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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邦正先生，字友豪，安徽宣城縣人。自幼天賦聰明穎悟，學

冠諸生。早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教育系，並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教育碩士。歷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台灣省立

師範學院教授及系主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暨教育學院院長。並曾任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國家建設

計畫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對於中國教育制度

之改進及九年國民教育之推行，諸多建議，貢獻良多。此外，對於

教育學術活動的倡導，亦不遺餘力，歷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中

華民國國際教育學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華民國空中教育

學會、中國社會教育社等常務理事。

孫教授教學之餘，潛心研究著述，著作等身，所出版的書籍多

達四十餘冊，論文約三百多餘篇。

前言：三不朽的教育家
孫邦正教授是一位當代教育家的典型。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堅守教育崗位，

春風化雨四十寒暑，為社會造就無數教師，也為國家培養許多優秀社教人才，真

是桃李滿天下，散播偉大的教育愛，芬芳盈杏壇，更為當代教育工作奠定良好的

人師榜樣。

孫教授深感教育是真正百年樹人的工作，教育也是建國的根基，而教師就

是建國的工程師。因此呼籲政府要重視師範教育，為國家培育優良的師資；積極

倡導推行九年國民教育，為國家現代化奠定基礎；革新國民小學教科書內容，以

適合兒童心理與需要；倡導社會教育與空中教育，為我國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基

礎。尤其孫教授創辦社會教育學系，並主持系務，積極規劃教學與研究工作，長

達二十年之久，禮聘名師，成就學生，奉獻教育，無私無我，正顯示孫邦正教授

平凡中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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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教授一生從事教育工作，誨人不倦，熱愛學生；著作等身，膾炙人口，遍

布全國；尤其先生素以服務社會為職志，改造社會的勞績昭然若揭，為人稱道。

先生生活一向勤僕儉約，樂以忘憂，具有淡泊寧靜的志趣，安貧樂道的精神，是

先生「立德」的表徵。而先生於教學之餘，勤於研究發表著作，其下筆猶如行雲

流水，深入淺出，易讀易懂，這是「立言」垂世的寫照。此外，先生「立功」於

社會，培育人才，服務於人群，實踐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古

訓。我們以立德、立言與立功，適足以描繪出先生為一位當代教育家的典型。

生平事略
孫邦正先生，字友豪，安徽省宣城縣人，民國二年三月十八日生，民國

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逝世。宣城地處風景秀麗，經濟繁榮，文風鼎盛，且以

盛產宣紙而聞名，文化水準甚高。先生出生於書香世家，祖父為清朝舉人。先生

五歲時到私塾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六歲就在祖父的教導下研讀論語、

孟子，同時練習作文。十歲至十一歲就讀當地最著名的初級中學-皖南中學，開始

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也埋下了日後獻身教育事業的種子。

民國十五年夏季，宣城發生流行的瘟疫，先生尊翁益卿公不幸逝世，先生的

母親為此悲痛欲恆，亦於同年八月病逝。在父母双亡的情況下，幸得祖父母及伯

叔們的多方護持，方不致於影響到先生的學業。民國十六年七月先生以第一名成

績畢業於皖南中學。十七年春季考入安徽省立第四中學高中部，由於學業成績優

異，每學期都以第一名獲得獎學金。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先生以第一名的優異成

績畢業。當年八月，順利考進位於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教育系，當時中央大學名

師雲集，諸如教育家艾偉、程其保、蕭孝嶸等先生，又如主講中等教育的汪懋祖

先生，比較教育的孟憲承先生、羅廷光先生，教育行政的夏承楓先生以及教學法

的趙廷為先生，這些名家學者，皆為一時碩彥。由於教授們的鼓勵，學生們經常

在一起探究學問，辯論學術，先生常以圖書館為家，埋首鑽研，並將閱讀及研究

心得，寫成論文，發表於教育雜誌，名揚文壇，甚得師生讚賞，奠定了日後研究

教育學術的深厚基礎。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先生畢業於中央大學，同年八月，又考入中大教育研究

所，該所由艾偉博士主持，以學科心理學的研究為主。先生在此接受嚴格的科學

研究方法訓練，對後來的學術研究甚有助益。



台灣教育人物誌Ⅲ

134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畢業於中央大學教育研究所，經艾偉教授的介紹，前往陝

