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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中國近現代教育與社會發展的角度來

看，本文作者之一，中央研究院的朱研究員

認為：在今天的功利社會裡，高級中學的課

程之中，最冷門以及乏人問津的課程，可以

說就是公民課。但最重要的課程，其實也是

公民課，因為高中階段，最適合國家公民養

成教育的推動。這裡頭，有多種原因必須考

量，而不只是從西方教育學理論，及教育界

的模式，照單全收地搬到中華民國來。易言

之，我國的「公民」課程，不應完全仿照西

方，公民是種社會的身份，它必須植根於自

己的社會，而且必須繼承傳統，不能斷裂。

本文另一作者，台灣師大附中的熊老

師，則在具體執行本土化公民教育的過程

中，發現一套教活公民課的辦法。他們二人

又共同認為，在中華民國九十年代的這個特

定時間，以及我國深具中華文化特色的背

景，要用以下四大途徑，來養成高中生的人

格。除了課本之外，並以許多報章上的報

導、文章作為實例、個案，編印成一堂課一

張的補充教材，透過她個人的特別教法，來

達成這個任務。

一、因才施教

依照我國《高級中學法》來看，被賦予

接受作為公民的相關知識、倫理、以及道德

之訓練的時期，就在高中階段。的確，如何

成為一個好公民，它的養成教育的關鍵期，

基本上是在高中。為什麼呢？因為成為好公

民，所涉及的相關條件，比其他許多學科複

雜；如果還沒有具備國家、社會、法律、政

治、經濟、文化等知識能力，及對人生與待

人處世道理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就難以體會

如何作為國家的標準公民。

（一）高中的意義

《高級中學法》第一條規定：高級中學

「以陶冶青年身心，培養健全公民，研究奠

定學術或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並

以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為目標

（國立教育資料館，民90a，頁110）。易言
之，高級中學教育的任務，應兼顧升學預

備、文化陶治與生活教育。而生活教育的重

點，更放在「公民」課上面。

可是，要在升學壓力極大的今天，由高

級中學校的教師，來達成上面的宗旨、目標

以及任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智育長

年以來一枝獨秀，體育、美育次之，群育再

次之，相形之下，原先列為首要的德育，在

課程安排上，就顯得特別的單薄。而群育以

及德育的正常發展，正是養成公民的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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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際整合與養成高中生人格的要領：教活公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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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特別是群育。這兩項教育，目前各校

幾乎都遭遇瓶頸。

（二）高中生的生理與心理

高中生指的是青春期階段的所謂「青少

年」的下半段。上半段，應該屬國中生這個

階段，學者視之為「風暴期(storm and stress
stage)」（何福田，民91，頁141）。至於下半
段，有的學者說是「青年早期」，大約是14
歲到17歲的階段。在這段期間的學生，心理
上已經比較穩定，思考也較成熟，但對周遭

人事則頗具叛逆性，常常覺得老師和父母都

「太古板」，而不願意和他們討論其所遭遇的

問題（王家通、陳伯瑋和吳裕益，民72，頁
332-334）。一般而言，在這段時期如能順利
完成發展，則到成年期後，也會有較高的成

就（王家通等，民 72，頁337）。他們所謂
「順利完成發展」，應該不可能指智力方面

（註1），而是在心理的穩定度，也就是在人
與人相處的成熟關係上。從這裡看來，高中

階段人格的養成，就變得格外重要。

（三）中華民國的高中生

民國九十年代的台灣地區，具有特殊的

時代環境：它一方面繼承中華文化，二方面

持續培育「年紀尚輕」的民主共和氣質；三

方面受到中國大陸的牽制；四方面積極向全

世界開放（朱浤源、夏誠華，民88，頁39-
89）。這四項當中，第一項是本源，但目前
不受重視；第二項最不成熟，但目前後來居

上，壓制了第一項；第三項是觀念問題，但

目前以負面看待；第四項為大勢所趨，但在

今天又因本土化的強調而大打折扣。而本土

化之中，又缺乏對中華文化本源的認同。在

這個狀態之下，中華民國的高中生並沒有一

個良好而健康的學習環境。

（四）台灣師大附中的高中生

台灣師大附中不只是我國國立的高中，

而且論規模（80班），論程度（我國的明星
學校）都是眾所肯定的（何耀彰，民92，頁
7）。該校將公民課安排在高二及高三，高二
每週一節，高三每週兩節。依課程標準看，

