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八

肛
男
冥

上丘王
 ̂片

工
口

匕
堯
 
存

 壹
/
緒
 
 
言

 我
國

教
育

之
源

始
甚

早
，

但
實

施
今

之
所

謂
「

國
民

教
育

」
︵

Na□
on-

 a
l
曰

d
寸

o
a
十

片
o
n
 
 
 
︶

 
︵

註
一

︶
則

為
時
尚
不
及
百
年
。
原
來
往
昔
之
教
育

 乃
是

「
國

士
教

育
」

︵
註

二
︶

，
其

主
要
目
的
在
造
就
士
于
成
為
身
懷
治
國
方

 術
的

國
士

，
而

不
在

培
育

萬
民

成
為

具
有
生
活
基
本
知
能
的
國
民
。
逍
至
甲
午

 戰
後

;列
強

謀
我

日
亟

，
梁

啟
超

氏
始

提
倡

「
要

使
全

國
之

民
皆

受
教

育
、

訓

 練
全

國
之

民
皆

有
國

家
思

想
」

的
國

民
教
育
，
以
「
養
成
一
種
特
色
之
國
民
寸

 使
結

團
體

以
自

立
競

存
於

列
國

之
間

」
︵
註
三
︶
。
自
此
國
民
教
育
即
在
我
國

 成
為

一
種

新
興

事
業

^及
至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春
教

育
部

頒
布

「
國

民
教

育
實

施

 綱
領

」
，

將
前

此
分

流
之

義
務

教
育

及
民
眾
教
育
涵
攝
於
國
民
教
育
之
中
，
我

 國
之

真
正

實
施

國
民

教
育

乃
由

此
開

始
︵
註
四
︶
。

 於
今

數
十

年
間

，
國

民
教

育
之

內
涵
逐
漸
擴
大
，
年
限
亦
已
延
長
，
設
施

 更
加

充
實

;效
果

益
趨

彰
顯

。
易

言
之

，
我

國
之

國
民

教
育

已
有

長
足

之
發

展

 。
若

使
國

民
教

育
工

作
者

皆
能

認
識

「
國
民
教
育
之
目
標
與
功
能
」
，
則
於
從

 事
國

民
教

育
之

際
當

更
能

把
握

正
確

方
向
，
選
擇
適
切
手
段
，
以
發
揮
國
民
教

 有
之

宏
效

，
而

我
國

國
民

教
育

之
進

展
自
將
更
形
加
速
。
隻
以
此
為
題
論
述
如

 後
。

 貳
/
國
民
教
育
釋
義

 一
、
國
民
教
育
的
意
義

 我
國

之
實

施
國

民
教

育
雖

已
歷

有
年
所
，
惟
於
國
民
教
育
之
含
義
在
法
令

 上
迄

乏
明

確
之

銓
釋

，
．

當
其

實
施

之
際
，
易
於
童
生
偏
差
或
誤
解
。
故
在
討
論

國
民
教
育
之
目
標
與
功
能

 國
民
教
育
目
標
之
前
，
實
有
先
行

澄
清
國

民
教
有
意

義
之
必
要

。

 域
內

專
家

余
書

麟
教

授
在
其

手
著

「
國

民
教

育
原

理
」

中
謂

:「
國

民
教

 育
是
根
據
國
家
理
念
^培

養
民
族
意

識
^國

家
觀
念

^國
民

道
德
，
訓

練
自
治

能
力

 ，
加
強
國
際
友
好
合
作

，
發
展

健
全

身
心

及
授
與

生
活

必
需
知

能
之
全

民
的

基

 本
教

有
」

︵
註

五
︶

。
又

謂
中

國
之

國
民

教
育

似
有

五
種

特
性
:廿

國
民

教
育

 是
國

家
教

有
^□

國
民

教
育

是
全

民
的

基
本

教
育

^曰
國

民
教

育
是

政
教

合
一

 的
教

育
^倒

國
民

教
育

是
生

活
的

教
育

^固
國
民

教
有

是
終

身
的

教
育

︵
註
六

 師
大

教
育

學
院

院
長

雷
國
鼎

教
授

則
認

為
:「

國
民

教
育

，
國
家

之
教

育

 也
。
就
宗
匕
旦
言
，
在
於
培
養
建

國
人
才

^就
手
段

言
，

在
提

高
國

民
素

質
。

要
 之
，
國
家
為
培
植
幹
才

，
設
立

公
立

學
校

，
採
取

強
迫

手
段
，

以
確
保

全
民

教

 有
之
權
益
。
此
之
謂
國
民

教
育
」

︵
註

七
︶
。

又
以
為

中
華

民
國
之

國
民
教

有
 須
具
備
下
列
之
特
質
:廿

就
教

育
性

質
言

，
國

民
教

育
為

一
種

強
迫

教
育
^□

 就
教

育
仟

務
言

，
或

民
教

育
為

一
種

國
語

教
育

^曰
就
教

育
內

容
言

，
國

民
教

 苔
琶
心
一
種
普
通
教
育
，
而
不
是
一
種

狹
隘
的
職

業
教
育
^倒

就
設
立

主
體

言
，

 國
民
教
育
為
一
．
種
國
家

教
育
，

而
非

私
人
或

宗
教
團

體
辦

理
的
教

育
^岡

就
推

 行
力
怯
言
，
國
民
教
有
為
一
種
免
費
教

育
︵
註
八

︶
 0

 要
言
之
，
十
國
民

教
育
乃

國
家
為

培
養

健
全
或

民
以
維

護
國

家
之
獨

立
自

 由
與
發
展
，
規
定
全
體
國

民
應
受

之
基

本
教
育

」
。
此

種
教

有
乃
是

全
民
的

、
 強
迫
的
︵
義
務
的
︶
、
免

費
的
、

民
族

化
的
國

家
教
有

，
亦

是
普
通

的
、
共

同

 的
、
生
活
的
、
社
會
化
的
教
有
。

 二
、
國

民
教
育

與
義

近
名

詞
之
辨

正

 若
干

教
育

名
詞

與
國

民
教

有
︵

呂
坤

汁
^^^'a^匕

ducat i o口
 ︶

一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詞
之

含
義

似
極

相
類

，
其

實
不

盡
相

同
。
茲
辨
正
之
如
左
：

 ︵
一

︶
國

民
教

育
與

基
本

教
育

:
基

本
教

育
c
 
F
U
n
d
a
m
e
n
t
a
l

 E．
d^ca汁

ion  ︶
四
字
依
吳
研
因
及
葉
島

著
「

基
本

教
育

」
．

一
書

謂
乃

「
我

 國
五

五
憲

草
首

先
提

出
的

，
後

來
國

民
學
技
法
以
及
現
行
的
憲
法
都
襲
用
這
個

 名
詞

。
聯

合
國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組
織

也
採
用
了
這
個
名
詞
」
︵
註
九
︶
。
又
謂

 :
「

基
本

教
育

是
一

切
教

育
文

化
的

基
礎
｜
｜
從
人
生
的
教
育
歷
程
說
，
基
本

 教
育

是
每

人
應

該
受

的
，

而
且

必
不

可
少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教
育
」
︵
註
十
︶
 0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校
長

郭
為

藩
教

授
以

為
基
本
教
育
「
一
方
面
表
示
這
一
階
段
教

 育
為

其
他

階
段

教
育

的
基

礎
，

基
本

教
育
從
學
校
制
度
圖
來
看
，
是
整
個
學
校

 系
統

的
基

幹
，

猶
如

大
樹

的
樹

幹
一

樣
，

所
以

稱
為

 日
共

同
軀

幹
」

^月
e

 十
r
o
n
^
 
 
 
 
c
o
^
^
U
口

︶
i
h
另

一
方

面
，
也
意
味
著
這
一
階
段
教
有
所
提
供
的

 知
識

、
所

陶
冶

的
態

度
、

所
培

養
的

能
力
為
每
一
國
民
所
必
不
可
缺
，
為
參
與

 公
共

生
活

起
碼

的
要

求
二

︵
註

十
一

︶
。
依
據
我
國
法
令
，
基
本
教
有
以
專
指

 兒
童

所
受

之
基

礎
教

有
，

而
國

民
教

有
則
尚
包
括
失
學
民
眾
之
補
習
教
育
︵
現

 行
國

民
教

育
法

稱
國

民
補

習
教

育
︶

。
至
於
聯
教
組
織
所
提
基
本
教
育
一
詞
，

 則
與

國
民

教
育

內
容

涵
似

。
愚

意
以

為
國
民
教
有
係
從
教
有
之
目
的
及
設
立
主

 體
而

言
，

強
調

此
種

教
育

為
造

就
國

民
資
格
之
國
家
教
有
^而

基
本
教
育
則
從

 教
有

之
性

質
著

眼
，

說
明

此
種

教
育

為
國
民
在
道
德
、
知
識
、
與
技
能
上
最
基

 本
的

基
礎

教
育

。
故

失
學

民
眾

之
補

習
教
有
應
包
含
於
基
本
教
有
之
中
，
即
基

 本
教

育
不

柢
專

指
兒

童
之

教
有

，
法

令
之
所
以
特
予
指
出
失
學
民
眾
之
補
習
教

 有
，

意
在

促
人

忽
略

失
學

民
眾

之
應

受
教
有
也
，
而
其
所
受
實
仍
為
基
本
教
育

 ，
僅
其
受
教
係
以
補
習
方
式
為
之
而
已
。

 ︵
二
︶
國
民
教
育
與
義
務
教
育
:
 
