地方 

第一課 認識居住的地方 

第二課 地方的公共資源 

第二單元 地方的特色與居民 

的生活 

第一課 居住地方的特色 

第二課 多元的生活方式 

第三單元 居民間的交流 

第一課 居民的互信與互助 

第二課 解決地方的問題 

第四單元 商店與生活 

第一課 商店與買賣 

第二課 購物有學問 

第三課 購物與環保 

第五單元 自治組織與活動 

第一課 自治組織 

第二課 參與自治活動 

第六單元 居住地方的發展 

第一課 面對地方發展問題 

第二課 打造新家園 

四上 
第一單元 美麗的家鄉 

第一課 家鄉的環境 

第二課 居住的型態 

第二單元 家鄉巡禮 

第一課 三合院 

第二課 廟宇與老街 

第三單元 生產的變遷 

第一課 灌溉設施與農具 

第二課 土地與肥料 

第四單元 生活作息的轉變 

第一課 傳統的生活作息 

第二課 現代的生活作息 

第五單元 家鄉的節慶與節日 

第一課 傳統節慶 

第二課 現代的節日 

第六單元 話我家鄉 

第一課 家鄉的新風貌 

第二課 家鄉的地圖 

第一單元 家鄉的名稱與位置 

第一課 家鄉的名稱 

第二課 家鄉在哪裡 

第二單元 家鄉的生活環境 

第一課 家鄉的地形和生活 

第二課 家鄉的氣候和生活 

第三單元 家鄉早期的開發 

第一課 家鄉思想起 

第二課 家鄉開發與生活 

第四單元 家鄉的人口與變遷 

第一課 家鄉人口的分布與 

組成 

第二課 家鄉的人口變遷 

第五單元 家鄉的產業與變遷 

第一課 家鄉的產業與生活 

第二課 家鄉產業的變遷 

第六單元 家鄉的交通與生活 

第一課 從牛車到網路 

第一單元 家鄉的地名與位置 

第一課 家鄉的名字 

第二課 地圖上的家鄉 

第二單元 家鄉的自然環境與 

生活 

第一課 地形與生活 

第二課 氣候與生活 

第三課 水資源與生活 

第三單元 家鄉的開發 

第一課 家鄉開發的故事 

第二課 居民生活的轉變 

第四單元 家鄉的節慶與民俗 

活動 

第一課 傳統節慶 

第二課 民俗活動 

第五單元 家鄉的名勝古蹟與 

特產 

第一課 名勝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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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別 

