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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而

工
介

扒
肛

紅
仁

上
爪

爪
仙

口
王

睡
示

且

 課
程

文
獻

中
，

有
關

課
程

目
標

的
討
論
，
可
謂
俯
拾
即
是
，
而
且
課
程
目

 標
是

否
應

該
採

取
行

為
且

標
的

敘
寫

方
式
，
課
程
目
標
的
確
立
是
否
應
為
課
程

 設
計

的
第

一
步

，
堪

稱
為

近
年

來
教

育
學
者
爭
論
的
重
要
課
題
。
雖
然
這
方
面

 的
爭

論
尚

未
塵

埃
落

定
，

但
課

程
學

者
採
用
行
為
且
標
，
並
以
目
標
發
展
來
引

 導
課

程
設

計
者

，
猶

如
過

江
之

繳
，

比
比
皆
是
。
所
謂
課
程
設
計
的
目
標
模
式

 ︵
 
o
b
j
e
C
t
i
V
e
 
m
O
d
e
^
 
^
 
^
合
理

模
式

︵
r
a
t
i
O
n
a
^
 
m
O
d
e
^
︶

 ，
或

是
課

程
發

展
的

教
育

工
學

︵
e
d
U
C
a
t
i
O
n
a
l
 
 
 
t
e
C
h
n
O
^
O
g
y

 斗
n
 
 
 
c
U
r
r
i
C
U
^
U
日

d
e
V
e
 
l
O
p
m
e
n
t
 
^
)
強
調
的
是
目
標
掛
帥
的
重

 要
性

，
已

成
為

目
前

課
程

設
計

或
課

程
發
展
的
主
流
，
也
發
揮
了
相
當
大
的
作

 用
。

 基
於

此
，

本
文

由
課

程
發

展
的

角
度
，
剖
析
課
程
目
標
的
重
要
性
，
探
討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類
法

，
並

且
討

論
課

程
目
標
的
來
源
、
分
析
與
敘
寫
。
文
中
一

 方
面

歸
納

學
者

對
於

各
個

主
題

的
主

張
，
另
方
面
則
闡
明
各
個
主
題
有
關
的
爭

 論
點

，
期

使
課

程
目

標
的

發
展

與
運

用
不
致
誤
入
歧
途
。

 壹
/
課
程
目
標
的
重
要

 在
各

個
領

域
中

，
目

的
都

是
指

導
活
動
的
準
則
，
可
以
賦
予
活
動
設
計
和

 實
施

的
方

向
。

目
的

若
依

其
抽

象
或

具
體
程
度
區
分
，
最
為
高
遠
的
稱
為
宗
旨

 或
目

的
，

比
較

具
體

的
則

稱
為

且
標

。
教

有
領
域
之
中
，
為
了
區
分
各
種
層
次
的

 教
育

目
的

，
也

依
具

體
程

度
，

分
別

採
用
各
種
名
稱
代
表
，
例
如
教
育
宗
旨
、

 教
育

目
的

、
教

育
目

標
、

教
學

目
標

等
。
例
如
，
美
國
以
實
現
民
主
主
義
社
會

 理
想

為
教

育
宗

旨
或

目
的

，
其

下
分

為
四
項
教
育
目
標
；
自
我
實
現
、
人
群
關

 係
、

經
濟

效
率

、
公

民
責

任
︵

註
一

︶
。
為
了
達
成
四
項
教
育
目
標
，
又
須
注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黃
 
政
 
傑

 重
許
多
特
殊
目
標
。
例

如
，
經

濟
效
率

目
標

^含
有

下
列

項
目
，

必
須

擬
訂
適

 當
的
次
層
目
標
實
施
教
學
；
職
業

知
識
、
職

業
技
能
、

職
業
選
擇

、
職
業
道

德

 、
消

費
計

劃
、

購
買

方
法

、
消

費
者

權
益
等
等

。

 其
實
，
各
個
層
次

的
目
的

是
連
續

地
存

在
，
不

容
易
斷

然
地

切
割
，

曰
此

 必
稱
為
「
教
學
目
的
」
，

彼
必

稱
為

「
教
學

目
標

」
。
如

果
將
且

的
視

為
一
條

 直
線
，
直
線
左
端
為
「
一
般
」
、
「

抽
象
」
的

層
次
，
右

端
為
「
特

殊
」
、

「

 具
體
」
的
層
次
，
則
兩
極

端
的

差
別

一
目
了

然
，

至
於
相

連
的
層

次
間

仍
然
是

 不
易
區
別
清
楚
的
。
明
乎
此
，
便

不
致
獨
斷

地
區
分
目

的
和
目
標

了
。

 如
果
且
的
或
目
標
是

活
動

的
指

導
準
則

或
方

向
，
則

教
育
是

教
育

活
動
的

 方
向
，
課
程
目
標
是
課

程
活
動

的
方

向
，

而
教
學

目
標

則
又
是

教
學
活

動
的

方

 向
了
。
課
程
目
標
和
教
育
目
標
、

教
學
目

標
有
何
不

同
0-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

 端
視
個
人
對
課
程
、
教

育
、
教

學
三

個
概

念
的
詮

釋
而

定
。
有

些
學
者

將
課

程

 視
為
教
科
書
及
其
他
教
學

材
料

，
將

教
學
視

為
教

師
在
課

堂
內
指

導
學

生
學
習

 的
活
動
，
將
教
育
視
為

利
用
經

驗
、

培
養

人
格
、

增
進

生
活
、

更
新
文

化
的

歷

 程
二
則
教
育
的
範
圍
最
為

廣
大

，
教

學
與
課

程
均

包
含
在

教
育
之

內
，

教
學
目

 標
與
課
程
目
標
均
衍
生
於
教
育
目

標
。

 但
是
課
程
目
標
、

教
學
目

標
和

教
育

目
標
三

者
，

容
或
在

功
能
或

課
程

方

 面
有
所
差
異
，
本
質
上

並
未
有

所
不

同
。

教
師
指

導
學

生
學
習

職
業
知

識
、

技

 能
與
道
德
的
教
學
活
動
，

旨
在

使
學

生
成
為

其
有

經
濟
效

率
的
人

，
而

「
經
濟

 效
率
」
的
教
學
，
則
又

指
向
民

主
主

義
理

想
社
會

的
買

現
。
基

於
此
，

教
學

目

 標
與

教
育

且
標

在
本

質
上

有
何

差
異
呢
^^‧

各
層
次

教
學
目
標

或
教
育

目
標
的

達
 成
，
必
須
有
相
當
層
次

的
課
程

設
計

以
資

配
合
，

而
課

程
設
計

的
目
標

又
何

能

 自
外
於
教
學
目
標
或
教

有
目
標

呢
e^是

故
，

課
程

領
域
之

中
，

許
多
學

者
是
不

六
一Z



教
有
目
標
文
集

 工、一z

 區
分

課
程

目
標

、
教

學
目

標
及

教
育

目
標
的
，
或
以
課
程
且
標
稱
之
，
或
以
教

 育
目

標
稱

之
，

所
涵

蓋
的

均
由

一
般

的
而
致
具
體
的
層
次
︵
註
二
︶
。

 課
程

目
標

在
整

個
教

育
活

動
中

，
所
能
發
揮
的
功
能
很
多
。
在
學
生
方
面

 ，
課

程
目

標
可

以
引

導
他

們
的

學
習

方
向
，
使
他
們
不
致
茫
無
頭
緒
地
學
習
^

 如
果

目
標

具
體

明
確

，
包

含
了

學
習

表
現
的
標
準
，
他
們
甚
至
於
可
以
自
我
評

 鑑
，

因
而

便
利

自
學

，
也

可
能

激
發

學
習
動
機
。
在
教
師
方
面
，
課
程
目
標
是

 他
們

教
學

的
指

標
，

也
是

教
師

彼
此

間
或
教
師
與
家
長
間
溝
通
的
媒
介
。
對
於

 社
會

人
士

而
言

，
課

程
目

標
是

教
學

效
率
或
績
效
考
核
的
依
據
，
更
是
促
進
學

 校
教
育
革
新
進
步
的
泉
源
。

 課
程

不
但

是
學

生
在

學
校

指
導

下
所
具
有
的
一
切
經
驗
，
也
是
學
生
學
習

 的
計

畫
。

因
此

課
程

不
但

是
回

溯
的

，
就
學
生
學
習
結
果
去
探
求
，
也
是
預
測

 的
，

必
須

事
先

加
以

規
畫

︵
黃

政
傑

，
民
七
二
︶
。
課
程
目
標
既
是
課
程
設
計

 的
方

向
或

指
導

原
則

，
是

預
見

的
教

育
成
果
，
是
學
生
經
歷
教
育
方
案
的
各
種

 教
育

活
動

後
必

須
達

成
的

表
現

^其
重

要
性
自
不
該
受
到
忽
視
。
分
析
課
程
理

 論
及

課
程

領
域

發
展

的
歷

史
，

課
程

目
標
在
課
程
的
科
學
化
運
動
中
，
最
受
重

 視
︵
註
三
︶
。
有
課
程
理
論
之
父
尊
稱

的
巴

比
特

^ BObbitt, t918,

 4
2
 
^
，

曾
經

指
出

課
程

目
標

如
何

形
成

；

 C課
程

的
口

中
心

理
論

是
簡

單
的

。
人
類
生
活
無
論
如
何
變
化
，
總
是
包

 含
了

許
多

特
定

活
動

的
履

行
。

為
生
活
做
準
備
的
教
育
，
即
是
明
確
而
適

 當
地

為
這

些
特

定
活

動
的

從
事

而
準
備
。
這
些
活
動
無
論
如
何
因
社
經
階

 層
而

變
化

多
端

，
都

是
可

以
發

現
的
。
我
們
只
要
進
入
世
界
的
事
物
中
，

 發
掘

其
個

別
成

分
即

可
。

人
們

從
事
這
些
事
物
所
需
的
能
力
、
態
度
、
習

 慣
、

鑑
賞

和
知

識
型

式
，

都
將

會
顯
現
出
來
，
成
為
課
程
目
標
。
這
些
課

 ．
程
目
標
將
是
眾
多
的
、
明
確
的
，
而

且
是

詳
盡

的
。

 根
據

這
個

說
法

，
巴

比
特

發
現

了
課
程
目
標
的
十
大
領
域
，
並
在
此
十
大

 領
域
之
下
，
列
出
了
一
百
九
十
六
個
主

要
目

標
c
 
B
O
b
b
i
t
t
,
 
i
9
2
4
 
^

 。
和
巴
比
特
同
時
的
查
特
斯
c
 
G
h
a
r
t
e
r
s
,
 
1
9
2
3
 
^
，

也
分

析
師

範
教

 育
和

女
于

教
育

課
程

的
目

標
，

使
得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析
，
蔚
為
當
特
課
程
設
計

 的
一
般
風
氣
。

 一
九
一
二
0
至
一
九
四
0
年
代

，
以

課
程

目
標

為
主

的
課

程
科

學
化

運
動

開

 始
瓦
解
，
因
為
教
師
無
法
處
理
五

十
個
特

定
且
標
，

遑
論
成
百

上
千
個
了

。
而

 且
，
兒
童
中
心
的
觀
點
再
受
重
視
，
兒

童
被
視
為

主
動
、
生

長
的
個
體

，
不
是

 複
雜
的
機
器
，
兒
童
主
動
參
與
自

己
教
育

計
畫
的
建

立
，
設
計

自
己
的
學

習
情

 境
，
與
課
程
目
標
所
植
基

的
教
育
預

備
說
，

背
道

而
馳
︵

 E
isn

er
,  

  
i96

7

b
^
 
o 一

九
四

0
年

代
下

半
期

到
一

九
六

0
年
代

，
且

標
在

課
程

設
計

上
的

重
要

 性
，
再
度
受
到
重
視
^
學
者

不
但

重
拾

且
標
引

導
課

程
設
計

的
主
張

，
並

發
展

 目
標
分
類
的
方
法
^
閩
明
目
標
的
敘

寫
方

式
。

例
如

泰
勒

︵
T
y
l
e
r
,
 
i
9
4
9

 ︶
和
赫
利
克
︵
江
e
廿
廿
片
c
^
^
 
 
 
 
1
9
6
5
 
︶
均
主

張
目
標
明

確
的
重
要

性
^
布

 魯
姆
等
人
︵
B
^
O
O
m
 
 
 
e
t
 
 
 
a
^
:
 
 
1
9
5
6
 
︶
發
表
認
知
領
域
目
標
分
類
法

 丁
梅
澤
︵
 Mager^    1962 ︶

提
倡

行
為

目
標

的
敘

寫
方

式
二

克
拉

瓦
等

人

 ︵
 
K
^
^
^
^
^
^
^
^
 
 
 
e
t
 
 
 
a
^
:
 
 
^
9
6
合
︶
發
表
情
意
領
域
目
標
分
類
法
。

 一
九
六
0
年
以
降
，

雖
然
課
程

目
標
的

存
在

及
敘
寫

方
式
，

引
起

許
多
爭

 論
，
然
而
課
程
目
標
並
未
由
教
育

舞
台
上

消
失
，
反

而
成
為
有

關
課
程
設

計
著

 作
的
必
要
章
節
。
課
程
學
者
稱
呼
以

詳
列
課

程
目
標
指

導
課
程
設

計
的
方
式

，

 為
課
程
設
計
的
且
標
模
式
、
合
理

模
式
，

或
為
課
程

發
展
的
工

學
︵
註
四

︶
。

 課
程
且
標
在
課
程
設
計
或
課
程
發
展
上
的
地
位
，
泰
勒
︵
^
．
W
．
T
y
-

 ler ^  ^塔
巴
︵
 H.   Taba ︶

 ^^惠
勒

︵
 D.K.   Whee^ er ︶

 ^^龍

 渠
︵
 D.   RO^ntree ︶

等
人

，
均

曾
提

出
透
徹

的
分
析

。
泰

勒
主
張

的
課

 程
理
論
，
稱
為
「
泰
勒
法
則
」
或
「

泰
勒
理

論
」
，
其

申
揭
業
課

程
發
展
的

四

 個
基

本
步

驟
︵

見
圖

一
︶

。

 廿
學
校
應
該
達
成

何
種
教
育

目
的
c
^

 □
為
達
成
這
些
目

的
，
應
提

供
何
種

教
育

經
驗
0
^

 目
這
些
教
育
經
驗

應
如
何
有

效
地
組

織
起

來
^
i

 例
如
何
確
定
教
育
目
的
達
成

與
否
0
^

 塔
巴
︵
^
a
b
a
,
日
6
2
 
︶
繼

泰
勒

之
後

，
提

出
系

統
的

課
程

發
展

程



學
習
者

富
代

生
活

學
科

專
家

 ，□

學學
 1．宗旨、目的、即標

Z

 5．評鑑

 2．選擇學習經驗

 3．選擇內容

 4．組織並統整學習經驗和內容

惠勒的課程設計模式
 (仙ee^er^   1967.3

惠
勒

提
出

的
課

程
發

展

 歷
程

，
共

包
含

五
步

驟

 ︵
參

見
圖

二
︶

．

 □
選

擇
宗

旨
、

且
的

 和
目
標
。

 □
選
擇
學
習
經
驗
，

 以
達

成
宗

旨
、

目

 的
和
且
標
。

目
選

擇
內

容
或

教
材

以
便

提
供

某
種

可

 能
的
經
驗
。

回
依

據
學

校
和

教
室

 內
的
教
學
歷
程
，

組
織

及
統

整
學

習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序

 廿
評

估
需

求
。

 □
形

成
且

標
。

 "
"
"
"
"
。

 何
組

織
內

容
。

 固
選
擇
學
習
經
驗
-

 付
確

定
評

鑑
對

象
代

方
式

與
工

具
。

 圖
一

；
泰

勒
的

課
程

評
 計

模
式

︵
 
T
y
^
e
r

 目
標
+
內
容

 19令
9 ︶

 組
織
+
評
鑑

 回
評
鑑
□
回
回
步
驟
，
在
達
成

宗
旨
、
目

的
和
且
標

上
的
效
果

。

 龍
渠
的
教
育
工
學
模

式
，
包

含
了
四

個
基

本
步
驟

︵
見
圖

三
^?