「
義
務
教
育
c
 
G
o
已
廿
^
口
s
o
r
y

 出
d
U
c
a
t
片

o
n
 
 
^
，

譯
自

英
語

。
在

歐
洲

不
稱

義
務

教
有

，
而

稱
教

育
義

務

 ，
如
德
語
之
Sc宇

U口
^巾

^i^宇
汁
，
法
語
之
O^D卜

卜
叭
a斗

ion  S^o口
aire︵

 註
十

二
︶

。
「

凡
一

國
之

民
到

達
一

定
年
齡
必
須
受
相
當
時
期
的
教
有
，
以
獲

 得
最

低
限

度
的

知
識

技
能

，
養

成
人

生
基
本
的
習
慣
、
態
度
和
理
想
。
國
家
用

 法
律

規
定

兒
童

的
父

母
或

其
監

護
人

有
遣
送
子
弟
入
學
的
責
任
，
如
不
遵
辦
，

一
四

 將
受
懲
處
，
這
種
教
育

稱
為
義

務
教
育

，
與

納
稅
當

兵
的
義

務
相

同
」
︵

註
十

 三
︶

。
義

務
教

有
申

之
「

義
務

」
一

詞
應

有
三

意
：

Q就
學

的
義

務
^即

學
齡

 兒
童
之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有
送
其

子
女
或

所
監

護
者
入

相
當
學

校
受

教
之
義

務
。

 至
於
兒
童
，
因
其
末
達

成
年
，

尚
無
完

全
「

行
為
能

力
」
，

自
不

應
科
以

義
務

 Jhc設
校

的
義

務
，

即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有

提
供

學
齡

兒
童

就
學

措
施

便
有

 受
教

機
會

之
義

務
ihc教

育
保

障
的

義
務

，
指

社
會

於
學

齡
兒

童
在

一
定

受
教

 期
間
有
極
力
排
斥
其
從

事
有
妨

害
心
身

發
展

之
勞
動

工
作
的

義
務

。
故
現

代
之

 義
務
教
有
，
係
兼
指
政

府
與
人

民
雙
方

之
責

任
，
且

亦
屬
人

民
之

權
利
。

其
所

 以
不

稱
權

利
教

有
者

，
乃

恐
人

民
放

棄
此

一
權

利
^而

稱
為

義
務

教
育

時
，
當

 國
民
有
意
規
避
此
種
教

有
之
際

，
國
家

即
可

以
強
迫

手
段
行

之
。

以
此
義

務
教

 育
又
稱
強
迫
教
有
。
據
六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公
佈
之

口
國
民

教
育

法
」
第

 二
條

規
定

:「
凡

六
歲

至
十

五
歲
之

國
民

，
應

受
國

民
教

育
^已

逾
齡
未

受
國

 民
教
育
之
國
民
，
應
受

國
民
補

習
教
育

。
六

歲
至
十

五
歲
國

民
之

強
迫
入

學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
國

民
教
育

之
屬
於

學
齡

學
生
部

分
係
義

務
教

育
伊
已

逾
齡

 末
受
國
民
教
育
之
國
民

所
應
受

之
國
民

補
習

教
育
，

似
不
在

義
務

教
育
之

內
。

 若
干
先
進
國
家
如
西
德
，
其
義
務
教

有
包
括
全

部
時
間
︵

 FU^口
，

汁
i^e．

︶

 的
義

務
教

育
@，

即
學

齡
兒

童
之

教
有

｜
｜

與
部

分
時

間
^ Par斗

，
汁

ime

 ︶
的
職
業
補
習
教
有
。
惟

此
強

迫
性

的
職
業

補
習

教
有
係

受
完
全

部
時

間
義
務

 教
育
後
就
業
之
青
年
所

應
受
的

教
育
，

與
我

國
之
國

民
補
習

教
育

又
有
不

同
。

 其
實
國
民
教
育
與
義
務

教
有
之

最
大
差

異
在

前
者
係

就
教
有

之
目

的
而
言

，
意

 指
該

教
有

之
目

的
在

培
養

健
全

國
民

^而
後

者
乃

從
教

育
之

政
策

及
推

行
之
手

 段
立
意
，
使
政
府
於
必
要

時
可

採
強

制
手
段

迫
令

國
民
接

受
教
育

，
而

國
民
亦

 得
要
求
國
家
設
施
此
教
育
使
人
民
有

受
教
育
之

機
會
。

 ︵
三
︶
國
民
教
育

、
初
等

教
育
及
小
學

教
育
：

初
等
教
有
︵

Ele^e口
汁
留
叫

 曰
d^CatiOn ︶

發
源

於
十

九
世
紀

以
前

的
歐

洲
，

其
時

之
初

等
教

有
乃

指
平

 民
所
受
之
教
有
︵
有
別
於

貴
族

或
僧

侶
所
受

之
申

等
教
有

及
其
預

備
教

有
︶
，

 其
終
極
目
的
在
培
養
平
民
之
職
業

技
能
及

簡
單
之
生

活
常
識
，

使
平
民
求

得
一

 技
之
長
而
得
藉
以
謀
生
。

故
初

等
教

育
原
即

平
民

教
育
才

屬
職
業

預
備

訓
練
。



 現
世

界
各

國
類

皆
改

雙
軌

學
制

而
採

單
軌
精
神
之
學
制
，
初
等
教
育
始
成
為
全

 民
仇

的
教

育
。

據
吳

增
芥

編
「

初
等

教
有
」
一
書
謂
:
「
初
等
教
有
是
一
切
教

 有
的

始
基

，
也

是
人

生
應

受
的

最
初

步
的
學
校
教
有
，
在
我
國
學
制
系
統
上
，

 這
一

個
階

段
包

括
幼

稚
教

有
和

小
學

教
育
」
︵
註
十
四
︶
。
亦
有
謂
初
等
教
有

 即
「
小
學
教
有
」
︵
 
P
r
i
m
a
r
y
口
d
^
c
a
汁

i
o
n
 
︶

，
而

不
包

括
學

前
教

 育
︵

或
稱

小
學

前
教

有
︶

 
︵

 
P
r
e
 
-
^
 
c
^
o
0
田

出
印

^
c
a
汁

吵
o
n
 
o
r
 
P
m
．

 P
r
^
^
a
r
叫
．
s
c
h
o
o
口
口
印
U
c
a
汁
i
o
n
 
︶

。
小

學
教

有
即

指
小

學
所

實

 施
之

教
育

，
以

兒
童

為
對

象
，

亦
可

稱
為
兒
童
教
育
。
「
小
學
教
育
就
學
校
系

 統
言

，
為

學
校

系
統

之
初

階
^就

受
教

歷
程
言
，
是
學
齡
兒
童
的
啟
蒙
教
育
」

 ︵
註

十
五

︶
。

就
以

上
所

述
，

可
知

小
學
教
有
屬
於
初
等
教
有
。
而
初
等
教
有

 「
是

和
「

甲
等

教
有

」
，

「
高

等
教

育
」
相
對
，
用
來
表
示
教
有
過
程
中
的
「

 程
度

」
」

︵
註

十
六

︶
，

自
與

國
民

教
育
一
詞
有
別
。
且
我
或
國
民
教
有
之
強

 迫
部

分
現

已
延

至
九

年
，

包
納

初
等

教
有
之
小
學
教
有
部
分
而
外
，
尚
合
括
中

 等
教

有
之

前
段

｜
｜

國
民

中
學

。
國

民
教
育
與
初
等
教
首
及
小
學
教
育
之
區
分

 殆
極
明
顯
。

 窒
/
國
民
教
育
之
目
標

 一
、

教
育

且
標

之
意

義
及
其
制
定
時
應
注
意
之
點

 個
人

、
團

體
、

或
機

關
在

從
事

一
件
工
作
或
進
行
一
項
活
動
之
時
，
類
皆

 預
期

工
作

或
活

動
進

行
至

相
當

階
段

乃
至

結
束

之
後

;
將

達
到

某
種

境
地

狀
態

 、
或

獲
得

某
種

結
果

成
就

，
以

作
為

努
力
之
代
價
。
此
種
欲
達
之
境
或
預
期
之

 成
就

即
為

目
標

。
目

漂
具

有
指

向
及

引
趨
之
作
用
。
就
設
學
者
、
施
教
者
、
與

 受
教

者
而

言
，

教
育

誠
非

「
祇

問
耕

耘
，
不
問
收
穫
」
之
工
作
，
而
係
工
作
｜

 ｜
成

就
之

活
動

，
則

於
實

施
之

先
預

立
標
的
，
以
為
計
畫
制
度
、
擬
訂
辦
法
、

 舉
辦

活
動

、
編

制
課

程
，

乃
至

選
擇

教
材
、
決
定
教
法
、
及
實
施
評
鑑
之
依
據

 ，
而

免
於

雜
亂

無
章

無
所

適
從

，
實

至
為
必
要
。

 通
常

教
有

工
作

者
｜

｜
包

括
教

有
當
局
、
委
員
會
、
教
有
學
者
、
及
教
師

 @，
均
可
制
定
教
育
目

標
，
祇

要
其

能
深

切
洞
察

人
類

活
動
、

分
析
社

會
機

能
 、
了
解
學
生
需
要
、
及
明
瞭
國
家

政
策
，

必
要
時
尚

須
體
察
世

界
潮
流
，

接
受

 哲
學
指
引
。
教
有
目
標

有
大
小
遠

近
之
別

，
大

致
可
分

為
終
極

的
或

一
般
的

︵
 U
口
斗
i
^
a
汁
e
 
 
 
o
r
 
 
 
G
e
n
e
r
a
卜
︶
及
切
近
的
或
特
殊
的
︵
1
^
^
e
印
i
 
-

 ate ,   or廿
rO叫

i^at^,   or   SpeCi吋
iC ︶

。
前
者

為
最
後
期

 望
之

結
果

^後
者

則
用

以
決

定
達
成

一
般

結
果

之
特

殊
活

動
。

一
般

而
言
，

國

 家
教
有
當
局
所
制
定
者

多
屬
一
般

性
的
目

標
，

以
容
留

不
同
地

區
、

不
同
學

校

 為
應

其
特

殊
情

況
而

予
以

伸
縮

之
餘

地
^學

者
專

家
則

提
出

較
切
近

詳
明

之
目

 標
，
以
供
教
育
工
作
者

之
參
考
，

教
師
則

可
審

察
施
教

對
象
及

客
觀

環
境
，

將

 前
二

者
析

分
為

認
知

的
、

情
趣

的
、

及
知

動
的

︵
 GO吶

nitiVe。
A門

寸
ec-

 年
Ve ,   andPs.yC^O日

。
汁
Or   ︶

等
三
方
面

更
具
體
而

切
近
的

行
為
目

標

 ︵
 Be^aViOra口

O^^eC斗
iVes   ︶

，
以

便
於

實
際

應
用

。

 教
育
目
標
雖
是
教

育
工
作
者

人
人
均

可
擬

訂
，
惟

制
訂
時

仍
需

審
慎
，

以

 免
執
行
時
落
空
。
茲
提
出
下
列
注

意
要
點

備
供
參
考

︵
註
十
七

︶
．

 J各
階

段
之

教
育

目
標

應
相

銜
接

。
在

後
者

之
目

標
應

為
先
前

目
標

之
延

 續
，
前
一
階
段
之
目

標
仍
宜

保
留

，
而

強
調
之

點
可

有
不
同

，
亦
可

採
用

不
同

 方
法
以
達
成
，
另
再
添
加
新
目
標

。

 ̂^目
標
應
有
彈
性
，
以
便

每
一

地
區

不
同

學
校

可
採

用
不

同
的

達
成
方

 法
。

 工
所
有
教
有
目

標
應
同

時
為
社

會
目

標
，
且

須
能
經

由
教

學
以
獲

致
，
並

 須
為

學
校

所
接

受
。

 上
社
會
目
標
之
可
由
其
他
單

位
獲
致

較
佳
成
效

者
．
，
不

宜
訂
為
學

校
教
有

 目
標
，
學
校
不
應
毫
無

選
擇
地
熱

望
接

受
提

交
給
它

的
每

一
工
作

。
此
點

甚
為

 重
要
。
因
社
會
或
家

庭
往
往

將
本

應
由

其
負
責

之
工

作
推
給

學
校
，

學
校

教
育

 工
作
者
亦
往
往
因
過
分

熱
心
而
誤

覺
責

無
旁

貸
，
便

一
一

承
攬
下

來
，
遂

致
學

 校
教
有
之
負
擔
日
益
繁

重
。
在
心

餘
力

絀
疲

於
奔
命

之
後

破
綻
百

出
，
此

時
社

 會
或
家
庭
乃
對
學
校
交

相
指
責
。

故
學

校
在

選
擇
教

有
目

標
之
際

，
實
宜

謹
慎

 方
好
。

國
民
教
育
之
目
標
與
功
能

五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五
所
有
教
育
目
標
宜
陳
敘
明
確
．
。

籠
統

模
糊

之
目

標
於

選
擇

達
成

目
標

的

 活
動

與
方

法
之

指
導

上
毫

無
價

值
，

自
標
須
能
轉
換
為
學
校
計
畫
方
為
有
用
。

 匕
目

標
應

隨
社

會
變

遷
而

改
變

，
一
般
目
標
實
際
上
可
一
代
一
代
保
留
不

 變
^
而

切
近

目
標

及
達

成
之

方
法

則
須

隨
時
更
易
。

 兀
教
有
目
標
應
對
個
體
及
社
會
均
有

利
益

。

 己
所

有
教

育
目

標
須

以
淺

顯
易

懂
之
詞
語
陳
敘
，
俾
所
有
的
人
均
易
了
解

 ，
而
免
遭
不
必
要
之
批
評
。

 二
、

法
定

國
民

教
育

目
標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五
月

總
統

令
公

布
「
國
民
教
有
法
」
，
第
一
條
規
定
：

 「
國

民
教

有
依

申
華

民
國

憲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
以
養
成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五

首
均

衡
發

展
之

健
全
國
民
為
宗
旨
。
」

 此
條

所
規

定
之

國
民

教
育

目
標

，
言
簡
詞
約
，
崇
高
而
極
富
彈
性
，
但
籠

 統
而
欠
明
確
，
係
屬
終
極
的
或
．
一
般
的

目
標

，
乃

法
定

目
標

之
通

性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八
月
教
育
部
公
布
國
民
小
學
課
程
標
準
^
於
總
綱
中
規