單元 

學期別 別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二課 家鄉行得通 第二課 家鄉特產 

第六單元 家鄉走透透 

第一課 家鄉的交通 

第二課 家鄉一日遊 

四下 
第一單元 家鄉的人與地 

第一課 祖先的來源 

第二課 生產與人口 

第三課 居住的型態 

第四課 人口的變遷 

第五課 家鄉向前走 

第二單元 家鄉的產業 

第一課 家鄉的農業 

第二課 家鄉的漁業 

第三課 家鄉的工業 

第四課 家鄉的服務業 

第五課 攜手合作為家鄉 

第三單元 家鄉的交通 

第一課 早期的陸上運輸 

第二課 早期的水上運輸 

第三課 近代的運輸發展 

第四課 訊息交通 

第五課 交通與距離 

第一單元 家鄉的故事與早期 

建築 

第一課 家鄉的早期建築 

第二課 家鄉的老街和古道 

第二單元 家鄉的習俗與節慶 

第一課 家鄉的習俗 

第二課 家鄉的節慶 

第三單元 家鄉的資源與生活 

第一課 家鄉資源的利用 

第二課 珍惜家鄉的資源 

第四單元 家鄉生活的古往今 

來 

第一課 家鄉的生活 

第二課 家鄉與世界 

第五單元 家鄉新挑戰 

第一課 發現家鄉問題 

第二課 家鄉問題的協調與 

解決 

第六單元 共創我家鄉 

第一課 再造家鄉的計畫 

第二課 再造家鄉的行動 

第一單元 家鄉的人口 

第一課 家鄉人口分布 

第二課 家鄉人口組成 

第三課 家鄉人口變化 

第二單元 家鄉的行業 

第一課 行業與生活 

第二課 行行出狀元 

第三單元 鄉民的生活 

第一課 生活大不同 

第二課 外來文化與生活 

第四單元 家鄉的機構 

第一課 為民服務的機構 

第二課 善用家鄉的機構 

第五單元 家鄉的發展 

第一課 家鄉新建設 

第二課 家鄉建設與問題 

第六單元 家鄉的願景 

第一課 鄉民的覺醒 

第二課 家鄉的永續發展 

五上 
第一單元 臺灣的位置 

第一課 臺灣在哪裡 

第二課 從經緯度認識臺灣 

第二單元 自然環境 

第一課 海岸與島嶼 

第二課 地形與河川 

第三課 氣候與生活 

第三單元 從地圖看臺灣 

第一課 從地圖看環境差異 

第二課 從地圖看人口分布 

第四單元 城鄉關係 

第一課 鄉村與都市的生活 

第二課 城鄉交流 

第五單元 資源與生活 

第一課 臺灣的資源 

第二課 居住環境與生活方 

式 

第六單元 愛護臺灣 

第一課 常見的自然災害 

第二課 環境的問題與保育 

第三課 永續的發展 

第一單元 東亞樞紐的寶島 

第一課 臺灣地區的範圍 

第二課 臺灣的位置 

第二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第一課 臺灣的地形 

第二課 臺灣的氣候 

第三課 氣候與生活 

第三單元 富饒的臺灣 

第一課 臺灣的自然資源與 

物產 

第二課 土地利用 

第四單元 臺灣的城鄉發展 

第一課 臺灣城鄉發展的特 

色 

第二課 臺灣城鄉發展的差 

異 

第五單元 臺灣城鄉的連結－ 

交通 

第一課 便捷的交通網 

第二課 交通建設對生活的 

影響 

第六單元 福爾摩沙寫實 

第一課 生活環境實錄 

第一單元 臺灣在哪裡 

第一課 臺灣在這裡 

第二課 臺灣島的形成 

第二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第一課 山海之歌 

第二課 氣候變奏曲 

第三課 生活的泉源 

第三單元 臺灣的資源 

第一課 土地開發與生態保 

育 

第二課 豐富的物產 

第四單元 人口和聚落變遷 

第一課 人口知多少 

第二課 聚落類型與生活差 

異 

第五單元 臺灣的區域與交通 

第一課 區域的形成 

第二課 北中南東看臺灣 

第六單元 關懷臺灣 

第一課 臺灣的環境災害 

第二課 行動愛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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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別 

單元 

學期別 別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二課 生活環境的營造 

五下 
第一單元 臺灣早期的發展 

第一課 島嶼上的原住民 

第二課 海上來的紅毛人 

第三課 鄭氏時代的經營 

第四課 清代前期的統治與 

開發 

第五課 清代前期的社會與 

文化 

第二單元 臺灣的現代化 

第一課 清代後期的現代化 

第二課 日治時代的殖民統 

治 

第三課 日治時代的經濟發 

展 

第四課 日治時代的社會變 

遷 

第三單元 中華民國在臺灣 

第一課 政治的演變 

第二課 經濟的發展 

第三課 社會與文化的變遷 

第四課 永續經營美麗島 

第一單元 探尋老臺灣 

第一課 臺灣史話 

第二課 史前時代的遺跡 

第三課 原住民的社會 

第二單元 荷西殖民與明鄭統 

治 

第一課 福爾摩沙新發展 

第二課 荷西的殖民 

第三課 明鄭時期的統治 

第三單元 清領時期的臺灣 

第一課 唐山過臺灣 

第二課 族群大結合 

第三課 臺灣的近代化 

第四單元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第一課 悲壯抗日史 

第二課 殖民的社會 

第三課 經濟與產業發展 

第五單元 中華民國治理時期 

第一課 臺灣光復後的發展 

第二課 邁向民主之路 

第三課 民主政治的運作 

第六單元 歷史的啟示 

第一課 歷史的軌跡 

第二課 未來的展望 

第一單元 追尋先民足跡 

第一課 認識臺灣的過去 

第二課 臺灣的史前文化 

第三課 原住民的世界 

第二單元 邁入國際舞台 

第一課 荷西時期的統治 

第二課 明鄭時期的開發 

第三單元 移民的新故鄉 

第一課 唐山過臺灣 

第二課 移民的社會 

第四單元 現代化的開端 

第一課 大船入港 

第二課 清末的建設 

第五單元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第一課 英勇的抗日事蹟 

第二課 日本的殖民統治 

第三課 殖民經濟的發展與 

社會變遷 

第六單元 中華民國時期 

第一課 光復後的政治發展 

第二課 我們的政府與人民 

六上 
第一單元 團體與生活 

第一課 血緣團體 

第二課 地緣團體 

第三課 同業團體 

第四課 同好團體 

第五課 團體規範 

第二單元 憲法與政府 

第一課 基本權利 

第二課 國民義務 

第三課 法律與生活 

第四課 中央政府 

第五課 地方政府 

第三單元 經濟與生活 

第一課 工作與成就 

第二課 消費行為 

第三課 儲蓄行為 

第四課 投資活動 

第五課 個人與經濟 

第一單元 經濟與生活 

第一課 消費與生活 

第二課 儲蓄、投資與生活 

第三課 生產與生活 

第二單元 臺灣的經濟發展 

第一課 臺灣經濟發展素描 

第二課 新時代、新經濟 

第三課 優質的經濟 

第三單元 法治與生活 

第一課 自由與規範 

第二課 法治的社會 

第三課 優質國民 

第四單元 臺灣社會的變遷 

第一課 家庭生活的變遷 

第二課 社會型態的改變 

第三課 社會的一分子 

第五單元 臺灣的傳統文化 

第一課 臺灣的藝文 

第二課 臺灣的宗教 

第三課 臺灣的傳統節慶 

第四課 臺灣的生活禮俗 

第六單元 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第一單元 消費與生產 

第一課 消費與生活 

第二課 產業的分工合作 

第二單元 投資理財與經濟活 

動

第一課 投資與理財 

第二課 經濟活動面面觀 

第三單元 社會的變遷 

第一課 人口問題面面觀 

第二課 家庭兩性新關係 

第三課 舞出城鄉新活力 

第四單元 法治你我他 

第一課 從道德到法律 

第二課 只要我喜歡？ 

第三課 法律就在你身邊 

第五單元 多元的社會 

第一課 多元的文化 

第二課 互動與調適 

第六單元 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第一課 臺灣的傳統文化 

第二課 承先啟後的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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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別 

