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翌

的

少卜

思曲
目一且

戶 裕
：

化
饒
 
朋
 
湘

夕

 一
/
傳

統
教

學
目
標
失
之
籠
統

 記
得

十
年

前
，

教
育

部
課

程
顧

問
史

莊
乃
博
士
談
起
我
國
小
學
各
科
單
元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的
擬

訂
，

曾
說

過
一

句
很
中
肯
的
話
。
大
意
是
說
，
大
部
分
小

 學
的

教
師

伊
在

擬
訂

教
學

目
標

的
時

候
，

字
斟
句
酌
，
花
費
在
辭
句
推
敲
的
時

 間
很

多
。

但
是

，
等

到
實

際
教

學
的

時
候

，
卸
很
少
針
對
自
己
擬
訂
的
目
標
，

 逐
項

安
排

有
效

的
學

習
活

動
，

輔
導

學
生

學
習
。
至
於
在
整
個
單
元
教
學
活
動

 結
束

後
，

能
夠

回
過

頭
來

，
檢

討
各

項
教
學
目
標
是
否
完
全
實
現
的
教
師
，
為

 數
更

少
。

所
謂

「
當

局
者

迷
，

旁
觀

者
清

」
，
史
莊
乃
博
士
的
批
評
大
部
分
是

 可
信

的
。

 從
舊

式
的

教
案

，
到

新
式

的
單

元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
我
們
所
擬
訂
的
教
學

 目
標

︵
或

單
元

目
標

︶
，

多
半

都
是

失
之

於
廣
泛
和
籠
統
。
即
使
是
被
認
為
比

 較
具

體
和

特
定

的
且

標
^
也

是
參

考
整

個
單

元
的

內
容

^
濃

縮
成

四
項

至
六

項

 ，
把

知
識

、
技

能
、

態
度

、
理

想
等

等
都
容
納
進
去
，
大
部
分
是
站
在
教
師
的

 立
場

，
希

望
兒

童
能

夠
做

到
的

^很
少

站
在
兒
童
的
立
場
，
兒
童
自
己
希
望
能

 做
到

的
。

 自
從

編
序

教
學

的
理

論
被

介
紹

到
國
內
之
後
，
一
般
人
對
教
學
目
標
的
擬

 訂
，

觀
念

上
漸

漸
有

所
改

變
。

由
於

編
序
教
學
重
視
教
材
的
分
析
，
把
整
個
單

 元
的

內
容

夕
從

頭
到

尾
，

分
析

成
無

數
的
細
目
，
使
學
生
學
習
的
時
候
，
能
夠

 由
淺

到
深

，
按

部
就

班
，

循
序

漸
進

。
每
一
個
細
且
後
面
，
都
跟
看
出
現
一
些

 測
驗

煦
題

目
，

考
查

學
生

對
細

目
的

內
容
是
否
真
正
了
解
。
如
果
學
生
對
細
目

 完
全

了
解

，
就

可
以

做
對

測
驗

題
。

每
個

測
驗
題
後
面
都
附
有
正
確
的
答
案
，

 學
生

做
完

測
驗

題
以

後
，

可
以

自
己

核
對

正
誤
。
就
一
般
知
識
學
科
來
說
，
編

 序
教

學
至

少
有

下
面

兩
種

好
處

；
其

一
為

教
材
的
編
寫
是
經
過
專
家
的
研
究
分

 析
，
由
淺
到
深
，
由
易
到
難
，
系
統

完
整
，
層

次
分
明
，

學
生
可
以

按
照
自

己
 的
程
度
和
速
度
學
習
，
不
致
於
受
到

其
他
的
干

擾
。
其
二

，
由
於
每

一
個
細

且

 後
面
都
有
測
驗
題
和
正
確
答

案
，

如
果

你
對
前

一
細

目
的
內

容
不
能

理
解

，
就

 無
法
通
過
測
驗
，
下
一
細
目
的
內
容

也
就
更
難

了
解
。
這

樣
可
以
使

學
生
自

己

 提
早

發
現

，
提

早
補

救
^不

致
於

像
一

般
班

級
教

學
的

情