 定
．

 「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

以
培

育
活

活
潑
潑
的
兒
童
、
堂
堂
正
正
的
國
民
為
目

 的
，

應
注

重
國

民
道

德
之

培
養

^
身

心
健
康
的
鍛
鍊
丐
並
增
進
生
活
必
需
之
基

 本
知

能
。

 為
實

現
上

述
目

的
，

須
輔

導
兒

童
達
成
下
列
目
標
：

 一
、

養
成

慎
思

明
辨

/
負

責
守

法
、
修
己
善
群
的
基
本
品
德
。

 二
、

發
展

愛
家

愛
國

，
互

助
合

作
、
服
務
社
會
的
精
神
。

 三
、

養
成

良
好

生
活

習
慣

，
鍛

鍊
強
健
體
魄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

 四
、

獲
得

運
用

語
言

，
文

字
，

及
敷
、
量
、
形
的
基
本
知
能
。

 五
、

增
進

瞭
解

自
己

、
認

識
環

境
及
適
應
現
代
生
活
的
能
力
。

 六
、

發
展

思
考

、
創

造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七
、

養
成

愛
好

勞
動

及
善

用
休

閒
時
間
的
觀
念
與
習
性
。

 八
、

養
成

欣
賞

能
力

、
陶

冶
生

活
情
趣
，
發
展
樂
觀
進
取
的
精
神
。
」

 在
我
國
實
施
九
年

國
民
教

育
之
前

夕
，

呂
俊
甫

教
授
於

「
論

九
年
國

民
教

 育
的
目
標
與
實
施
要

點
」
一

文
中
提

出
下

列
七
個

九
年
國

民
教

育
之
明

細
目
標

 ︵
註
十
八
︶
 i

 廿
身

心
健

康
的

促
進

：
包

括
身

體
的

和
心

理
的

︵
尤

其
是

情
緒

的
︶
健

 康
^

 同
基
本
知
能
的
培

養
:包

括
聽

、
說
、

讀
、

寫
、
計

算
、
觀

察
、

想
像
、

 思
考
和
推
理
能
力
b．

及
應
用
科

學
方
法

的
能
力
和

藝
文
︵
丈

學
、
美
術

、
音
樂

 等
︶

欣
賞

與
表

達
能

力
之

培
養

^

 口
一

般
知

識
的

獲
得

：
包

括
人

文
/社

會
、
理

工
、

自
然

等
學

科
力
面

的

 一
般
基
本
知
識
之
獲

得
^

 回
群
己
關
係
的
建

立
：
包

括
個
人

與
家

人
、
與

親
戚
、

與
師

長
、
與

同
學

 、
與
友
伴
、
與
同
事
等

社
會
中
一

切
其

他
組

成
分
子

之
間

的
正
當

而
良
好

的
關

 係
之
建
立
^

 回
公

民
責

任
的

體
驗

：
包

括
個

人
與

社
會

︵
鄰

里
、

鄉
鎮

、
省

市
/國

家

 、
世

界
︶

的
關

係
以

及
個

人
︵

作
為

一
個

公
民

︶
對

社
會

應
負

的
責

任
之

了

 解
^

 因
職
業
技
藝
的
訓
練
:包

括
農
、
工
、
商
、
家
事
等
技
藝
的
選
習
^

國
民

教
育

之
明

細
目

標

一
六
Z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十
月

教
育

部
公

布
國

民
中

學
課

程
標

準
，
在

總
綱

中
規

 定
：

 「
國
民
中
學
教
育
目
標
，
在

於
繼
續
國

民
小
學
之

基
本
教
育

，
發
展

青
年

 身
心
，
陶
融
公
民
道
德

，
灌
輸

民
族
文

化
，

培
育
科

學
精
神

，
實

施
職
業

陶
冶

 ，
充
實
生
活
知
能
，
以
養
成
忠
勇
愛

國
、
德
智

體
群
均
衡

發
展
之
健

全
國
民

，

 並
奠
定
其
就
業
或
升
學
之
基
礎
。
」

 以
上
二
種
法
規
條

文
雖
繁

簡
略
有

不
同

，
要
皆

包
舉
了

目
標

與
功
能

兩
方

 面
，

洵
屬

切
中

肯
繁

，
為

辦
理

國
民

教
育

之
基

本
方

針
^惟

為
便

於
實

施
，
則

 確
定
較
為
切
近
明
細
之
目
標
實
仍
有

必
要
。



 的
啟

導
:
我

國
固

有
的

倫
理

道
德

和
自

律
等

品
德

之
修

養
戶

 尤
其

是
忠

、
孝

、
誠

-
 廿
品
格
修
#

 信
、
知
恥
、
負
#

我
國

申
等

教
育

暨
師

範
教

育
專

家
林

本
教
授
則
於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根
據
有

 關
法

令
，

參
酌

中
西

教
有

學
者

專
家

及
團

體
之
研
究
^
及
其
在
五
十
三
年
度
對

 於
臺

灣
省

中
學

教
有

目
標

及
功

能
意

見
調

查
之
結
果
，
與
乎
當
時
社
會
實
際
情

 況
，
擬
訂
國
民
中
學
之
具
體
目
標
八
項
︵
註
十

九
︶

．

 □
健
康
的
身
心
@
，
保
健
生
活
^

 □
善

良
的

家
庭

分
子

口
，

家
庭

生
活

^

 曰
適
當
的
職
業
訓
練
@
。
職
業
生
活
^

 倒
健
全
的
公
民
@
，
公
民
生
活
^

 固
完

美
的

人
格

｜
｜

道
德

生
活

^

 因
了

．
解

、
利

用
、

欣
賞

自
然

的
知

能
@
。
自
然
生
活
^

 付
善
用
餘
暇
的
習
慣
修
養
@
．
休
閒
生
活
^

 囚
基

本
工

具
學

科
之

熟
習

。

 林
先

生
鑑

於
「

九
年

國
民

教
有

實
施

條
例
」
第
八
條
有
「
國
民
教
有
課
程

 ，
應

以
民

族
精

神
教

育
及

生
活

教
育

為
中

心
」
之
規
定
，
故
在
前
面
七
項
之
下

 均
列

有
各

種
「

生
活

」
。

且
為

達
成

上
述

各
種
目
標
，
又
在
每
一
目
標
下
視
實

 際
需

要
分

列
若

千
具

體
項

目
。

可
謂

巨
細

俱
備
，
確
是
思
慮
周
密
，
立
論
精
闢

 ，
而

見
解

寶
貴

。

 此
外

，
雷

國
鼎

教
授

於
「

談
小

學
目

標
之
演
進
」
︵
註
二
十
︶
一
文
，
紀

 海
泉

先
生

於
「

小
學

課
程

研
究

」
︵

註
十

一
︶
一
書
中
，
亦
分
別
提
出
頗
具
參

 考
價

值
之

意
見

，
大

略
與

前
述

相
涵

似
，

不
再
贅
舉
。

 茲
以

九
年

國
民

教
育

在
精

神
上

本
屬

一
貫
，
在
過
程
上
亦
相
連
續
，
因
此

 國
小

與
國

中
之

目
標

自
應

前
後

一
致

^
奠

參
酌

前
述

各
家

之
高

見
，

提
出

下
列

 各
項

作
為

我
國

國
民

教
有

之
明

細
目

標
以

供
參
考
。
惟
在
實
施
時
尚
須
依
據
兒

 童
期

與
青

少
年

期
學

生
之

身
心

發
展

狀
態

及
個
別
差
異
，
再
予
綑
擬
具
體
之
行

 為
目

標
，

且
於

教
材

及
教

法
上

作
適

當
之

安
排
方
好
︵
註
廿
二
︶
。

 廿
健

康
的

身
心

｜
｜

受
完

善
國

民
教

育
後

之
國

民
︵

以
下

簡
稱

「
受

教
後

國
民
教
育
之
目
標
與
功
能

 之
國
民
」
︶
應
有
且
能
繼
續

維
護

或
促

進
健
康

的
身

心
。
此

一
目
標

尚
可

析
分

 為
下

列
細

目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規
律
的
起
居
作
息
習
慣
:早

睡
、

早
起

，
按

時

 工
作

或
做

功
課

，
無

不
良

習
慣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相
當

的
身

心
保

健
知

識
:對

於
身

體
之

結
構

、

 功
能
、
生
長
、
健
全
之
人
格

與
精

神
及

日
常
疾

病
能

了
解
其

基
本
事

實
或

原
理

 ，
並
具
備
普
通
的
醫
藥
常

識
^

 6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適
度
的
保
健
習
慣
:有

保
持

清
潔

、
愉

快
及

作

 適
度
運
動
或
遊
戲
的
習
慣
，
衣
著
、
飲
食
、
刷
牙
、
大
小
便
等
亦
有
良
好
習

 慣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公
共
衛
生
的
習
慣
:能

努
力

改
進

其
家

庭
及

社
 區
的
公
共
衛
生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其
有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之
技
能
:運

動
的
技

能
、

健

 美
的

體
操

^
急

救
的

技
能
等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參
加
康

樂
活

動
之

興
趣

：
對

維
護

身
心

健
康

之

 活
動
皆
樂
於
參
與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能
保

持
情

緒
之

穩
定

平
衡

:待
人
不
論
其
為
敵
為

 友
，
處
事
不
論
其
是
利
是

害
﹁
處

境
無

視
其

屬
安
屬

危
，

皆
能
鎮

定
平
穩

，
知

 道
合
宜
的
發
洩
或
轉
移
之

道
；

 簍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促
進
健

康
之
理
想
:要

保
有

強
壯
而

健
康
的
身

 體
、

健
全

的
人

格
，

以
及

良
妊

的
儀
表

^

 蜜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重
視
安

全
之
觀
念
及

維
護
安

全
之
技
能
:對

於
 行
路
、
過
街
、
駕
車
、
工
作

、
運
動

、
娛

樂
、
登

山
，
使

用
器

械
工
具

‥
‥
等

 均
能
熟
悉
安
全
規
則
，
且
能

實
行
，

並
有

處
理
緊

急
事
件

之
技

能
。

 說
明

:人
類

之
兢

兢
營

營
實

以
維

持
個

體
有

意
義

之
生

存
為

第
一

要
義

，

 是
以
維
護
身
心
之
健
康
乃
人

生
最
重

要
之

工
作
。

若
無
健

全
之

身
心
而

侈
談
經

 世
濟
民
之
雄
心
壯
志
，
雖

不
可
謂

為
癡
人

說
夢

，
要
亦

相
當
難

為
。

無
怪
乎

斯
 賓
塞
︵
 Her^er斗

spencer ︶
有
謂

:「
成
為

一
個
健
康

的
動
物
乃

是

一
七



敢
育

目
標

文
集

 生
活

上
勝

利
的

首
要

條
件

^
而

成
為

一
個

健
康
的
民
族
厥
為
民
族
繁
榮
之
最
要

 條
件

」
。

於
此

可
知

健
全

之
身

心
不

僅
為

個
人
進
德
修
業
之
基
礎
，
發
展
成
功

 之
資

本
，

終
身

幸
福

之
保

障
，

且
亦

為
國

家
民
族
之
最
大
財
富
。
尤
以
接
受
國

 民
教

有
期

間
之

學
生

，
正

值
生

長
發

育
階

段
，
身
心
之
保
健
乃
益
形
重
要
。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

「
健

全
之

身
心

」
允

宜
被

列
為
國
民
教
有
之
第
一
目
標
。

 所
謂

「
健

全
之

身
心

」
應

包
括

生
理

與
心
理
之
健
康
自
不
待
言
，
而
詳
細

 目
標

亦
已

條
列

如
上

。
茲

欲
強

調
者

為
:
公
共
衛
生
習
慣
、
急
救
技
能
、
及
安

 全
知

能
。

政
府

會
提

倡
消

除
髒

亂
及

防
治

公
害
，
惟
效
果
不
彰
，
在
公
共
場
所

 吸
煙

、
隨

地
吐

痰
、

亂
丟

紙
屑

、
棄

置
垃

圾
者
，
仍
大
有
人
在
。
若
國
民
教
育

 有
能

善
盡

職
責

，
達

成
「

公
共

衛
生

習
慣

」
之
目
標
，
數
年
之
後
健
全
國
民
日

 ．
多

，
則

情
形

將
大

加
改

善
。

又
近

年
來

由
於
社
會
繁
榮
，
人
們
之
生
活
方
式
亦

 愈
複

雜
，

活
動

亦
愈

頻
繁

，
可

能
發

生
意

外
傷
害
而
危
及
生
命
安
全
的
機
會
也

 愈
多

。
由

於
「

意
外

傷
害

」
形

成
了

一
種

社
會
嚴
重
之
威
脅
，
故
今
日
世
界
各

 國
對
「
安
全
教
有
」
^
 
s
a
吐
e
斗
y
出
印
^
c
a
斗
i
o
n
 
︶
均
極
重
視
，
而
列
入

 國
民

教
育

之
目

標
與

教
學

課
程

，
並

盡
力

推
行
︵
註
廿
三
︶
。
意
外
傷
害
雖
能

 致
命

。
但

若
急

救
得

法
，

仍
可

保
命

復
原

。
報
端
常
載
慰
重
受
傷
，
因
大
人
不

 知
急

救
之

法
，

遂
致

送
醫

途
中

因
失

血
過

多
死
亡
，
良
可
惜
而
憾
之
。
故
特
提

 醒
教
有
工
作
者
注
意
及
之
。

 □
完

美
的

人
格

｜
｜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完
美
的
品
格
。
其
細
目
為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正