單元 

學期別 別 

南一版 康軒版 翰林版 

第一課 現代生活與傳統文 

化

第二課 承先啟後新主張 

六下 
第一單元 科技與社會 

第一課 科學革命 

第二課 工業革命 

第三課 現代科技 

第四課 科技管理 

第二單元 從臺灣走向世界 

第一課 臺灣與亞洲 

第二課 臺灣與世界 

第三課 國際組織 

第四課 多元文化的地球村 

第三單元 世界一家 

第一課 人口問題 

第二課 全球關聯 

第三課 環境課題 

第四課 人類世界 

第一單元 打開世界之窗 

第一課 從臺灣看世界 

第二課 世界的連結 

第二單元 經貿全球化的挑戰 

第一課 經貿全球化 

第二課 適應經貿新時代 

第三單元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第一課 全球性的環境問題 

第二課 永續發展的地球村 

第四單元 愛與關懷的世界 

第一課 全球性的社會問題 

第二課 世界一家 

第五單元 臺灣再出發 

第一課 臺灣的國際關係 

第二課 臺灣的努力 

第一單元 放眼世界看文化 

第一課 宗教與人類生活 

第二課 穿越時空看文化 

第三課 今日世界文化面 

第二單元 瞭望國際社會 

第一課 文化交流看世界 

第二課 國際社會變化多 

第三課 漫遊國際組織 

第三單元 人文科技新世界 

第一課 世界 e 起來 

第二課 永續節能 「綠建築」 

第三課 科技危機與立法 

第四單元 永續經營地球村 

第一課 世界地球村 

第二課 全球問題大追擊 

第三課 讓地球生生不息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國小三、四、五、六年級各版本教科書內容而製成。 

經由上述，九年一貫課程社會學習領域的主題軸有九：「人與空間」、「人與時間」、 

「演化與不變」、「意義與價值」、「自我、人際與群己」、「權利、規則與人權」、「生產、 

分配與消費」、「科學、科技與社會」、「全球關連」等。三年級上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 

編排朝向「了解家庭、學校生活與人際關係」；而三年級下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 

朝向「認識家鄉、探索家鄉的生活與故事」；四年級上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 

「了解家鄉傳統與現代的生活」；四年級下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了解現代 

化對家鄉生活的影響」；五年級上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台灣的自然環境及 

城鄉演進」；五年級下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台灣的歷史背景及未來展望」； 

六年級上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台灣經濟、法治、社會與文化的變遷」；六 

年級下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全球關連及科技生活」。綜合言之，國小三年 

級及國小四年級的社會學習領域是採取統合的方式來統整「歷史」、「地理」及「公民」 

的課程內容；而國小五年級的課程內容就可以明顯的看出是以「台灣的地理」及「台灣 

的歷史」為主軸；再者，國小六年級的課程內容是以「公民」為主軸，並加入「全球關 

聯」及「科學、科技與社會」(STS)成為九年一貫課程的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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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公民」課程的內涵有：「社會」、「倫理(道德)」、「政治」、「經濟」、「法律」、 

「文化」等六項，而九年一貫課程又再加入「科學、科技與社會」、「全球關連」。若從 

九大主題軸來看，「意義與價值」、「自我、人際與群己」、「權利、規則與人權」、「科學、 

科技與社會」、「全球關連」等與「道德」主題較有關係。尤其，在國小六上翰林版的社 

會學習領域的第四單元「法治你找他」中就特別提及「從道德到法律」，由道德這公認 

的行為標準延伸到法律的法治觀念。其實，道德是柔性的法律，而法律是剛性的道德。 

一個社會的安定與繁榮，在在需要“法律＂和“道德＂二者的規範，以成就富而有禮的 

文明社會。 

二、國中社會學習領域「公民與道德」主題分析 

國中一、二、三年級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內容是接續國小階段的學習，重視學生從 

生活中察覺、思考、內化、轉化、內省與應用。希望藉著課程的學習，從各種價值的反 

省中，強化學生理性辯証及價值選擇的教學歷程，以形塑合宜的生活型態。在活潑化、 

生動化的學習教學活動中，讓學生樂在學習，並學到帶得走的知識，解決生活上的種種 

問題，深化專業倫理、道德及法律的規範，既要保障個人的權利，亦要兼顧公共的利益。 

茲比較國中各版本社會學習領域「公民與道德」主題，如表二所示。 

表二 比較各版本社會學習領域「公民與道德」主題架構一覽表 

版本別 

單元 

學期 別 

南一版 康軒版 仁林版 翰林版 

一上 
一、生命與成長 
1.自我的成長 

�我們都是一家人 

�悠揚的生命樂章 

二、個人與社會的對 

話 
1.青春校樹好讀書 
2.我們都是好朋友 
3.五彩繽紛的社會 

一、家庭與社區生活 
1.認識自己 
2.兩性關係 
3.家是愛的起點 
4.家庭生活 
5.鄉里事、大家事 
6.攜手打造新家園 

一、我們都是一家人 
1.可愛的安樂窩 
2.家門為你而開 
3.愛的路上你和我 

二、學習馬拉松 
1.我把教室變大了 
2.我們一起決定吧! 