時間可以說不多，不足以單靠這門課，來養

成好的公民的人格。但對象清楚，足以因才

施教，任務也清楚，如能透過它整合已經上

過和正在上的相關學科，效果仍然可以顯

著。現在的問題在於用什麼教材，如何教育

（也就是教材與教法）爰再分為三大項，分

別加以論述。

二、擇材施教：在現實生活中觀照

我國的公民課本，雖經妥慎規劃與撰

寫，但在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台灣，通常引不

起學生的注目。如果拿著課本，照本宣科，

效果必定不彰。如何突破呢？關鍵應該在教

材上面。如何選擇材料？就變成公民科教師

一份頗重的額外工作。怎麼辦呢？

「第一節的公民課令我震驚、驚訝、更

驚喜。打破從小到大的上課模式，不再只是

單調的上課，乏味的課本，而是一張張多年

智慧累積的上課講義，在閱讀中的靜思，討

論的發人深省。」（熊美惠，民92a，頁50）
這是熊美惠的學生對她上課所用教材的回

應。她的教材是什麼呢？就是「剪報」。怎

麼剪呢？

「我覺得老師上課非常用心，每一次上

課都要設計不同的單元，不同的講義，現在

這麼用心的老師不多了，希望您再繼續下

去，把愛傳出去，我永遠支持您！」（熊美

惠，民92a，頁55）這是學生的進一步回應。
那麼，更具體地說，該怎麼做，才能選到好

的教材呢？熊的作法有若干不同的種類。主

要則為以下四點：

（一）教材生活化

熊所挑選的教材中，大量涉及日常的生

活經驗。學生這麼寫著：「剛開始覺得公民

不是一門重要的科目，但自從上過您的課以

後我就完全改觀了，因為您總是很用心地收

集許多小品文，並且和我們分享生活中的經

驗。這對我們來說，不僅是心靈上的提昇，

更是對人格的淨化。您讓我們對這個社會不

再絕望，而且更能發覺人性光輝的一面。感

謝您讓公民課變得這麼棒！」（鄭清和，民

90；劉玫玲，民85；林志，民91）不但與生
活扣緊，而且引導走向積極與光明的人生

觀。

（二）教材具勵志性

又有學生這麼表示：「翻開報紙大都是

令人灰心的社會案件，但能在課堂上看一些

溫馨勵志的小剪報，確實是軟化了我們平常

麻木的神經。」還有人說，他現在更懂得禮

讓：「現在在捷運上遇到孕婦、老弱婦孺

等，我都會讓位給他們，這都是老師教導我

的。」有人學會了隨時心存感激：「自己平

時也太吝於跟別人說謝謝，但卻因為這些好

人好事而改變，謝謝老師！」（李錫津，民

90；聯合報，民90a）
另有人學到打從心底營造各式各樣的美

好：「相由心生、境由心造，多讀、多學、

多做好事，明天會更好。」還有做事負責

任，讓自己的品性，持續綻放出光彩：「從

『船過水有痕』中，了解到無論你所做的好

事、壞事都會留下紀錄，而它將永伴你一

生，所以要盡力做好事。」（張清清，民

89；洪蘭，民90）

（三）予學生省思的機會

雖然還無法做到「一日三省吾身」的地

步，但以作業方式，激發學生自我檢討，也

非常重要。以下是兩個例子：「高中是人生

的精華，我們正像海綿，想盡辦法多學些新

知。就在這個時期，同樣是人格定格的時

段，往往沒有被重視。今天老師給我們個機

會省視自己，真是非常感激。」（熊美惠，

民92b，頁54）
「我想我在家庭裡算是一個很不盡責的

人吧！因為我很少主動幫忙做家事，也很少

對家人表現我的關心，好像家人對我而言，

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名詞，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要多關心我的家人，並主動幫忙做家

事。」（熊美惠，民92a，頁51）上過課的學
生，不止會省思，在自我檢討之後，還會更

積極地在生活中實踐，主動做一些建設性的

事。而且先求自省與主動：先從自己以及家

庭做起，不致好高鶩遠，流於空談與空想。

（四）教材回收

上過的補充教材，如果不想保留，就要

收回。「從來沒有一位公民老師能夠如此細

心而持續地搜集剪報，取其精華使學生閱

讀；像我平時上課讀書之餘一有空閒就是玩

電腦，總覺得看報紙十分浪費時間，看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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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特別是群育。這兩項教育，目前各校

幾乎都遭遇瓶頸。

（二）高中生的生理與心理

高中生指的是青春期階段的所謂「青少

年」的下半段。上半段，應該屬國中生這個

階段，學者視之為「風暴期(storm and stress
stage)」（何福田，民91，頁141）。至於下半
段，有的學者說是「青年早期」，大約是14
歲到17歲的階段。在這段期間的學生，心理
上已經比較穩定，思考也較成熟，但對周遭

人事則頗具叛逆性，常常覺得老師和父母都

「太古板」，而不願意和他們討論其所遭遇的

問題（王家通、陳伯瑋和吳裕益，民72，頁
332-334）。一般而言，在這段時期如能順利
完成發展，則到成年期後，也會有較高的成

就（王家通等，民 72，頁337）。他們所謂
「順利完成發展」，應該不可能指智力方面

（註1），而是在心理的穩定度，也就是在人
與人相處的成熟關係上。從這裡看來，高中

階段人格的養成，就變得格外重要。

（三）中華民國的高中生

民國九十年代的台灣地區，具有特殊的

時代環境：它一方面繼承中華文化，二方面

持續培育「年紀尚輕」的民主共和氣質；三

方面受到中國大陸的牽制；四方面積極向全

世界開放（朱浤源、夏誠華，民88，頁39-
89）。這四項當中，第一項是本源，但目前
不受重視；第二項最不成熟，但目前後來居

上，壓制了第一項；第三項是觀念問題，但

目前以負面看待；第四項為大勢所趨，但在

今天又因本土化的強調而大打折扣。而本土

化之中，又缺乏對中華文化本源的認同。在

這個狀態之下，中華民國的高中生並沒有一

個良好而健康的學習環境。

（四）台灣師大附中的高中生

台灣師大附中不只是我國國立的高中，

而且論規模（80班），論程度（我國的明星
學校）都是眾所肯定的（何耀彰，民92，頁
7）。該校將公民課安排在高二及高三，高二
每週一節，高三每週兩節。依課程標準看，