直
公

平
的

態
度

｜
｜

若
能

有
正

義
的

威
嚴

或

 道
德
的
勇
氣
更
佳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自

律
自

制
的

能
力

｜
｜

不
受

物
誘

，
不

致
放

肆

 ，
時
常
自
省
^
自
我
約
束
^

 6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謹
慎
智
慧
之
習
慣

 理
性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誠
信
不
欺
之
習
慣

 欺
世

，
不

昧
良

知
，

成
己

成
物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勤
勞
節
儉
的
習
慣

八

 不
魯
莽
，
不
輕
率
，
用

 不
自
欺
，
不
欺
人
，
不

 鎮
定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堅
忍

剛
毅

的
氣

質
@，

有
偵
、

振
奮

、
沈

著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自
尊

自
信

的
習

慣
｜

｜
滿

懷
希

望
，

充
滿

信
心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勇
於

改
過

的
習

慣
｜

｜
知

恥
知

病
，

改
過

遷
善

 6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負
責
盡

職
的
習
慣

。

 馬
虎

、
不

瀆
職

^

 推
諉

、
不
規

避
、
不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積
極

敏
活

的
精

神
｜

｜
融

通
自

在
、

安
和

樂

丰
小

 說
明

:健
全

人
格

中
最

重
要
之

成
分

，
厥

為
道

德
。

道
德

為
個

人
立

身
行

 道
之
基
礎
，
亦
為
國
家
長
治

久
安

所
倚

恃
之
根

本
。

我
國
儒

家
最
講

求
道

德
修

 養
，
其
所
提
倡
之
「
道
治

天
下
」

或
「
禮

治
天

下
」
，

形
成
了

最
講

理
性
的

文

 明
，
亦
維
繫
了
幾
千
年
的
民

族
生

活
。

西
方
人

重
視

道
德
之

程
度
雖

不
若

我
國

 ，
然
多
數
著
名
之
哲
學
家
及
教
育
家

亦
強
調
道

德
教
育
之

重
要
。
蘇

格
拉
底

即

 謂
知

識
即

道
德

^亞
里

斯
多

德
亦

以
為

「
一

切
學

藝
皆

以
德

性
為

本
」

^赫
爾

 巴
特
︵
 J．

F．
仁
er^ar汁

︶
亦
認
為
德
性
乃
教
育
最
終
之
目
的
^洛

克
︵

 J．
L^^拌

e    ︶
亦
謂
:「

學
問

固
屬
必

要
，
惟

須
附

屬
於
德

性
而
居

次
等

地

 位
」
。
道
德
修
養
之
重
要
當
無
疑
義

。

 道
德

之
內

涵
至

廣
。

西
方

有
所

謂
「

基
德

︵
 Gardina口

Virt亡
es︶

 ｜
｜
即
公
正
︵
 J^s斗

^^e︶
、
智
謹

︵
 PrUdence ︶

、
自
制
︵
匕

e^-

 廿
^^a^^e ︶

、
堅
毅
︵
 For汁

斗
十

U印
e ︶

、
忠

誠
︵
 Fai汁

^ ︶
、
信

心
︵

 仁
。

廿
e ︶

 ^及
慈

善
︵

 G廿
ar i士

閂
 ︶

。
其
中

忠
誠

及
慈

善
留
於

人
際
關

係

 之
目
標
中
作
細
目
，
其
餘
均

已
含

攝
本

條
之
申

。
我

國
所
述

之
道
德

側
重

群
己

 關
係
，
亦
見
於
次
條
較
多

。
我
國

德
育

專
家

龔
寶
善

教
授

於
「
健

全
人
格

的
培

 育
」
︵
註
廿
四
︶
一
文
中

論
健
全

人
格

應
具

之
條
件

有
四

：
廿
要

有
清
明

的
埋

 智
^□

要
有
溫
和
的
情
感
^□

要
有
開
澗
的
胸
襟
^回

要
有
堅

毅
的

氣
質

。
此

 四
者
反
映
於
人
格
上
者
為

誠
明
、

仁
愛

、
公

正
、
及

健
強

。
誠
、

仁
、
公

、
健



 之
本

質
與

西
方

基
德

中
之

智
謹

、
堅

毅
、
節
制
/
及
公
正
大
致
符
合
。
至
於
實

 施
之

時
宜

照
龔

教
授

所
主

張
:「

本
著

因
材

施
教

的
原

則
，

對
於

少
數

特
殊

優

 秀
兒

童
，

不
妨

付
予

較
高

的
期

許
。

特
殊
低
劣
的
兒
童
，
給
予
同
情
的
協
助
。

 至
於

一
般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
不

必
以

超
凡
入
聖
的
期
望
過
份
要
求
他
們
，
反
使

 他
們

望
而

劫
步

。
不

如
標

舉
健

全
的

人
格
鼓
勵
大
家
勉
勵
以
赴
，
也
許
更
能
切

 合
實
際
」
︵
註
廿
五
︶
。

 曰
良

仟
的

人
際

關
係

｜
｜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應
能
建
立
並
維
持
良
妊
的
人
際

 關
係
。
其
細
目
如
次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尊
重
人
道
、
重
視
人
權
之
觀
念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孝
順
父
母
、
友
愛
兄
弟
之
德
性
^

 6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能
尊
敬
長
上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能
敦
親
睦
鄰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能

注
意

在
社
交
上
應
有
之
禮
節
｜
｜
謙
恭
待
人
、

 彬
彬
有
禮
。

 G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仁
民
愛
物
之
胸
懷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互
助

合
作

之
習

慣
｜

｜
能

與
他

人
共

同
工

作
及

 共
同
遊
玩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能
親

近
師

長
、

擇
交

益
友

｜
｜

享
受

豐
富

、
真

摯
而

 多
樣
的
生
活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服
務
犧
牲
之
精
神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能
重
視
家
庭
^

 S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維
護
家
庭
之
理
想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能
善
於
處
理
家
務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忍
讓

寬
恕

之
雅

量
｜

｜
能

容
忍

他
人

微
小

之
弱

 點
與

過
失

及
與

己
不

同
之

觀
點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與
人
相
處
交
誼
的
興
趣
與
能
力
^

 說
明

:人
際

關
係

亦
即

我
國

古
聖

先
賢
所
倡
的
「
人
倫
」
或
「
倫
理
」
。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包

括
個

人
與

家
人

/與
親

戚
、

與
師

友
、

與
同

事
等

社
會

中

 一
切
其
他
組
成
份
子
之
間
的
正
當

而
良
仔
的

關
係
。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不

僅
為

 社
會
安
定
和
諧
的
力
量

，
尤
其

是
個
人

安
身

立
命
成

功
發
展

之
基

石
。
雷

國
鼎

 教
授
時
常
訓
勉
學
生
說
:「

求
學

最
重

要
之

工
作

有
三

:做
人
第
一
^做

事
第

 二
^讀

書
第
三
」
。
「

做
人
」

應
兼
指

個
人

之
品
德

修
養
以

及
良

好
之
人

際
關

 係
而
言
，
二
者
實
相
關

連
。
以

此
可
知

品
德

修
養
與

人
際
關

係
在

學
技
教

育
上

 之
重

要
。

 人
際
關
係
之
最
基

本
、
最
原

始
者
當

然
是

家
庭
內

之
親
子

戚
屬

關
係
。

尤
 其
是
往
昔
農
業
社
會

，
因
地

廣
人
稀

、
交

通
不
便

，
社
會

較
為

單
純
，

家
庭
以

 外
之
人
際
交
往
不
若
今

之
頻
繁

，
故
其

時
之

人
際
關

係
側
重

家
庭

關
係
。

今
日

 人
口

繁
盛

，
交

通
便

捷
，

社
會

複
雜
，
人

際
接
觸
頻

仍
，
即
不

同
國
籍

．
，
地

隔

 千
里
之
人
士
亦
越
海

凌
空
而

相
往
來

。
故

如
今
人

際
關
係

之
教

育
目
標

不
應
再

 侷
限
於
家
庭
，
而
應

擴
及
於

個
人
與

社
會

中
其
他

組
成
分

子
間

之
關
係

。
當
然

 家
庭
生
活
仍
是
社
會

生
活
之

中
心
，

不
過

兒
童
在

進
入
學

校
受

正
式
教

育
之
前

 即
接
受
家
庭
教
育
，
即

令
正
在
接

受
學
校

教
育

，
每
天

在
家
庭

之
時

間
亦
敏

在
 校
時
為
多
，
故
有
關

家
庭
倫

理
，
實

宜
加

重
家
庭

應
負
之

責
任

，
而
學

技
則
屬

 於
協
助
之
立
場
。

 現
時
社
會
處
於
工

業
發
達
之

時
代
，

人
們

在
觀
念

上
亦
重

物
而

輕
人
，

人

 際
間

僅
存

利
害

關
係

。
觀

乎
社

會
上

經
濟

犯
罪

之
嚴

重
^倒

店
、

倒
會

之
普

遍
 ，
搶
劫
、
凶
殺
之
層
出

不
窮

，
雖

致
之
之

因
不

止
一
端

，
要
亦

由
於

人
情
之

澆

 薄
及
道
德
之
不
修
^此

即
為
教

育
所
當

力
謀

補
救
者

。

 凹
將
來
的
健
全
公

民
｜
｜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應
為
將

來
健
全

之
公

民
︵
註

廿
 六
︶
。
其
細
目
如
次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應
有
忠

愛
國

家
之

觀
念

與
情

操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應
對
本

國
之

歷
史

、
國

家
發

展
之

理
想

及
其

問
題
有

 6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應
有
普

通
法

律
知

識
且

有
守

法
之

習
慣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瞭
解

公
民

對
國

家
之

義
務

與
權

利
，
將

來
並

能
接

受
 其
公
民
之
義
務
^

國
民
教
有
之
目
標
與
功
能

九



敬
台
目
標
文
集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對
社

會
機

構
及

社
會
過
程
應
有
相
當
．
瞭
解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能
容

忍
及

尊
重

各
種

不
同

之
真

誠
的

意
見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批

判
的

眼
光

、
獨
立
思
考
之
能
力
，
且
能
防
禦
宣

傳

包
括

讀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參
與

正
當

社
會
活
動
之
與
趣
與
習
慣
．

 、
聽

、
討

論
、

及
表

決
或

選
舉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民

主
的

理
想

、
愛
好
民
主
的
態
度
及
信
念
。

 說
明

:
我

國
往

昔
之

社
會

，
向

以
家

族
為
中
心
，
人
民
對
國
家
事
務
極
少

 過
問

。
由

「
日

出
而

作
，

日
入

而
息

，
鑿
井
而
飲
，
耕
田
而
食
，
帝
力
於
我
何

 有
哉

」
之

古
諺

，
可

以
窺

見
古

代
社

會
之
國
家
與
人
民
間
關
係
之
淡
薄
。
迫
至

 民
國

肇
建

，
國

體
更

革
，

公
民

之
資

格
修
養
始
漸
為
個
人
所
重
視
。
於
今
六
十

 餘
年

，
有

識
之

士
雖

皆
提

倡
公

民
教

育
，
無
如
升
學
主
義
根
植
人
心
，
遂
致
各

 級
學

校
教

育
莫

不
重

視
知

識
之

灌
輸

，
而
忽
略
公
民
能
力
之
培
養
。
實
則
於
人

 生
過

程
之

中
，

普
通

知
識

技
能

並
不

若
公
民
修
養
之
重
要
。
良
以
缺
乏
知
識
技

 能
，

其
損

失
僅

止
乎

個
人

^
若

缺
乏

公
民

修
養
，
則
其
為
害
或
將
及
於
國
家
全

 體
，

故
今

世
先

進
國

家
無

不
重

視
公

民
資
格
之
陶
養
。
觀
乎
陶
格
拉
斯
︵
 
H
.