 廿
確
認
目
的
；
在

此
步
驟

中
，
不

但
要

分
析
科

目
的
目

的
，

而
且
要

分

 析
學
生
背
景
，
建
議
具
體

目
標
，
考

慮
評
鑑
學

生
的
方
法

。

 □
發
展
必
要
的
學
習

經
驗
；

分
析

達
成
目

標
的
必

要
條

件
，
思

考
所
要

 包
含
的
教
材
範
圍

，
確

定
學

習
的
因

素
和

順
序
，

確
定
協

助
學

生
學

 習
的
策
略
，
選
擇

適
當

的
教

學
媒
體

和
材

料
，
準

備
學
習

經
驗

︵
詳

 細
地
構
想
腳
本
或
只
要
簡

略
的
討
論

題
綱
︶
。

 曰
評
鑑
學
習
經
驗

達
成
目

的
之

效
果

；
使
學

生
試

用
所
設

計
的
學

習
經

 驗
，
評
鑑
學
習
的

結
果

並
加

以
分
析

。
如

果
不
滿

意
，
則

加
以

修
正

 ，
再
試
用
^如

果
滿

意
，

則
正

式
使
用

，
追
踝

結
果

。

 凹
根
據
評
鑑
結
果
，
改
進
學

習
經
驗

，
使
其
更

能
達
成
目

標
。

 龍
渠
的
教
育
工
學
模
式

顯
示
，

課
程

發
展
是

循
環
的

工
作

，
「
改

進
」
可

 以
針
對
「
學
習
的
設
計
」
，

甚
至
於

是
「

目
標
」

或
「
評

鑑
過

程
」
本

身
。
而

 且
，
課
程
發
展
受
到
某
些
因

素
的
限

制
，

例
如
學

校
教
育

的
性

質
，
可

用
的
時

 間
、
空
間
和
資
源
，
大
眾

傳
播
的

影
響

等
等

。
但
是

，
這

些
限
制

並
非
不

能
突

 破
。

 上
述
的
模
式
，
雖
然

詳
簡
不

同
，
其

課
程

發
展
的

路
徑
或

為
直

線
式
或

為

 循
環
式
，
但
是
都
具
有
共
同

的
特
徵

，
那

就
是
以

目
標
的

選
擇

、
分
析

和
確
認

 為
課
程
發
展
的
起
點
。
課

程
目
標

一
旦
確

定
了

，
以
後

的
各
種

課
程

設
計
活

動

 ，
便
完
全
環
繞
看
它
。
活
動
和
內

容
本
身

的
價
值
此

較
不
受
重

視
，
它
們

的
存

 在
，
完
全
有
賴
於
對
達
成

課
程
目

標
可
能

的
貢

獻
。
所

謂
評
鑑

，
亦

旨
在
探

討

 課
程
且
標
是
否
達
成
，
活

動
和
內

容
是
否

有
助

於
達
成

課
程
目

標
。

在
這
種

課

 程
發
展
模
式
中
，
目
標
常

常
被
視

為
活
動

的
終

點
^或

者
是

高
懸
在

人
類

活
動

 之
外

，
這

種
觀

念
是

杜
威

︵
 J.De^ey ︶

所
抨

擊
的

︵
轉

引
自
ZaiS ,

 1
9
7
6
,
 
 
 
 
2
9
8
︶
；

 目
的
是
活
動
過

程
中
預
見

的
結
果

，
用

來
賦
予

活
動
意

義
，

指
導
活

六
二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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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

 動
未
來

的
方

向
。

「
目
的

」
絕

不
是
行

動
的
終

點
 ，
而
是

思
慮
的
結

果
，
而
為

行
動
轉
向

的
樞
紐

。
 有

鑑
於

此
，

許
多

學
者

提
出

課
程

發
展

的
過

程
模

式
 ︵

 proces s    mode^︶
，

認
為

內
容

、
活
動

及
問

 題
本
身
即
有

價
值
，

不
需
依
附

目
標
而
存

在
，
只
要

訂
定

 了
程
序
原
則
^     princip^eso巾

 ^^n^c^．
 d^re丫

即
可
據
以
選
擇
內
容
、
安
排
活
動
、
組
織
問
題

 ，
發

展
適
切
的

課
程
以
供
學

生
學
習

︵
註
五
︶
。

 雖
然
如

此
，

課
程

目
標
的

功
能

並
不
能

完
全
由

程
序

 原
則
所
替
代

，
而
且

即
使
採
用

程
序
原
則

作
為
選
擇

內
容

 、
活
動
和
問

題
之
依

據
，
課
程

工
作
者
至

少
仍
然
需

要
比

 較
高
遠
的
課

程
目
標

，
以
為
課

程
發
展
的

指
針
。

 貳
、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類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類
，
一

向
為

課
程
學

者
所
重

視
。

事

 物
的
分
類

，
一

力
面

可
用
以

促
進

該
事
物

有
關
知

識
之

溝
 通
，
另
方
面
有
助

於
事
事
物

物
彼
此
關

係
之
了
解

，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類
亦

是
如
此
。

課
程
且
標

包
羅
萬
端

，
覆
蓋

極
 廣
，
如
果
沒
有
簡

約
的
系
統

，
可
以
適

用
於
各
個

學
門
的

 課
程

發
展
，
人

員
之

間
要

能
彼
此

溝
通

經
驗
，

便
屬
不

易
 。
有
了
適

當
的
分

類
系
統
，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彼
此

之
對
話

 ，
便
可
以

採
取
類

名
來
稱
呼

或
剖
析
課

程
目
標
。

由
於
目

 標
分

類
系
統
本

身
，

也
隱

含
看
各

類
課

程
目
標

間
之
關

係

 ，
因
此
善
加

運
用
將

有
助
於
課

程
工
作
者

對
此
間
關

係
之

 理
解

。
在
賈
際

運
用

方
面

，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類

，
有
助

於
 通

盤
了
解

發
展

完
成

的
課
程

，
是

否
具
有

周
延
、

均
衡

及

 適
切
的
目

標
。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類

，
有

垂
直

的
和

水
平

兩
個

角
度

。



 ̂就
垂

直
的

角
度

觀
之

，
課

程
目

標
包

含
了
一
般
性
的
而
至
特
殊
性
的
，
或
高
遠

 的
而

至
切

近
的

一
系

列
目

標
。

例
如

教
育
宗
旨
相
當
高
遠
，
是
我
國
各
級
各
類

 教
育

機
構

共
同

遵
照

的
目

標
：

教
育

宗
旨
之
下
，
有
各
級
各
類
學
校
教
育
目
的

 ︵
目

標
︶

，
規

定
各

級
各

類
學

校
努

力
的
方
向
^各

級
各
類
學
校
教
育
且
的
之

 下
，

則
有

各
科

各
組

教
育

目
標

、
學

科
或
科
且
教
育
目
標
。
每
課
或
每
單
元
教

 育
目

標
。

課
程

目
標

如
此

層
級

地
排

列
，
怡
似
一
個
金
字
塔
形
，
底
層
且
標
逐

 步
達

成
之

後
，

最
終

目
標

也
就

可
以

達
成
。

 一
、

課
程

目
標

的
垂

直
分
類

 將
且

標
垂

直
地

分
析

出
各

種
高

低
不
同
的
層
次
，
旨
在
提
供
教
育
工
作
者

 接
近
具
體
的
目
標
，
以
便
能
一
箭
中

的
。

傑
衣

斯
^
 
Z
a
i
s
,
 
1
9
7
6
,
 
3
0
5

 ︶
以
目
的
︵
 pUrpOses ^來

概
括
宗
旨
︵
 aims ︶

、
目
的
︵
叭
Oa^ S

 ︶
和
目
標
^
 
 
o
b
j
e
C
t
i
V
e
s
丫
二
者
，
就
曾
指
出
這
項
功
能
；

 目
的
︵
 
p
U
r
p
O
s
e
s
 
^
如
同
靶
于
一
樣
，
愈
近
愈
容
易
打
中
。
例

 如
相

當
切

近
的

目
的

｜
｜

「
學
習
二
加
二
」
，
並
不
難
以
達
成
。
這

 個
靶

予
很

近
，

容
易

看
得

清
楚
，
可
以
用
目
標
二
字
代
表
。
但
是
學

 校
為

何
需

要
達

成
這

一
個

且
標
呢
0^也

許
答
案
是
；
「
為
了
使
學
生

 能
夠

了
解

量
的

關
係

」
。

這
個
陳
述
，
比
起
二
加
二
的
且
標
，
仍
然

 是
個

可
見

的
靶

子
，

只
是

較
為
遙
遠
、
較
難
擊
中
而
已
，
可
以
用
「

 且
的

」
︵

仇
Oa^ S ︶

二
字

代
表
‥
‥
可
是
為
什
麼
學
生
應
該
了
解

 量
的

關
係

呢
^i如

果
答

案
是

；
「
使
學
生
自
我
實
現
」
，
則
我
們
將

 愛
受

極
大

壓
力

。
這

一
個

靶
于
十
分
遙
遠
，
有
如
地
平
線
上
一
個
針

 點
，

可
以

稱
為

「
宗

旨
」

。
怎
樣
才
能
協
助
學
生
達
成
自
我
實
現
呢

 eLi「
怎
樣
」
即
顯
示
教
育
事
業

的
長

程
問

題
。

課
程
目
標

的
水
平

分
類

 廿
課
程
宗
旨

c
 
c
U
r
r
i
c
U
^
U
m
 
a
i
m
s
︶
；

是
對
於

所
期

望
的

生

 活
結

果
c
 
l
叫

巾
e
 
o
U
t
c
o
m
e
s
 
^
加
以
敘

述
，

和
學
校

或
教

室

 的
結
果
沒
有
直
接
關
聯

。
亦
即

，
這
個
靶

于
不
在
學

校
情
境
之

內
，

 而
是
在
學
生

完
成
學

業
後

，
在

其
餘
的

生
命

期
間
去

完
成
的

，
例

如

 自
我
實
現
、
倫
理
性
格

、
公
民
責

任
等
都
是

。

 □
課
程
目
的
^
 
 
c
U
r
r
i
c
U
^
U
m
 
g
o
a
l
s
 
︶

；
指
學

校
的
結
果

，

 可
以
用
來
代
表

某
一

學
校

的
或
整

個
學

校
系
統

的
目
的

。
一

般
言
之

 ，
課
程
目
的
是
長
程
的

，
不
是

教
室
教
學

之
內
可
以

立
即
評
估

的
。

 例
如
文
學
欣
賞
、
批
判
地

思
考
或
閱

讀
、
美
國

文
化
遺
產

的
知
識

、

 公
民

事
務

的
興

趣
都

屬
之

。

 日
課

程
目

標
c
 
c
U
r
r
i
c
U
^
U
m
 
o
b
j
e
c
t
i
V
e
s
 
^
；
指

教
室

 教
學
最
切
近

特
殊
的

結
果
。

一
般

言
之
，

課
程
目

標
在

每
日
運

作
的

 課
程
中
發
現

，
可
以

立
即
評

估
其

達
成
程

度
。
例

如
「

學
生
能

正
確

 解
答
五
題
二

元
方
程

式
中
的

四
題

」
、
「

學
生
能

由
每

一
角
度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
、
「
學

生
能
熟

悉
化
學
原

則
」
等
都

是
。

 課
程
目
標
的
層
次

區
分
，

只
是

為
了

便
於
理

解
、

溝
通
和

操
作
，

使
抽

象

 的
和
遠
程
的
目
的
化
為
具

體
和
近

程
的

目
標
，

易
於
逐

步
完

成
。
課

程
學
者

賦

 予
各
層
次
目
標
一
個
．
名
稱
，

並
非
意

指
課
程
目

標
可
以
明

確
地
劃
分

^曰
此
為

 宗
旨
、
彼
為
且
的
。
由
課

程
目
標

的
層

次
區
分

所
獲
得

的
啟

示
是
，

宗
旨
、

目

 的
、
目
標
是
連
續
的
，
要

達
成
高

層
次

的
目
標

，
必
須

先
達

成
低
層

次
的
目

標

 。
適
切
地
指
認
達
成
某
一
高
層
目

標
須
先

達
成
的
低

層
目
標
，

乃
成
為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的
百
要
之
務
^
而

如
何
在
轉

化
過

程
之

中
不
發

生
錯

誤
，
更

是
當
務

之

 急
。
此
外
，
各
層
次
的

課
程
目

標
是

否
具

有
合
理

的
順

序
，
同

層
次
的

各
目

標

 是
否
有
重
疊
或
遺
漏
，
也
是
不

可
忽
略

之
間
題
。

 基
於

區
分

目
標

層
次

的
需

要
，

傑
衣

斯
也

進
一

步
解

釋
課

程
目

的
之

三
個

    水
平

分
類

係
就

某
一

層
次

的
所

有
課

程
目

標
，

依
其

種
類

之
異

同
加

以
分

 層
次
^
 
p
p
.
^
0
6
-
7
 
^
；
 
 
 
 
 
 
 
 
 
 
 
 
 
 
 
 
 
 
 
 
 
 
 
門
別
類
，
以
作
為
課
程
發
展
之
依
據
。

課
程
學
者

相
當
重
視
此

種
分
類
方
式

，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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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上
、

 @
t
 
夕

 因
此

發
展

出
來

許
多

種
分

類
方

式
。

例
如

事
實

︵
巾

aCts ︶
、

技
能

︵

 ski^ l s ^︶
 r態

度
^  attitUdes ︶

 ^ih主
學
習
︵
 primary

 ̂
e
a
r
n
i
n
g
 
︶

、
副

學
習

^
 
 
a
s
s
O
C
i
a
t
e
 
l
e
a
r
n
i
n
的

︶
、

附
學

 習
︵

 
c
O
n
c
O
r
^
i
 
t
a
n
t
 
l
e
a
r
n
i
n
g
︶

i
h
求

生
技

巧
的

目
標

︵
 
l
i
-

 ̂
e
s
k
i
^
^
 
o
b
j
e
C
t
i
V
e
s
 
^
 
^
^
方
法
的
^
D
標
^
 
m
e
t
h
O
d
^
^
^
g
i
C
a
l

 o
b
j
e
C
t
i
V
e
s
 
^
 
^
^
內
容
的
^
D
標
^
 
c
O
n
t
e
n
t
 
 
 
o
b
j
e
C
t
i
V
e
^
︶

 ̂
認

知
目

標
^
 
c
O
g
n
i
t
i
V
e
 
 
 
o
b
j
e
C
t
i
V
e
s
 
^
、

技
能

目
標

c
 
P
s
y
^

 c
h
O
^
O
t
O
r
 
 
 
o
b
j
e
C
t
i
V
e
s
^
 
^
p
情
意
且
標
c
 
a
f
f
e
C
t
i
V
e
 
 
 
O
b
-

 j
e
C
t
i
V
e
s
 
^
。
以
下
分
別
說
明
各
種
水
平
的
分
類
方
式
。

 廿
事

實
、

技
能

、
態

度

 此
種

分
類

方
式

，
長

期
以

來
支

配
看
課
程
目
標
的
組
識
和
設
計
，
雖
然
目

 扛
凹
^^經

不
適
用
，
但
一
般
人
仍
然
知
道

。
依

據
此

種
分

類
方

式
，

課
程

目
標

區

 分
為

事
實

、
技

能
和

態
度

三
方

面
的

學
習
。
所
謂
事
實
，
包
含
了
許
多
訊
息
、

 不
管

是
資

料
、

意
見

、
概

念
。

所
謂

技
能
係
指
能
夠
表
現
或
實
行
，
例
如
閱
讀

 、
寫

作
、

書
寫

、
表

演
、

語
言

溝
通

、
批
判
性
地
思
考
等
等
均
是
。
所
謂
態
度

 ，
則

指
對

於
各

種
刺

激
來

源
的

傾
向

或
感
受
，
例
如
喜
好
、
趣
味
、
需
要
等
︵

 註
六

︶
。

下
列

三
個

目
標

是
醫

科
學

生
在
「
藥
物
治
療
」
一
科
中
，
應
該
學
習

 的
︵

 
R
O
^
n
t
r
e
e
,
 
 
 
 
1
9
8
2
,
 
 
 
4
7
 
^
?