西省教育廳擔任編審職務，負責陜西教育月刊編輯工作。同年十一月間發生西安

事變，陜西陷於恐怖緊張狀態，局勢極為混亂，先生乃辭職返京。於是年十二月

底受聘中央大學心理系助教。不久，發生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中央大學籌

議搬遷四川重慶。先生乃回到家鄉安徽，應聘安徽省立徽州師範學校教導主任。

後來日機繼續轟炸，先生乃決定攜帶家眷遷移大後方，進入四川重慶。一到重

慶，幸得老同學的推介，應聘四川省立川東師範學校教員兼附屬小學校長。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中央大學設立教育研究所，由艾偉博士主持所務，決

定找先生協助其處理所務工作，名義是助理研究員，先生得以繼續學習心理學的

研究工作。民國三十年八月，經由恩師趙廷為主任的極力邀請，擔任四川省立教

育學院社會教育學系專任教授。要之，在重慶這段日子，總計在川東師範學校一

年，中央大學兩年、四川教育學院五年，剛好是八年抗戰的時期，先生過著顛沛

流離的教學生涯，且物質生活相當艱苦，而先生亦能甘之如飴。

抗戰勝利後，學校復員，先生並未隨中央大學回到南京，而是應國立湖北師

範學院之聘，任職教育系系主任。民國三十七年底，大陸赤燄遍地，情況十分險

惡。先生突接到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先生及教務主任林本先生的聘書，

毅然決然離開漢口，經廣州、廈門，最後安抵台北，結束了在大陸流離遷徙的教

學生涯，開始為台灣的師範教育投入畢生的心血。

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四年，先生一直任教於教育學系。民國四十四年八月

經選派前往美國進修，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作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而先生

的研究主題為社會中心教育的研

究，使其日後與社會教育系結下

不解之緣。

民國四十四年社會教育系成

立之初，當時台灣師範學院劉真

校長敦請劉季洪先生為社教系主

任，後因劉教授轉任政治大學職

務，故改請教育學院田培林院長

暫兼一學年系主任職務。

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先生

由美返台，八月便正式接任社會

民國44年於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期間師生合照 （左一為孫邦正
先生）（圖：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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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系主任之職。社教系初創，又

無常規可循，但先生認為社會教育系

應有其獨自特色才能永續經營，經與

田培林院長商議，決定先確立教育方

針，根據方針決定分組，然後分組修

訂課程，再依據課程需要延聘師資等

幾個步驟進行改革。先生依據上述方

針將社教系分為圖書館、新聞與社會

事業等三組，開始對課程進行大刀闊

斧的改革，首先減少共同必修科目，接著針對各組的需要訂定分組選修課程，以

培養學有專長的人才。由於三組各有專攻，而當時教師員額編制又受限制，因此

先生決定在大一、大二多用專任教師，大三、大四多用兼任教師以解決師資受限

問題。當時這三組的許多學者名流且有重大成就者，幾乎都被先生延攬到社教系

任教。創系迄今已屆半個世紀，由於先生的用心擘劃，禮聘良師，認真辦學，營

造和諧，淳樸奮進的學風，以致人才輩出，廣受社會大眾的讚賞有加，先生功不

可沒。

民國五十二年由於先生學驗豐富，望重士林，受聘兼任中央黨部設計考核委

員會委員與國家建設計畫委員會委員。當時這個委員會有五、六十位學者參加，

不但管規劃設計、也管執行考核，權力相當大。委員會每月集會一次，每個委員

每年要提出一個當前教育問題的中心研究報告，討論之後，發交各機關執行。因

此，延長九年國民教育計畫，建立技術職業教育從職業學校到工業技術學院的一

貫體系，擴大辦理推廣教育都是那時先生的傑作。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先生兼任師大教育學院院長，亦受聘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

會委員，參與教育部各項政策之擬定，各項重要教育法規之修訂以及大中小學課

程標準之修訂工作，無不竭智盡慮，力求允當。此外，對於各種教育學術活動亦

能熱心參加，不遺餘力。先生德高望重，歷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及中華民國國

際教育研究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華民國空中教育學會、中國社會教育

學會常務理事等。

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退休，赴美與子女同居，過含飴弄孫的生活。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美因病逝世。