時間可以說不多，不足以單靠這門課，來養

成好的公民的人格。但對象清楚，足以因才

施教，任務也清楚，如能透過它整合已經上

過和正在上的相關學科，效果仍然可以顯

著。現在的問題在於用什麼教材，如何教育

（也就是教材與教法）爰再分為三大項，分

別加以論述。

二、擇材施教：在現實生活中觀照

我國的公民課本，雖經妥慎規劃與撰

寫，但在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台灣，通常引不

起學生的注目。如果拿著課本，照本宣科，

效果必定不彰。如何突破呢？關鍵應該在教

材上面。如何選擇材料？就變成公民科教師

一份頗重的額外工作。怎麼辦呢？

「第一節的公民課令我震驚、驚訝、更

驚喜。打破從小到大的上課模式，不再只是

單調的上課，乏味的課本，而是一張張多年

智慧累積的上課講義，在閱讀中的靜思，討

論的發人深省。」（熊美惠，民92a，頁50）
這是熊美惠的學生對她上課所用教材的回

應。她的教材是什麼呢？就是「剪報」。怎

麼剪呢？

「我覺得老師上課非常用心，每一次上

課都要設計不同的單元，不同的講義，現在

這麼用心的老師不多了，希望您再繼續下

去，把愛傳出去，我永遠支持您！」（熊美

惠，民92a，頁55）這是學生的進一步回應。
那麼，更具體地說，該怎麼做，才能選到好

的教材呢？熊的作法有若干不同的種類。主

要則為以下四點：

（一）教材生活化

熊所挑選的教材中，大量涉及日常的生

活經驗。學生這麼寫著：「剛開始覺得公民

不是一門重要的科目，但自從上過您的課以

後我就完全改觀了，因為您總是很用心地收

集許多小品文，並且和我們分享生活中的經

驗。這對我們來說，不僅是心靈上的提昇，

更是對人格的淨化。您讓我們對這個社會不

再絕望，而且更能發覺人性光輝的一面。感

謝您讓公民課變得這麼棒！」（鄭清和，民

90；劉玫玲，民85；林志，民91）不但與生
活扣緊，而且引導走向積極與光明的人生

觀。

（二）教材具勵志性

又有學生這麼表示：「翻開報紙大都是

令人灰心的社會案件，但能在課堂上看一些

溫馨勵志的小剪報，確實是軟化了我們平常

麻木的神經。」還有人說，他現在更懂得禮

讓：「現在在捷運上遇到孕婦、老弱婦孺

等，我都會讓位給他們，這都是老師教導我

的。」有人學會了隨時心存感激：「自己平

時也太吝於跟別人說謝謝，但卻因為這些好

人好事而改變，謝謝老師！」（李錫津，民

90；聯合報，民90a）
另有人學到打從心底營造各式各樣的美

好：「相由心生、境由心造，多讀、多學、

多做好事，明天會更好。」還有做事負責

任，讓自己的品性，持續綻放出光彩：「從

『船過水有痕』中，了解到無論你所做的好

事、壞事都會留下紀錄，而它將永伴你一

生，所以要盡力做好事。」（張清清，民

89；洪蘭，民90）

（三）予學生省思的機會

雖然還無法做到「一日三省吾身」的地

步，但以作業方式，激發學生自我檢討，也

非常重要。以下是兩個例子：「高中是人生

的精華，我們正像海綿，想盡辦法多學些新

知。就在這個時期，同樣是人格定格的時

段，往往沒有被重視。今天老師給我們個機

會省視自己，真是非常感激。」（熊美惠，

民92b，頁54）
「我想我在家庭裡算是一個很不盡責的

人吧！因為我很少主動幫忙做家事，也很少

對家人表現我的關心，好像家人對我而言，

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名詞，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要多關心我的家人，並主動幫忙做家

事。」（熊美惠，民92a，頁51）上過課的學
生，不止會省思，在自我檢討之後，還會更

積極地在生活中實踐，主動做一些建設性的

事。而且先求自省與主動：先從自己以及家

庭做起，不致好高鶩遠，流於空談與空想。

（四）教材回收

上過的補充教材，如果不想保留，就要

收回。「從來沒有一位公民老師能夠如此細

心而持續地搜集剪報，取其精華使學生閱

讀；像我平時上課讀書之餘一有空閒就是玩

電腦，總覺得看報紙十分浪費時間，看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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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看不到幾篇好的，而老師幫我們整理收