三、請跟我走 
1.咱們都是好鄰居 
2.大家來作伙 
3.時間的走廊 

一、了解自我 
1.個人的成長 
2.尋根探源 

二、群我關係 
1.親密的家庭 
2.學習新天地 
3.良好的人際關係 
4.顯親揚名 

一下 
一、生活在台灣 
1.生活中的遊戲規則 
2.富與福的追求 

一、台灣社會的轉型 
1.社會組織與互動 
2.社會結構的變遷 

一、真善美的人生 
1.價值的選擇 
2.道德的呼喚 

一、社會規範 
1.社會規範與秩序 
2.倫理道德與風俗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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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別 

單元 

學期 別 

南一版 康軒版 仁林版 翰林版 

3.頭家的素養 
4.多元風貌的文化 

3.變遷中的社會問題 
4.社會變遷的調適 
5.少年的法律責任 
6.權利救濟 

3.科學的運用 
4.藝術的生活 

二、人類終極關懷 
1.眺望明燈 
2.生命自覺 

三、多元文化世界 
1.生活皆文化 
2.文化的交流 

慣 
3.宗教與信仰 

二、社會發展 
1.多元社會 
2.變遷社會 
3.市民社會 
4.社會福利 

二上 
一、民主政治與現代 

公民 
1.民主的滋味 
2.選舉和政治參與 
3.政當和利益團體 
4.我國的中央政府 
5.地方自治 
6.詭譎多變的國際社 

會 

一、政治生活 
1.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2.民主攻治 
3.政府的運作 
4.政黨政治 
5.選舉與投票 
6.現代公民素養 

一、認識法律 
1.法律是什麼 
2.法律的產生 

二、權利與義務 
1.人民的基本權利 
2.法律上的義務與責 

任 

三、法律與生活 
1.權利救濟 
2.少年生活法律 

一、法律與生活(一) 
1.法律的世界 
2.人民的基本權利 
3.人民的義務與責任 
4.權利的衝突與調適 

二、法律與生活(二) 
1.法律為人民而存在 
2.冤冤相報何時了 
3.青春護照 

二下 
一、法律與少年生活 
1.現代法制的基本概 

念 
2.人民的基本權利與 

義務 
3.民法的基本概念 
4.刑法的基本概念 
5.權利救濟 
6.網際網路的法律問 

題 
7.現代少年的基本法 

律常識 

一、法律生活 
1.法律的基本概念 
2.憲法的基本概念 
3.人民的權利 
4.人民的義務 
5.衝突的處理 
6.少年的法律常識 

一、政治與生活 
1.人是政治的動物 
2.沒有國哪有家 
3.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4.我國中央與地方政 

府 
5.選舉與政治參與 
6.政黨和利益團體 

一、國家與國民(一) 
1.國家的建立 
2.國家的比較 
3.國家與我 

二、國家與國民(二) 
1.憲法的故事 
2.民主政治的精神 
3.政府體制 
4.政治參與 

三上 
1.經濟與生活 
2.消費與儲蓄 
3.生產與投資 
4.交易與貨幣 
5.個人與家庭理財 
6.政府的經濟角色 

1.選擇與消費 
2.生產與投資 
3.市場與交易 
4.分工與貿易 
5.政府的經濟功能 
6.經濟制度的類型 

1.生產資源與選擇 
2.消費與儲蓄 
3.生產與供給 
4.合作與貿易 
5.就業與創業 
6.貨幣與銀行 
7.政府的經濟功能 

1.經濟與生活 
2.消費與儲蓄 
3.生產與投資 
4.交易與貨幣 
5.市場與貨幣 
6.就業與創業 
7.個人與家庭經濟 
8.政府的職能 

三下 
1.文化生活與文化交 

流 
2.現代社會與個人適 

應 
3.社會互動與社會規 

範 
4.社會變遷與全球關 

連 

1.科技與生活 
2.科技與法律 
3.科技與倫理 
4.資訊科技與文化交 

流 
5.國際社會的展望 

1.全球關連的生活 
2.國際關係與合作 
3.大眾傳播媒體與社 

會 
4.環保總動員 

1.多元文化 
2.科技發展 
3.地球村的時代 
4.我是地球公民 

資料來源：研究者彙整國中一、二、三年級各版本教科書內容而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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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國中社會學習領域的「公民與道德」 主題的課程內容仍是有「社會」、「經 