師大退休前留影-第二排右三為孫邦正先生
（圖：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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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教育事功
一、呼籲重視師範教育，培育優良師資

先生認為教師的良窳，直接決定學校教育的成敗，間接影響國家社會的前

途。若要培養優良的師資，必須振興師範教育。所以師範教育實為整個教育事業

的命脈，而國家教育的成敗，當以師範教育為樞紐。至於談到師範教育的重要

性，先生則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一) 從國家民族方面而言：先生強調國家民族的前途，繫乎國民素質的高

下；而健全國民的培育，則有賴於健全的師資。這就是說明良師足以興國的道

理，因此師範教育機構應是培養良師的搖籃，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二) 從社會方面言：先生認為社會文化的傳遞與發揚，社會事業的建設與革

新，以及社會生活的改進，社會風俗的轉移，都有賴於教師的努力配合。所以師

範教育就要肩負培養繼往開來，移風易俗的國民導師為任務。

(三) 從學校方面而言：先生一再強調學校表現優良與否，全賴學校教師的能

力與是否盡職而定。倘若教師受過良好的師資訓練，且有高度的服務熱忱，學校

的表現績效就會蒸蒸日上，受到社會的肯定。反之，教師若不能勝任，或不願善

盡其職責，學校就無法辦好。西諺所謂：「有其教師，必有其學校」，可謂至理名

言。由此可知，師範教育的良窳，足以決定學校教育的成敗。

(四) 就學生方面而言：先生也認為學生的品行是否端正、學識是否充實、身

心是否健康，亦有賴教師的循循善誘，以及有效的教導而定。教師對於學生，具

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一言一行，往往為學生所倣效，所以教師必須接受嚴格的

師資訓練，然後才能擔負起「人師」的重任。

從上所述，可見先生對於師範教育的關心，一再以學者的立場，為師範教育

仗義直言，呼籲政府要重視師範教育的落實，以提高學校師資素質。因此，先生

經常在各項重要教育會議中，或在重要報刊發表宏論，提供教育當局施政的參考

指針。先生的重要論點及意見有1.確定師範教育制度使之在學校制度中成為獨立

系統；2.限制師範生的入學資格，以利選拔優秀的份子；3.提高師範生的素質，

以提高教師的水準；4.加強師範生的身心訓練，以培育健全的師資；5.嚴格規定

教師的資格，以提高教師的專業地位；6.注重教師的進修工作，以促進教育事業

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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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籌劃推行九年國民教育，奠定現代化國家根基