集好了之後，還利用上課的時間讓我們閱

讀，這真是十分不錯，不像有些老師雖然很

熱心的幫我們印了一大堆的講義，可是卻沒

有給我們時間去看，而我們放學下課之後還

要補習、寫功課、準備考試，這些講義大都

是隨手一扔就不知道去哪了，而熊老師卻還

要我們不想留下的人把講義收回去，真是十

分不錯且獨特的方法。」（熊美惠，民92a，
頁51）的確，這是一套很獨特的方法，它使
學生不祇不浪費資源，並且珍惜自己所蒐集

的材料。這兩項美德，藉著教材的回收，也

做到了。

三、投入無比的耐性

熊美惠認為：教育工作不是教師圖個人

發展的事業，卻是不能馬虎應付的良心交

待。基於其變化氣質，改變觀念習性情操之

影響重大，她表示：「有幸能成為傳道、授

業、解惑的人師，啟迪人性良善之心，引導

學習正確理念，這樣的責任及使命，真是一

絲也不敢自我懈怠，且深自期許的。」（熊

美惠，民92a，頁49）二十多年來，孜孜不倦
地投入這個工作，而且經常都要面對甚多班

的學生，人數最多至八百人上下。這些學

生，每學期都要考一至三次考試，寫2到4種
報告（註2）。熊老師對這些試卷與報告，都
一份一份改過及評分；看過並加評語，這需

要非常大量的時間。由學生的心得裡可看出

她對學生付出的用心、關心、耐心與教育責

任感。熊的作法有兩類：

（一）傾聽心聲

她的努力得到了學生的具體而正面的回

應：「我覺得老師實在非常用心在作育英才

之上，所有我遇過的老師裡，我覺得只有您

做到『有求必應，有問必答』，我想，如果

我以後能為人師或為人父（母）時，我一定

要有像您這種耐性，對每一個學生（小孩）

付出相同的心力，並願意慢墁地聆聽他們的

心聲，作出回應才是。」（熊美惠，民92a，
頁50）

她憑什麼會使學生願意吐露出內心的聲

音呢？憑什麼會讓學生向她掏心？甚至與她

交心呢？熊認為出發點應放在：了解學生關

心的話題，幫助其解惑，同時訓練學生思考

表達能力。而方法則為：利用回收的電腦卡

背面，讓學生每人寫出3至5題關心的話題。
如果希望老師補充回答，就在題號上打圈，

如果不希望讓人知道誰出的題目，就把名字

寫在背後。她喜歡利用段考前，學生較無心

上課的時刻，或上正課之前，利用短短的十

分鐘，讓學三位生抽出打圈多的卡片，即席

回答卡片上面的問題。茲舉若干學生所出過

的問題如下：（熊美惠，民92a，頁52）
（1）「人活著為了什麼？」探討自己生命的

意義與價值。

（2）「如何疼一個人又不至於變成寵壞她？」
交異性朋友的問題。

（3）社會學的問題：「到底要如何讓現代的
父母了解青少年的想法？」涉及親子關

係。

（4）人我關係的問題：「要等別人來發現、
了解我，或主動向別人推銷自己？」

（5）生活的規劃：「高二的生活要如何規

畫？」「課餘活動應該要如何參加，才

不會影響課業？」

（6）心理的問題以及自我心理分析與調適的
方法：「倔強固執的個性要如何改？」

（7）經濟學以及生涯規劃：「臺灣的經濟衰
退，未來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找

到一件好的工作？」

（8）倫理學：「怎麼處理人性的邪惡面？」
（9）對政治的初步體會：社會中結黨成派的

認知與調適：「同學之間有『小團體』

的情形，但改善不了。怎麼辦？如何根

除？」

（10）如何追求異性的問題：「喜歡的女生
不 理我，對我有點不屑，怎麼辦？」

從以上學生所出的題目中，可以了解這

些多數屬於「青年早期」的學生的困惑，亟

待老師指導的多面性。想了解他們，卡片問

卷是很好的教育參考。如果能夠加以歸納，

整理出問題的性質，即可在有限時間作團體

輔導；用心的教師，即可扮演很好的心靈導

師（熊美惠，民92a，頁52）。

（二）細改作業

以下，是熊美惠花費大量時間，所逐份

批改到的，交由學生書寫的作業。她出的題

目是：「從上課所聽、所看，就以下四部

分，陳述：(1)心靈成長、智慧啟發；(2)自我
省思、心得；(3)生活實踐；(4)好話」。茲摘
錄兩份作業的內容如下：

一、「看過那麼多篇剪報，我最有心得

的就是〈Thank you and good night〉，不論是
誰都不希望別人對你發牢騷，但有時你一句

感謝或問候，都能使別人窩心一整天，所以

語言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可以左右一個

人的情緒和一件事的發展。」（聯合報，民

90b）
二、「我很高興也很驚訝，每一份公民

作業老師不但有看過，還有寫評語！對學生

來說，那只是一份作業而已。⋯老師面對的

作業不知凡幾，光是要看完就很吃力了，更

何況是為每一篇作業認真地寫下評語。老

師，您的用心，真是令我又敬佩又慚愧

啊！」（熊美惠，民92a，頁50）
結果，熊所得到的，是學生的肯定與感

謝。有個學生寫著：「高中生涯中得一良師

一路陪著走來，心中充滿無限的感激，希望

有朝一日自己學業有成，能夠回饋社會，造

福人群。」（熊美惠，民92a，頁50）熊認
為，教學時「自我肯定、用心認真、責任影

響及教學內容與方向」真的很重要。因為在

學生當中，也許他會成為一個福國利民的總

統、行政首長或民意代表，或者正直的法

官、執法者，或是教育得法的教師、家長，

或是懂得回饋的企業家，或是篤實善良的好

公民。或者變成不知檢討自己，只會諉過的

政客，貪心私心惡心的問題製造者，損人不

利己的偏激份子。這一切的根源，雖應該在

每個人心的端正與否，但是熊認為：「扮演

人們心靈導師的老師，尤其是公民老師真的

很重要。讓我們一起好好努力，學生也會愛

上公民課的。」（熊美惠，民92a，頁53）

四、動員組織內的每個人

然則除了以上在學校上課的活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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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看不到幾篇好的，而老師幫我們整理收