濟」、「政治」、「法律」、「道德(倫理)」、「文化」等六個傳統的部分，再加上「科學、科 

技與社會」、「全球關連」等兩個新興議題。在九年一貫課程的九大主題軸中與道德教育 

較有關聯的有「意義與價值」、「自我、人際與群己」、「權利、規則與人權」、「科學、科 

技與社會」及「全球關連」等內容。國中一年級上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由 

自我→家庭→社區循序發展」，其單元主題切合學生的生活、經驗且有創意；國中一年 

級下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強調社會變遷，以及文化的多元與交流」，尤其 

在「仁林版」的「真善美的人生」單元中，更列出「價值的選擇」及「道德的呼喚」， 

而「翰林版」的「社會規範」單元中，則列出「倫理道德與風俗習慣」，來探討道德的 

議題；國中二年級上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以法律或政治為主軸，論述公民 

的素養與發展」，在課程內容上均以現代社會的政治、法律為核心價值，如何善盡現代 

公民的權利與義務，彰顯民主政治的價值；國中二年級下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 

向「以法律或政治為主軸，論述現代少年應有的認識」，在法律或政治的闡述，均呈現 

大同小異的現象，如果上學期編排以「法律」為主，下學期則以「政治」為主；國中三 

年級上學期各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以經濟為主軸，形構青少年的經濟素養」，在 

各版本中全都以經濟為核心課題，凸顯現代社會經濟活動與發展；國中三年級下學期各 

版本的學習目標編排朝向「以科技及全球化為主軸，以形構現代的地球公民」，在各版 

本中都以全球關連及科技生活為重點。 

總之，國中一、二及三年級的社會學習領域「公民與道德」部分的課程內容，均可 

看出其公民教育有涉及到「道德(倫理)」、「文化」、「政治」、「法律」、「社會」及「經濟」 

的課題，與過去的公民教育內涵並無不同的安排。但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九大主題軸 

中「八、科學、科技與社會」及「九、全球關連」均是此波教育改革新加入的課程，更 

凸顯現代社會受到科技的影響，人如何在生態系統裡找到平衡點，得以永續經營，以及 

如何扮演好世界公民的角色，形構合宜的世界倫理，成為廿一世紀良好的新公民。 

參、九年一貫課程「道德」主題教學探析 

承上所述，國小階段的社會學習領域小三、小四的課程結構，其編排的方式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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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地理、歷史及公民三者的藩籬，以統整的方式來勾勒生活領域的林林總總，由家庭 

→學校→家鄉的形貌，將地理環境、歷史風俗、生活產業……等項，貫串成過去、現在 

及未來永續發展的圖像。至於，小五、小六的課程結構，其編排的方式是五年級上學期 

以「台灣的地理」為主軸，而五年級下學期以「台灣的歷史」為中心，來闡述地理風貌 

及歷史發展，明晰人與時間、空間的關係，有其變與不變的現象，如何回顧過去、掌握 

現在及展望未來。在六年級上學期則將焦點放在公民的主題上，有社會、經濟、政治、 

法律、倫理及文化等，希望營造出圓融的生活圖像；而六年級下學期是以「科學、科技 

與社會」及「全球關連」二者為主軸，闡述科學、科技與人的生活之關連，以及多元化 

的世球村，要如何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化作生生不息的源頭活水。這樣的永續發展， 

相當具有前瞻性，也符應政府所提出的未來四年施政的教育願景－「提升教育力，永 

續創新局」下的五個主軸：優質學習、適性揚才、公義關懷、全球視野及永續發展。這 

些探討的主題，都與「道德」有直接或間接的鍵連關係，不論是公德或私德，以及個人 

倫理→家庭倫理→學校倫理→社會倫理→國家倫理→世界倫理等，均脫離不了或多或少 

的瓜葛。 

教育是教人成人的事業，道德是維繫社會發展的綱常，而道德教育是教導個體如何 

知善行善、知惡去惡的教育活動與歷程，在在有必要去導引人們向上及向善發展。在九 

年一貫課程的國中階段之社會學習領域中，其課程的編排方式仍以社會、道德(倫理)、 

政治、經濟、文化、法律、STS、全球關連等主題為論述的主軸。國一的上學期由自我 

延伸到家庭，再延伸到社區，如此循序漸近的發展，頗能切合學生的生活經驗且有創意。 

在國一的下學期則強調社會的變遷、以及文化的多元與交流，強調價值的選擇、生命的 

自覺、社會規範與秩序、社會變遷的調適……等的探討。國二的上學期及下學期牽涉到 

法律和政治，政治強調的是民主素養，而法律則重奉公守法，希望學生能團隊合作、社 

會服務、負責守法，以貢獻已能，涵泳良善的道德情操。從國三的上學期來省視，強調 

經濟與生活，重視企業倫理及工作倫理，展望個人、家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著眼於 

生產、消費、合作及貿易的職場倫理；而國三的下學期將視野延伸到科技倫理及世界倫 

理，以形塑合宜的世界公民的德行。 

盱衡辦理道德教育時，依目前國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的目標，應以生活為中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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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學生身心能力的發展歷程，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激發其個人潛能，涵泳民主的素養， 

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培養科學知能，以適應現代生活的需要。在九年一貫課程的「道德」 

主題之意涵來看，至善(Summum bonm, the highest good)乃是最高的理想。它是人類行為 

的最後目的或最高價值。但是，我們該如何拿捏呢？至善的界定，言人人殊，古今中外 

學者說法甚多。有宗教信仰者，認為是神的旨意或命令，或天意天命；像馬斯洛(H.  A. 