 抨
 
^
^
^
仰

口
a
S
S
 
︶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在
其

所
著

「
美

國
青

年
生

活
適

應
所

需

 之
中

等
教

育
」

︵
 
S
^
^
0
口

^
a
r
y
．

口
印

^
c
a
t
i
O
n
什

O
r
廿

斗
巾

e
 
A
印

^
U
s
t
-

 m
e
n
汁

。
吐

邑
n
e
r
^
^
a
卜

叫
。

仕
汁

1
1
︶

一
書
中
將
「
公
民
資
格
的
目
標
」
 
︵

 T
h
e
 
 
 
O
b
j
e
c
t
i
V
e
 
 
 
0
什
 
^
i
士
i
Z
e
n
s
^
i
廿

 
︶

列
為

中
學

教
育

五
大

 目
標

之
首

︵
註

廿
七

︶
，

一
九

五
五

年
美
國
白
宮
集
二
千
餘
位
教
育
學
者
召
開

 教
育

會
議

後
所

提
報

告
內

特
別

列
舉

之
十

四
項
學
校
教
育
目
標
中
第
二
、
三
、

 七
、

十
四

條
均

涉
及

公
民

修
養

︵
註

廿
八
︶
，
以
及
其
他
中
外
教
育
專
家
團
體

 之
將

公
民

能
力

之
培

養
列

於
學

校
教

育
目

標
中

︵
註

廿
九

︶
，

當
可

信
兵

不

 誣
。

 人
際

關
係

或
人

倫
側

重
於

個
人

與
個
人
問
之
關
係
^
而
公
民
資
格
則
指
個

 人
與

社
會

︵
包

括
社

區
、

鄉
鎮

、
省

市
、
國
家
乃
至
世
界
︶
建
立
良
好
之
關
係

 ，
且

能
承

擔
個

人
︵

作
為

一
個

公
民

︶
對
社
會
應
負
之
責
任
而
言
。
學
校
為
培

 二
O

 育
國
家
將
來
的
健
全
公

民
，
則

須
實
施

公
民

教
育
。

龔
寶
善

教
授

在
「
公

民
教

 學
的
新
趨
勢
」
一
文
中

指
出
公

民
教
學

之
遠

大
目
標

為
?‧

c培
養

自
我

奮
發

創

 進
的

精
神

@，
莊

敬
自

強
ih(^^啟

發
共

同
參

預
政

治
的

興
趣

@，
養

成
關

心
公

 眾
事
務
的
習
性
．
，
並

進
而
對

社
團
活

動
公

共
福
利

能
有
所

致
力

^R端
正

愛
護

 國
家
民
族
的
觀
念
｜
｜
堅
定
的
報
國

意
志
與
恢

宏
的
懷
抱

? h囤
指

引
嚮

往
世

界

 大
同
的
理
想
｜
｜
具
天

下
為
公

之
信
念

，
為

增
進
人

類
福
祉

而
盡

力
︵
註

三
十

 ︶
。
就
教
學
方
法
而
言

，
鹽
教

授
亦
指

出
須

注
重
下

列
四
點

Jic公
民

教
學
不

 只
是
知
識
的
灌
輸
，
應
兼

顧
品
德
的

陶
冶
^<曰

公
民

教
學

不
只
是

課
文
的

講
解

 ，
應
多
予
資
料
的
補
充
i^^公

民
教

學
不

只
是
教

材
的
介

紹
，

應
並
重

活
動
的

 指
導
^包

公
民
教
學
不
只
是

觀
念
的

養
成

，
應
更

求
行
為

的
實

踐
。
註

卅
一
︶

 。
誠
然
，
學
校
可
使
學
生
參
加
實
際

的
學
校
及

地
方
團
體

之
各
項
活

動
，
以

培

 養
學
生
社
會
活
動
之
能

力
，
並

啟
發
學

生
社

會
的
意

識
及
社

會
責

任
心
，

深
合

 「
行

中
求

知
」

及
「

知
行

合
一

」
之

原
理
。

 回
充

實
的

基
本

知
能

@，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充

實
的

基
本
知

能
。

其
細

 目
為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要

有
求
知
心
@
。
學
習

及
探
究

的
欲
望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聽
說

國
語

、
閱

讀
及

書
寫

國
文

之
能

力
^

 6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閱

讀
的
興
趣
與

習
慣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運

用
切
合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的
淺
近
英

語
之
能

 力
^

 8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有

計
算

準
確

、
迅

速
及

精
密

、
簡

潔
的

習
慣

｜
｜

 能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中

之
計

算
問

題
^

 9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具
有
日
常
生
活
中
有
關
數
學
之
知
識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能
了

解
形

與
數

之
性

質
及

關
係

，
並

熟
悉

運
算

之
原

 則
與
方
法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研
究
自
然
環
境
中
數
量
問
題
之
興
趣
^

 旬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相
當

的
推

理
能

力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評
價
購

物
之
能
力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擬
訂

預
算

、
合

理
消

費
及

記
帳

之
習

慣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良
好

的
觀

察
、

有
效

的
思

考
、

及
傾

聽
的

能
力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使
用

圖
書

館
的

常
識

和
習

慣
^

 6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具

有
普

通
的

生
活
常
識
與
技
能
｜
｜
如
房
屋
及
不
動

 ．
產
之
法
律
、
票
據
法
律
、
養
育
子
女
之
知

識
、

選
擇

衣
著

、
運

用
日

常
修

理
用

 器
械
工
具
‥
‥
等
技
能
。

 說
明

:
國

民
教

育
之

重
心

為
生

活
教

育
，
要
使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皆
能
營
完

 美
之

生
活

，
自

須
將

「
充

實
的

基
本

知
能
」
列
為
重
要
目
標
^
尤
其
對
於
國
民

 小
學

，
更

為
其

主
要

工
作

。
關

於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之
基
本
知
能
，
主
要
者
為
溝

 通
的

基
本

技
能

︵
曰

h
e
由

口
口

d
a
^
e
n
十

日
日

S
卜

卜
卜

卜
。

寸
C
O
^
n
m
^
n
^
-

 Ca斗
iOn   ︶

｜
｜

合
理

的
思

考
能

力
、
清
晰
的
發
表
能
力
、
以
及
有
效
的
理

 解
能

力
，

實
際

即
聽

、
讀

、
說

、
寫

、
及
數
學
等
知
能
，
在
國
外
稱
之
為
3^。

S

 。
西

方
國

家
之

學
校

，
其

重
視

此
等

能
力
之
培
養
由
來
已
久
，
良
以
此
等
能
力

 不
僅

為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之

所
需

，
且

亦
為
從
事
學
術
研
究
或
學
習
專
門
知
能
之

 工
具

，
即

對
於

閒
暇

之
善

用
，

以
充

實
生
活
之
內
容
亦
大
有
助
益
。
惟
近
來
社

 會
生

活
日

趨
複

雜
，

所
需

之
知

能
亦

已
擴
展
至
廣
，
則
基
本
知
能
之
充
實
自
不

 能
再
囿
於
讀
．
、
寫
．
、
算
為
已
足
，
即
關
於
家
庭
電
器
之
使
用
與
安
全
之
注
意
及

 簡
單

之
修

護
，

其
它

一
般

用
具

之
修

理
、
契
約
之
訂
立
、
票
據
之
交
換
︵
並
非

 純
然

之
職

業
行

為
，

亦
有

職
業

無
需

使
用
票
據
而
在
其
他
場
合
持
有
票
據
之
情

 形
︶

 ^財
產

之
法

律
‥

‥
等

，
亦

應
包

納
其
中
。
良
以
今
日
社
會
富
足
，
人
們

 之
金

錢
往

來
，

購
屋

置
產

極
為

普
遍

^而
部
分
惡
民
道
德
眠
滅
、
利
慾
薰
心
、

 貪
婪

無
厭

，
引

致
經

濟
犯

罪
之

風
熾

烈
^
民

主
政

府
亦

乏
有

效
懲

治
之

道
^
一

 般
國

民
若

不
語

各
種

契
約

、
票

據
法

規
三
一
旦
誤
上
歹
徒
勾
當
，
則
半
生
辛
苦

 積
蓄

儘
供

他
人

揮
霍

h．
此

不
僅

影
響

其
後
生
活
必
需
之
供
應
，
亦
將
擾
亂
工
作

 之
情

緒
，

甚
或

導
致

精
神

分
裂

、
夫

婦
失
和
、
及
凶
殺
自
殺
等
慘
劇
。
故
學
校

 教
育

一
方

面
宜

注
重

學
生

品
德

之
陶

冶
，
一
力
面
亦
應
充
實
學
生
實
際
生
活
所

 需
之
有
關
知
能
。

 因
適

當
的

職
業

認
識

｜
｜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具
有
職
業
之
適
當
知
能
。
其

 細
目
如
後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手
腦
並

用
及

勞
動

服
務

之
習

慣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勤
勉
耐
勞
之
精
神
^

 6受
教
後
之
或
民
有

從
事
於
有

用
的
工
作
或

有
益
人

群
的
職
業
之

理

 不
迷

信
命

運
、
不

對
職

業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正
確
之

職
業

觀
念
．

 存
有

偏
見

，
尊

重
一

切
正

當
的

勞
動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了
解

職
業

對
個

人
生

活
、

家
庭

生
計

、
社

會
繁

榮
與

 國
家
富
強
之
重
要
性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了
解
自
己
之
一
般
能
力
、
特
殊
性
向
及
職
業
興
趣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了
解

各
種

職
業

之
概

況
｜

｜
職

業
性

質
、
主

要
職

務

 、
所
須
知
能
、
生
理
限
制
、
資
格
限

制
、
可
能

報
酬
及
對

社
會
之
貢

獻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選
擇
適

當
職

業
之

能
力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具
有
職

業
基
本
知
能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忠
於

職
業
、

雇
主

及
力
求

發
展
之

觀
念

。

 說
明

:人
類

欲
求

生
存

世
上

固
以

維
護

身
心

之
健

康
為

第
一
要

義
，

而
欲

 保
持
身
心
之
健
康
自
非
衣

暖
食
飽
不

可
，
年

少
之

時
尚
可

茶
來
伸

手
飯

來
張
口

 ̂長
成

之
後

則
需

從
事

職
業

活
動

以
獲

得
生

活
之

必
需

品
，

並
從

而
貢

獻
才
智

 而
有

益
於

人
群

^斷
不

宜
無

所
事
事

，
寄

生
社

會
。

往
昔

社
會

生
活

單
純

，
個

 體
皆
於
實
際
生
活
申
隨
其

父
兄
學
習

漁
獵
、

農
耕

、
工
藝

或
經
商

之
法

，
即
可

 于
承
父
業
，
繼
續
營
生
。

追
進
入
現

代
社
會

，
職

業
之
門

類
既
繁

，
分

工
之
支

 脈
益
細
，
昔
日
傳
統
的
學

習
方
式
已

難
以
適

應
當

今
工
業

社
會
之

要
求

。
於
是

 學
校
教
育
乃
必
須
承
擔
傳
習
職
業
技

能
之
責

任
。

 惟
是
接
受
國
民
教

育
期
間

之
學

生
，

年
齡
尚

屬
幼

小
，
身

心
發
育

猶
未

成

 熟
，
實
不
宜
令
其
專
門

接
受
職

業
訓

練
，

以
免
妨

害
普

通
文
化

之
陶
冶

。
現

今

 「
國
民
教
育
內
容
普
通

化
」
︵

即
國

民
教

育
施
教

重
點

側
重
普

通
文
化

陶
冶

及

 公
民
訓
練
︶
已
成
為
各
國

國
民
教
育

發
展

之
共

同
趨
勢

︵
註

冊
二
︶

。
故
雷

國

 鼎
教
授
主
張
我
國
國
民

教
育
之

特
質

，
就

教
育
內

容
言

應
為
一

種
普
通

教
育

，

國
民
教
育
之
目
標
與
功
能



敢
育

目
標

文
集

 而
不

是
一

種
狹

隘
的

職
業

教
育

，
前

已
述
及
。
陳
英
豪
教
授
在
立
法
院
教
育
委

 員
會

為
審

查
「

國
民

教
育

法
草

案
」

所
舉
行
之
座
談
會
上
，
亦
主
張
:
「
國
中

 教
育

目
標

在
於

「
文

化
陶

冶
及

職
業

陶
冶
」
，
故
條
文
不
宜
明
文
規
定
「
加
強

 職
業

科
目

及
技

藝
訓

練
」

」
︵

註
冊

三
︶
。
由
是
可
知
國
民
教
育
之
有
關
職
業

 生
活

方
面

，
不

重
在

使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具
備
職
業
技
能
，
而
在
使
學
生
了
解
自

 身
之

能
力

及
職

業
傾

向
，

培
養

正
確

之
職
業
觀
念
，
認
識
職
業
之
價
值
，
而
啟

 發
將

來
從

事
職

業
活

動
之

興
趣

。
至

於
對
預
備
就
業
之
學
生
則
可
於
畢
業
後
升

 進
職

業
學

校
或

技
藝

訓
練

班
接

受
職

業
準
備
教
育
。

 付
善

用
閒

暇
之

習
慣

｜
｜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具
有
善
用
閒
暇
之
習
慣
，
而

 使
其

生
活

成
為

快
樂

的
生

活
。

其
細

目
可
析
分
如
左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能
利
用
正
當
的
方
法
善
用
伏
閒
時
間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瞭