 ̂4知
道

各
種

可
能

的
治

療
方

法
︵
事
實
或
知
識
︶
。

 di能
引
發
病
人
的
期
望
，
判
斷
其

接
受

某
種

治
療

的
可

能
性

︵
技

能
︶

。

 工
關

心
病

人
對

於
癥

狀
和

治
療

的
觀
念
與
感
受
︵
態
度
︶
。

 事
實

、
技

能
、

態
度

三
者

，
並

非
截
然
可
以
畫
分
。
事
實
的
學
習
包
含
了

 許
多

技
能

，
同

時
也

包
含

了
對

於
事

實
或
事
實
學
習
的
態
度
。
態
度
除
指
文
字

 上
所

陳
述

者
外

，
也

包
含

實
際

行
為

所
隱
含
的
價
值
和
偏
好
。
技
能
所
包
含
的

 可
以

是
認

知
的

︵
例

如
文

學
批

評
或

問
題
解
決
︶
、
心
理
動
作
的
︵
例
如
彈
琴

 ︶
或

情
意

的
︵

例
如

心
理

諮
商

︶
。

由
此
可
見
，
分
類
系
統
對
於
經
驗
和
現
象

 的
了

解
、

處
理

，
頗

有
幫

助
，

卻
難

以
精
確
地
代
表
實
際
現
象
。

 □
主

學
習

、
副

學
習

、
附

學
習

 比
較
早
期
，
我
國
教
育
界

根
據
克
伯

屈
^^．

H．
^i^patri^︶

 的
理
論
，
區
分
課
程
目
標
為
主
學
習
、

副
學
習
、

附
學
習
為

學
習
時
直

接
所
欲

 達
成
的
目
的
，
其
內
容
可
以
是
知
識
，

也
可
以
是

技
能
或
是

理
想
、
態

度
。
副

 學
習
係
指
相
關
知
識
或
技

能
的
學

習
而

言
，
附

學
習
則

指
有

關
的
理

想
態
度

之

 學
習
。
課
程
發
展
以
主
學

習
為
主

要
依

據
，
但

同
時
也

注
意

相
關
知

識
、
技

能

 、
態
度
的
學
習
。
教
學
時

:如
果

同
時

注
意

此
三
方

面
的
學

習
，

則
符
合

所
謂

 的
「
同
時
學
習
原
則
」
。

茲
以
國

中
國

文
科
「

木
蘭
詩

」
一

課
為
例

。
木
蘭

詩

 為
敘
事
之
樂
府
詩
，
旨
在

描
述
木

蘭
代

父
從
軍

之
故
事

，
其

忠
孝
兩

全
之
高

尚

 志
節
及
從
軍
十
二
年
末

被
發
現

為
女

郎
之

趣
味
，

貫
穿

全
詩
。

本
課
之

目
標

如

 左
；

 1^4認
識
本
課
之
生

字
與
新
詞
︵

主
學
習

︶

 二
明

瞭
本

篇
之

文
義

︵
主

學
習
︶

 工
瞭
解
本
篇
之
體
裁
與
作

法
︵
主
學

習
︶

 ̂^d^能
應
用
本
篇

文
字
及
寫

作
技
巧
撰
寫

敘
事
文

︵
主
學
習
︶

 三
明
瞭
本
詩
成
詩
的
時
代

背
景
與
詩

中
之
主
角

︵
副
學
習

︶

 乙
明

瞭
軍

隊
的

組
織

︵
副

學
習
︶

 兀
養

成
高

尚
的

愛
國

情
操

︵
附
學

習
︶

 乙
養

成
孝

親
的

精
神

︵
附

學
習
︶

 再
以
歷
史
科
「
太
平

天
國
」

的
單

元
為
例

，
課
程

發
展

者
的
目

標
，
不

只

 是
傳
授
學
生
有
關
太
平

天
國
的

史
事
而

已
，

尚
在
於

教
導
學

生
學

習
有
關

的
地

 理
知
識
、
宗
教
知
識
及

政
治
技

巧
，
並

由
此

培
養
愛

國
家
愛

民
族

之
精
神

，
以

 及
對

於
種

族
相

處
之

正
確

態
度

。

 主
、
副
、
附
三
類
目

標
的

區
分

，
可
以

擴
大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及
教

師
的
視

 野
，
教
育
不
但
應
該
重

視
主
要

知
能
的

傳
授

，
同
時

應
該
注

重
相

關
知
能

的
教

 學
和
人
格
的
陶
冶
。
然
而
這
種
目
標

區
分
方
式

，
至
少
具

有
三
點
困

難
。
第

一

 點
，
主
、
副
、
附
三
種

目
標
的

用
語
，

暗
示

著
主
學

習
比
副

學
習

和
附
學

習
重

 要
，
因
此
主
學
習
仍
為
課
程
仍
為

課
程
與
教

學
的
核
心

，
而
副
學

習
和
附

學
習

 則
受
到
忽
視
。
第
二
點
，
主
、
副
、

附
三
種
目

標
之
下
，

未
有
進
一

步
的
細

且



內容且標

方法目標

來源 目標的種類

社會人士對

於未來需求

的期望

對於學者

專家從事的

活動之分析

對於教材和

人類知識

結構的分析

求生技巧的目標

入

 六又二斗丁X是芷的來源

 ̂^L^^達成^有助於達成y

 又一一^^ y對於又的觀點，影響教學Y時所用的策略。

 圖四:龍渠對於目標的分類( RoWn^ree,   1982,   63 )

 指
引

，
因

此
一

般
的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和
教
師
，
不
易
據
以

 撰
寫

良
好

的
目

標
。

以
主

學
習

言
之

寸
記
憶
及
理
解
仍
為

 主
要

的
課

程
目

標
方

而
較

高
層

次
的

目
標
諸
如
分
析
、
綜

 合
、

評
鑑

等
分

則
不

多
見

。
第

三
點

，
撰
寫
主
、
副
、
附

 三
種

目
標

時
，

常
常

使
用

含
糊

的
字

眼
，
而
且
多
半
由
教

師
的

角
度

出
發

占
對

於
評

鑑
和

學
習

過
程
的
指
引
作
用
不

 大
。

 曰
求

生
技

巧
的

目
標

、
方

法
目

標
、
內
容
目
標

 龍
渠
︵
 ROwnltree,   1982,   62-73    ︶

將
課

 程
目

標
分

成
三

大
類

：
求

生
技

巧
的

目
標
、
方
法
目
標
及

 內
容

目
標

︵
見

圖
四

︶
。

求
生

技
巧

的
目
標
衍
生
於
社
會

 對
於

未
來

需
求

的
期

望
。

未
來

的
社

會
，

將
具

有
下

列
現

 象
：

兒
童

更
為

早
熟

、
人

類
壽

命
更

長
宵
對
於
非
技
術
勞

 力
的

需
求

較
少

片
具

有
更

多
的

休
閒

時
間
，
性
別
角
色
差

 異
減

少
寸

遭
遇

多
種

族
、

汎
文

化
的

情
境
增
加
夕
需
要
終

 生
的

教
育

，
更

強
調

團
隊

工
作

以
解

決
各
種
問
題
，
知
識

 不
斷

地
爆

發
等

︵
 p.^2 ︶

。
基

於
此

，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根
據

下
列

問
題

方
建

立
目

標
，

因
應

未
來
社
會
需
要
，
乃

 勢
所
必
然
︵
 p.^4 ︶

 i

 t^4我
們

能
增

長
兒

童
多

少
的

智
力
eq能

維
持
其
成

 長
嗎

^
^
i
能

教
導

兒
童

如
何

思
考
嗎
b
i
能
教
導
他

 們
如

何
學

習
或

再
學

習
嗎

^^^能
教
導
他
們
人
類

 所
有

的
求

知
方

式
嗎

^^i能
教
導
他
們
與
他
人
共

 享
學

習
成

果
，

或
以

各
種

方
式

與
他

人
溝

通
嗎

 oi我
們

能
教

導
兒

童
學

習
下

列
事
項
嗎
e^山

在
不

 確
定

和
緊

張
之

中
生

活
h
2
︶

避
免

情
緒

傷
害

和

 生
長
阻
磚
，
0
0
疏
解
恐
懼
和
侵
略
性
^
例
相
信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學
生

目
前

的
需

求
和

興
趣

︵
顯
著

和
潛
在

的
︶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自
己
與
別
人
才
5︶

治
療
自
己
和

他
人

，
6︶

重
視

他
人

、
享

受
生

活
方

 式
的

多
元

性
、

在
行

動
中

參
與
和
奉
獻
。

 工
我

們
能

教
導

兒
童

終
生

有
用

的
生
理
技
能
嗎
f^.他

們
能
不
斷
地
擴
張

 這
些
技
能
，
學
習
新
的
技
能
嗎

^^L^我
們

能
引

導
學

生
學

習
各

種
運

動
 和

身
體

的
練

習
，

使
其

安
全

而
有
益
地
不
斷
練
習
嗎
rsi

 龍
渠

認
為

羅
吉

斯
︵

 C.   RO^ers ^的
自
我
實
現
目
標
，
屬
於
情
性
的

 求
生

技
巧

目
標

。
這

個
自

我
實

現
目

標
，
分
成
下
列
八
個
次
層
目
標
︵
 ROwnl-

 ̂
^
^
^
^
 
^
^
^
^
 
 
3
 
7
-
8
 
^
．

 L視
自

己
為

獨
特

的
個

體

工
更

充
分

地
接

受
自

己
和

自
己

的
感
受

工
變

成
更

有
自

信
而

且
更

能
自

主

七
更

能
成

為
自

己
希

望
成

為
的

人

 三
變

得
更

有
彈

性
，

知
覺

毆
不

僵
化

 d
為

自
己

採
取

更
實

際
的

目
標

人
變

得
更

能
接

受
他

人

 匕
對

於
外

在
事

物
及

自
己

內
在

的
一
切
證
據
，
採
取
更
開
放
的
態
度
。

 在
認

知
的

求
生

技
巧

方
面

，
龍

渠
舉
出
下
列
目
標
為
代
表
︵
ROwn︶

tree。
 1^^Ag  7︶

：
學
生
能
在
其
與
趣
領
域
中
｜
｜
主
動
地
尋
找
問
題
^界

定
問

 題
，

尋
找

一
個

以
上

的
問

題
解

決
途

徑
方

指
出

相
關

資
料

的
來

源
^排

除
無

關
 資

料
片

區
別

事
實

和
意

見
，

指
出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問
題

分
等

待
資

料
充

足
後

始
 作
成
判
斷
。

 所
謂

方
法

目
標

夕
係

指
各

個
學

科
專

門
的

探
究

模
式

和
求

知
方

式
。

不
同

 學
科

具
有

不
同

的
研

究
方

法
才

對
於

經
驗

具
有

不
同

的
反

應
型

式
，

對
於

真
理

 和
證

明
採

用
不

同
的

規
準

才
也

有
解

釋
和
判
斷
的
不
同
模
式
，
這
些
均
可
由
不

 同
角
度
促
進
心
靈
的
成
長
c ROWntree^ 1982,  66︶

。
龍

渠
根

據
歷

 史
學
者
的
探
究
方
法
，
寫
出
方
法
的
目
標
︵
 ROwn]tree, 1^82, 67︶

．
 L區

別
一
手
資
料
和
二
手
資
料
的
例
于

 2提
出
各
種
歷
史
資
料
可
能
的
一
手
資
料
來
源

六
八

工
依
照
可
信
度

的
高
低
排

列
各
種

一
手

資
料

士
提
出
適
當
的

問
題
以
確

定
各

種
史

料
的
用

途

三
區
別
由
史

料
作
成

的
有

效
和

無
效
推

論

 學
生
除
了
需
要
求

生
技
巧
及

探
究
方

法
外

，
尚
需

要
學
習

的
內

容
。
所

謂

 內
容

目
標

方
係

指
學

生
在

其
學

科
領

域
內

^
必

須
能

夠
認

識
和

解
釋

構
成
學

科

 實
質
內
容
的
概
念
、
通

則
和
原

則
。

此
種

目
標
可

自
有

關
學
科

的
結
構

中
檢

視

 而
得
，
亦
可
由
學
生
提
出
︵
 
R
O
w
n
l
t
r
e
e
,
 
1
9
8
2
,
 
7
1
 
︶
 
0

 龍
渠

的
目

標
分

類
^
最

大
特
色

在
於

求
生

技
巧

的
目

標
和

方
法

目
標
。

前

 者
基

於
未

來
學

︵
巾

^
t
^
r
O
^
O
g
y
 
︶

的
觀

點
，

就
未

來
社

會
的
可

能
需

求
分

 建
立

課
程

目
標

^後
者

則
自

學
科

的
探

究
方

法
，

擬
訂

目
標

夕
這

兩
者

都
是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所
常
忽
視

的
。
但

是
這

種
目

標
分
類

方
式

，
也
有

其
困
難

。
如

同

 龍
渠
本
人
所
承
認
的
寸
方

法
目
標

和
求

生
技
巧

的
目
標

並
非

完
全
割

離
的
。

如

 果
方
法
目
標
不
也
是
求

生
技
巧

的
目

標
，

何
以
能

夠
持

續
存
在

於
課
程

之
中

0^

 實
際
上
，
二
者
可
以
合
併
為
歷
程
目
標
︵
 
p
r
o
c
e
s
s
 
o
b
j
e
c
t
i
V
e
s
 
︶
 
0

 再
者

^
方

法
目

標
和

內
容

目
標

分
離

為
二

，
也

相
當

獨
特

。
將

學
科

探
究
方

法

 ，
自
實
質
內
容
分
類
出

來
^
是

否
實

際
呢
b
^

 倒
認
知
、
技
能
、

情
意

 一
九
四
八
年
，

美
國
心

理
學

會
在

波
士
頓

︵
 
B
O
s
t
o
n
 
︶
召

開
會

議
，

與

 會
者
在
一
個
非
正
式
集
會

中
，

均
覺

得
發
展

一
個

理
論
架

構
，
以

促
進

測
驗
人

 員
彼
此
的
溝
通
，
探
討

考
試
及

其
與
教

育
的

關
係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這

一
個

 理
論

架
構

最
好

是
教

育
目

標
分
類

系
統

^因
為

它
是

課
程

發
展
和

測
驗

編
製

的

 基
礎

寸
也

是
許

多
教

育
研
究

的
起
點
︵
 
B
^
O
O
m
 
e
t
 
a
l
:
 
1
9
5
6
 
︶

。
這

項
非
正
式
的
集
會
戶
每
年

不
斷

召
開

夕
經
過

各
方

人
士
辛

勤
耕
耘

戶
認

知
領
域

 的
目

標
分

類
首

先
誕

生
，
時

為
一
九
五
六

年
︵
 
B
l
O
O
m
 
e
t
 
a
^
J
 
1
9
5
6

 ︶
。

一
九

六
四

年
方

情
意

領
域
的

巨
標

分
類

也
出

版
了

︵
 
K
^
^
^
^
宅

O
h
^
 
e
t

 a
l
:
 
1
9
6
4
 
︶
。
一

九
七
二

年
^
辛

普
孫

︵
 
S
i
m
p
s
O
n
,
 
1
9
7
2
 
︶

和
哈

 樓
︵

 
H
a
r
r
O
宅

。
1
9
7
2
 
︶

分
別

發
表

了
技

能
領

域
的

目
標

分
類
。

教
育

目
標

 的
三

大
領

域
｜

｜
認

知
、

情
意

、
．

技
能
夕
於

焉
分
類
完

成
。



 表一:認知領域的目標分類(註7．)

 ̂分 動詞舉例 受詞舉例

 .00知識

 . 10特殊的知

 1．^^名詞的知

 . 12事實的知

 .20處理方法

的知誡

 1．21習慣的知

 22蝴勢和次

序的知識

 23分類的知

24 規準的知

識

 25方法的知

重在知識的回憶

特殊或片斷資料之回

憶

名稱或符號

 人、地、事、時的知

 知識的組織、研究、

 判斷和批評的方法，

所要求的是了解材料

而非應用材料

處理或表達事象的一

貫方法

 時間、過程、方向等

知識

將學科中所有現象分

門別類的知識

用以測量或評量事物

 的規準，重在獲得這

 些知識，而非運用這

些規準

研究問題或現象的方

 法。重在具有方法之

 知識，而非應用此方

 法的能力。

 界說、分辨、獲得知

 識、回憶、再認

 回憶、再認、獲得知

 回憶、認識、獲得

再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字彙、名詞、意義

 定義、要素

 事實、來源、名字

 時間、地方、性質

 例證、現象

 形式、習俗、用法

 規則、方法、符號

 型式、格式

 活動、過程、運動

 發展、趨勢、程序

 原因、結果、關係

 範圍、類型、種類

分類

 標準、基礎、要素

 方法、技術、步驟

 用法、途徑

程
目

標
之

布
魯
姆
等
人

 ︵
 
B
^
O
O
m
 
 
 
e
^

 a
^
:
 
1
9
5
6
 
︶

認
為
人
類
的
能
力

多
半

可
以

分
為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三
大
領
域
，
課
程

與
教
學
的
設
計
亦

脫
離

不
了

這
三

大

 範
圍

。
認

知
領

域

 的
目

標
，

強
調

智

 性
工
作
的
學
習
，

例
如

說
出

美
國

前
五

任
總

統
的

 姓
名

、
寫

出
一

篇

 說
明

文
、

知
道

代

數
問

題
的

解
法

等

 都
是

。
認

知
領

域

 的
目

標
，

又
可

分

 成
六

個
層

次
，

每

一
層
次
均
有
其
智

八
參
見
表
乙



 (續表?)