民國五十六年政府決定加速推行九年國民教育，先生即被邀請參加籌劃工

作，俾能如期於五十七年秋季開始實施。在籌劃期間，先生竭盡所能，熱心參與

各項重要會議，提出建言，或負責相關課程的規劃，或師資培訓的協調與計畫工

作，均能看到先生的蹤影。就個人記憶所及，先生認為欲有效推行九年國民教

育，曾大聲疾呼政府要考慮經費、師資、學區劃分、國民中學分組和加強職業教

育以及國民小學教育正常化等問題，甚獲得當局的重視。爰簡述如下：

(一)經費問題

延長九年國民教育年限，國民中學學生人數，勢必大量增加。同時校舍設

備、師資等也隨之增加。這些都需要經費的支援。據當時省市教育行政當局的估

計，延長九年國教，三年之內約需經費三十一億六千萬元。至於所需經費的籌

措，先生認為可從開源與節流兩方面進行。

1. 開源方面：延長九年國教所需經費的來源，可從下列幾項籌措：

(1) 由中美基金負擔一部分，約六億八千六百六十一萬元。

(2) 在若干稅捐中附徵國民教育捐，本諸「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原則。

(3) 獎勵私人捐贈。由於社會上熱心國民教育事業者頗不乏人，政府若能及

時予以鼓勵，使其出錢出力，共同發展地方國民教育事業。

(4) 運用大眾傳播工具，造成輿論，勸導全省同胞節省每年用於「拜拜」的

經費，募集起來，興建國民學校。

2. 節流方面：對於實施九年國教的工作，應當有周密的計畫，以免重複浪

費。同時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任用真正的專門人才，主持其事，成效必佳；另

一是訂定辦法，防止中飽，務使涓滴歸公。

(二)師資問題

決定國民教育成敗的主要關鍵，在於師資問題。先生認為現在我們的問題，

第一步是先甄選足夠的國中師資，來擔負起教導學生的工作；第二步是加強在職

教師的進修工作。

1. 教師的供應問題

由於延長九年國教，國中第一學年所需增加的師資約為六千人。這些師資除

由師範大學可以供應一千餘人，其他則由省教育行政機關指定公立大專院校成立

短期的「師資訓練中心」擔任此項訓練工作。若從長期供應著想，除擴充師大和

師院的班級外，應當由教育部訂頒一項公私立大專院校培育國中師資的辦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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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私立著名大學及專科學校，設置師資訓練部予以培訓，以應時需。

2. 提高教師的素質問題

未來的國中教師，責任重大，工作亦甚繁重。所以國中教師必須有教育專

業的訓練，始能負起教導的責任。因此，先生特別呼籲政府當局必須建立在職教

師進修教育的制度，在師大、師院及公私立大學內成立夜間部、暑期學校、函授

部，並且運用廣播電台和電視台設置國中教師進修科目。凡未曾接受正規師範教

育的臨時教師和代用教師，必須接受這種進修教育。如能依此原則推行教師進修

教育，則國中教師的素質可望逐年提高。

(三)學區劃分問題

延長國民教育年限之後，必須劃分

國中學區，使國小畢業生可以在本學區

內的國中就讀，以免遠道通學，舟車勞頓

之苦。同時要發揮社會中心教育的精神，

使地方人士以全力支援本學區內的國民中

學，來發展本學區內的國民中學。

(四)國民中學分組問題

國民中學應否分組，學者各有不同主張。一種主張國中不必分組，另一種主

張，是國中必須分班或分組施教，一組注重學術預備教育，一組注重職業預備教

育。先生則主張要權衡利弊得失，國中階段似不宜採用呆板的劃一課程。除了共

同的必修科目外，還應當依據學生的程度和需要，設置二種性質不同的科目，一

種是做學術研究和接受專門教育的預備科目，另一種是從農工商業職業的預備科

目。如此一來，可以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先生的主張，的確高明。

(五)國民小學教育正常化問題

由於升學競爭和惡性補習的影響，嚴重地和國民教育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延長國民教育年限後，國小既不必為學生作升學考試的準備，自然可以使國小教

育完全依照國民教育的目標加以辦理。因此，國小的校長和教師，對於本身所負

的使命，若有正確的認識，且以最大的熱忱和決心，來完成其使命，國小教育自

然會正常化，同時國民教育的目標，也一定可以達成。

三、成立社會教育系，培育優秀人才

先生一直認為社會教育、是全民教育，也是終身教育，其影響社會發展至為

 中學課程改造原理
（圖：攝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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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遠。尤其政府遷台以來，各種社教機構紛紛