集好了之後，還利用上課的時間讓我們閱

讀，這真是十分不錯，不像有些老師雖然很

熱心的幫我們印了一大堆的講義，可是卻沒

有給我們時間去看，而我們放學下課之後還

要補習、寫功課、準備考試，這些講義大都

是隨手一扔就不知道去哪了，而熊老師卻還

要我們不想留下的人把講義收回去，真是十

分不錯且獨特的方法。」（熊美惠，民92a，
頁51）的確，這是一套很獨特的方法，它使
學生不祇不浪費資源，並且珍惜自己所蒐集

的材料。這兩項美德，藉著教材的回收，也

做到了。

三、投入無比的耐性

熊美惠認為：教育工作不是教師圖個人

發展的事業，卻是不能馬虎應付的良心交

待。基於其變化氣質，改變觀念習性情操之

影響重大，她表示：「有幸能成為傳道、授

業、解惑的人師，啟迪人性良善之心，引導

學習正確理念，這樣的責任及使命，真是一

絲也不敢自我懈怠，且深自期許的。」（熊

美惠，民92a，頁49）二十多年來，孜孜不倦
地投入這個工作，而且經常都要面對甚多班

的學生，人數最多至八百人上下。這些學

生，每學期都要考一至三次考試，寫2到4種
報告（註2）。熊老師對這些試卷與報告，都
一份一份改過及評分；看過並加評語，這需

要非常大量的時間。由學生的心得裡可看出

她對學生付出的用心、關心、耐心與教育責

任感。熊的作法有兩類：

（一）傾聽心聲

她的努力得到了學生的具體而正面的回

應：「我覺得老師實在非常用心在作育英才

之上，所有我遇過的老師裡，我覺得只有您

做到『有求必應，有問必答』，我想，如果

我以後能為人師或為人父（母）時，我一定

要有像您這種耐性，對每一個學生（小孩）

付出相同的心力，並願意慢墁地聆聽他們的

心聲，作出回應才是。」（熊美惠，民92a，
頁50）

她憑什麼會使學生願意吐露出內心的聲

音呢？憑什麼會讓學生向她掏心？甚至與她

交心呢？熊認為出發點應放在：了解學生關

心的話題，幫助其解惑，同時訓練學生思考

表達能力。而方法則為：利用回收的電腦卡

背面，讓學生每人寫出3至5題關心的話題。
如果希望老師補充回答，就在題號上打圈，

如果不希望讓人知道誰出的題目，就把名字

寫在背後。她喜歡利用段考前，學生較無心

上課的時刻，或上正課之前，利用短短的十

分鐘，讓學三位生抽出打圈多的卡片，即席

回答卡片上面的問題。茲舉若干學生所出過

的問題如下：（熊美惠，民92a，頁52）
（1）「人活著為了什麼？」探討自己生命的

意義與價值。

（2）「如何疼一個人又不至於變成寵壞她？」
交異性朋友的問題。

（3）社會學的問題：「到底要如何讓現代的
父母了解青少年的想法？」涉及親子關

係。

（4）人我關係的問題：「要等別人來發現、
了解我，或主動向別人推銷自己？」

（5）生活的規劃：「高二的生活要如何規

畫？」「課餘活動應該要如何參加，才

不會影響課業？」

（6）心理的問題以及自我心理分析與調適的
方法：「倔強固執的個性要如何改？」

（7）經濟學以及生涯規劃：「臺灣的經濟衰
退，未來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找

到一件好的工作？」

（8）倫理學：「怎麼處理人性的邪惡面？」
（9）對政治的初步體會：社會中結黨成派的

認知與調適：「同學之間有『小團體』

的情形，但改善不了。怎麼辦？如何根

除？」

（10）如何追求異性的問題：「喜歡的女生
不 理我，對我有點不屑，怎麼辦？」

從以上學生所出的題目中，可以了解這

些多數屬於「青年早期」的學生的困惑，亟

待老師指導的多面性。想了解他們，卡片問

卷是很好的教育參考。如果能夠加以歸納，

整理出問題的性質，即可在有限時間作團體

輔導；用心的教師，即可扮演很好的心靈導

師（熊美惠，民92a，頁52）。

（二）細改作業

以下，是熊美惠花費大量時間，所逐份

批改到的，交由學生書寫的作業。她出的題

目是：「從上課所聽、所看，就以下四部

分，陳述：(1)心靈成長、智慧啟發；(2)自我
省思、心得；(3)生活實踐；(4)好話」。茲摘
錄兩份作業的內容如下：

一、「看過那麼多篇剪報，我最有心得

的就是〈Thank you and good night〉，不論是
誰都不希望別人對你發牢騷，但有時你一句

感謝或問候，都能使別人窩心一整天，所以

語言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可以左右一個

人的情緒和一件事的發展。」（聯合報，民

90b）
二、「我很高興也很驚訝，每一份公民