 1．30普遍和抽	組織現象和概念的知	一	

 ̂象的知識^	識，多屬學說和理論，為最抽象、複雜的知識		
 ̂^.3^原埋原則^	對原理原則之認識，	回憶、認識、獲得、^	原則、法規、見解

 ̂的知識^	能夠想及這些原埋原則認識原埋原則的組合	再認^	規則
 ̂^. 32理論和結^		同上^	學說、關係、結構、
 ̂構的知識^	及其中之關係	一l	組織

 2．00理解	是理解能力申最低的一級，只是用以溝通意見，無須應用其他材料洞矚全局		
 ̂2. 10轉譯	忠實正確地以語文或	翻譯、轉譯、用自己	意義、例于、定義、
 	其他形式轉換為另一	的話說明、改變、重	文字、片語
 	種形式	述	
 ̂2- 20解釋	重新組織，或具有新	解釋、重排、重組、	關係、要素、結論、

 	安排、新見解	分化、分辨、製作、繪製、說明	新見解、方法、學說
 ̂2^ 30推理	根據資料、推定其趨	估計、分化、決定、	結果、應用、結論、

 	勢或傾向	推論、引申	因素、意義、效果、可能、流派
 3..00     ffiffl	MttSi^M - mm	^應用、歸納、選擇、	原則、法則、結論、
 	，應用於具體的情境	^發展、組織、使用、	方法、學說．、情境、

 		""口	}$g-M-?

 4．00分析	分析溝通訊息的元素或部分，使之更為清晰		
 ̂4 0 10元素的分	^分析構成文章或意見	^分辨、發現、認識、	^要素、假設、結論、
 ̂析	^的成分	^分類、推演、再認	^敘述、論據事項
 ̂4.20關係的分	^分析各元素之間的關	^分析、對比、比較、	^關係、證據、論證、^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七
O



 (續表?)

 	析	係	分別、推論	^因果、一致性
 4. 30	組織原則	分析組織和結構的原	分析、分別、推論、	^形式、目的、見解

 	的分析	則、目的、觀點等	發現	結構、組織、安排

 5. 00	綜合	把某些元素或部份組成以前未有的整體		
 5. 10	溝通	使他人明白自己的意	書寫、告訴、產生、	結構、類型、成果
 		思、情感或經驗	建造、改變、證明	工作、設計、力量
 5.20	計劃或建	發展一套計劃或實施	建議、計劃、產生、	計劃、目標、方法
 	議	建議用	設計、改變	綱要、解答
 5. 30	抽象關係	以抽象的關係說明個	產生、發展、組合、	現象、分類、觀念

 	之衍生	別資料或現象	組織、形成、改變	學說、關係、概括假設、方法、發現
 6．00評鑑

 6．^0內在標準

之判斷

 6．20外在標準

之判斷

 對意見、作品、問題

解決方法及材料等價

值之判斷

 根據邏輯的正確性、

一致性及其他內在規

準判斷

根據所選擇的或所記

憶的規準評鑑

 判斷、評估、決定

 判斷、證明、考慮、

 比毆、品定、標準化

 正確性、一致性、謬

 誤、可靠性、精確

 結果、方法、有效性

 、經濟、可能、活動

 過程、標準、學說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P4知
識
︵
記
憶
︶
  |j回

憶
特
殊

 事
實
、

方
法

、
規

準
、

原
理

 原
則
等

。

 ̂
N
理

解
：

了
解
某

一
現

象
^
而

 能
轉

譯
、
解

釋
或
推

理
。

 工
應
用

：
將

通
則

用
到

特
殊

情

 境
之
中
．

。

 七
分
析
：

將
溝
通
的

訊
息
所

包

含
的

成
分
或

元
素

片
加
以

排
U 歹

。

 三
綜

合
：

將
未

有
組

織
的

元
素

安
排

或
合

併
為
有

組
織
的

整

 體
。

 乙
評

鑑
:
依

照
所

選
擇

的
規

準

 ，
評
估
材

料
、
方
法
等

等
。

認
知
領

域
本

大
層

次
之

下
夕

尚
可

 區
分
出
許
多

次
級
層

次
^
例

如
^
理

解

 層
次
再
區
分
為

轉
譯
、

解
釋
、
推
理

二
一

 個
小

層
次
。

每
個
小

層
次

的
意
義

及
撰

寫
且
標
時

可
以
使
用

的
動
詞
和

受
詞
夕

 均
列

於
表

一
之
中

，
很
容

易
可

以
用
來

 撰
寫

課
程

目
標
。

例
如
國

文
科

的
課
程

 且
標

之
中

，
有

文
字

轉
譯

的
部

份
^
可

 以
結

合
「

翻
譯

」
和

「
文

字
」

^
寫
出

 下
列

目
標

｜
｜
能

將
文
言

文
翻

譯
成
白

 話
文

。
茲

將
六
層

次
的

目
標
舉

例
如
下

 L
認

識
遺

傳
學

所
用

的
因

于
符

七
一



 表二:情意領域的且標分類(註8t )

分 簡  釋^動詞舉例  受'詞舉例

 1．0接受^	感覺現象或刺激物而接受之I		
 1．1覺知^	感覺到現象或事物之^	分化、分開^	景象、聲音、事件、
 	存在^		事物
 1．2願意接受^	願意對刺激注意但末^	積聚、選擇、混合、^	模型、例證、形狀、
 	加判斷^	接受^	大小、度量、韻律
 1．3選擇注意^	控制注意力，區別刺^	選擇、反應、傾聽、^	機會、回答、節奏、

 	激並選擇其喜愛者^	控雋U	細微差異(色彩意味、感情等的

 "一2．0反應	不但有足夠興趣，而且積極注意，向刺激反應"		
 2．1勉強反應	屬於被動的或符合的	同意、順從、稱讚、	方向、教學、法律、
 	反應	贊許	政策、情感之流露
 2．2願意反應	出於自己意願、自動	自願、討論、練習、	樂器、比賽、戲劇、
 	^合作的反應	^表演	字謎、演出
 2．3樂意反應	^反應會產生愉快、興	^稱讚、喝采、消遣、	演講、遊戲、文字、

 	^趣而增加反應	^增加	演出

 3．0重視	的價值內在化^將現象、事物或行為		
 3．．1接受價值	^接受現象、行為或事	^增加熟練的測量、增	^團體份于、藝術作品

 	^物的價值	^加數量、放棄	、音樂作品、個人友誼^藝術家、計劃、見解
 ̂3．2愛好價值	^對某一價值具有信心	^幫助、支持、補助、	

七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號
︵
知
識
︶

工
用
自
己
的
話
說
明

光
合

作
用

的
意

義

 ︵
理

解
︶

上
能

將
其

他
報

告
的

 名
詞

或
概

念
，

應

用
到

自
己

的
報

告

 中
︵
應
用
︶

七
能
比
較
說
明
文
和

記
敘

文
寫

法
的

異

 同
︵
分
析
︶

丘
能

設
計

實
驗

以
考

驗
植

物
生

長
的

假

 設
︵
綜
合
︶

乙
能

指
出

論
證

中
的

 邏
輯

錯
誤

︵
判

斷

情
意

領
域

目
標

強
調

個

 菸
人

事
物

的
感

覺
、

情

 緒
、

態
度

、
興

趣
、

鑑
賞

等

方
面

的
學

習
夕

例
如

自
願

地

閱
讀

小
說

夕
欣

賞
印

象
派

的

 繪
畫

，
喜

愛
整

潔
的

環
境

等

 等
。

這
個

領
域

，
根

據
個

人

 將
價
值
內
侶
︵
 
i
n
t
e
r
n
a
-

 ̂
i
z
e
d
 
 
 
︶
的
程
度
，
分
成

 五
個
階
層
︵
見
表
二
︶
．



 (續表二)			
 	^而尋覓之、追求之	^協助	「、議論
 3．3堅信價值	^完全肯定某一價值，	^辯論、反對、否認	欺騙、不合理、棄權
 	^會表現出相當的行為		、不相干的事物

 	' Hfcf&MA&S		

 4．0組織	將價值組成系統，區別價值的意義，確定價值的關係		
 4．1價值的概念	以口頭或文字概括價	討論、節錄、比較、	變數標準、目標、法
 叱	值	推理	規
 4．2價值系統的	將複雜的價值組成調	平衡、組織、以公式	系統、方法、標準、

 組成	和一致的系統	一"表小、界說一""一"""	限制

 5，0品格的形成	是個人立身處事具有一致的方向	1	
 5．1一般的態度^	根據一致價值系統行	修正、改變、完成、^	計劃、行為、方法、
 	為處事	需要^	努力
 5．2個性的完成^	德育的最高室，具有	由同伴高估(評)、^	人道博愛、道德、統
 	內部一致之態度與信。	由長者高估、由下屬^	整、成熟

 	．，．卯+	""」	
七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i^4接
受

:感
覺

到
某
種
現

象
的

存
在
。

 ̂
N
反

應
:
主
動

地
注

意
某
一

現
象
，

覺
得

有
趣
，

 但
並
不
致

力
信
守
或

奉
獻
。

 工
重

視
：

知
覺

到
某

一
現

象
申

存
在

的
價

值
。

 七
組
織

:
將

價
值

安
排
成

為
有
組

織
的

系
統
。

 丘
品
格

形
成

:
將

組
織
層

次
對
於

價
值

之
內
化

，

 提
升

至
於
人
生

哲
學
的
層

次
。

 表
二

同
時
呈

現
了
這
五

個
層
次
下

面
的
次
級

層
次
，

 例
如

「
接
受

」
之

下
，
包

含
了
「

覺
知

」
、
「

願
意
接

受

 」
、
「
選
擇

注
意
」

。
表
中
的

動
詞
和
受

詞
舉
例
，

可
為

 撰
寫
目
標

的
參
考

。
茲

舉
五
個

目
標
為

例
：

 i—
^直

接
交
談
時

能
注
意

對
方
的
談
話

︵
接
受

︶

 c
^
能
服
從

各
種
運
動

規
則
︵
反

應
︶

 工
信

仰
理

性
的

力
量

及
實

驗
的

方
法

︵
重

視
︶

七
依

照
大
眾

福
利

的
標
準

而
非
狹

隘
的

利
益
團

體

 的
利
益

，
權

衡
各

種
社

會
政

策
︵

組
織

︶

丘
隨

時
準

備
依

照
新

證
據

修
正

自
己

的
判

斷
和

行

 為
︵
品

格
形
成
︶

 技
能
領

域
的
目

標
，

強
調
心

理
及
動

作
聯

合
的
學

習

 ，
以
發
展

操
作
或

動
作
的
技

巧
。
例
如

，
能
正
確

地
操
作

 電
鋸
，
每

分
鐘
能

打
九

十
個
英

文
字
，

投
籃

十
次
能

投
中

 八
次

等
。

技
能

領
域

的
目

標
^
有

許
多

種
分

類
方

式
︵
見

 表
三
︶
。
拉
格
斯
蝶
︵
 
C
．
E
．

R
a
g
s
^
a
^
e
 
︶
認
為
技

 能
活
動
包
含
三
大
類
:
物
體

動
作

的
目

標
^
在
指
導
操
作

 某
一
物
體

的
行

為
^
語
^
動

作
的

目
標

，
旨

在
記

錄
、
接

 受
及

傳
遞

觀
念

口
感
覺

動
作

的
目
標

，
旨
在

以
動

作
為
媒

 介
，
傳
達
態
度

、
感
覺
和

情
緒
。
奇

伯
樂
等
人

︵
^．

J．

 K
i
b
^
e
r
 
e
t
 
 
a
^
．
︶
區

分
技
能

活
動
為

四
大

類
:
粗



 表三:技能領域目標分類的四種模式(註9J)

 拉格斯蝶	奇伯樂等人	樓哈	辛普孫^

 ̂C．E．Rag^^a^e)	．C^^J．Klblere七a^.)"一"	(A．J，Ha「五^w)	C^.J^Sin珀^0沮)
 1．物體動作(直接	1．粗大的身體動作	1．反射動作	1．知霓(解釋)^
 操弄某物體)	(移動)	2．基本動作	2．準備(準備)^
 2．語言動作(如言	2，精細的協調動作(	3．知覺能力	工指導反應^
 語、觀看、書寫	操作和視動協調)	4．體能	(學習)^
 等)	3．非語言溝通(感情	5．技巧動作	4．機械練習^
 3．感覺動作(溝通	與態度的溝通)	6，有意的溝通	(形成習慣)^

 感情和態度)	4．語言行為		｜｜，反 ︶︶顯︶正造修外作 創的實︵︵雜︵應作複應適創三 ^    ^

教
育
且
標
文
集

 大
的

身
體

動
作

、
精

細
的

協
調

動
作

和
非
語
^的

溝
通
三
者
，
均
是
可
觀
察
的

 動
作

現
象

，
而

語
^行

為
則

是
學

習
者

的
口
頭
反
應
。

 哈
樓

︵
 J.   HarroW ︶

將
技

能
領
域
的
活
動
分
為
六
大
類
。
反
射
動
作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本
能

，
是

不
隨

意
的

。
基
本
動
作
是
反
射
動
作
的
組
合
，
但
是

 在
隨

意
動

作
期

間
使

用
。

知
覺

能
力

包
含
了
肌
肉
運
動
知
覺
及
視
聽
觸
覺
的
辨

 別
和

協
調

能
力

，
體

能
包

含
了

耐
力

、
氣
力
、
彈
性
和
敏
捷
性
，
二
者
均
有
賴

 於
學

習
和

成
熟

。
技

巧
動

作
包

含
了

簡
單
、
複
合
和
複
雜
的
動
作
技
巧
，
以
發

 展
和

創
造

優
美

的
動

作
類

型
。

有
意

的
溝
通
包
含
了
表
情
和
解
釋
的
動
作
，
為

 技
能

之
最

高
層

次
，

有
賴

於
知

攝
、

體
能
和
技
巧
動
作
的
發
展
。
通
常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自

第
三

層
次

起
，

撰
寫

課
程

目
標
︵
註
皿
︶
。

 辛
普

孫
︵

 E．
J．

s片
日

p^^n ︶
的
技
能
領
域
目
標
分
類
，
比
較
普
遍
被

 教
育

工
作

者
所

引
用

。
她

將
技

能
領

域
目

標
分

成
七

類
:
「

知
攪

」
包

含
感

官

 刺
激

、
線

索
的

選
擇

、
以

及
轉

換
三

部
份
，
旨
在
藉
感
官
注
意
物
體
、
性
質
或

 關
係

。
「

準
備

」
包

含
心

理
、

身
體

和
情
緒
三
方
面
，
旨
在
為
某
一
動
作
而
預

 備
。

「
指

導
的

反
應

」
是

指
在

他
人

指
導
或
自
我
指
導
之
下
，
所
表
現
的
明
顯

 動
作

，
包

含
了

模
仿

和
嘗

試
錯

誤
兩

部
份
。
「
機
械
練
習
」
是
指
反
覆
練
習
使

 所
學

的
動

作
熟

練
而

成
為

習
慣

。
此

後
，
個
人
能
夠
表
現
複
雜
的
動
作
行
為
，

 敢
變

動
作

適
應

新
問

題
情

境
，

創
造

新
的
動
作
方
式
。
以
下
是
幾
個
技
能
領
域

 月
標

：

 L
能

依
照

食
譜

準
備

食
物

︵
知

覺
︶

 ̂
^
固

定
雙

手
準

備
打

字
︵

準
備

︶

 巴
依

照
示

範
表

演
舞

步
︵

指
導

練
習
︶

 七
能

混
合

各
種

製
作

蛋
糕

的
原
料
︵
機
械
反
應
︶

 三
能

迅
速

地
排

除
儀

器
故

障
︵
複
雜
的
外
顯
行
為
︶

 匕
能

修
改

自
己

的
舞

蹈
技

巧
，
演
出
新
的
現
代
舞
︵
適
應
︶

 丁
能

創
造

一
套

現
代

舞
︵

創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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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五