解
不

正
當

的
娛

樂
對

身
心

健
康

之
影

響
；

 6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具
備

︵
但

不
必

要
具

備
︶

數
種

休
閒

活
動

之
技

能

 @，
加

閱
讀

的
技

能
、

幾
種

競
技

與
運

動
的
技
能
、
康
樂
的
技
能
、
文
學
、
美

 術
、

音
樂

及
手

藝
的

技
能

、
與

人
應

付
交

際
的

技
能

等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將

對
藝

術
、

文
學
、
音
樂
、
競
技
、
運
動
、
遊
玩
、

 園
藝

、
手

藝
。

閱
讀

等
足

以
滿

足
休

閒
活
動
之
事
件
有
相
當
之
知
識
，
並
有
欣

 賞
之
與
趣
和
能
力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適
度
休
息
與
睡
眠
之
習
慣
^

 Q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能
辨
別
「
懶
惰
」
與
「
閒
暇
」
之
差
別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閱

讀
高

尚
書
刊
之
良
好
的
習
慣
。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能
作

有
益

於
自

己
及

社
會

而
無

損
於

他
人

之
娛

樂
活

 動
。

 說
明
:
人
生
在
世
芳
鎮
日
裏
祇
為
開
門
九
件
事
@
，
水
、
電
、
瓦
斯
、
米

 、
油

、
鹽

、
醬

、
醋

、
茶

而
競

競
營

營
地
忙
碌
奔
波
，
固
將
使
生
活
單
調
機
械

 缺
乏

生
氣

而
毫

無
意

義
^而

整
天

無
所

事
事

、
縱

情
逸

樂
，

亦
將

如
孟

子
所

謂

 :
「

逸
居

而
無

教
，

則
近

於
禽

獸
」

︵
註

卅
四

︶
。

必
得

於
職

業
活

動
及

社
會

 政
治

活
動

而
外

亦
安

排
適

當
的

休
閒

生
活
方
為
正
羞
。
惟
一
般
民
眾
對
於
休
閒

 娛
樂
「
不
是
屬
於
消
費
的

、
迷

信
的

，
就
是

屬
於

低
級
趣

味
的
，

很
容

易
使
人

 沈
溺
墮
落
，
以
致
喪
德
敗

業
，

這
真

是
休
閒

生
活

上
一
個

嚴
重
的

問
題

」
︵
註

 卅
五

︶
。

 適
度
的
休
閒
生
活

能
使
人

從
其

中
獲

得
身
心

之
休

憩
娛
悅

，
並
且

充
實

其

 精
神
生
活
，
而
發
展
其
人

格
，

國
民

教
育
之

實
施

若
能
使

學
生
有

能
力

去
利
用

 通
常

各
種

高
尚

的
，

至
少

是
正
當

的
享

樂
方

法
，

如
音

樂
、

藝
術

/文
學

、
戲

 劇
、
社
交
、
園
藝
、
手
藝

等
，

並
使

其
能
在

團
體

中
培
養

一
種
或

更
多

種
消
遣

 的
興
趣
，
則
將
來
的
國
民
將
均
能

過
快
樂

的
生
活
。

故
「
善
用

閒
暇
之
習

慣
」

 列
為

教
育

目
標

自
無

問
題

。
此

處
欲

強
調

者
為

iic休
閒

之
活

動
應

明
智
地

加

 以
計
畫
，
使
此
種
活
動
在

社
會

的
效

用
與
個

人
的

滿
足
方

面
獲
得

平
衡

，
亦
即

 個
人

之
享

樂
不

可
妨

礙
社

會
或

他
人

之
利

益
^CD宜

摒
絕

那
些

較
為

低
級
或

更

 為
原
始
的
休
閒
活
動
之

習
慣
。

尤
其

是
賭

博
，
既

易
沾

染
沉
迷

，
又
易

毀
家

蕩

 產
製

造
罪

惡
^^閱

讀
為

價
廉

而
物

美
之

習
慣

，
它

是
知

識
、

休
閒

以
及

個
人

 發
展

之
源

泉
^回

要
培

養
多

方
面

的
興

趣
，

不
僅

屬
於

生
產

性
的

，
亦

可
包

括

 消
費
性
的
，
不
僅
止
乎
袖
手
旁
觀

，
最
妊
還

能
實
際
參

加
。

 囚
欣
賞
自
然
及
科

學
之
興

趣
｜

｜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了
解

、
利
用

及
欣

賞

 自
然
的
知
能
及
與
趣
，
並

具
有

科
學

的
精
神

。
此

項
目
標

亦
可
細

分
如

左
：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接
觸

自
然
、

欣
賞
自
然
之

興
趣
^

 0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採
集
及
探
究
自
然
之
興
趣
^

 6受
教

後
之

國
民

具
有

普
通

自
然

現
象

與
日

常
生

活
中

所
包

含
之

基
本

 的
科
學
知
識
｜
｜
如
物
理
、
叱

學
、
與

生
物
等
知

識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利

用
感

官
及

簡
單

儀
器

從
事

觀
察

及
實

驗
的

基
本

力

神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認
識
其
日
常
接
觸
之
自
然
環
境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有
好

奇
及

講
求

客
觀

、
精

確
、

實
是

求
是

的
科

學
精

 0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能
欣
賞

科
學

的
成

就
：

 Q受
教

後
之

國
民

能
從
自

然
中

獲
得

真
及

美
的

啟
示

。



 說
明

:
自

然
界

提
供

人
類

生
命

之
資
源
及
生
活
之
環
境
，
而
一
般
往
往
習

 焉
不

察
。

其
實

人
們

若
能

經
常

接
觸

自
然
，
常
能
獲
得
真
與
美
的
啟
示
，
不
但

 能
養

成
優

美
的

性
情

，
亦

可
開

潤
胸

襟
，
激
勵
志
氣
。
如
遊
山
玩
水
，
見
層
巒

 疊
翠

，
百

花
競

艷
，

自
然

界
點

綴
得

優
雅
美
麗
，
不
覺
心
曠
神
怡
，
榮
辱
皆
忘

 ̂
如

見
四

時
運

轉
，

均
衡

和
諧

，
萬

象
新
機
，
生
生
不
息
，
便
興
「
天
行
健
，

 君
子

以
自

強
不

息
」

之
念

^又
如

秋
夜

仰
望
晴
空
，
但
見
滿
天
星
斗
，
褶
褶
閃

 閃
，

極
目

難
窮

，
其

中
不

乏
距

地
球

幾
萬
光
年
者
，
乃
感
自
我
之
渺
小
，
不
若

 滄
海

之
一

粟
，

則
他

人
之

對
我

不
遜

，
亦
自
可
不
計
較
矣
。

 尤
其

重
要

者
，

接
觸

自
然

尚
可

啟
發
研
究
自
然
之
興
趣
，
此
乃
科
學
之
所

 由
生

，
亦

文
明

之
大

源
泉

。
回

顧
往

古
人
類
之
茹
毛
飲
血
，
觀
乎
今
人
之
物
質

 享
受

，
此

實
科

學
之

成
就

，
亦

即
人

類
觀
察
自
然
、
研
究
自
然
、
利
用
自
然
夕

 進
而
征
服
自
然
之
結
果
。

 我
國

今
日

科
學

還
落

西
方

之
後

，
處
此
物
競
天
擇
激
烈
之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如

欲
圖

民
族

之
自

強
自

救
，

實
必
須
迎
頭
趕
上
，
積
極
提
倡
科
學
教
育

 。
在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
學

生
年

齡
尚

不
算
高
，
程
度
亦
參
差
不
齊
，
故
此
時
科

 學
教

育
之

重
點

，
宜

側
重

激
發

學
生

之
求
知
慾
，
引
導
其
對
自
然
環
境
發
生
濃

 厚
之

興
趣

^
並

養
成

求
客

觀
、

求
精

確
、
求
真
理
的
科
學
精
神
。
學
生
之
聰
明

 才
智

較
高

，
科

學
之

性
向

較
突

出
者

，
在
教
師
循
循
善
誘
之
下
，
自
然
會
脫
穎

 而
出
，
從
事
科
學
之
創
始
與
發
明
。

肆
份

國
民

教
育

之
功

能

 人
們

在
實

施
教

育
時

，
如

前
所

述
，
往
往
預
立
標
的
，
以
為
安
排
教
育
設

 施
，

進
行

教
育

活
動

之
指

引
。

惟
教

育
設
施
或
教
育
活
動
之
是
否
能
達
成
此
預

 懸
之

教
育

目
標

，
則

全
視

其
是

否
具

備
某
些
要
件
或
作
用
以
為
斷
。
此
等
能
達

 成
教

育
目

標
之

活
動

所
必

須
具

備
之

要
件
或
作
用
即
稱
為
教
育
功
能
。
宏
教
育

 功
能

與
教

育
目

標
相

關
至

切
，

致
使

一
般
人
往
往
無
法
加
以
區
分
，
且
於
懸
擬

 目
標

時
經

常
二

者
並

舉
。

實
則

教
育

目
標
多
係
指
受
教
之
個
人
或
全
體
在
受
教

 告
一

段
落

之
後

，
在

認
知

、
情

趣
、

及
技
能
等
方
面
可
能
產
生
之
變
化
或
增
加

國
民

教
育

之
目

標
與

功
能

 之
結
果
^而

教
育
功
能

則
指
學

校
所
實

行
之

活
動
以

及
對
學

生
所

提
供
之

各
種

 設
施
，
亦
即
為
達
到
變

化
學
生

氣
質

所
採

之
手
段

。
故

教
育
目

標
與
教

育
功

能

 ，
一
在
描
繪
學
生
將
來

理
想
的
變

化
或
形

象
^一

在
提

示
學

校
應
採

之
措

施
或

 應
為

之
努

力
。

二
者

當
不

難
分

辨
。

 一
、
學

者
之
意
見

 關
於
國
民
教
育
或

申
、
小

學
教

育
功

能
，
從

事
研

究
而
提

出
有
價

值
之

學

 說
或
主
張
者
實
不
多
見

，
尤
其

小
學

教
育

目
標
簡

單
，

故
功
能

亦
毆
確

定
，

進

 行
研
究
者
極
少
。
茲
就
所
獲
資
料

舉
述
數

家
以
供
參

考
。

 美
國
邊
特
、
柯
郎

寧
保
及

波
得

曼
三

位
教
授

於
其

合
著
之

「
中
等

教
育

原

 理
」

︵
R
.
K
.
 
 
 
B
e
n
尹
H
.
H
.
 
 
 
K
r
o
n
e
n
b
e
r
叭

碎
c
，

c
.
 
 
 
B
o
a
r
-

 ̂^an一
P^^^^片

廿
^^^  o巾

Seco口
中

ar勺
出

口
Uca汁

i0戶
 6十

扛
．

 e于
。

^970 ︶
一

書
中

，
綜

合
殷

各
力

斯
。

In的
口
is  註

卅
六

︶
、

布
力

 格
斯
︵
字
斗
叭
的
s註

卅
八
^及

全
美

教
育

學
會

教
育
政

策
委
員

會
︵

出
印
Uca-

 □
o
^
a
口
P
^
口
i
c
i
e
s
 
 
 