作業老師不但有看過，還有寫評語！對學生

來說，那只是一份作業而已。⋯老師面對的

作業不知凡幾，光是要看完就很吃力了，更

何況是為每一篇作業認真地寫下評語。老

師，您的用心，真是令我又敬佩又慚愧

啊！」（熊美惠，民92a，頁50）
結果，熊所得到的，是學生的肯定與感

謝。有個學生寫著：「高中生涯中得一良師

一路陪著走來，心中充滿無限的感激，希望

有朝一日自己學業有成，能夠回饋社會，造

福人群。」（熊美惠，民92a，頁50）熊認
為，教學時「自我肯定、用心認真、責任影

響及教學內容與方向」真的很重要。因為在

學生當中，也許他會成為一個福國利民的總

統、行政首長或民意代表，或者正直的法

官、執法者，或是教育得法的教師、家長，

或是懂得回饋的企業家，或是篤實善良的好

公民。或者變成不知檢討自己，只會諉過的

政客，貪心私心惡心的問題製造者，損人不

利己的偏激份子。這一切的根源，雖應該在

每個人心的端正與否，但是熊認為：「扮演

人們心靈導師的老師，尤其是公民老師真的

很重要。讓我們一起好好努力，學生也會愛

上公民課的。」（熊美惠，民92a，頁53）

四、動員組織內的每個人

然則除了以上在學校上課的活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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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養成健康的人格，必須同時還了解下課之

後，甚至是離開學校，進入社會時的終身學

習途徑。熊主張充份利用假期與課餘時間：

「以小組方式進行，作成報告，內含活動照

片，相關簡章資料、心得，利用寒暑假或假

日時間進行。」「有些則利用課餘搜集資

訊，再於上課分組報告。」她把以上活動，

也算作業成績中的平時成績，來加以考核

（熊美惠，民92a，頁53）。這些活動，至少可
以分為以下五大類：

（一）個別活動

1.勵志性圖書：閱讀《人性的弱點》書
（卡內基著，雷吟譯，大孚書局）。以書

面報告及口頭演練的方式來呈現心得。

2.生活周遭文物：發現「美」與「醜」含
有形的如「市容」及無形的如「人

性」，要求學生以照片、剪報、文章ˇˇ等
加以呈現。

3.主動行善：行善活動：關懷、主動、樂
於助人的實踐。

（二）小組活動

其中包含小組的集體參訪某些機構，以

及討論某些重要課題。茲介紹三種：

1.親身目睹政府：訪視行政機關，選擇
一、二個如到立法院、法院旁聽，到市

政府、各區公所訪問及了解相關業務。

2.社會資源探索：社教文化資源探索：各
大書局、社區大學、社教館、圖書館、

正信不同宗教場所ˇˇ等，擇二接觸與了
解。

3.法律常識認知：分民法、刑法、少年事
件處理法、憲法、選罷法、行政法共六

組，由六法全書之目錄中，選取較切身

關心的部分，提出閱讀後之重點報告。

其他另有許多值得設計的活動，端賴教

師本身存乎一心的靈活運用。

（三）心得交換

以大卡片寫出每人上課之心得，分三部

分敘述：(1)即印象深刻的心靈成長、智慧啟
發，(2)自我省思，(3)生活實踐。透過以上的
報告，即能了解學習情形，作為未來教學的

參考（熊美惠，民92a，頁53）。

（四）分組討論

通常每班之內分為六組來討論，其議題

除了價值觀念澄清之外，教師亦開誠佈公，

安排學生針對上課規矩的獎懲辦法、作業的

方式、學習的內容、成績的考核以及回饋

（學年末）的形態等都在分組中討論，並將

其結論告訴老師以作為教學及評分的依據

（熊美惠，民92a，頁53）。能如此，高中生因
為被尊重，其自我管理的能力，會自然提高

很多。

（五）集體會議

在課堂上，以全班集會的方式，鼓勵同

學上台發言，更有助於公民人格的養成，也

及於在其他場合所表現的成熟度。

貳、結語：寓科際整合於無形

本文作者之一，從事中國近現代革命，

以及現代化研究的朱浤源指出：我國的教

育，在清末才開始向西化的方向調整（朱浤

源，民83）。一九Ｏ二年可以說是我國教育
文化整體改動的開端（朱浤源，民84，頁

614），至今剛滿一百年。由於中華文化根深
柢固，而且也有其優於西人之處甚多，因

此，如何在向「海洋」學習之後（朱浤源，

民90），調整步伐，回首自身文化之特質，
擷取精華，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陶融建構