形

那
樣

^等
全

部
教

 學
結
束
後
，
教
師
才
發
現
有

些
學

生
茫

無
所
知

，
像

根
本
沒

有
學
過

似
的

。
因

 為
他
們
對
單
元
開
始
或
申

間
的
某

一
部

分
無

法
理
解

，
後

面
的
教

材
也
就

更
難

 學
習
，
乾
脆
就
放
棄
了
事
，
白
白
的

浪
費
寶
貴

的
光
陰
。

 編
序
教
學
的
過
程
，
雖

不
能

代
替

行
為
目

標
，

但
它
顯

然
已
此

一
般

的
教

 學
目
標
有
很
大
的
改
進
。
所

以
談

教
學

目
標
的

革
新

，
編
序

教
學
是

有
它

卓
越

 的
貢
獻
的
。

 二
、

擬
定
教

學
目

標
是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誠
如
美
國
印
地
安
納

州
艾
爾

海
姆

學
院

自
習
計

劃
研

究
副
主

持
人
吉

爾
蘋

 ︵
 JOhn   B.   Gilpin ︶

所
說

；
在

教
學
上

，
擬
定

教
學

目
標
，

是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
也
是
教
育

工
作
人

員
常

談
、

常
做
的

事
。

但
是
，

對
於
如

何
做

 好
此
一
工
作
^真

正
有
貢

獻
的
人

並
不
多

。
一

般
教
育

論
著
，

及
研

討
貫
際

教

 學
技
術
等
資
料
如
教
育
影
片

幻
燈

片
之

類
，
對

如
何

擬
定
教

學
目
標

一
事

，
也

 算
相
當
重
視
呂
不
過
，
通
常

所
見

的
教

材
，
無

論
其

單
元
性

質
或
大

小
，

有
多

 少
在
擬
編
時
，
能
考
慮
到
回
答
下
列

的
問
題

；

 廿
必
須
教
的
東
西
是

什
麼
c
^

 □
怎
樣
證
明
應
該
教
的

已
教

過
^
i

 回
想
教
的
東
西
，
用
什

麼
教

材
及

怎
樣
的

過
程

，
才
最

有
效
^i

 教
學
要
有
成
果
，
不
僅

須
回
答

上
述

問
題
，

且
要
注

意
回

答
的
次

序
。
第

教
學
目
標
的
具
體
化
與
科
學
化



 擬
定

教
學

目
標

，
既

然
公

認
為

是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
那
麼
^
進
一
步
我
們

 就
要

研
究

，
教

學
目

標
的

涵
義

是
什

麼
6
W
理
想
的
教
學
目
標
包
括
那
些
要
素
^
i

 應
該
怎
樣
擬
訂
6L^

 首
先

，
我

們
得

先
明

瞭
什

麼
叫

教
學
目
標
G
^
依
據
一
般
的
解
釋
，
所
謂
教

 學
目

標
，

就
是

預
期

的
學

習
效

果
。

也
就
是
教
師
希
望
學
生
們
在
透
過
教
學
｜

 ｜
學

習
過

程
之

後
，

能
夠

達
成

的
結

果
。
包
括
知
識
、
技
能
、
態
度
、
理
想
等

 等
。

我
們

常
說

，
教

育
對

個
人

最
大

的
作
用
是
「
變
化
氣
質
，
改
善
行
為
」
。

 而
教

學
的

最
終

目
的

，
也

就
是

學
生

行
為
的
改
變
｜
｜
由
不
好
變
好
，
由
好
變

 為
更

好
。

至
於

學
生

行
為

之
所

以
能

改
善
，
當
然
有
賴
觀
念
的
溝
通
、
知
識
的

 增
加

、
技

能
的

熟
習

和
態

度
的

轉
變

等
多
種
因
素
所
促
成
。

 談
到

行
為

的
改

變
，

首
先

要
明

瞭
「
行
為
」
一
辭
的
涵
義
是
什
麼
^
i
心
理

 學
家

認
為

個
體

行
為

可
分

狹
義

與
廣

義
兩
方
面
解
釋
:
狹
義
的
行
為
，
是
指
能

 被