G
o
m
m
n
i
s
s
i
o
n
。
堵

出
卜

 
註
卅
八
^
等
所

提
出
之

 中
等

學
校

功
能

而
為

下
列

六
項

︵
註
卅

九
︶
．

 山
適
應
的
功
能
c A印

邸
七

斗
iVe   FUnc士

ion ︶
|Jh

 0
^
統

整
的

功
能

。
口
口
t
e
的
r
a
汁
i
n
的
F
^
^
^
汁
i
o
口

^
 
^

 固
分
化
的
功
能

^^
if
咕
erent斗

a汁
片
n凹

吋
^nc十

片
on ^ |^t

 山
民

主
化

的
功
能

^
^
e
m
o
c
r
a
斗

i
z
 
i
n
吶

F
U
n
c
汁

^
^
n
 
^
 
i
h

 付
深
造
的
功
能
︵
 Pre匕

arat ion寸
or   FUr斗

her  S十
臼
(iy

 ︶
^

 份
試

探
的

功
能

︵
曰

M
廿

口
o
r
a
斗

i
o
n
 
^
 
o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校
長
郭

為
藩

先
生
於

「
從
國

民
教

育
的
功

能
談
教

育

 政
策
」
一
文
中
提
出
國
民
教
育
之
功

能
有
三
︵

註
四
十
^
 
i

 第
一

、
陶

冶
民

族
精

神
，

使
民

族
文

化
得

以
延

續
^

 第
二
、
保
障
教
育
機
會
平
等
，
促
成
人
盡
其
才
與
社
會
融
和
的

民
主
社
會
目
標
^

 第
三
、
充
實
國
民
生
活
基
本

知
能
，
提

高
生
產
力

，
為
國
家

的
現
代

化
與



 我
國

之
國

民
教

育
包

含
國

民
小

學
與
國
民
中
學
二
階
段
之
教
育
，
此
二
種
學

 校
之

實
際

設
施

，
雖

應
依

學
生

身
心

發
展
階
段
之
不
同
特
性
，
而
有
繁
簡
之
不
同

 ，
就

其
大

項
功

能
而

言
，

則
大

體
相

若
。
愛
依
此
假
定
，
參
酌
前
述
各
家
意
見
，

 提
出

下
列

數
項

作
為

「
國

民
教

育
之

功
能

」
以
供
參
考
；

 □
陶

融
民

族
精

神
；

此
即

一
般

所
謂
「
統
整
」
的
功
能
。
殷
格
力
斯
^ In-

 g^ i S ︶
於
其
手
著
「
中
等
教
育
原
理
」

一
書

中
所

提
中

學
教

育
六

大
功

能
第

二
 條
「
統
整
的
功
能
」
項
．
下
有
云
；
「
為
發

展
國

民
同

心
並

統
一

思
想

、
習

慣
、

理

 想
及

標
準

，
以

增
進

國
家

社
會

之
團

結
一

致
起
見
，
乃
有
此
統
整
功
能
之
要
求
。

 我
們

必
須

使
學

生
有

完
整

的
普

通
知

識
，

共
同
的
行
動
及
共
同
的
理
想
，
如
此
，

 方
能

化
除

文
化

、
職

業
、

宗
教

等
各

方
面
之
矛
盾
衝
突
，
以
達
於
國
民
統
一
之
地

 步
」

︵
註

四
十

二
︶

。
於

此
可

知
所

要
統
整
者
，
主
要
乃
民
族
之
精
神
。
陶
融
民

 族
精

神
為

國
民

小
學

之
主

要
工

作
，

然
單

由
小
學
負
責
猶
有
不
足
，
尚
須
國
中
肩

 員
大
部
分
之
責
任
心
欲
達
乎
此
，
則
宜
實
施
民
族
精
神
教
育
p加

強
國
語
、
國

國
民

教
育

之
功

址

 生
活
素
質
的
提
高
奠
定
基
礎

。

林
本

教
授

曾
參

酌
中

西
學

者
學

說
意
見
及
其
於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所
做
中
學

 目
標

及
功

能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

並
按

社
會
實
際
情
況
提
出
國
民
申
學
之
功
能
有

 下
列

七
項

︵
註

四
十

一
︶

；

 山
民
族
精
神
之
統
整
;

 cYr生
活

教
育

之
供

應
;

 co職
業

陶
冶

之
實

施
：

 固
個

性
之

試
探

及
指

導
^

 固
升
學
之
預
備
;

 份
基

礎
教

育
之

延
續

與
加

強
^

 7︶
地
方
社
會
之
適
應
與
領
導
。

 林
本

先
生

復
於

每
一

功
能

項
下

均
按
實
際
情
況
提
出
若
干
具
體
功
能
，
思
精

 而
意
駭
，
至
具
參
考
價
值
。

 文
及
本
國
史
地
等
學
科

之
教
學

;傳
授

固
有
文

化
及
道

德
二

激
發
愛

鄉
愛
國

之

 情
緒
｜
以
喚
起
民
族
意
識
，
使
國
民

以
身
為

申
國
人
為

榮
丁
以
實

踐
民
族
文

化

 ，
使
國
民
在
行
為
表
現
上

真
正

地
成

為
中
國

人
^以

覺
醒

民
族

危
機
，

便
國

民

 有
決
心
為
維
護
生
活
方
式
、
復
與
民

族
文
化

而
奮
鬥
︵

註
四
十
三

︶
。

 口
充
實
生
活
基
本
知
能

；
國

民
教

育
之
對

象
為

社
會
大

眾
，
必

需
使

受
教

 後
之
國
民
，
具
備
有
自
營
圓
滿
生
活

的
基
本

知
識
及
能

力
，
此
不

僅
為
國
民

小

 學
之
主
要
工
作
之
一
，
即
國
民
中
學

更
應
繼
續

加
強
。
故

學
校
必
須

提
供
各

種

 學
科
或
活
動
，
使
學
生
對
於
日
常
生

活
所
必
需

之
食
、
衣

、
住
、
行

、
物
產

等

 ，
有

基
本

的
知

識
^及

予
以

利
用

之
技

能
「
，

除
了
教
導

國
語
、
國

文
外
，

更
應

 提
供

各
種

閱
讀

．
、

說
話

、
書

寫
等
機

會
，
使
學

生
熟
練
溝

通
思

想
與
意

見
之

技
 能
︵
增
進
理
解
與
發
表
的
能
力
︶

 -對
於

日
常
生
活

所
必
需
數

、
形
、
量

的
關

 係
，
亦
應
養
成
正
確
的
理
解
與
處
理

能
力
，
並

提
供
實
際

問
題
以
發

展
其
思

考

 、
推
理
、
創
造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利
用

旅
行
、

遠
足
、

參
觀

、
野
外

採
集

 等
活
動
，
養
成
學
生
對
日

常
生
活

之
自
然

現
象

有
科
學

的
觀
察

與
處

理
能
力

;

指
導
學
生
認
識
其
所
處
的
自

然
與
社

會
的

環
境
二

供
給
青

年
衛

生
保
健

及
安
全

 的
知
識
，
養
成
保
健
的
習

慣
，
以

促
進
身

心
之

健
康
^指

導
學

生
對

音
樂

、
美

 術
、
文
學
等
有
欣
賞
的
興

趣
及
能

力
，
以
陶

冶
其
生
活
情

趣
，
並

充
實
休
閒
生

活
。

 目
供
應
生
活
教
育
；
國

民
教
育

不
僅

要
充
實

學
生
基

本
的

生
活
知

能
，
更

 應
注
重
生
活
的
實
踐
，
強

調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

技
的

均
衡
發

展
，
以

造

 成
有
精
神
、
富
理
性
、
修
儀
容
、
知

禮
節
、
守

規
矩
、
肯

服
務
的
健

全
國
民

。

 故
學
校
應
提
供
生
活
教
育
。
其
具
體

作
法
為
；

美
化
學
校

環
境
以
陶

冶
性
情

，

 並
建
立
優
良
校
風
;改

善
學
校
教

室
、
設

備
，

便
學
童

有
較
佳

學
習

環
境
，

並

 有
益
其
健
康
之
端
正
教
師

之
教
學
態

度
｜
此

為
無

形
的
心

理
環
境

，
藉

身
教
以

 陶
融
學
生
健
全
之
人
格
，

並
建
立
師

生
間
良

好
的

關
係
;充

貿
體

育
運

動
設

施

 ，
以
鍛
鍊
強
健
體
格
;
提

示
生
活

規
範
，

建
立

良
好
習

慣
，
培

養
優

良
品
德

二

 增
加
勞
動
機
會
，
培
養
勤

勉
耐
勞
之

習
慣
，

激
發

服
務
精

神
丁
供

應
課

外
活
動

 ，
指
導
從
事
有
益
活
動
，
以
培
養
善

用
餘
暇

習
慣
，
並

充
實
生
活

內
容
。

 倒
試
探
並
指
導
學
生

之
個
性
；

國
民
教

育
固

屬
有
教

無
類
的

、
機

會
均
等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一
四



 的
全

民
教

育
，

但
欲

將
智

愚
各

異
/
性

向
有
別
、
興
趣
殊
分
之
兒
童
青
年
，
均

 造
就

成
為

健
全

之
國

民
，

則
非

試
探

學
生
之
個
性
並
指
導
其
合
適
之
發
展
夕
則

 不
能

達
到

因
才

施
教

及
人

盡
其

才
之

目
的
。
事
實
上
使
每
個
分
于
均
各
得
其
所

 ，
各

展
其

長
，

不
僅

係
從

社
會

效
率

來
考
慮
，
亦
為
個
人
幸
福
而
著
想
。
惟
個

 體
潛

能
若

干
0
^
所

長
何

在
e
^
不

僅
年

幼
之
個
體
缺
乏
自
知
之
明
，
即
成
熟
之
教

 師
亦

乏
現

成
之

規
格

表
可

以
立

刻
參

照
，
而
必
須
予
以
測
試
方
得
瞭
然
。
故
學

 校
必

須
有

多
種

不
同

性
質

之
學

科
與

活
動
，
以
試
探
學
生
之
性
向
、
能
力
與
興

 趣
，

並
予

以
充

分
而

適
切

的
指

導
，

使
得
從
事
於
適
宜
之
工
作
，
而
能
勝
任
愉

 快
。

此
項

功
能

實
即

包
含

試
探

r
 
E
x
p
^
刁
廿
i
n
的
o
r
 
E
x
p
^
o
r
a
t
i
o
n

 ︶
及
輔
導
^
 
G
U
i
d
a
n
c
^
 
^
兩
項
功
能
，
其
具
體
工
作
為
；

 0設
置
多
種
學
科
、
安
排
各
類
活
動
，

以
試

探
學

生
之

能
力

、
性

向
及

興
趣

；

 0舉
行

各
種

測
驗

，
益

以
平

時
教

師
之
觀
察
，
以
了
解
學
生
之
能
力
、
適

 性
、

興
趣

及
傾

向
，

以
為

施
教
及
決
定
升
學
或
擇
業
之
依
據
呂

 0提
供

學
生

充
分

之
機

會
以

自
我

表
現
、
自
由
發
展
及
自
由
研
究
，
從
而

培
養

其
創

造
力

二

 0慎
延
優
良
負
責
之
導
師
、
訓
導
人

員
及

專
業

輔
導

人
員

以
輔

導
學

生
行

為
；

 Q充
實

經
費

設
備

進
行

輔
導

活
動

｜
包
括
學
業
的
、
生
活
的
及
職
業
的
；

 固
適

應
社

會
生

活
‥

此
為

適
應

的
功
能
。
「
適
應
」
當
不
祇
限
於
消
極
的

 順
應

、
配

合
、

及
應

變
，

要
亦

包
括

積
極
的
利
用
與
改
造
。
往
昔
之
學
校
教
育

內
容

與
社

會
生

活
脫

節
而

深
為

人
所

垢
病
呈
今
日
之
學
校
教
育
必
須
使
其
教
材

 內
容

與
社

會
生

活
密

取
聯

繫
，

以
適

合
社
會
的
需
要
，
俾
學
生
能
即
學
即
用
。

從
前

之
學

校
設

備
全

靠
有

限
經

費
以

購
置
呂
今
日
之
學
校
應
充
分
利
用
社
會
資

 源
︵

包
括

人
、

事
、

物
︶

以
幫

助
教

學
。
昔
日
之
學
校
僅
注
重
智
識
的
灌
輸
;