Maslow) 則 認 為 是 自 我 實 現 或 自 我 完 成  (selfrealization,  selfactualization  or 

selfperfection)；也有人認為是福德一致，亦即有德的人可享其福果；有的人說是追求最 

大多數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像功利主義者即如此 

主張；有的人說是善意(good will)；有的人說是良心的自律，義務心的道德。總之，「至 

善」必由近及遠，由小而大，由親而疏。是以，「至善」不嫌具體而微的一言一行之「小 

善」，積沙成塔。修己是至善之始，善群是至善之成，只有由六十分的道德開始，才有 

辦法成就百分百的至善之德。 

經由上述，人生在世存活，就不能不提及道德，而且必須放在教育的範疇中，並把 

它擺在教育的核心價值上。是以「道德」主題的教學，必須恪遵幾項重要的原則，茲列 

述如下： 

一、釐清「道德」主題的意涵，並以人性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 

來活化教學設計與實施 

「道德」主題單元要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來讓學生去感受與體驗。人云：「道 

不遠人，遠人非道」，道德教學活動要重視道德知識的擴充、道德認知層次的提昇、道 

德規範的了解和實踐，良好道德習慣的養成及道德意願的增強等，以形塑合宜的道德情 

操。尤其，教學要去關切生活周遭的世界，認識自己和他人，並形構出合宜的生活態度 

和價值觀。當然，教學活動應時時刻刻著眼於學生的需要，且考量到學校條件、家長期 

望、社區特性等因素，來建立學校的特色，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倡行即時制度及做好教學前的準備工作，藉由課程的反思與統整，來 

提升教學品質 

「道德」主題單元注重知、情、意、行等四個層面。尤其，教師的身教及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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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團隊合作，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及關注的重點。教學活動可以經由圖畫的展示及生活 

體驗的活動，再延伸到文字的輔助說明，有了理念再到主概念、次概念而至子概念做澄 

清，讓學生在體驗生活的點滴中，慢慢形成沛然成流的智慧，當然在教學前、教學中及 

教學後，均刻刻靈活運用時令節慶、選舉活動、班會活動、訪問、旅行等，活化學校生 

活的內涵，覺察人文世界的種種風俗習慣及文化活動。 

三、重視多元文化架構下，生態、科技及世界倫理的蘊義，符應新世紀的 

社會需求 

「道德」主題是一切教育活動的核心價值，有道德始有國家。不論我們重視的是文 

化道德或道德文化的思維與構念，教學活動不能自外於時空背景。目前的社會風貌，有 

多元雜陳的現象，每個個體或族群的意見及文化，均應受到尊重和包容，像客家文物館、 

原住民九族文化村、客家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鄉土語言的教學……等，均體現對多 

元文化及語言的尊重。尤其，目前生態、環保、及幹細胞的研究議題，在在牽涉到倫理 

道德的問題，教學應強調容許個人在最少道德規範之下，能充分揮灑個人的自由及發展 

潛能。 

四、善用現代網路科技的開發，藉以豐盈及提升生命的質感 

「道德」主題，有傳統的倫理關係，亦有現代的倫理關係之延伸。不過，道德教學 

活動必須透過「體驗學習」來促進道德能力的提升，強化人際關係網路，學會對生命的 

尊重、豐渥文化內涵、強化挫折容忍力、倡導自我學習及成長。在目前的時空之下，像 

一些教學資源／網路中心的開設，教學資料庫及網站的建置……等等，有賴教育人員的 

整合及善用，配合教學主題佈置情境，推動校際聯盟及班群組合，以期教學任務的達成。 

五、重視體驗式學習活動，從事各學習領域的統整及成長 

「道德」主題的教學活動，有賴各學習領域教師採取正式及非正式的方式，融入日 

常的教學之中。不論是傳統的倫理或現代時空下的生態倫理、科技倫理及生命倫理等 

等，均要重視體驗學習活動，去瞭解共同生活的樂趣及協調性。尤其，各領域的教學活 

動更該著眼於「意義與價值」、「科學、科技與社會」(STS)及「全球關連」等主題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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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來實現學生的十大基本能力。 