人

觀
察

到
或

用
儀

器
測

得
到

的
個

體
活

動
而
言
二
廣
義
的
行
為
，
除
直
接
能

 觀
察

及
測

量
的

外
顯

活
動

之
外

，
尚

包
括
了
間
接
推
知
的
內
在
心
理
歷
程
｜
｜

 意
識

歷
程

與
潛

意
識

歷
程

。
︵

註
二

︶

 個
體
的
行
為
，
也
可
以
區
分
為
三
類
^
即
運
動
的
行
為
^
 
 
M
O
t
O
r
 
A
C
 
-

 t
i
V
i
t
e
^
︶
，
如
走
路
、
說
話
等
乙
認
識
的
行
為
 
^
 
G
O
的
n
^
^
i
V
e

 卜
^
^
^
V
i
t
i
e
s
 
^
 
 
，
如
視
、
聽
、
記
憶
、
思
想
等
乙
情
緒
的
行
為
^
 
E
^
O
-

行
為

的
界

說
與
行
為
目
標
的
分
類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一
個

問
題

必
須

先
能

答
覆

，
然

後
再

去
回
答
第
二
、
第
三
兩
個
問
題
。
平
常
所

 定
的

教
學

目
標

，
不

當
者

極
多

，
就

是
因
為
不
知
道
做
這
件
事
應
有
一
定
的
次

 序
三

而
且

，
由

於
討

論
如

何
擬

定
教

學
目
標
的
人
不
多
，
指
導
教
師
們
怎
樣
去

 擬
定

的
人

，
更

是
少

之
又

少
。

尤
其

是
大
家
都
有
一
種
似
是
而
非
的
觀
點
，
以

 為
教

學
工

作
，

每
一

項
目

都
很

重
要

;
何
獨
教
學
目
標
為
然
^
^
於
是
教
師
們
也

 以
為

將
教

學
目

標
存

在
心

裡
好

了
，

無
須
具
體
的
寫
出
來
。
︵
註
一
︶

 從
上

面
所

引
吉

爾
蘋

所
說

的
這

段
話
，
我
們
知
道
目
前
一
般
學
校
對
教
學

 目
標
的
擬
訂
一
直
沒
有
受
到
應
該
有
的
重
視

，
可

以
說

中
外

皆
然

。

 付
叫

o
n
a
^
 
 
 
A
c
t
i
V
i
t
i
e
s
 
 
 
^
，
如

愉
快

、
悲

哀
等

。
︵

註
三

︶
方

炳
林

 教
授
認
為
所
謂
「
行
為
」
，
原
則

上
是
指

可
觀
察
的

活
動
和
動

作
而
言
。

依
此

 標
準
，
則
必
須
聽
、
說
、
看
等
活

動
，
才

能
列
為
目

標
，
像
腦

筋
裡
的
電

化
活

 動
^
^
^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
不

藉
機
械
器
材
，
全

 憑
肉
眼
或
感
官
無
法
直
接

觀
察
得
知

的
，
便

不
能

算
作
行

為
。
不

過
夕

亦
不
能

 過
於
重
視
「
活
動
」
的
因
素
。
許

多
認
知

和
情
感
德

育
的
學
習

，
是
不
能

和
行

 動
分
開
的
。
我
們
看
不
到
一
個
人

分
析
一

首
詩
，
但

我
們
看
到

他
和
聽
到

他
分

 析
的
報
告
三
我
們
看
不
到
一
個
人

解
決
問

題
的
心
智

活
動
，
但

我
們
看
到

他
對

問
題
的
解
決
二
我
們
看
不
到
一
個

人
當
他

聽
到
喜
愛

的
音
樂
的

感
覺
夕
但

我
們

 可
以

從
所

用
文

字
表

達
的

反
應

、
臉
部
的

表
情
或
者

將
來
他
所

選
擇

聆
聽
的

^^曰

 樂
等
，
得
知
其
感
覺
的
結
果
。
既

然
我
們

可
以
從
他

所
做
的
得

知
其
內
在

頭
腦

 或
心
靈
發
生
的
事
情
，
自
不
能
過

於
拘
泥

於
可
觀
察

的
活
動
。

︵
註
四
︶

 教
學
目
標
的
革
新
，
可
以
從

西
元
一

九
五
六
年

和
一
九
六

四
年
布
魯

姆
︵

 B
．

s
.
 