 今
日

之
學

校
尚

提
供

學
生

熟
悉

社
區

公
民
事
務
之
機
會
。
往
日
學
校
儘
關
起
門

來
教

導
未

成
熟

之
兒

童
成

龍
成

鳳
為

已
足
享
今
日
之
學
校
尚
應
敞
開
大
門
供
作

 社
區

活
動

之
中

心
，

並
教

導
已

成
熟

的
成
人
提
高
其
文
化
水
準
，
從
而
改
善
社

 區
生

活
。

 廿
提

供
升

學
輔

導
；

此
即

深
造

的
功
能
，
貿
亦
可
包
含
於
輔
導
功
能
之
中

國
民
教
育
之
且
標
與
功
能

 。
祇
以
國
民
教
育
雖
重
在
培
養
社
會

大
眾
為
健

全
之
國
民

，
然
對
於

部
分
可

造
 英
才
提
供
適
當
指
導
，

使
有
良

好
之

基
礎

，
俾
其

升
入

上
級
學

校
時
能

為
有

效
 之
深
造
:則

對
個
人
而

言
，
將

獲
充
分

之
發

展
而
易

於
實
現

自
我

二
對
家

庭
而

 言
。
因
有
優
秀
之
子
弟

，
將
有

改
善

生
活

，
促
進

幸
福

之
希
望

;而
社

會
上
優

 秀
人
才
愈
多
，
對
社
會
發

展
及

國
家

前
途
末

嘗
不

是
有
益

之
事
。

是
以

分
列
出

 來
而
予
以
強
調
。
准
須

注
意
者

，
若

過
分

偏
重
此

一
功

能
，
因

而
造
成

升
學

的
 狂
熱
，
學
生
盲
目
升
學
之

結
果
造

成
教

育
之
浪

費
，
易

使
國

民
中
學

︵
升
學

之
 預

備
自

．
然

是
在

國
中

階
段

實
施

︶
成
為

高
中
之
附

庸
，
而
淹

沒
其
應

有
之
一

般
 共
同
的
目
標
，
亦
非
良
策
。
至
若

有
人
因

反
對
升
學

主
義
而
欲

完
全
抹
煞

此
一

 功
能
，
則
亦
矯
枉
過
正

。
要
之

，
輔

導
確

能
因
升

學
而

獲
益
之

學
生
升

進
適

才
 適
性
之
學
校
深
造
，
力
是
正
理
。

欲
達
此

目
的
，
學

校
必
須
依

據
經
由
測

驗
、

 觀
察
及
學
業
紀
錄
所
獲

對
學
生

能
力

、
興

趣
及
性

向
之

瞭
解
，

指
導
學

生
選

擇
 志
願
投
考
的
學
校
;學

校
宜

蒐
集
並

提
供
有

關
學

校
之
資

料
或
帶

領
學

生
參
觀

 有
關
學
校
，
藉
供
學
生
選
校
之

參
考

^學
校
應
指
導
有
志
升
學
學
生
從
事
升

 學
考
試
之
準
備
。

 忖
貿
施
職
業
陶
冶
；

職
業
陶

冶
與

職
業
教

育
有
別

。
前

者
僅
在

乎
職
業

或
 生
產
勞
動
價
值
之
體
認

與
興
趣

之
引
發

，
職

業
性
向

之
試
探

，
以

及
職
業

上
基

 本
知
能
之
培
養
;而

後
者
則
重

在
完

成
職

業
之
準

備
。

國
民
教

育
到
達

國
中

階
 段
，
學
生
行
將
畢
業
，

除
部
分

學
生
外

，
多

數
學
生

於
畢
業

後
即

將
就
業

。
即

 令
預
備
升
學
之
學
生
，
將

來
終

需
從

事
一
項

職
業

。
故
於

國
中
階

段
實

施
職
業

 陶
冶
真
有
必
要
。
欲
發
揮

此
方

面
之

功
能
，

則
學

技
須
設

置
若
干

適
合

當
地
職

 業
環
境
需
要
之
職
業

課
程
，

供
學
生

依
其

志
趣
能

力
自
由

選
習

;學
校

須
介

紹
 各
種
職
業
之
概
況
｜
包
含
各
該
職

業
所
需

之
知
能
、

限
制
條
件

、
可
能
待

遇
與

 發
展
等
，
備
供
學
生
選
擇
職
業
之

參
考
二

學
校
要
輔

導
預
備
就

業
之
學
生

配
合

 其
能
力
、
性
向
、
興
趣
及
志
願
選

定
適
當

之
職
業
。

 伍
/
結
 
 
語

 國
民
教
育
之
任
務

在
培
養
全

民
為

健
全

的
現
代

國
民

，
其
成

敗
關
係

國
家

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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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七六 五

 ．
本

英
文

譯
名

採
余

書
麟

教
授

所
譯
之
名
，
其
理
請
參
閱
余
書
麟
；
「

 國
民

教
育

正
名

與
譯

名
之

辨
正
」
一
文
，
原
載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出

刊
之

國
教

世
紀

月
刊

第
三
卷
第
六
期
。
亦
收
於
余
教
授
所
著
「

 國
民

教
育

權
」

一
書

，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五
月
，
新
竹
師
專
印
行
，
頁

 二
九
｜
四
二
。

 ．
參

見
雷

國
鼎

著
；

此
較

國
民

教
育
制
度
，
國
立
教
育
資
料
館
，
六
十

 七
年
五
月
初
版
，
頁
一
一
九
。

 ．
梁

啟
超

；
「

論
教

育
當

定
宗

旨
」
載
「
飲
冰
室
文
集
」
學
術
類
下
。

 ．
若

干
學

者
以

為
國

民
教

育
始

於
新
教
育
，
實
者
清
同
治
元
年
至
清
亡

 間
之

教
育

，
仍

末
脫

「
人

才
教
育
」
之
旨
。
亦
有
謂
國
民
教
育
始
於

 清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奏

定
學

堂
章
程
之
頒
布
，
惟
據
田
培
林
先
生
所
撰

 「
國

民
教

育
之

歷
史

的
發

展
與
民
族
主
義
」
一
文
，
謂
清
末
之
小
學

 堂
教

育
只

是
初

等
教

育
而

非
國
民
教
育
，
其
詳
請
參
閱
正
中
書
局
四

 十
八

年
九

月
出

版
之

「
民

族
主

義
與
國
民
教
育
．
」
，
頁
一
五
｜
一
九

 。
民

國
初

年
雖

有
很

多
人

大
力
倡
行
「
國
民
基
礎
教
育
運
動
」
，
如

 晏
陽

初
等

人
，

亦
祇

為
民

間
行

動
。

政
府

雖
亦

推
行

，
惟

或
與

國
民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發
展

之
前

途
至

鉅
。

故
買

施
之

際
慎

懸
目
標
、
明
示
功
能
，
以
為
編
製
課
程
、

 安
排

活
動

以
及

從
事

評
鑑

之
依

據
，

至
屬
必
要
。
黛
配
合
國
家
教
育
法
令
，
參

 酌
專

家
學

者
卓

見
，

益
以

一
己

觀
念

，
試
擬
國
民
教
育
之
明
細
目
標
及
功
能
如

 上
，

以
供

參
考

。
惟

國
民

教
育

年
限

長
達
九
年
，
其
間
包
含
不
同
的
兒
童
青
年

 身
心

發
展

階
段

;
且

以
其

對
象

朱
經

選
擇
，
個
別
差
異
定
必
殊
分
，
故
仍
賴
實

 際
負

責
實

施
之

教
育

工
作

者
，

於
施

行
之
時
針
對
客
觀
情
境
而
予
更
具
體
之
分

 析
，

固
不

必
以

一
定

標
準

而
強

求
一

致
也
。
總
之
，
若
全
體
國
民
教
育
工
作
者

 能
致

力
達

成
前

述
國

民
教

育
目

標
，

發
揮
國
民
教
育
功
能
，
則
我
國
國
民
教
育

 之
成

功
可

期
，

而
國

家
前

途
自

亦
充

滿
希
望
矣
。
︵
文
載
「
教
育
資
料
集
刊
」

 五
輯
，
六
十
九
年
六
月
出
版
︶

二
六
Z

 教
育
之
本
意

相
違
｜

如
袁

世
凱

，
或
由

於
內

戰
頻
仍

，
人
民

顛
沛

流

 離
，
不
遑

寧
處
，

均
末

見
諸

實
際
。

故
汪

通
祺
於

「
新
縣

制
下

之
國

 民
教
育
」
一
書
︵
中
華

書
局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再
版

︶
第
一
頁

謂
；

 「
今
日
中
國
之
國
民

教
育
，

是
新
縣
制

下
的
國
民

教
育
，
實

與
以
往

 或
外
國
之
國

民
教
育

大
不

相
同

」
。
而

林
本

先
生
為

余
書
麟

著
「

國

 民
教
育
原

理
」
一

書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一

月
師
大

出
版
組

出
版

︶
作

 序
時
亦
謂

國
民
教

育
貿

施
綱

領
之
頒

布
為

「
我
國

填
員
貿

施
國

民
教

 育
的
開
始
」
。

 余
書

麟
^
「

國
民

教
育
原

理
」

，
師

大
出

版
組

，
五

十
三

年
一
月

初

 版
，
頁
一
九
。

 同
註
五
書
，
頁
一
九
至

頁
二
六

。

 同
註
二
書
，
自

序
。

 同
註

二
書

，
頁

一
三
五

至
一
三
六

。

 吳
研
因
、
葉

島
合
著

；
基

本
教

育
，
中

華
書

局
，
三

十
八
年

二
月

初

 版
，

頁
一

。

 同
註

九
。

 郭
為
藩
；
「
從

國
民

教
育

的
功
能

談
教

育
政
策

」
，
載

中
國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
國
民

教
育

與
現

代
化
」

，
文

景
出
版

社
，
六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
頁
一

三
。

 余
書
麟
引
常

導
之
語

釋
義
務

教
育

詞
，
載

雲
五
社

會
科

學
大
辭

典
第

 八
冊
「
教
育
學
」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五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

 頁
六

一
。

 吳
增
芥
；
「
初

等
教

育
」

，
商
務

，
三

十
七
年

六
月
再

版
，

頁
二
二

 七
。

 同
註

十
三

書
，

頁
一
。

 雷
國
鼎
講
、
張

清
鍾
記

；
「

談
小
學

教
育
目

標
之

演
進
」

，
載
教

師

 之
友
，
第
十
七
卷
八
期

，
六
十

五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出

版
，
頁
四

。

 田
培
林
；
「
國

民
教

育
之

歷
史
的

發
展

與
民
族

主
義
」

，
載

於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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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
主
義
與
國
民
教
育
」
，
頁
五

二
。

 ．
本

段
所

舉
注

意
要

點
係

參
考
下
列
資
料
增
訂
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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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呂

俊
甫

；
「

論
九

年
國

民
教
育
的
目
標
與
實
施
要
點
」
，
原
載
五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新

生
報

「
星
期
專
論
」
，
後
收
入
臺
灣
省
教
育
廳

 編
印

之
「

有
關

九
年

國
民

教
育
論
著
選
輯
」
，
六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印

 行
，
頁
一
二
至
一
九
。

 林
本

；
「

國
民

中
學

之
目

標
、
功
能
與
課
程
」
，
載
五
十
八
年
三
月

 中
山

學
術

文
化

集
刊

第
三

集
。
後
收
入
林
本
先
生
著
「
教
育
思
想
與

 教
育

問
題

」
第

二
集

，
臺

灣
開
明
書
店
，
五
十
九
年
六
月
初
版
，
頁

 一
七

四
｜

一
八

七
。

 同
註
一
五
，
頁
三
至
六
。

 紀
海

泉
；

「
小

學
課

程
研

究
」
，
正
中
書
局
，
六
十
四
年
初
版
。

此
段

與
本

文
貳

之
一

所
述

教
育
目
標
之
意
義
與
制
定
時
應
注
意
之
點

 相
呼

應
。

 王
煥

琛
；

「
社

會
需

要
兒

童
青
年
之
安
全
教
育
」
，
載
國
民
教
育
與

 與
現
代
化
一
書
，
頁
三
一
五
。

 龔
寶

善
；

「
健

全
人

格
的

教
育

」
^
載

其
所

著
「

倫
理

為
本

談
教

育

 」
一

書
中

，
臺

灣
開

明
書

店
，
六
十
七
年
四
月
初
版
，
頁
四
大
至
五

 同
註
二
四
。

 我
國

規
定

國
民

需
年

滿
二

十
歲
始
得
為
公
民
。
甫
受
畢
國
民
教
育
者

 年
齡

未
滿

二
十

歲
，

自
不

得
謂
為
公
民
。
且
以
「
未
來
」
之
「
末
」

 字
有

「
不

」
定

之
義

，
故

用
「
將
來
」
代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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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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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註
三
四

註
三
五

註
三
六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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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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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五

大
目

標
為

；
公

民
資

格
二

謀
生

^
餘

 暇
之
享
用
;家

庭
生
活
耳

及
身

心
健

康
。

 第
二
條
為
民

主
傳
統

之
欣

賞
，

筆
二
條

為
公

民
權
利

與
義
務

及
美

國

機
構
之
知
識
丁

第
七

條
為

社
會
能

力
二

第
十
四

條
為
與

世
界

社
區
關

 連
之

自
覺

。
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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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參
考
林
本

；
「
現

代
的
理

想
中

學
生
」

，
臺
灣

開
明

書
店
，

五
十

 四
牢

四
月

初
版

，
頁

四
五

至
八
四
。

 龔
寶
善
；
「
公

民
教
學

的
新

趨
勢
」

，
載
註

十
五

書
，
頁

一
四
九

至

 一
五

0。

 同
註

二
四

書
，

頁
一

五
一

至
一
五
二

。
 雷
國
鼎
；
「
國

民
教
育

發
展

的
趨
勢

」
，
載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學
系
主
編

；
教
育

原
理
，

偉
大

圖
書
出

版
社
，

六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
頁

三
七

五
至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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