 M   &	「"別	細目一@@一@@一一一"一@@"@@一@@@@

 1．0	醒覺(扛叨sal)	1．1刺激(s^^^^^atim)1.2興奮(既cite^ent)
 2．0	感倩(fee^ing)	2，1苦Ti (^is七ress)2．2愉快(de^ight)

 3．0	不快(disp^easure)	3．1害怕Cfe配)3．2厭惡Cdis即^t)3．3生氣(anger)一一一"
 ̂4．0	快樂(p^easure)	4．1喜愛(affection)4．2熱心(en七^^^^as^)4．3羨慕(jea^ousy)．4．4愛(^ove)
 5．0	實現(acco^P^is恤en七)	5．1．欣喜(^oy)5．2得意(e^a七ion^5．3滿足(八二工^il^m刨比)5。4狂喜(ecstacy)

 辛
普

孫
的

分
類

中
夕

最
低

的
兩

個
層

次
是
不
能
觀
察
的
行
為
，

其
次

的
三

個
層

次
可

視
為

學
習

各
種

動
作

的
程
序
寸
由
此
而
能
具
有

 複
雜

的
外

顯
反

應
。

最
後

的
兩

個
層

次
｜

｜
適
應
與
創
作
^可

視
為

 動
作

反
應

的
熟

練
和

動
作

類
型

的
創

造
。

通
常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所
設

 計
的
目
標
方
均
限
在
最
後
三
個
層
次
。

 技
能

領
域

的
目

標
所

使
用

的
動

詞
很

多
，
例
如
使
用
、
抄
寫
、

 繪
製

、
拆

除
、

修
理

、
連

接
、

操
作

、
拆

卸
、
組
合
、
秤
量
、
製
造

 、
改
正
、
創
造
等
等
都
是
。

布
魯

姆
等

人
的

教
育

目
標

分
類

夕
在

課
程
發
展
上
具
有
許
多
頁

 獻
。

第
一

^認
知

、
技

能
、

情
意

的
目

標
區
分
分
不
像
以
往
之
主
、

 副
、

附
三

種
學

習
易

為
教

師
所

誤
解

。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三
種
目

 標
並

無
主

從
之

分
。

第
二

^布
魯

姆
等

人
的
教
育
目
標
分
類
分
明
確

 指
明

了
師

生
教

與
學

的
領

域
，

糾
正

某
些

教
師
偏
重
認
知
領
域
教
學

 的
缺

失
。

第
三

，
教

育
目

標
分

類
之

中
，

每
一
目
標
領
域
包
含
許
多

次
層

目
標

才
教

師
及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不
僅

要
重
視
低
層
目
標
寸
也
要

 重
視

高
層

目
標

。
例

如
^認

知
領

域
的

目
標

^除
了

知
識

或
記

憶
之

 外
片

尚
有

理
解

、
應

用
、

分
析

、
綜

合
、

評
鑑
等
方
面
。
第
四
^布

 魯
姆

等
人

的
目

標
分

類
寸

提
示

了
學

習
及

教
學
的
大
致
程
序
。
例
如

 情
意

領
域

的
目

標
自

注
意

和
接

受
起

，
而

後
及
於
價
值
之
內
在
化
及

 品
格

的
形

成
。

最
後

布
魯

姆
等

人
的

目
標

分
類
宵
提
供
了
許
多
動
詞

 、
目

標
範

例
和

評
鑑

方
法

^可
以

做
為

撰
寫
教
學
目
標
和
實
施
教
學

 評
鑑

的
參

考
戶

對
於

課
程

發
展

和
教

學
實

際
相
當
有
幫
助
。

 採
用

布
魯

姆
的

目
標

分
類

，
應

該
了

解
其
限
制
所
在
。
由
於
此

 一
目

標
分

類
係

源
於

測
驗

和
考

試
的

領
域

升
因
此
強
調
的
是
外
顯
、

 客
觀

、
理

性
、

邏
輯

的
角

度
力

而
忽

視
了

隱
含
、
主
觀
、
感
性
、
詮

 釋
的

角
度

。
在

課
程

發
展

方
面

，
偏

好
於

閉
鎖
的
、
界
定
清
楚
的
以

 及
絀

步
的

觀
點

，
而

捨
棄

了
開

放
的

、
自

由
發
展
的
以
及
整
體
的
看

 法
。
這
是
第
一
點
應
該
注
意
的
。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A傳統的認知目標分類法

評鑑

綜合

分析

應用

理解

知識

 B平行的認知目標分類法

評鑑

綜合

分析

應用

理解

知識

 C課程側面圖(假想的科目)

分析

應用

理解

知識

 圖五:認知領域目標分類的重組(呀vis,   1976

綜
合
領
域

分
析
領
域

應
用
領
域

理
解
領
域

知
識
領
域

綜
合
領

域

分
析
領

域

應
用
領

域

理
解

領
域

知
識

領
域

評
鑑
領
域

評
鑑

領
域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七
六



 其
次

，
布

魯
姆

等
人

將
教

育
目

標
分
為
認
知
、
技
能
、
情
意
三
大
領
域
，

 並
不

周
延

。
戴

維
斯

︵
 DaV卜

S,   1976,   164-5 ︶
曾
經
指
出
．
h在

三
大

 領
域

之
外

^
尚

有
幾

個
領

域
可

以
加

進
去

，
以

使
整

個
架

構
完

全
有

用
井

例
如

 智
性

技
能

、
認

知
策

略
、

知
覺

及
情

緒
等
。
戴
維
斯
認
為
其
中
情
緒
領
域
︵
見

 表
四

︶
尤

為
重

要
夕

因
為

它
含

有
極

高
的
價
值
成
分
夕
而
為
人
文
學
科
所
應
重

 視
。

 第
三

，
根

據
布

魯
姆

等
人

的
目

標
分
類
來
設
計
課
程
，
並
不
意
味
各
類
目

 標
可

以
獨

立
存

在
，

因
而

可
以

為
之

單
獨
地
設
計
學
習
活
動
。
事
實
上
，
認
知

 與
技

能
、

認
知

與
情

意
、

技
能

與
情

意
常
常
結
合
在
一
起
，
甚
至
於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三
者

一
點

也
不

能
分

離
。

所
以
目
標
分
類
系
統
雖
然
有
助
於
理
解
現

 象
^
卻

也
可

能
令

人
脫

離
實

際
現

象
。

 第
四

才
布

魯
姆

等
人

主
張

目
標

領
域
之
內
，
各
類
且
標
兵
有
層
級
關
係
，

 例
如

理
解

高
於

知
識

︵
記

憶
︶

 h應
用

又
高
於
知
識
和
理
解
，
至
於
分
析
綜
合

 則
又

高
於

應
用

，
其

實
並

不
盡

然
。

試
以
文
學
批
評
言
之
，
文
學
批
評
者
可
謂

 擔
任

評
鑑

角
色

，
屬

於
布

魯
姆

認
知

領
域

的
最

高
層

次
，

但
是

文
學

界
人

士
並

 不
認

為
文

學
批

評
者

的
工

作
層

次
^
高

於
在

綜
合

層
次

工
作

的
作

家
和

詩
人

︵

 產
生

獨
特

的
溝

通
訊

息
︶

。
再

試
以

數
學

言
之

，
分

析
和

綜
合

在
數

學
領

域
之

 內
，

立
於

同
等

地
位

^
而

且
在

這
個

領
域

內
很

難
指

認
出

可
以

稱
為

評
鑑

的
活

 動
。

 第
五

，
布

魯
姆

的
目

標
分

類
假

定
高

層
次

目
標

的
學

習
^
必

須
植

基
於

低

 層
次

目
標

，
即

評
鑑

、
綜

合
、

分
析

、
應

用
、

理
解

一
定

都
要

包
含

知
識

。
但

 是
實

際
上

井
評

鑑
、

綜
合

、
分

析
、

應
用

、
知

識
等

層
次

，
也

必
須

都
包

含
理

 解
才

是
。

因
此

夕
將

各
領

域
內

的
目

標
視

為
具

有
高

低
複

雜
度

的
層

次
^
不

如

 將
他

們
視

為
平

行
的

範
疇

︵
見

圖
五

B
︶

。
如

此
方

則
吾

人
可

有
理

解
的

知
識

 、
應

用
的

知
識

、
分

析
的

知
識

等
寸

如
果
某
一
科
目
的
各
領
域
知
識
不
同
，
則

 會
有

圖
五

0
的

情
形

。

 第
六

^
亦

有
人

懷
疑

布
魯

姆
等

人
的

分
類

是
否

為
真

正
的

分
類

。
認

知
、

 情
意

和
技

能
︵

辛
普

孫
和

哈
樓

的
分

類
︶

三
者

各
自

所
包

含
的

寸
似

乎
都

是
具

 有
不

同
複

雜
度

或
強

度
的

連
續

體
。

就
情

意
和

技
能

領
域

的
分

類
而

言
^只

有

 後
面
兩
三
個
層
次
才
是

一
般
課

程
設

計
的

重
點
，

毆
低

層
次
且

標
對
於

課
程

設

 計
的
意
義
不
大
。
至
於
認

知
領
域

目
標

的
應
用

、
分
析

、
綜

合
、
評

鑑
等
層

次

 ，
常
常
難
以
區
分
清
楚

^所
以

有
些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或
測

驗
編
製

者
井

乾
脆
以

 「
較
高
層
次
能
力
」
或

「
批
判

思
考
能

力
」

替
代
之

。
如
此

一
來

^創
造

力
及

 問
題
解
決
能
力
等
可
納
入
目
標
分
類

系
統
之
中

。

 最
後

，
就

教
與

學
的

順
序
而

言
^布

魯
姆

等
人

有
意

要
師
生

的
教

與
學

方

 遵
照
由
低
層
次
而
至
高

層
次
目

標
的
程

序
，

但
是
實

際
的
學

習
順

序
可
能

未
必

 如
此
。
以
情
意
目
標
的

學
習
為

例
夕
學

生
可

能
先
有

價
值
判

斷
，

而
後
始

接
受

 或
注

意
某

些
事

物
^而

非
先

注
意

或
接

受
某

些
事

物
片

始
作

成
價

值
判

斷
。

 不
論
如
何
^布

魯
姆
等
人
的
教
育
目
標
分
類
^對

於
教
育

的
理

論
和

實
際

 具
有
重
大
的
貢
獻
寸
其

影
響
力

亦
頗
為

深
遠

。
在
目

前
教
師

及
某

些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僅
僅

注
重

記
憶

的
時

候
^布

魯
姆

等
人

的
目

標
分

類
便

顯
得

格
外

可
貴

。

 奎
/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析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類
，

有
助

於
教

育
人
員

彼
此

間
的
溝

通
，
並

能
提

醒
教
育

 人
員
檢
視
各
類
課
程
目
標

片
以

免
顧

此
失
彼

。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析

，
則

在
尋
找

 各
種
可
能
的
目
標
才
並

從
中
選

擇
適
切

者
，

以
為
課

程
發
展

及
教

學
實
施

的
依

 據
。
自
從
「
課
程
」
成

為
專
門

的
研
究

領
域

以
來
，

目
標
的

系
統

分
析
受

到
廣

 泛
重
視
片
許
多
教
育
學

者
均
提

出
其
建

立
目

標
的
方

法
與
程

序
，

其
中
巴

比
特

 ︵
 F. Bobbitt ︶

 ^查
特

斯
︵
  W.W. Charters ^^ ^詹

森
︵
  I.