成立，各項社教活動也全部展開。諸如設立社

會教育館、各縣市圖書館的增設、南海學園的建

立，掃除文盲運動的積極推行，播音教育的擴

充，教育廣播電台及教育電視台的相繼成立，職

業補習學校的開辦等，均顯示社會教育事業頗有

蓬勃發展的趨向。而其中較嚴重的問題為社教經

費不足外，值得關心的問題，在於缺乏真正能夠

辦理社教事業的專門人才。因此，在民國四十四

年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時，當時校長劉真先

生有感於社會教育的重要性，乃成立社會教育學

系。先生接任系務後，認為應有創系的特色，尤

其要配合社會的發展，分幾個領域來培養人才，以利推動社會教育。經過審慎研

議與各方學者專家的智慧，於是決定成立圖書館、新聞及社會事業等三組，分別

培養學有專長的社教人才。

先生相當重視三組課程的規劃，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減少共同必修科

目，並針對各組的需要，加開分組選修課程，使各組學生學有專精。尤其先生訂

定當時的辦學方針，作為社教系發展的方向：

第一，確定辦學目標，使學生深

知對社會所負的責任，即早認識到社

會服務時，該有的努力方向。

第二，安排適當的課程，使學生

的潛力得充分的發展，尤其讓學生能

感受到經由專業訓練後，對其後所擔

負的工作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第三，注重學生基本能力的培

養，使學生能應付其所面對的挑戰，

毫無懼怕。

第四，禮聘各界的學者專家，並要求老師嚴教、嚴於考核，更要求老師對學

生要關愛，因之師生之間感情和諧融洽。

前教育部長郭為藩（後右一）與孫教授
（前右一）合影（圖：國立師範大學社
教系提供）

 作者楊國賜（後右一）與孫教授（左一）合影
（圖：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提供）



台灣教育人物誌Ⅲ

140

由於先生的用心投入，苦心經營，使社教系逐漸滋長茁壯，甚至後來人才輩

出，所培養的學生有擔任教育部部長、次長、圖書館館長、新聞報社社長、總編

輯，知名的文教記者，社會保險的學者專家，以及大學校長、中學校長、大學教

授以及中學教師等，也讓先生甚感欣慰！

四、積極倡導空中教育，奠定空中教學成功的基礎。

由於先生勤於研究，常具前瞻的眼光，更能提出教育卓見，空中教育就是

其中之一。先生認為空中教育是現代教育發展的一個新方向，妥善運用廣播、電

視和函授的方法，實施推廣教育，使人人有受教育的機會，使處處成為教室，使

「全民教育、終身教育」的理想得以實現。因此先生極力推動利用現代電化傳播

設備作為施教方式的學校體制，認為有其可行性。由於空中教育體制在歐美先進

國已辦理有年，且成效卓著，更增加先生倡導空中教育的信心。

 先生強調以空中學校作為

教育方式之一，可以輔助學校教

育的不足，且逐漸成為推廣教育

的主要柱石。尤其先生更主張空

中學校在教育上有二項價值，值

得重視。一方面空中學校之目的

並非取代學校教師，而是在協助

及補充課堂中所沒有的教材，以

擴大學校教師的工作效果。諸如

可以擴大學生對於世界現勢的認

識與瞭解；啟發學生閱讀、研究和思考的興趣，發展學生對於藝術的享受慾望和

欣賞能力，以及防止學校教育的落後傾向，尤其是偏僻地區的學校，常以師資缺

乏，教具不足，如利用空中學校的教育廣播和電視，可使鄉村中的學校，獲得更

豐富的教材。另一方面，空中學校的目的，是在輔導社會成人進修，失學青年以

及因健康受損的殘障者，得有進修的機會，以培養其生存技能；再者，利用空中

學校有助於掃除文盲工作的進行，使失學的社會人士也有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

基於上述理念，先生乃於民國五十年代呼籲政府儘早成立空中學校，俾利提

高國民知識水準，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政府當局採納先生的卓見，遂於民

國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空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導其事，悉心規劃，

 孫教授所著《各國空中教育制度》
（圖：攝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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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慎重。教育當局敦聘先生等專家學者出國實地考察，蒐集各國有關資料，縝

密研究、廣泛商討，並完成「各國空中教育制度述要」的考察報告，長達八萬餘

字。後來又參與台灣省立台北商業職業學校附設試辦「空中學校」的實驗工作。

空中商校的實驗，事屬初創，在廣播與電視的效果，教材、師資及課程等各方

面，均曾遭遇諸多困難，幸經先生等專家的努力改進，始克有成。先生於四年的

實驗工作圓滿結束後，提出一份「空中學校實驗報告」，詳細說明實驗經過，並

對我國當前空中學制問題，空中教學問題均有相當客觀的檢討，同時也提出八項

建議事項作為今後發展我國空中教學的指針。尤有進者，有鑑於這所空中學校辦

理成效頗著，所以先生勇於提議建請教育當局儘速成立一所盡善盡美的空中學

院，早日建立我國空中教育體系，以全面提升國民素質，促進國家整體進步。

以教師為榮
先生一生從事教育，是無數教師的教師。四十年的杏壇生涯，先生的經驗和

體認是：教師必須秉持師道，自尊然後人尊，尤其重要的是，應視教育工作為終

身事業，本著宗教家的精神奉獻。韓愈曾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所謂「經師」是指教師的授業、解惑的工作；所謂「人師」，是指教師的傳道工