六、結合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等，讓學生樂在學習與成長 

「道德」主題的教學應含蓋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有四大方向：關於 

自我(Regarding self)、人際關係(Relation to others)、自然和宇宙關係(Relation to Nature and 

Sublime)、團體與社會關係(Relation to Group and Society)。是以，化為人與自己、人與 

他人、人與自然和宇宙關係、人與團體社會等四個主軸。以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 

行、育、樂等項為廣度，而生存、生計、生活及生命等項為深度，漸次擴大及深化其內 

涵，特重學生生活中的察覺、思考、內化、轉化、內省與應用，由基本的禮儀出發，漸 

次涵化與濡化，朝向優美的道德而努力，促使學生樂在學習。 

肆、新世紀品德教育的發展方向 

公元二ΟΟΟ年以後，全球化及網際網路的發達，促使天涯若比鄰的形貌一語成 

真。其實，品德教育及品德教學牽涉的範圍甚廣，凡是能提升受教者知善行善及知惡去 

惡的所有作為與活動，均是我們要努力的事情。教育人員從事道德教育工作，不僅要熟 

悉國家的教育政策，更要充實自己的學養及人格的提升，必須具備心理、社會、哲學、 

政治、文化、宗教、倫理等相關學科的知識及能力，整合知德與行德涵養和情操，由鉅 

觀和微觀來考量，期能有機的整合，形塑有價值及有意義的作為。 

承上所述，新世紀品德教育的核心，仍必須從人文關懷的視野出發，以日常生活的 

體驗為起點，才能感動學生的心靈，抓準生活的旋律，形塑豐富的情感世界，活出生活 

的品味與詩意。在學校教育的環境之下，希望能營造成一個有正向道德文化的場所，教 

師與行政人員均能扮演著關照者的角色，有著楷模學習的標竿形象，並藉由民主關懷的 

班級氣氛，以及合作、反省、討論等方式做出良好的道德抉擇，促使學生品學俱優，以 

體現正義及關懷的情操，成就學校的優美文化。茲撮述幾項今後可努力的方向如下： 

一、以人類的純真性為始，去體悟社會規範的必要性 

「誠」是做人的根本。在中庸裡有提及「不誠無物」；論語中亦云：「民無信，不立」。 

可以知悉，人與人交往的倫理道德，亦應以此為基石。如果人類不能克服自己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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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誠意的遵守共通的遊戲規則，那麼違犯道德規範或法律條文的行為，仍會頻頻發 

生。有人的地方，必須要有一些規範，有規範的約束，彼此的相待之分寸，才能和睦得 

宜，紛爭得以免除。荀子禮論有云：「人生而有欲，欲而不得，則不能無求，求而無度 

量分界，則不能無爭，爭則亂，亂則窮。先王惡其亂也，故制禮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 

給人之求。」。要言之，有了禮義規範人心，可以時時調整我們的行為，符合彼此的期 

待，做個明事理的人，做人與做事有著相同的道德，如果失去了標準，也就無法去批判 

是非善惡對錯矣！ 

二、因應時空的變遷及更迭，檢視及討論社會規範 

在九年一貫課程中與過去的課程相比較，以社會學習領域「道德與公民」有關的主 

題軸，可以發現其增加了「STS」及「全球關連」。這種更迭和增填是配合目前的時空環 

境，有所謂科技倫理、生命倫理、生態倫理……等的新興議題之倡發。是以，人們不管 

習俗或法律規範，必須適度的修正，只有調整規範符應時代的意義及價值之需求，才能 

確保個體的安全，身家性命才能得到保障。當然，在目前紛亂龐雜的後現代社會，除了 

制度規範的擬訂之外，更重要的是強化個體內在的良心自律。有鑑於此，目前的時空創 

行男女平權、男女平等的思想及作法，就有須去調整「男主外，女主內」的規範與思維， 

教導下一代如何男女共同操持家務，以及以能力取向來代替性別的偏見，形塑合宜的行 

為表現。 

三、掌握個體的心靈脈動，並陪同其同步成長與學習 

今日時代的變遷相當的迅速，這瞬息萬變的結果，人們要吸收的訊息及處理的問 

題，相當相當的多而雜。尤其，處在廿一世紀的父母及教師，他們要為子女及學生的教 

育花費更大的心思，非建立起子女及學生自律的情操不可。因為法律的約制，只能做亡 

羊補牢的工夫而已。不論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均要省思如何以培養具有反省、自覺、 

批判能力的道德人為念，能依循自己的良知良能，自律的進行道德判斷及行為，以符應 

現今的時勢與潮流。教育工作者必重感動學生及子弟的內在心聲和律動，認識時代的知 

識脈動及文化氛圍，陪同他們同步成長與學習，助益良善行為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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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人文的關懷為始，延續社會文化的生命 

「道德」 主題的教育核心，在於人文的關懷及人性的尊重。不論時代怎麼物換星移， 

道德教育的工作仍要抓準生活的旋律，人文的光環應該永遠存留在社會的各角落，綻放 

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教育的重點在於教導人們如何具有良好的人際關係，善能推己度 

人，善能體貼，善能兼收並蓄，成就一位完全有作為的人(A  fully  functionally person)。 

這些目標和理想的實現，有賴上一代成熟的社會成員，利用各種教學或引領的方式，伴 

隨著個人對社會中文化的學習，化育下一代朝好與善的方向前進，始能一代傳衍另一 

代，綿延而不絕的促進文化的發展，其生命的展現也就在乎此矣。 

五、以全球的思維與構念，來善盡世界公民的責任 

今日的時空環境之下，由於信息的交流及傳遞，確已超越了國境。是以，道德教育 

勢將變成一個以建立新立的倫理觀與學習處理信息的方法、技術為中心的教育活動。所 

以，道德教育務必以全球化的思維及構念出發，變成所謂「全球主義」(Globalism)的教 

育，培養「地球公民」的教育。經由自己→家庭→社區→社會→國家→世界的進程，以 

營造出有活力、夢想、世界觀、想像力及創造力的現代公民。要言之，從日常生活中去 

感動生命，能利用取得的知識、資訊，整合出更新更有價值的創造力，立基於本國的教 

育，再放眼全世界，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份子，以走向全世界。正如  Noddings  所主張 