 Johnson ︶
 ^泰

勒
︵

 R. Ty^er ︶
 ^葛

聶
︵

 R.M. Ga^n'e ︶
  ^戴

 維
斯

︵
 I.K. DaVi

s ︶
  

^薛
勒
等

人
︵
 J.G. SaVior et a^.︶

 ̂
尤
為
巨
擘
占
足
堪
重
視

。

 一
、
巴
比
特
、
查

特
斯
、

詹
孫

 巴
比

特
、

查
特

斯
和

詹
孫
三

人
對

於
課

程
且

標
的

分
析

^頗
為

類
似

。
巴

 比
特

的
方

法
稱

為
活

動
分

析
︵
  actiV斗

tV ana^ysis ︶
 h查

特
斯
的

方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七
七



敢
有
目
標
文
集

七
八

 法
稱

為
工

作
分

析
︵

 
j
o
b
 
a
n
^
^
y
s
卜

s
 
 
︶

 
h
詹

孫
則

視
活

動
分

析
法

為
概

 括
的

名
詞

，
包

含
了

行
為

的
分

析
︵

 
c
o
n
d
u
c
t
 
a
n
a
^
y
s
i
s
 
︶

和
工

作
的

分

 析
︵
 
j
o
b
 
a
n
a
^
y
s
i
s
 
︶
兩
項
。
此
三
人
均
主
張
課
程
目
標
應
自
社
會
活
動

 十
+
甲

尋
找

^
其

分
析

方
法

純
然

是
社

會
導

向
的
。

廿
巴

比
特

的
活

動
分

析

 活
動

分
析

是
巴

比
特

用
以

編
製

課
程

的
方
法
。
透
過
這
個
方
法
，
可
以
發

 現
課

程
目

標
。

巴
比

特
所

依
據

的
假

定
不

外
下

列
四

點
︵

黃
政

傑
，

民
7
1
^
4
l

 J
社

會
為

既
存

體
，

教
育

乃
是

為
了

準
備

個
人

有
效

地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而
存
在
的
。

 工
人

類
在

社
會

中
生

活
井

總
不

外
在
履
行
某
些
活
動
，
這
些
活
動
只
要

 運
用

科
學

方
法

加
以

分
析

，
便

可
以
發
現
。

 二
人

類
從

事
各

種
活

動
所

需
具

備
的
能
力
，
便
是
教
育
的
目
標
。

 七
教

育
目

標
應

由
社

會
找

尋
，

教
育
是
社
會
的
代
理
機
構
。

 根
據

這
些

假
定

，
巴

比
特

的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
最
重
要
的
在
提
供
學
校
完

 整
而

明
確

的
目

標
，

其
目

標
建

立
之

步
驟

有
四
．

 J
人

類
經

驗
的

分
析

：
這

類
分

析
旨
在
發
現
人
類
活
動
的
主
要
領
域
。

 巴
比

特
認

為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應

該
進

入
人

類
生

活
申

^
去

發
現

人
類

 活
動

由
那

些
部

份
組

成
。

這
項

工
作
，
亦
可
稱
為
「
人
類
生
活
領
域

 的
分

析
」

，
是

客
觀

的
、

科
學

的
^
與

一
般

人
不

作
此

分
析

即
肯

定

 讀
、

寫
、

算
為

必
要

的
課

程
目

標
方
是
有
所
差
異
的
。
經
由
此
項
分

 析
，

巴
此

特
發

現
人

類
生

活
的

十
大
領
域
 託

里
日
活
動
、
健
康
活
動

 、
公

民
活

動
、

休
閒

活
動

、
社

交
活
動
、
宗
教
活
動
、
親
職
活
動
、

 維
持

心
理

健
康

的
活

動
、

非
職
業
性
的
實
用
活
動
及
個
人
的
職
業
活

 動
等

。

 工
特

殊
活

動
或

特
殊

工
作

的
分

析
:
人

類
活

動
領

域
發

現
後

卜
應

該
進

 一
步

分
析

每
一

主
要

領
域

所
包
含
的
特
殊
活
動
或
工
作
。
這
項
分
析

 ，
首

先
要

找
出

各
項

領
域

內
幾
個
大
的
活
動
單
位
夕
其
次
將
大
單
位

 分
析
為
較
小
單
位
，
一

直
到
發

現
可
以
履

行
的
特
殊

活
動
為
止

。

 上
課
程
目
標
的
衍
生
:人

類
活
動

分
析

至
眾

多
微

細
的

單
位

以
後

^履

 行
這

些
小

而
明

確
的
活

動
所

須
具

備
的

能
力

^自
然

顯
現
出

來
。

這

 些
能
力
的
達
成
，
便
是
課

程
目
標

。

 上
課

程
目

標
的

選
擇

：
課

程
目

標
一

經
發

現
^並

非
完

全
納

入
學

校
教

 育
領

域
，

由
學

校
獨

立
完

成
。

巴
比

特
認

為
^只

有
那

些
十

分
複

雜

 的
能
力
，
無

法
經
由

正
常

生
活

歷
程
充

分
發

展
的
，

才
納
入

系
統

教

 育
之
內
。

 巴
比
特
採
用
上
述

程
序
，

「
發

現
」

人
生
活

動
十

大
領
域

的
課
程

目
標

，

 共
計
一
九
六
項
，
其
中
之
非
專

門
性

實
際

活
動

才
包

含
廿

一
個

目
標

，
如
表

 五
。

 □
查
特
斯
的
工
作
分

析

 查
特
斯
雖
然
採
用

「
工
作

分
析
」

一
詞

，
但
其

做
法
和

巴
比

特
的
「

活
動

 分
析
」
十
分
類
似
井
人

類
活
動

的
分

析
均

是
課
程

發
展

的
第
一

步
。
查

特
斯

的

 工
作
是
先
去
發
現
「
．
應
該
做
什
麼
」

，
再
考
慮

「
如
何
做

」
，
他
的

課
程
編

製

 程
序

如
P
^
^
 
G
h
a
r
t
e
r
s
,
 
1
9
2
3
,
 
2
5
-
6
 
︶

?

 i
^
4
研
究
社
會
中
人
類
的
生

活
^
決

定
主

要
的

教
育

目
標

。

 o
i
確
定
構
成
主

要
目
標

的
理
想

︵
卜

d
e
a
^
^
 
︶

和
活
動

^
 
 
a
c
t
i
V
斗

，

 t
i
e
s
 
︶
 
0

 工
繼

續
分

析
，

直
至

工
作

的
單

位
︵

 
w
o
r
k
i
n
g
 
u
n
i
t
s
 
︶

出
現

。

 這
些
單
位
最

好
是
學

生
可
以

直
接

從
事
^
不
須

他
人
協

助
的

。

 上
依
照
重
要
程
度
，
排
列

理
想
和
活

動
的
順
序

。

 三
依
照
理
想
和
活

動
對

於
孩

童
價
值

的
高

低
^
重

新
調

整
順
序

。

 匕
確
定
那
些
理

想
和
活

動
適

合
於

學
校
內

學
習

，
那
些

則
適
合

於
校

外

 學
習

。

 兀
收
集
教
導
理
想
和
活
動

最
好
的

方
法
。

 巴
按
照
兒
童
心

理
特
質

和
材

料
的

組
織
^
安
排

適
當

的
教
學

程
序
。

 查
特
斯
認
為
，
教

育
目
標

應
該

包
含

理
想
和

活
動

，
缺
少

其
一
，

均
無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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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能使用各種測量工具測量長度、面積、容量、重量、時間、溫度、音量、價值、比

 能研磨、調整、清洗、潤滑、更換壞掉的零件，維護家用及花園的工具與機械

 能修理、調整、增建房屋及其設備。

 能修理、調整及製造家俱及其他器材。

 能聰明地參與房于原先的規畫。

 能操作家庭設備。

 能維護房于、房地及設備的清潔與衛生。

 能維持房于的良好狀況。

 能注意及操作家庭電器，並能做簡單的修理、調整或更換。

 能預防家庭火災。

 能實行照料花園和房地有關的工作。

 能照料寵物和其他動物。

 能從事旅行和戶外生活有關的各種活動。

 能明智地選擇大衣。

 能設計;選擇材料……適時更換衣看。

 能注意個人衣看。

 能洗滌衣服及從事其他清潔工作。

 能從事有關提供家庭膳食的各種活動。

 能從事幾項適當照料他人的活動。

 能在藝術領域中從事生產、創造或詮釋的業餘工作。

 能從事個人及家庭事務有關的簡單商業工作。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0
0

07

 几
了
 
 
O
 
 
 