 
 
 
B
^
o
0
^
︶

 
^
克

羅
司
伍
c
 
P
^
扣

.
 
 
 
K
r
a
t
h
^
o
h
^
 
^
^
 
 
^
馬

 夏
c
 
B
．
B
．
M
a
s
i
a
︶
等
人
所

編
著
的

「
教
育
目

標
的
分
析

^
 
T
a
x
O
-

 n
o
^
弋

。
什

E
d
U
c
a
t
i
o
n
a
^
 
 
 
O
b
j
e
c
t
i
V
e
s
^
等
著
作

開
始
。

 他
們

將
教

學
目

標
，

依
照

其
性

質
內

容
，

作
層

次
的

︵
或

等
級

的
︶
系

統
分

 類
。

 根
據
他
們
的
分
類
，
教
育
目
標
可

以
分
為
三

個
部
門
；

 廿
智
性
目
標
︵
 The   COgni付

^^e   Domain ^︶
 0

 □
情
趣
目
標
^^he   Af．

fectiVe   Domain ︶
 0

 曰
技
能
目
標
︵
T
h
e
 
 
 
P
s
y
c
h
o
^
o
t
o
r
 
 
 
D
o
m
a
i
^
^
^

 智
性
目
標
包
括
一
切
智
性
的
學
習

成
果
，
如

知
識
、
理

解
和
學
習

方
法
，

 即
一
般
所
稱
知
識
教
學
的
目
標
。
情
趣

目
標
則
為

有
關
感
覺

、
興
趣
等

方
面
的

 學
習
成
果
。
如
興
趣
、
態

度
、
欣
賞

、
人

生
觀

等
，
即

一
般

所
稱
態

度
理
想

或

 道
德
教
學
的
目
標
。
技

能
目
標

則
包

括
一

切
手
藝

技
術

，
如
打

字
、
游

泳
、

操

 作
儀
器
等
，
即
一
般
所

稱
習
慣

技
能

教
學

的
目
標

。
三

部
分
所

屬
的
行

為
目

標

 均
由
簡
到
繁
，
由
單
純
到
複
雜
，
作
有

系
統
的
分

類
，
茲
分

述
如
下
；



十

 廿
智
性
目
標
；
最
基
層
的
學
習
行
為
就
是
知
識
c KnO^^ edge ^^的

  術
研
究
機
構
正
在
積
極
的
著
手
進

行
，

預
料

不
久

的
將

來
，

我
國

小
學

各
科
教

 獲
得

。
包

括
所

學
習

的
教

材
的

記
憶

。
有
了
基
本
的
知
識
後
，
學
生
才
能
進
一
  學

目
標
將
朝
向
具
體
化
和

科
學
化

的
途
徑

邁
進

。
︵
文

載
「
國

教
輔

導
」
十

四
 級
，
能
夠
了
解
^ GOmprehens^^n ^^。

只
有
充
分
了
解
所
學
過
的
教
  卷

四
期
，
六
十
四
年
一
月
出

版
︶

 材
以

後
，

才
能

談
到

應
用

c App^iCation ^^。
再
進
一
步
為
分
析
︵
    註

一
；
參
考
羅
柏
，

梅
格
c Robert^ F i Mager^著

，
崔
劍

奇
 A^^lysis ^，

能
夠

將
所

學
習

到
的
知
識
分
析
為
各
個
構
成
單
位
。
再
       譯

；
「
怎
樣
擬
定
教
學
目

標
」
篇
首

吉
爾
蘋
序

。
 上
一
級
則
為
綜
合
^  Synthesi s ^^。

就
是
將
所
學
的
知
識
，
綜
合
成
為
    註

二
；
參
考
張
春
興
、
楊
國
樞
著
:「

心
理

學
」

第
一

章
。

 新
的