（朱浤源，民92），使成更適合青年人的一套
公民教材，是有關教材製作當局的重責大

任。用新的東西合璧的概念，透過日常生活

各面的討論，才能養成真正健全的人格。

本文另外一位作者熊美惠老師在台灣師

大附中教公民，以被選為「輔導工作楷模」

的親身經驗為素材，具體指出高中生正是學

好作為國家公民的最重要階段。但因國人追

求功利，忽視「公民科」這門課，使得上課

鐘點數二年下來祇有一週1-2小時，且在各校
升學考試導向之下，常被用作他科配課或挪

上他課。學生們也因此忽視最足以養成其人

格的這門課。在這個惡劣的環境裡，熊的經

驗是成功的。學生做了見証：「上歷史課、

數學課所學到的，也許一輩子都不見得派得

上用場，但是我很有信心可以大聲的說，我

在公民課中學到的東西，可以使我終生受用

無窮。因為老師上課的教材和我們的日常生

活可說是密不可分，讓我們偶爾想偷懶一下

不聽課都覺得會對不起自己的良心。」（熊

美惠，民92a，頁50）
「我們太重技術人才培養，而忽略了人

格教育的重要性。看看我們的社會，從上到

下博士、碩士俯拾即是，但往往對社會作出

許多壞的示範。從選舉的低級謾罵，某些官

員、民意代表的寡廉鮮恥，到學者盜用他人

的智慧財產，大型『科技犯罪』。他們之中

哪一個不是知識豐富而行徑卻如同『野

獸』，怎不令人感慨！」（聯合報，民90c）
「我們的政府，尤其是教育單位，應立即修

正教育方針，培養一個作為人應有的態度和

思維，在課程中加重『人格教育』。科技只

是過程和手段，人文素養才是目的和精神之

所在。」（熊美惠，民92a，頁49）
從以上對熊美惠十多年上課經驗的簡短

介紹與討論，可以發現公民教師，在教育的

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何等重要！因為公民

教育涵蓋的範圍，皆與人一生息息相關，包

含生活、思想、道德、人格、心靈、生命、

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教育。儘管在升學

主義中，公民的課程不受重視，但熊仍自我

肯定地說：「成為公民老師是幸福的。」熊

的經驗是：「因為既能為個人積福，也能為

社會國家造福。只要你肯用心地付出，學生

皆能感受你的認真，這種良性互動的果實是

甜美的、溫馨的，看看他們的回響就有無比

辛勞之後的安慰與快樂。」（熊美惠，民

92a，頁49）的確，透過公民課的教學，秉著
熱忱、耐性、良心與責任感，用心於全人格

培養，以良善心、關懷情、理性思考為前

提，在日常生活當中，很自然地透過科際整

合，使教育效果能落實在生活中，是熊美惠

賴以成功的無上法門。事實上，從這些實

例，所看到的，應該不僅限於教活公民課，

而似乎可以整合相關學科，以便在我國今天

的社會文化當中，養成高中生健全的人格。

附註



研習資訊　第２０卷　第５期　９２．１０ 研習資訊　第２０卷　第５期　９２．１０

課

程

與

教

學

80 81

要養成健康的人格，必須同時還了解下課之

後，甚至是離開學校，進入社會時的終身學

習途徑。熊主張充份利用假期與課餘時間：

「以小組方式進行，作成報告，內含活動照

片，相關簡章資料、心得，利用寒暑假或假

日時間進行。」「有些則利用課餘搜集資

訊，再於上課分組報告。」她把以上活動，

也算作業成績中的平時成績，來加以考核

（熊美惠，民92a，頁53）。這些活動，至少可
以分為以下五大類：

（一）個別活動

1.勵志性圖書：閱讀《人性的弱點》書
（卡內基著，雷吟譯，大孚書局）。以書

面報告及口頭演練的方式來呈現心得。

2.生活周遭文物：發現「美」與「醜」含
有形的如「市容」及無形的如「人

性」，要求學生以照片、剪報、文章ˇˇ等
加以呈現。

3.主動行善：行善活動：關懷、主動、樂
於助人的實踐。

（二）小組活動

其中包含小組的集體參訪某些機構，以

及討論某些重要課題。茲介紹三種：

1.親身目睹政府：訪視行政機關，選擇
一、二個如到立法院、法院旁聽，到市

政府、各區公所訪問及了解相關業務。

2.社會資源探索：社教文化資源探索：各
大書局、社區大學、社教館、圖書館、

正信不同宗教場所ˇˇ等，擇二接觸與了
解。

3.法律常識認知：分民法、刑法、少年事
件處理法、憲法、選罷法、行政法共六

組，由六法全書之目錄中，選取較切身

關心的部分，提出閱讀後之重點報告。

其他另有許多值得設計的活動，端賴教

師本身存乎一心的靈活運用。

（三）心得交換

以大卡片寫出每人上課之心得，分三部

分敘述：(1)即印象深刻的心靈成長、智慧啟
發，(2)自我省思，(3)生活實踐。透過以上的
報告，即能了解學習情形，作為未來教學的

參考（熊美惠，民92a，頁53）。

（四）分組討論