作。因此，先生特別強調一個理想的教師，必須兼具「經師」和「人師」的條

件。尤其要以做「人師」為努力的目標，要以「教學生如何做人」為主要任務，

而不要只以「教學生如何讀書」為能事。做一個會教書的「經師」不難，而要做

一個能變化氣質的「人師」，卻要在品格上刻苦的修養。古代所謂「經師易得，

人師難求」，其原因即在此。

先生認為真正的「人師」，其本身必具有偉大的人格，使學生在不知不覺

之中，潛移默化，變化氣質於無形。這種間接的人格感召作用，比直接的道德教

學的力量更大，這就是「身教者從，言教者訟」的道理。我國古代對於偉大教師

所致的頌讚之辭，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淵讚美

孔子的話)；「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朱熹讚周敦頤的話)；「在春風中坐了一個

月」(朱光庭讚程頤的話)等，多就景仰教師的人格而言。具有這種偉大人格的教

師，才是真正的「人師」。這些話也是對先生最好的寫照。

在師道式微的今天，先生一再提醒教師們注意，教師要獲得社會人士的尊

重，須先從尊重自己的人格及專業精神著手。所謂專業精神就是要有終身奉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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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也就是要敬業、樂業，同時要瞭解自己的工作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

由於教師生涯樂趣無窮，致使先生四十年樂此不疲。先生常說：「似乎沒有其

他行業比得上做教師那樣富有樂趣。」先生也曾說過：「做教師不可為，但也最有為。」因

為談名，教師無赫赫之功；談利，教師收入，僅夠溫飽。但做教師的人，永遠可

以享受真摯的人情溫暖。尤其看到自己教出的學生成為健全的國民，或在社會上

出人頭地，那種喜悅不是言辭的讚美，或物質的報酬可以得到的。

以教學為樂
凡是聽過先生課的學生，都會有如坐春風般的感覺。先生在他的「怎樣教

學」一書中的序文說到：「教學方法是一種藝術。善於教學的教師，好像春風風人，使人樂

而忘倦；同時他能夠以人格感化的作用，使學生潛移默化，在不知不覺之中，養成高尚的人格。

我們看到一個優良教師的教學，正如欣賞一幅名畫，行雲處流水，使人流連忘返；又好像欣賞一

曲名歌，餘音在耳，嫋嫋不絕。」這一段話，實在就是先生教學生活的寫照。美國教

育家克伯萊(E. P. Cubberley)將幹練的教師比做優雅的藝術家。認為教書與操琴一

般，要能夠扣住人類的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心弦，給予刺激、安慰、與鼓勵。先生

的教學完全達到此種境界，這是受教學生的共同感覺。

孟子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教學方法自須要有正確的原則。先生也大力主張：「教學已經成為一

種專門的工作，絕非率由舊章，習成技巧，便可完成樹人的使命，而必須對於教

學方法的理論和實際，加以觀察研究，時謀改進。」先生曾列舉新教學法的趨勢

說：「今日的新教學法，與舊日的教學法，有顯著的不同點：第一，打破偏重知

識教育的觀念，注重人格教育；第二，打破偏重書本教育的觀念，注重實際生活

的經驗；第三，打破講授方法的限制，注重指導學生自動自學；第四，打破學科

的界限，注重經驗的完整；第五，注重個別差異的適應；第六，注重群性的陶

冶。

尤有進者，先生為了貫徹國民教育的使命，一再強調國民中小學教學方法必

須予以徹底的革新。因此，先生撰寫了許多有關教學法的書籍，如中學教學法、

怎樣應用新教學法、普通教學法、怎樣教學、教學法新論、國民中小學教學法革

新問題……期能有效改進國內各級學校的教學法。我們期盼先生的卓見及語重心

長的話，能為教育界同仁普遍接受，更希望各級學校的教學活動，能夠達到真正

的「藝術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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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孫邦正教授本著宗教家般的執著，他本身除為教師的典範之外，終身奉獻

教育園地，辛勤耕耘灌溉，數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榜樣。再

者，孫教授為人誠樸，態度謙和，生活嚴謹，任事負責，教學時條理清晰，講詞

精闢，深受學生愛戴。在教學之餘，孫教授仍孜孜不倦於著書立說的恆心與毅

力，尤令人欽佩。總之，在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上，先生充分表現了教育家的樂

道精神，更是「經師」與「人師」的典範，說他「立德、立功、立言」，實不為

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六四級甲班畢業紀念 
前排左四為孫教授（圖：國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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