整
體
。
最
高
的
階
層
為
評
鑑
^ EVa l^atiOn ^，

使
學
生
有
判
斷
    註

三
；
參
考
錢
蘋
著
；

「
教
育

心
理
學
」
第

一
章
。

 和
評

鑑
的

行
為

能
力

。
 
 
 
 
 
 
 
 
 
 
 
 
 
 
 
 
 
 
 
 
 
 
 
 
 
 
註
四
；
參
考
「
視
聽
資
料

」
第
二

十
四

期
。

 □
情
趣
且
標
；
最
低
層
的
學
習
行

為
為

接
受

c ReceiVing ^。
這

    註
五

；
參

考
「

鐘
聲

集
□
」

楊
榮
祥
著
；

學
習
行

為
目
標

設
 是

最
起

碼
的

學
習

行
為

，
表

示
願

意
參

加
學
習
活
動
的
行
為
。
上
去
一
級
，
為

 對
已

所
習

教
材

有
所

反
應

^
^
e
s
p
O
n
d
i
n
的
︶
。
再
上
一
級
為
批
判
︵

 V
a
 
l
^
i
n
g
 
^
^
的
行
為
表
現
。
再
上
一
級
為
價
值
判
斷
或
價
值
組
織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
將
不
同
價
值
組

織
成

為
一

個
系

統
的

行
為

表
現

。

 至
最
高
一
層
則
為
定
型
^
 
C
h
a
r
a
C
t
e
r
i
z
a
t
i
O
n
 
b
y
 
a
 
V
a
^
U
e

 O
r
 
V
a
^
U
e
 
e
c
o
m
p
l
e
x
︶

，
也

就
是

人
格
的
形
成
，
價
值
體
系
的
形
成

 。
學

生
具

備
自

己
的

價
值

判
斷

系
統

，
樹
立
自
己
特
殊
的
人
生
觀
與
社
會
觀
等

 等
。

 回
技

能
目

標
；

這
是

屬
於

技
能

演
練
力
面
的
學
習
行
為
。
在
體
育
、
藝
術

 各
科

為
最

主
要

的
學

習
行

為
目

標
。

但
在
科
學
教
育
中
也
有
其
特
殊
的
重
要
性

 ，
最
低
等
級
的
行
為
表
現
為
領
悟
^ PerCeptiOn．

︶
。
藉
助
於
感
覺
器

 官
的

觀
察

學
習

而
獲

得
技

術
上

的
領

悟
。
上
去
一
級
為
接
觸
︵
 Set ^^。

即

 對
於

學
習

目
標

，
有

心
理

上
或

物
理

上
的
接
觸
。
再
上
一
級
為
模
倣
︵
 Imi-

 t
a
t
i
O
n
 
︶

。
這

是
嘗

試
｜

錯
誤

^
^
r
i
^
^
 
 
 
a
n
d
 
 
 
E
r
r
O
r
 
^
的
階
段

 。
再

上
一

級
為

操
作

︵
呂

echani s^ ^︶
。
能
以
正
確
的
操
作
來
表
現
正
確

 的
步
驟
或
程
序
。
更
上
一
步
為
熟
練
．

c
 
C
O
日

^
^
e
x
 
r
e
s
p
O
n
s
e
^
，

達

 到
完
全
成
熟
的
行
為
表
現
。
最
高
等
級
為
創
造
c CreatiOn ︶

，
表
現
其

 創
造

性
。

 有
關

教
學

行
為

目
標

的
敘

寫
和

新
式
教
學
設
計
的
擬
定
，
目
前
國
內
各
學

教
學
目
標
的
具
體
化
與
科
學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