P
上

 據
以

編
製

優
良

的
課
程

。
即

使
理

想

相
同

寸
課

程
也

會
有
異

夕
因
為

課
程

是
衍

 生
於

理
想

和
活

動
。

所
以

^
教

育
系

統
中

 必
須

建
立

諸
如

純
潔
、

虔
誠

、
社
會

效
率

 ︵
 
s
O
C
i
a
^
 
e
巾

寸
片

C
i
e
^
C
y
 
^
等

理
想

 。
但
是

決
定
課
程

之
際
，
尚

須
明
瞭

這
些

 理
想

所
要

影
響

和
控
制

的
活

動
、
問

題
、

 思
想

或
需

求
。
例

如
「

虔
誠
」

素
為
教

育

 者
所
關

心
^
但
虔
誠
的
木
匠
和
虔
誠
的
醫

 生
所

需
要

的
課

程
^
顯

然
因

其
所

從
事
的

 活
動
或

所
遭

遇
之

問
題

，
而

有
所

不
同

︵

 C
h
a
r
t
e
r
s
,
 
1
9
2
3
,
5
-
1
1
 
︶
 
0

 □
詹
森

的
行

為
分
析

與
工
作

分
析

詹
森

認
為

課
程
編

製
的
活

動
分

析
有

 兩
種
:
一
是
行
為
分
析
夕
二
是
工
作
分
析

 ︵
趙

廷
為

，
民

甩
︶
。

所
謂
行

為
分

析
^

 是
將
範

圍
很

廣
的
活

動
，
析

出
其

所
由
組

成
的

特
殊

活
動

了
所
謂

工
作

分
析
夕

係
指

進
一

步
將

特
殊

活
動
的

組
成

元
素
尋

找
出

來
夕

並
發

現
履

行
此
活

動
之

方
法
與

標
準

 。
人
類

所
有

經
驗

的
分

析
或

是
公

民
活

動

 的
分
析

，
均

屬
於
行

為
分
析

，
因

為
其
目

 的
僅
在

發
現

所
由
組

成
的
活

動
。

但
是
夕

 機
械
的
運
用
或
演
講
等
活
動
之
分
析
^
則

為
工
作

分
析

寸
因
其

非
但
要

指
出

較
小
的

 動
作

單
位
，

也
要
發

現
優

良
動
作

所
需
要

 具
備
的
方

法
、
態
度

、
知
識
、

技
能
。

 詹
森

認
為

一
般

的
教
育

目
標

，
常
常

七
九



勒

 泰
勒

︵
 Ty^er,   1949 ︶

在
「

課
程

與
教

學
的

基
本

原
理

」
一

書
中

 ，
主

張
教

育
目

標
是

選
擇

教
材

、
列

舉
內
容
、
發
展
教
學
程
序
、
以
及
準
備
測

 驗
和

考
試

的
標

準
。

因
此

戶
他

將
課

程
目

標
的

尋
找

^列
為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的

 第
一

步
。

但
是

夕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又

如
何

去
尋
找
目
標
呢
0^泰

勒
認
為
課
程
目

 標
的

來
源

不
外

三
個

途
徑

，
或

者
說

．
，

可
以
由
三
個
方
向
去
尋
找
:學

習
者
本

 身
、

當
代

校
外

生
活

、
學

科
專

家
的

建
議

︵
參
見
圖
一
︶
。

廿
對

於
學

習
者

的
研

究

 首
先

就
「

學
習

者
本

身
」

而
言

。
泰

勒
認

為
教

育
是

改
變

人
類

行
為

方
式

 的
過

程
，

教
育

目
標

是
教

育
機

構
希

望
學

生
身

上
產

生
的

種
種

行
為

變
化

^而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是
曖

昧
而

不
易

捉
摸

的
，

例
如

適
應

和
效
率
都
是
。
行
為
分
析
的
使
用
，
首
先

 需
要

決
定

及
詳

述
各

種
需

要
適

應
和

效
率

的
人

類
經

驗
。

例
如

，
就

效
率

而
^

 夕
其

所
由

表
現

的
特

殊
經

驗
有

公
民

效
率
、
身
體
效
率
、
語
^效

率
、
家
長
效

 率
等

。
其

次
，

再
分

析
需

要
有

效
率

的
各

種
活
動
所
由
組
成
的
動
作
夕
則
．
效
率

 的
意

義
更

加
清

楚
。

分
析

至
此

，
詹

森
認
為
課
程
編
製
者
已
經
獲
得
幾
百
個
有

 用
的

具
體

目
標

，
可

以
據

以
選

擇
課

程
內

的
活
動
與
經
驗
了
。

 詹
森

認
為

，
行

為
分

析
之

外
必

須
再
有
工
作
分
析
，
進
一
步
地
也
更
精
密

 地
發

現
活

動
的

主
要

部
分

和
所

需
的

特
殊
能
力
，
例
如
使
用
機
械
和
演
說
所
需

 的
特

殊
能

力
是

什
麼

，
有

賴
於

工
作

分
析
。
工
作
分
析
可
以
顯
示
優
良
動
作
的

 方
法

、
標

準
、

品
性

或
態

度
。

簡
單

言
之
，
工
作
分
析
的
主
要
目
的
夕
乃
在
發

 現
教
材
，
使
目
的
與
教
材
之
間
沒
有
驢
隙
存
在
，
解
除
過
去
盲
目
選
材
之
缺

 點
。。

 總
括

言
之

，
巴

比
特

和
查

特
斯

分
別

採
用
活
動
分
析
和
工
作
分
析
二
種
方

 法
，

分
析

課
程

目
標

，
二

人
均

以
社

會
活

動
為
導
向
夕
分
析
的
程
序
均
以
大
社

 會
之

大
活

動
領

域
為

始
，

逐
步

尋
找

更
細

小
具
體
之
目
標
。
詹
森
繼
巴
比
特
和

 查
特

斯
之

後
，

將
活

動
分

析
分

為
行

為
分

析
和

工
作

分
析

兩
個

階
段

^使
分

析

 的
步

驟
更

為
清

晰
，

但
其

觀
點

並
無

太
多

創
意
。

 八
O

 研
究

「
學

習
者

本
身

」
n
則

旨
在

發
現

教
育

機
構

希
望

學
生

的
行

為
方

式
必

須

 產
生

什
麼

變
侶

。
泰

勒
認

為
由

學
習

者
可

以
了

解
其

「
需

要
」

和
「

興
趣

」
h

 由
此
衍
生
課
程
的
目
標

。
學
習

者
的
需

要
具

有
兩
種

意
義
，

一
由

「
差
距

」
、

 一
由
「
不
平
衡
狀
態
」

所
形
成

。
如
果

課
程

發
展
者

發
現
學

習
者

在
某
方

面
的

 現
況
，
將
它
與
某
種
理

想
標
準

或
可
接

受
的

常
模
比

較
，
從

而
發

現
其
中

的
差

 距
^
這
個
差
距
便
是
需
要
成
為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的

目
標

。
例

如
學

童
的

健
康

 檢
查
結
果
，
與
理
想
的
健

康
狀
態
比

餃
，

如
果

顯
示
營

養
不

足
、
健

康
欠
佳

夕

 此
種
差
距
使
可
能
提
供
健
康
教
育
及

社
會
科
教

學
努
力
的

目
標
。

 第
二
種
需
要
源
於
有

機
體
內

部
的

緊
張
狀

態
。
人

類
是

有
機
體

，
其
內

在

 力
量
與
外
在
條
件
之
間

夕
經
常

維
持
看

平
衡

的
狀
態

。
但
是

有
機

體
的
能

量
系

 統
如
果
有
所
缺
乏
，
有
機

體
便

產
生

緊
張
狀

態
夕

其
內
在

力
量
與

外
在

條
件
間

 便
產
生
不
平
衡
。
因
此
^
不
平
衡
代

表
有
機

體
的
需
要
有

待
滿
足

。
這
種
需

 要
可
以
分
成
生
理
需
要
︵

如
食

、
飲

、
性
等

︶
、

社
交
需

要
︵
如

情
愛

、
歸
屬

 、
受
尊
重
等
︶
、
統
合

需
要
︵

如
與
超

越
自

我
的
某

物
相
聯

等
︶

。
從
事

此
種

 需
要
的
調
查
工
作
，
首

在
發
現

朱
經
滿

足
的

種
種
需

要
，
次

在
指

出
學
校

在
協

 助
學
習
者
滿
足
需
要
時

，
所
能

扮
演
的

角
色

。

 泰
勒

認
為

有
關

學
習

者
的

研
究

&
尚

可
調

查
學

生
的

興
趣

。
以

學
習

者
與

 趣
作
為
訂
定
課
程
目
標

的
基
礎

寸
旨
在

引
導

學
生
主

動
、
積

極
的

努
力
，

而
非

 使
教
學
停
留
在
當
時
有

趣
的
事

物
而
已

。
泰

勒
曾
舉

兒
童
常

間
的

科
學
問

題
、

 兒
童
的
閱
讀
與
趣
及
遊

戲
運
動

興
趣
等

研
究

為
例
，

說
明
學

習
者

興
趣
的

研
究

 必
須
能
涵
蓋
生
活
的
各
個
領
域
。

 □
對
於
當
代
生
活
的
研
究

 其
次
，
就
「
當
代

校
外
生

活
」

而
言

。
泰
勒

認
為

從
當
代

校
外
生

活
尋

找

 課
程

目
標

戶
主

要
原

因
是

知
識

大
量

增
加

^
學
校

無
法

將
教

學
者

視
為

重
要
的

 事
物

均
包

含
在

課
程

之
內

，
乃

詢
問

「
何

種
知

識
最

有
價

值
」

的
問

題
^
從
而

 剖
析
知
識
的
時
代
性
與

社
會
意

義
，
探

究
當

代
社
會

生
活
，

以
為

課
程
設

計
的

 基
礎
。
由
當
代
校
外
生

活
尋
找

目
標
的

主
要

論
點
，

在
於
當

代
生

活
十
分

複
雜

 而
且

繼
續

變
化

，
教

育
的

重
點

必
須

看
眼

於
此

一
生

活
的

重
要

部
門

^
以

免
白



 白
浪

費
學

生
的

時
間

^而
且

，
學

習
情

境
如
果
接
近
生
活
情
境
，
加
上
練
習
機

 會
的

提
供

，
可

以
促

進
學

習
遷

移
，

使
學

生
能
應
用
其
所
學
於
生
活
情
境
之
中

 。
由

當
代

生
活

去
尋

找
目

標
，

常
遭

受
批
評
，
例
如
^當

代
人
如
此
生
活
不
代

 表
學

習
者

即
應

如
此

生
活

^培
養

學
生

適
應

今
日

生
活

並
不

意
味

其
可

應
付

未

 來
生

活
^當

代
生

活
多

半
為

成
人

從
事

的
活

動
，

學
生

不
一

定
關

心
。

但
是

泰

 勒
認

為
這

些
批

評
，

只
有

在
採

用
當

代
生

活
為
決
定
目
標
的
唯
一
依
據
時
，
才

 屬
有

效
。

 如
同

巴
比

特
和

查
特

斯
的

觀
點

一
樣

^
泰

勒
認

為
研

究
校

外
生

活
時

，
必

 須
先

把
生

活
分

成
幾

個
實

用
和

重
要

的
領

域
，
例
如
健
康
生
活
、
家
庭
生
活
、

 休
閒

生
活

、
職

業
生

活
、

宗
教

生
活

、
消

費
生
活
、
公
民
生
活
等
。
然
後
夕
在

 每
一

生
活

領
城

中
，

獲
取

可
能

對
課

程
目

標
兵
有
啟
示
性
的
資
料
，
設
想
教
育

 如
何

協
助

學
習

者
更

有
效

地
從

事
生

活
領

域
內
的
各
種
活
動
，
並
改
正
生
活
上

 的
各

種
缺

陷
。

泰
勒

也
主

張
調

查
某

一
社

群
的
生
活
夕
發
現
其
習
俗
、
問
題
、

 價
值

、
榔

念
等

等
，

由
此

衍
生

團
體

的
教

育
目

標
^例

如
印

第
安

人
的

學
校

課

 程
^
便
可
由
主
要
部
落
的
種
種
調
查
獲
取
目
標
。
此
外
^
影
響
某
社
區
人
民
生

 活
的

種
種

因
素

，
諸

如
天

然
資

源
、

人
口

變
化
及
社
會
變
遷
趨
同
等
，
亦
可
加

 以
了

解
，

從
而

衍
生

課
程

目
標

。

日
學

科
專

家
的

建
議

 最
後

，
就

「
學

科
專

家
的

建
議

」
而

言
，
泰
勒
認
為
學
科
專
家
的
建
議
，

是
各

級
學

校
最

常
用

的
目

標
來

源
夕

因
為

各
級
學
校
的
教
科
書
通
常
由
他
們
所

 撰
寫

，
大

致
反

映
他

們
的

觀
點

。
泰

勒
指

出
^
學

科
專

家
所

問
的

問
題

泰
半

為

 :
「

對
於

預
備

在
某

一
領

域
內

從
事

高
深

研
究

的
學

生
，

應
該

提
供

其
何

種
基

 本
的

教
學

0^」
結

果
他

們
擬

出
來

的
目

標
，
經
常
是
太
過
專
門
而
不
適
合
大
多

 數
學

生
。

學
科

專
家

應
該

間
的

是
:
「

本
學

科
對

於
不

想
成

為
學

科
專

家
的

學

 生
有

何
貢

獻
b
i
」

「
本

學
科

對
於

外
行

人
或
一
般
人
士
有
何
貢
獻
^
P
i
」
學
科
專

 家
回

答
了

這
些

問
題

，
才

會
有

重
大

的
頁

獻
。

 學
科

專
家

所
列

舉
的

目
標

，
多

半
不

太
具
體
夕
他
們
往
往
先
列
出
學
科
的

 重
要

概
念

，
再

指
出

該
科

如
何

促
進

通
才

教
育

的
目

的
。

泰
勒

認
為

要
由

學
科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專
家
的
報
告
中
獲
取
目

標
寸
必

須
經
由

學
科

專
家
的

兩
種
建

議
：

^
^
某
一

學
科

 所
能
達
成
的
主
要
功
能
o
b
 
^
^
某

一
學

科
在

主
要

功
能

外
可

能
的

其
他

貢
獻

。
例

 如
英

語
的

教
育

功
能

有
三

:
一

是
發
展

有
效

的
溝

通
，

二
是

促
進

有
效

的
表
達

 ̂
三
是
橙
清
個
人
的
思
考

。
又
如

科
學

不
但

有
助
於

健
康

之
促
進

、
天
然

資
源

 之
使
用
保
存
，
也
可
以
提

供
令
人

滿
意
的

世
界

觀
二
了

解
人
、

世
界

、
更
大

宇

 宙
及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基
於
此

可
以
推

論
有

關
英
語

和
科
學

的
重

要
目
標

｜

 ｜
知
識
、
態
度
、
興
趣
、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等
。

 學
科
專
家
的
第
二

種
建
議

是
，

某
一

學
科
在

其
主

要
功
能

外
的
其

他
頁

猷

 。
例
如
^
科
學
在
個
人
生

活
方
面

方
可

以
促

進
個
人

健
康

、
廣
泛

的
與
趣

、
審

 美
的

滿
足

等
^
就

個
人

與
社

會
的

關
係

而
言

，
科

學
可

以
協

助
學
生

適
應

家
庭

 生
活
，
維
持
其
與
他
人
的

良
好
關

係
、
滿

足
其

兩
性
同

擠
間
成

功
而

又
逐
漸

成

 熟
的
關
係
。

 回
兩
道
過
濾
網
｜

｜
哲
學

與
心

理
學

 由
學
習
者
的
研
究

、
當
代

生
活

的
探

討
和
學

科
專

家
的
建

議
所
獲

得
的

目

 標
，

遠
超

過
學

校
教

育
部

門
所

能
處

理
的

容
量

^
而
且

，
不

同
來

源
的

目
標
可

 能
互
相
衝
突
方
其
重
要
程

度
不
一

致
。
基

於
此

，
採
用

某
種
規

準
^排

除
不

一

 致
或
不
重
要
的
目
標
^
乃
勢
所
必

然
^
而
「
哲
學
」
和
「
學
習
心
理
學
」
二
者

 ，
則

是
泰

勒
據

以
過

濾
目

標
的

規
準

。

學
校
所
揭
藥
的
教

育
哲
學

和
社

會
哲

學
分
是

泰
勒

使
用
的

第
一
道

過
濾

網

 。
例
如
學
校
如
果
堅
持
民

主
社
會
的

教
育

哲
學

，
則
必

強
調

眾
生
平

等
、
廣

泛

 參
與
、
多
型
態
人
格
及

信
賴
智

慧
以
處

事
等

民
主
價

值
。
這

些
民

主
價
值

不
但

 成
為

學
校

希
望

達
成

的
理

想
^
而

且
也

成
為

過
濾

其
他

目
標

的
依
據

，
凡

是
符

 合
這
些
價
值
者
始
准
予
納
入
課
程
之

內
。

 然
而
學
校
哲
學
的

形
成
才

常
常

必
須

解
決
許

多
矛

盾
。
例

如
學
校

旨
在

培

 養
學
生
適
應
社
會
或
改
革

社
會
G^應

該
看

重
物
質

的
價

值
或
精

神
的
價

值
0^學

 校
應

該
提

供
不

同
的

教
育

給
予

不
同

階
層

的
社

會
成

員
嗎

P
J
公

立
學

校
的

教
育

 目
的
偏
於
通
才
教
育
或
職
業
教
育
呢

o^i民
主

的
概

念
只

能
應

用
在

政
治

領
域

寸

 還
是
可
以
廣
泛
應
用
於

經
濟
、

家
庭
及

職
業

等
等
領

域
呢
6^

八
一



耳旦

敢
育
目
標
文
集

 解
決

上
述

的
矛

盾
之

後
，

泰
勒

認
為

應
該
寫
出
學
校
哲
學
的
重
點
和
含
義

 ̂
始

克
據

以
檢

視
由

各
個

來
源

所
獲

得
的

目
標
。

 「
學

習
心

理
學

」
是

泰
勒

所
安

排
的
第
二
道
過
濾
網
。
學
習
心
理
學
的
知

 識
分

可
以

協
助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選
擇

適
當

的
學
習
歷
程
，
促
進
學
生
的
行
為
政

 變
^因

為
學

習
歷

程
常

因
學

習
目

標
不

同
而

須
有

所
改

變
，

此
其

一
。

學
習

心

 理
學

的
知

識
，

亦
有

助
於

確
定

在
某

一
年

齡
階
段
，
那
些
目
標
可
能
達
成
，
那

 些
目

標
必

須
多

花
時

間
，

那
些

則
絕

無
達

成
的
可
能
夕
此
其
二
。
學
習
心
理
學

 所
探

討
的

學
習

程
序

和
發

展
程

序
^可

以
做
為
安
排
課
程
目
標
於
各
年
級
的
參
．

 考
，

此
其

二
一

。
此

外
，

學
習

心
理

學
有

助
於
了
解
獲
得
某
些
課
程
目
標
必
須
具

 備
的

先
決

條
件

，
提

供
了

「
某

一
經

驗
可

以
同
時
產
生
多
種
結
果
」
及
「
相
互

 一
致

的
學

習
可

以
彼

此
增

強
」

的
概

念
，
使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得
以
據
以
擴
大
學

 習
效
果
。

 泰
勒

指
出

，
利

用
學

習
心

理
學

的
知

識
選

擇
課

程
目

標
時

^最
好

將
理

論

 上
站

得
住

腳
的

學
習

心
理

學
要

點
，

一
一

摘
記

下
來

^再
據

以
檢

視
各

個
來

源

 所
獲

得
的

目
標

，
從

而
判

斷
:
可

能
達

成
與

否
c
^
適

合
某

一
年

齡
與

否
0
^
符

合

 發
展

程
序

否
G^先

決
條

件
具

備
否

0^可
以

互
相
增
強
否
0^從

而
決
定
某
些
目
標

 應
該
接
受
或
應
該
排
斥
。

 泰
勒

的
課

程
理

論
^以

目
標

的
建

立
為

課
程

發
展

最
重

要
的

和
第

一
個

步

 驟
^
而

目
標

則
來

自
於

對
學

生
和

當
代

生
活

的
研

究
，

也
來

自
於

學
科

專
家

的

 建
議

方
但

必
須

經
過

哲
學

和
心

理
學

的
過

濾
。

泰
勒

的
三

個
目

標
來

源
^
可

謂

藥
拈

了
傳

統
課

程
領

域
主

要
流

派
的

主
張

分
企
圖
令
各
擁
追
隨
者
和
說
辭
的
流

 派
能

夠
折

衷
，

這
也

是
泰

勒
課

程
理

論
流

行
的
理
由
。
但
是
方
仔
細
思
考
泰
勒

 的
目

標
三

大
來

源
^可

以
發

現
學

科
教

材
是

達
成

目
標

的
手

段
，

欲
由

學
科

教

 材
的

研
究

辯
護

該
教

材
在

課
程

上
的

地
位

，
殊
屬
不
易
。
再
就
學
習
者
的
需
要

 和
當

代
生

活
的

分
析

而
言

，
如

果
沒

有
價

值
判
斷
，
實
在
無
法
確
定
泰
勒
所
說

 的
「

差
距

」
和

生
活

活
動

的
適

切
性

︵
 desirab卜

^卜
ty︶

。
因
此
^「

哲
學

 」
才

是
泰

勒
課

程
理

論
最

重
要

的
目

標
來

源
，
而
他
所
宣
稱
的
三
個
目
標
來
源

 只
是

虛
飾

而
已

。
但

是
，

泰
勒

理
論

之
中

，
對
於
學
校
哲
學
如
何
形
成
，
個
人

 葛
聶

在
課

程
目

標
的

分
析

方
面

^並
不
重

視
目

標
來

源
的

探
討

，
而

羞
眼

於
分
析
已
知
的
某
一
目
標
戶

學
生
如

欲
達

成
必
須

具
備
何

種
先

決
條
件

或
先
決

 能
力

。
這

種
先

決
能

力
的

分
析

^層
層
下

降
，

直
至

十
分

單
純

而
且

最
為

基
本

 的
單
位
出
現
為
止
。
分
析
先
決

能
力

的
方

法
^稱

之
為
「
任
務
分
析
六
task

 ana^ysis  ︶
 b而

分
析

完
成

以
後

所
產

生
的

能
力

層
級

，
稱

為
「

學
習

階
 層
」
︵
 learning hierarchy ︶

 ︵
註
比
︶
。

 葛
聶

採
用

工
作

分
析

方
法

建
立

學
習

階
層

時
，

所
問

的
問

題
是

:學
生

為
了
達
成
某
一
最
終
的
教

育
目

 標
，
必
須
先
具
備
那
些
能
力
-

 或
先
能
表
現
那
些
行
為
^^^i假

 定
為
了
達
成
最
終
目
標
Z
，

 必
先

具
備

A
和

B
兩

種
能
力

 夕
但
是
為
了
具
備
A
、

B
兩

 種
能

力
，

又
必

先
學

會
那

些

 行
為

表
現

呢
6^根

據
圖

六
所

 示
，

C
、

D
、

且
又

是
能

力

 A的
先

決
條

件
寸

而
^^ f  ^5

 又
是

能
力

B
的

先
決

條
件

。

 圖
中

最
底

層
由

^
、

工
至

0

 、
P
等
項
，
則
為
最
單
純
而

 又
基
本
的
能
力
單
位
。

葛
聶

認
為

學
習

成
功

之

 道
，
在
於
具
備
某
一
學
習

的

 先
決
條
件
。
學
生
之
所
以

學

 六:學習階層日(取自黃政傑，民

八
一

 如
何
使
用
哲
學
來
過
濾
目

標
，
並

未
有

足
夠

的
重
視

︵
 K^片

ebard,   1970
 ︶

。
這

一
點

是
未

來
有

待
努

力
的

方
向
。



八

必

備
      的

      行
｜

組成的行為

能以適當的圖

說明統計資料

 ̂線7%h圖

L
條形圖 他

T

其圖

餅 一F 形-工

、、、依照資料呈現

的目的檢視

各種圖形

下

 一"^"^"" □
*照

十
戳

了

"'"

回憶各種

圖形的優

點和缺點

回憶各

的特色

 小
^一

"z

r        f       T       T

 線形圖條衫圖餅形圖其。他

 一T	"下		
 圖	在扇形	使用分	
 	上計算	度器將	
 	角度以	圓分成	
 	代表分	幾十個	

 一T	數一	扇7	久
 將每一	回憶損		
 數字除	中的虜		
 以總數	數		
 求得分	I		

 圖七:一個大目標的部份分析( RownTtree, 1982, 77 )

論
課
程
且
標
之
建
立

合
計

數
字



寫出符號

指出符號名稱

解釋符號用途

解釋語法結構的規則

發現語怯結構

的規則

複製語法結構的規則

解釋要素間的關係

 界定「要素」

列出要素

描述每一個要素

歸類字和片語

於適當要素下

目標

學生將能確定句子的語法結構

應用片語結構的規則

 界定「樹形物」

 ̂確定句于的樹形

在樹形上標出適當的要素

 界定深層結構、

 表面結構、片語

 解釋片語;

表面結構和深層

結構的關係

規則學習

概念學習

5

確定句于的樹形

 標出深層結構、

 面結構、片;

概念學習

概念

信號

念
習

概
學

八
四

 圖八:變換的文章構成法中一個單元的學

 習階層( Davis.   1976,   179 )

17.

 z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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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目
標