通常每班之內分為六組來討論，其議題

除了價值觀念澄清之外，教師亦開誠佈公，

安排學生針對上課規矩的獎懲辦法、作業的

方式、學習的內容、成績的考核以及回饋

（學年末）的形態等都在分組中討論，並將

其結論告訴老師以作為教學及評分的依據

（熊美惠，民92a，頁53）。能如此，高中生因
為被尊重，其自我管理的能力，會自然提高

很多。

（五）集體會議

在課堂上，以全班集會的方式，鼓勵同

學上台發言，更有助於公民人格的養成，也

及於在其他場合所表現的成熟度。

貳、結語：寓科際整合於無形

本文作者之一，從事中國近現代革命，

以及現代化研究的朱浤源指出：我國的教

育，在清末才開始向西化的方向調整（朱浤

源，民83）。一九Ｏ二年可以說是我國教育
文化整體改動的開端（朱浤源，民84，頁

614），至今剛滿一百年。由於中華文化根深
柢固，而且也有其優於西人之處甚多，因

此，如何在向「海洋」學習之後（朱浤源，

民90），調整步伐，回首自身文化之特質，
擷取精華，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陶融建構

（朱浤源，民92），使成更適合青年人的一套
公民教材，是有關教材製作當局的重責大

任。用新的東西合璧的概念，透過日常生活

各面的討論，才能養成真正健全的人格。

本文另外一位作者熊美惠老師在台灣師

大附中教公民，以被選為「輔導工作楷模」

的親身經驗為素材，具體指出高中生正是學

好作為國家公民的最重要階段。但因國人追

求功利，忽視「公民科」這門課，使得上課

鐘點數二年下來祇有一週1-2小時，且在各校
升學考試導向之下，常被用作他科配課或挪

上他課。學生們也因此忽視最足以養成其人

格的這門課。在這個惡劣的環境裡，熊的經

驗是成功的。學生做了見証：「上歷史課、

數學課所學到的，也許一輩子都不見得派得

上用場，但是我很有信心可以大聲的說，我

在公民課中學到的東西，可以使我終生受用

無窮。因為老師上課的教材和我們的日常生

活可說是密不可分，讓我們偶爾想偷懶一下

不聽課都覺得會對不起自己的良心。」（熊

美惠，民92a，頁50）
「我們太重技術人才培養，而忽略了人

格教育的重要性。看看我們的社會，從上到

下博士、碩士俯拾即是，但往往對社會作出

許多壞的示範。從選舉的低級謾罵，某些官

員、民意代表的寡廉鮮恥，到學者盜用他人

的智慧財產，大型『科技犯罪』。他們之中

哪一個不是知識豐富而行徑卻如同『野

獸』，怎不令人感慨！」（聯合報，民90c）
「我們的政府，尤其是教育單位，應立即修

正教育方針，培養一個作為人應有的態度和

思維，在課程中加重『人格教育』。科技只

是過程和手段，人文素養才是目的和精神之

所在。」（熊美惠，民92a，頁49）
從以上對熊美惠十多年上課經驗的簡短

介紹與討論，可以發現公民教師，在教育的

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何等重要！因為公民

教育涵蓋的範圍，皆與人一生息息相關，包

含生活、思想、道德、人格、心靈、生命、

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教育。儘管在升學

主義中，公民的課程不受重視，但熊仍自我

肯定地說：「成為公民老師是幸福的。」熊

的經驗是：「因為既能為個人積福，也能為

社會國家造福。只要你肯用心地付出，學生

皆能感受你的認真，這種良性互動的果實是

甜美的、溫馨的，看看他們的回響就有無比

辛勞之後的安慰與快樂。」（熊美惠，民

92a，頁49）的確，透過公民課的教學，秉著
熱忱、耐性、良心與責任感，用心於全人格

培養，以良善心、關懷情、理性思考為前

提，在日常生活當中，很自然地透過科際整

合，使教育效果能落實在生活中，是熊美惠

賴以成功的無上法門。事實上，從這些實

例，所看到的，應該不僅限於教活公民課，

而似乎可以整合相關學科，以便在我國今天

的社會文化當中，養成高中生健全的人格。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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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智慧的養成，在高中之後，才進入專

門的階段，包括大學的學士、碩士、

博士等訓練。

註２：如：1自己或他人好人好事的報導；
二、閱讀好書的報告；三、發現美與

醜；四、參觀相關機構的報告。這四

種題目每位同學通常至少做兩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