的，我們只能夠直接地關懷那些我們所直接面對的人，但是無論我們的理由為何，我們 

仍然希望公共政策能與我們自己的民族國家一樣，將關懷、接受與容忍的價值具體化 

(Wringe, 2006)。是以，我們必須深切瞭解世界各種居民的物質與政治狀況、生活方式、 

環境……等相關的知識，做出明確的道德判斷，善盡世界公民的責任，貢獻一己之力。 

六、以追求天人物我的和諧為念，來保護地球及永續發展 

道德教育要導引個體所選取的行為箴規，應儘可能符合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原 

則。我們可以這麼做，別人也可以如此去行，而皆不悖於道德的內在價值，亦即普效性 

原則(Universalizability Principle)。每個個體要各自反思及約束自己的貪婪，人們的生命 

方得保存，人性尊嚴才得以發皇，否則人道主義的思想及人權保障均將落空，人性的光 

輝亦將蒙塵，要有普世性的道德理念與勇敢的試煉行為，才能臻於至善與完美(黃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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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但是，今日的時空環境不能不強調保護地球，從事一種追求天人物我和諧，以 

及尊重自然與人性尊嚴的品德教育。由於科技文明的發展，人只求「一己」的生存，以 

至個人的「名」或「利」，將生物趕盡殺絕，將資源淘空，就會使地球顯現危機。要言 

之，生態倫理、科技倫理、網路倫理、生命倫理……等，在在告訴我們要重視生命、物 

我和諧、智慧財產權及資本的保障，省思每天的所作所為，為永續發展而努力。 

伍、結語 

總之，教育部在 2004 年提出「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希望各級學校能以「品德本位 

之校園文化營造」為辦學方針。在 2008 年新政府上台後，更於 2009 年啟動「台灣有品 

運動」列車，未來一年半內，將藉由推展品德教育、藝術扎根、終身閱讀及環境永續等 

四項計畫，帶動台灣「人人有三品(品德、品質、品味)」。教育部亦於啟動儀式中，公佈 

對全國四Ο六所小學到大學校長所做的調查，選出「尊重生命」、「孝親尊長」、「負責盡 

責」、「誠實信用」、「團隊合作」等，是學校品德教育最核心的五項價值。有關於「品德 

教育」計畫將由開發創新教學方法，培養學生良好品德。「終身閱讀」計畫將全面性贈 

書至全國九十八年度入學小一的新生，啟發兒童閱讀習慣。「藝術扎根」將邀請藝術家 

進入校園。「環境永續」計畫將培養學生對環境友善的生活態度。諸如此類的作法，均 

扣住品德的養成及品質、品味的提升。換言之，人必須做一個有德性作為的人，教育是 

一個自我覺醒的歷程(Education is a process of selfawareness)，學會去觸動內在的思考及 

靈性的闡揚，真確體認社會道德規範的必要性，學會用愛與知識構築美好的人生。 

要言之，學校要實施有品德、品質及品味的教育，就要使學生的眼光放遠擴及全世 

界，實施世界觀的教育。尤其，各級學校要培養學生具有如康德所說的「世界知識」， 

有了「世界知識」，眼光才能遠大，具有廣闊的胸襟。如政府所提出 2009 至 2012 年的 

教育願景－「提升教育力，永續創新局」，更標舉優質學習、適性揚才、公義關懷、全 

球視野及永續發展五大主軸，均是以此為施政方針。但是，品德教育工作是相當辛苦的， 

而且要有相當長久的時日，方能看出其成效，更要經歷時日的試煉及個人的修煉，方能 

日漸有成。 

若以「全球關聯」的主題軸來看，其重點在於認識世界，知道現代生活中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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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情形及所造成的影響，了解科學技術的發展促成地球村的形成與影響，認知現代 

人們結合各地不同資源的全球分工方式，使得世界各地間的依存關係密切。這些包括有 

現代經濟貿易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及其因應的方式；分析資訊科技不當使用所產生的問 

題及其因應之道，培養善用資訊科技的態度與能力，蒐集並了解當前人們所面臨的全球 

環境問題，包括海洋汙染、酸雨及全球暖化、自然資源枯竭等環境破壞的原因與影響； 

了解全球的相互關連，有些問題是不分國界的，進而建立關懷的情操及個人面對全球問 

題時應有的作為，使得地球永續發展及人類社會和諧發展；蒐集並了解當前人們所面臨 

的全球社會問題，包括分辨富有國家及貧窮國家有不同的社會問題，進而分析台灣的問 

題包括基本人權問題，和了解世界公民的權利與義務；探索台灣與世界政治、經濟互動 

關係及所面臨的挑戰，以培養適應全球化社會應具備的態度與能力。 

如前所述，道德或品德涉及的範圍相當的廣泛，學校及行政單位不只應影響小孩， 

使他們依道德行事，更要公開清楚表達社會的道德規範。欲對社會或年輕一代有個真正 

的價值，「道德」主題的教學及課程必須確保學童對我們社會的原則和道德觀點有適當 

的認識，知道善、愛心、權利、社會契約、以及尊重別人等素養，並在生活中闡揚一些 

普遍性的德性和價值觀。統言之，品德教育最重要的目標必須是促使年輕人接近與瞭解 

世界，體認到他們最終必超越我們，能不斷的努力為人類發展美好的生活，在既有的基 

礎之上，以創造人類最好的生活方式為目標，才是符合全球視野的品德教育的發展方 

向，讓片片浪花都有迎向汪洋大海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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