文
集



 不
會

能
力

B
，

不
是

因
為

成
熟

度
不

足
、

年
齡
太
小
、
或
練
習
不
夠
，
而
是
末

 具
備
F
、
G
兩
項
能
力
。
葛
聶
︵
 
G
a
g
n
e
,
 
1
9
7
0
。

p
，

1
6
5
 
︶

說
：

 有
些

人
稱

「
先

決
能

力
」

為
學

習
的
特
殊
準
備
度
︵
 
s
p
e
c
i
巾
片
。

 r
e
a
d
卜

n
e
s
s
 
︶

，
也

有
些

人
稱
它
為
「
能
夠
進
行
學
習
的
條
件
」

 。
如

要
保

證
學

生
能

學
會

某
些

活
動
，
最
好
是
確
定
學
生
以
往
是
否

 學
會

了
「

先
決

條
件

」
。

如
果

先
決
能
力
已
經
學
會
，
我
認
為
學
生

 不
必

重
複

練
習

，
即

可
學

會
新

的
技
能
。

 雖
然

學
習

先
決

能
力

的
分

析
係

由
上

而
下
，
先
問
某
學
習
的
最
終
目
標
是

 什
麼

，
再

問
要

具
備

何
種

能
力

始
可

達
成

。
但

是
甘

學
習

的
時

候
^
必

須
由

下

 而
上

，
即

由
學

習
階

層
的

最
底

層
開

始
，

將
基
本
的
先
決
能
力
學
會
，
自
然
而

 然
地

，
上

一
層

的
能

力
也

就
會

了
。

如
此

循
序
而
上
寸
最
終
目
標
之
達
成
並
非

 難
事

。
由

此
可

見
夕

葛
聶

相
信

垂
直

的
學

習
遷
移
論
寸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實
施

 均
根

據
此

一
原

則
。

圖
七

、
圖

八
是

依
照

葛
聶
的
學
習
階
層
論
，
分
析
而
成
的

 課
程

目
標

寸
圖

最
上

方
的

格
子

裏
都

是
課

程
和
教
學
的
最
終
目
標
。

 葛
聶

的
目

標
分

析
，

植
基

於
行

為
主

義
學
派
的
觀
點
，
融
合
了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美
軍

的
任

務
分

析
方

法
︵

註
乙

︶
，

在
課
程
設
計
上
雖
然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力
，

但
難

免
有

其
限

制
所

在
。

例
如

強
調
學
習
成
果
忽
視
學
習
過
程
，
強

 調
部

分
的

學
習

而
非

整
體

的
發

現
，

強
調

先
決
能
力
忽
略
共
同
原
則
，
都
是
令

 人
爭
議
的
︵
林
清
山
^
民
術
^
黃
政
傑
，
民
几
︶
。

 四
、

薛
勒

等
人

 薛
勒

等
人

主
張

教
育

目
的

達
成

夕
包

含
兩

個
方

面
:
一

是
學

會
表

現
某

種

 行
為
，
一
是
發
展
了
某
種
個
人
特
質
︵
 
p
e
r
s
o
n
a
l
 
t
r
a
i
t
 
︶
 
。
因
此
，

 計
劃
任
何
教
育
方
案
，
必
先
回
答
兩
個

問
題

︵
 
S
a
y
^
o
r
 
e
t
 
a
^
J
 
^
^
^
^

 160 ︶
 0 L
個

人
要

符
合

教
育

宗
旨

或
主

要
目

的
分

必
須

能
做

些
什

麼
c
^

 n
i
個

人
要

符
合

教
育

宗
旨

或
主

要
目
的
，
必
須
成
為
什
麼
樣
的
人
e
q

 回
答

這
兩

個
問

題
，

則
必

指
出

所
要

學
習

的
行

為
和

所
需

發
展

的
個

人
特

論
課

程
月

標
之

建
立

 質
︵
註
匕
︶
。
教
育
必
須

包
含
人

性
的
發

展
，

例
如
品

行
、
態

度
、

欣
賞
和

價

 值
等

^否
則

，
個

人
即

使
擁

有
工

作
所

需
的

各
種

技
能

，
缺

乏
了

有
效

運
用
那

 些
技
能
的
人
性
，
何
能
發
揮
什
麼
效

用
0||薛

勒
等

人
曾

以
「

協
助

學
生

成
為

自

 我
引
導
的
人
」
，
說
明
其

中
所
包

含
的

「
行

為
表
現

」
和

「
個
人

特
質
」

兩
類

 In標
︵

 p.^61 ︶
 0

 F
4
行

為
表

現
的

學
習

 要
能

夠
成

為
自

我
引

導
的

人
^
學
生

必
須

能
：

 1
．
1
 
 
讚

 1
．

2
 
 
寫

 1
．
3
 
 
使
用
電
腦

 1
．
4
 
 
分
析
資
料

 1
，
5
 
 
綜
合
資
料

 1
．
6
 
 
運
用

問
題
解

決
方
法

 1
．
7
 
 
組
織

自
己
的

學
習
經

驗

工
發

展
個

人
特

質

 要
成
為
自
我
引
導
的
人
井

學
生
必

須
：

 2
．
1
相
信
自
己
能
夠
學

習

 2
．
2
喜
歡
學
習

 2
．
3
喜
歡
閱

讀

 2
．
4
認
識
學
習
和
教
育

的
價

值

 2
．
5
具
有
控
制
自
己
生
活
的
感
覺

 2
．

6
具

有
自

制
精

神
以

組
織

和
貫

徹
學

習
經

驗

 薛
勒

等
人

指
出

「
行

為
表
現

」
和

「
個

人
特

質
」

h並
不

是
分
開

學
習

的

 。
「
喜
歡
閱
讀
」
可
能
源

於
聽
父
母

說
故

事
或

閱
讀
書

中
的

圖
畫
而

來
。
行

為

 導
向

的
學

習
活

動
^有

確
切

的
時

間
和

工
作

，
例

如
何

時
學

字
母

、
拼

字
、
造

 句
等
，
均
可
排
列
出
學

習
順
序

。
但
是

個
人

特
質
的

發
展
，

沒
有

特
定
的

時
間

 ，
池

不
能

細
分

為
零

碎
的

項
目
學

習
。

例
如

，
個

人
對

於
學

習
的

自
信

^是
整

 個
人

生
的

事
^不

是
某

時
某

地
的

學
習

目
標

而
已

。
基

於
此

，
薛

勒
等

人
將

行

八
五



 課程計畫人員@@教育機構的教師及行政人員等

 L磅"'的機構A

 一般目的僻蟬B」

 斥哲"^""。．
 """""一"

 厄輻咱1"""

次層目的

詳細列出

每一領域

所要達成

的結果

教學目標

的某些行

為改變

 建議	準備暫時的	同意將主^要	組織一	一般目的作為計畫	
 討論	陳述;解繹	任務賦予	為課程領域;教學的		
 提出暫時	討論、改進	機構	界定每一領域基礎		
 的陳述	I	l	的次層目的		

學生

來源

社會

知識

法令的

教育的哲

學一一包

 含信念、

價值和期

目的

 ．教育所要

發展的特

 質;生長

的性質與

提供資料及

資料的解釋

審查和討論

 各項陳述，

提出改善的

 審查、討論

和提議修正

 ;定稿

 審查、討論

和提議修正

T T

提供給委參與界定並

員會工作由實際的角

度批評

 基本的資料^^教育的宗旨 教育的一般

輿

生

和 社 人 士

 圖九:界定教育機．構之目的和目標的過程^ 鈾丁^0「  et a^．，^982,   165 )

收集

分析

 解。釋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卜口

方向

望

要求

八
六

 為
表
現
的

且
標
分
出

許
多
層
級

，
例
如

 宗
旨
、

一
般

目
的

、
領

域
、

次
層

目
的

 、
目
標

等
，

但
是
對

於
個

人
特
質

之
目

 標
^
卻
不

加
以

細
分

。

 在
區
分
了

「
行
為
表

現
」
和

「
個

 人
特

質
」
兩
類

目
標
後
井

薛
勒
等

人
提

 出
了

界
定
目
的

和
目
標
的

程
序
︵

見
圖

 九
︶

。
根
據
圖

九
所
示
分

教
育
目

的
和

 目
標

的
分
析

選
擇
，
必

須
經
歷
五

大
程

 序
：
基
本

資
料
的
搜
集

和
教
育

宗
D曰

︵

 pUrposes   Or aims ︶
 ^一

般
ID

 的
︵

 general   goals ︶
  ^吹

層

 目
的

︵
 
S
U
b
g
o
a
l
s
 
︶

、
教

學
目

標

 八
斗

口
s付

廿
口
。

付
片

。
口

口
廿

。
寸

^ec一

 t
iVes 

   
︶
的
建

立
等

。
在
確

立
目
的

 和
目
標

的
過

程
中
夕

課
程

計
畫
人

員
︵

 含
教
師

與
行

政
人
員

︶
以
及

學
生

、
社

 區
人

士
均

應
該
參

與
^而

且
對
於

每
一

階
段

的
目
的

或
目

標
夕
均

有
獨
特

的
貢

 獻
。

例
如

在
教

育
宗

旨
的

建
立

方
面

井

 課
程

計
畫

人
員

建
議

、
討

論
及

提
出

教

 育
宗
旨

草
案

，
學

生
及

社
會

人
士

均
可

 審
查
和

討
論

教
育

宗
旨

草
案

的
內

容
，

 並
提
出

改
進
的

建
議

。
以
下

按
照
薛

勒

 等
人
的

主
張

^說
明

目
的
和

目
標

建
立

 的
程

序
。

廿
搜

集
資

料
以
確

立
基

本
的
價

值

 薛
勒

等
人

認
為
，

社
區
或

社
區

文



 化
體

系
中

的
價

值
系

統
夕

統
整

了
目

標
界
定
的
各
個
程
序
。
教
師
、
學
生
、
家

 長
、

行
政

人
員

及
社

區
人

士
寸

都
應

該
表
示
他
們
的
價
值
、
理
想
和
信
念
。
雖

 然
各

界
人

士
的

參
與

不
一

定
都

是
直

接
的
才
但
是
價
值
、
理
想
和
信
念
的
書
面

 敘
述

，
必

須
有

學
生

、
家

長
及

其
他

公
民
代
表
參
加
，
而
且
這
種
書
面
敘
述
必

 須
透
過
公
開
的
會
議
來
討
論
戶
再
由
教
育
董
事
會
︵
T
h
e
 
B
o
a
r
d
 
o
什
E
d
U
-

 c
a
t
i
o
n
 
︶

採
行

。
在

確
立

基
本

價
值

、
理
想
及
信
念
時
，
要
考
慮
知
識
的
發

 展
、

社
會

和
學

生
的

需
求

，
以

及
法

令
的

規
定
。

 □
陳
述
教
育
宗
旨

 絕
大

多
數

的
教

育
宗

旨
強

調
發

展
優
良
的
個
人
，
而
此
個
人
倒
回
來
將
進

 一
步

發
展

和
支

持
優

良
的

社
會

。
薛

勒
等

人
認

為
杜

威
︵

 
J
.
 
D
e
^
e
y
 
︶

的

 教
育

宗
旨

｜
｜

培
養

公
民

並
使

個
人

能
夠
最
充
實
地
生
活
，
最
能
代
表
此
種
雙

 重
性

質
。

薛
勒

又
引

用
麥

唐
納

︵
 J．

B．
三
a
c
d
o
na^d ︶

的
主
張
來
說
明
。

 麥
唐
納
指
出
，
教
育
的
宗
旨
有
三
:
社
會
化
︵
 
S
o
c
i
a
^
i
z
a
t
i
O
n
 
︶
、
發
展

 ︵
 
d
e
V
e
l
o
p
m
e
n
t
匕
、
和
解
放
︵
 
l
卜
b
e
r
a
t
i
o
n
 
︶
。
社
會
化
旨
在
維
護

 社
會
的
各
種
現
狀
^
例
如
社
經
階
層
、
角
色
結
構
︵
 
r
o
^
e
 
s
t
r
U
c
t
U
r
e
 
︶

 、
價

值
、

精
神

等
。

「
發

展
」

旨
在

能
指
出
演
進
的
方
向
，
並
指
引
這
個
方
向

 的
過

程
。

「
解

放
」

則
在

促
使

個
人

能
免
受
其
所
屬
時
空
的
偏
狹
所
限
制
夕
而

 能
開

啟
個

人
創

造
和

社
會

更
新

之
門

。
為
了
陳
述
教
育
的
宗
旨
，
課
程
計
畫
小

 組
必

須
回

答
兩

個
問

題
：

 i
^
4
這
個
社
會
最
根
本
的
理
想
是
什

麼
o
q

 (
N
教

育
機

構
在

教
導

人
們

生
活

於
現
在
及
未
來
社
會
方
面
，
具
有
何
種

 責
任

與
功

能
6
"

 一
九

一
八

年
美

國
的

中
等

學
校

改
造

委
員

會
︵

C
o
^
^
斗

s
s
i
O
n
 
o
n
 
 
t
h
e

 R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o
什

s
e
c
o
n
d
a
r
y
 
S
c
h
o
o
l
s
 
 
 
︶
 
h
提
出
下
述
的

 答
案

，
成

為
當

時
改

革
的

教
育

宗
旨

．

 民
主

國
家

的
教

育
^
不

論
是

校
內

或
校

外
，

應
該

發
展

個
人

的
知

識

 、
興

趣
、

理
想

、
習

慣
和

力
量
分
使
其
由
此
發
現
-
其
地
位
分
從
而
朝

 向
更

崇
高

的
目

的
去

塑
造

自
己

和
社
會
。

 曰
陳

述
一

般
的

目
的

 
 
 
 
 
 
 
 
 
 
 
 
 
 
 
"

 課
程
計
畫
人
員
依

據
教
育

宗
旨

，
建

立
廣
博

的
一

般
目
的

進
而
提

供
課

程

 編
製

的
結

構
。

理
想

上
，

一
般
目

的
應

經
公

民
代

表
同

意
^再

分
配
給

各
種

教

 育
機

構
負

責
^但

就
實

際
言

之
，

目
前

一
般

目
的

均
由

學
校

獲
得

各
方

指
正

之

 後
自
行
界
定
。
薛
勒
等
人

舉
出
美
國

中
等
教

育
改

造
委
員

會
的
申

等
教

育
七
大

 原
則
，
作
為
一
般
目
的
之

代
表
：

 L
健
康

 中
等

學
校

應
該

提
供

健
康

教
學

，
培

養
健

康
習

慣
^組

織
有

效
的

體

 能
活
動
方
案
，

在
計
畫

工
作

和
遊
戲

時
關
心

健
康

需
求
，

並
與
家

庭

 和
學
校
合
作
以
維
持
和

提
升
健

康
與
趣
。

 工
熟
練
基
本

方
法
︵

 
G
o
m
m
a
n
d
 
c
巾

巾
^
n
d
a
^
e
n
t
a
^
 
 
 
D
r
O
c
e
^

s
s
e
s
)

 十
二
至
十
四
歲

學
生

，
運

用
基
本

方
法

的
熟
練

度
夕
尚

不
足

以
符
合

 當
代

生
活

的
需

要
。

 工
優

良
的

家
庭

份
子

c
 
w
O
r
t
h
y
 
h
O
m
^
 
m
e
日

亡
e
r
s
h
i
^
 
^

 應
該
發
展
個
人

成
為

優
良

家
庭
份

予
的

各
種
特

質
，
不

但
有

助
於
擔

 負
那
個
角
色

^而
且
可
以

由
此
受

益
。

 ̂
i
職

業
^
 
v
O
C
a
t
i
O
n
 
t

 職
業
教
育
應
使

個
人

能
為

自
己
及

依
賴

他
的
人

謀
得
生

計
，

透
過
職

 業
服
務
社
會

，
維
持

其
與
同

事
、

其
他
人

士
的
正

確
關

係
，
並

且
儘

 可
能
地
在
職
業
中
求
其

個
人
的

最
大
發
展

。

 三
公
民
教
育
c
 
c
i
V
i
c
 
e
d
U
C
a
t
i
O
n
^
︶

 公
民
教
育
應
該

發
展
個

人
的

各
種
品

質
，
從

而
能

夠
在
鄰

里
、
城

鎮

 、
州
和
國
家
之
中
，

實
行
其

應
擔
負
的

角
色
。
公

民
教
育
也

應
該
提

 供
學
生
了
解
國
際
事
務

的
基
礎

。

 乙
善
於
利
用
閒

暇
c
 
w
^
^
^
^
y
 
u
^
^
 
0
巾
 
^
^
i
s
U
r
e
 
^

 教
育
應
該
使
個

人
由

他
的

休
閒
之

中
，

獲
取
身

體
和
心

靈
的

休
息
，

 並
且
由
此
加
富
和
擴
展

其
人
格

。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八
七



敢
育
目
標
文
集

 兀
倫

理
性

格
^
 
e
t
h
i
c
a
^
 
 
 
c
h
a
r
a
c
t
e
r
^
︶

 民
主

社
會

的
倫

理
性

格
是

中
等
學
校
的
最
大
目
標
。

 其
次

，
薛

勒
等

人
指

出
，

教
育

政
策

委
員

會
c BdUcation^a l   P乙

 ̂^Jri^^^      ^ r^^日
is Sion ^^^在

一
九
四
四
年
主
張
的
「
青
年
迫
切
的
教

 育
需

要
」

，
也

是
一

般
目

的
之

代
表

；

 J每
一

個
青

年
都

需
要

學
習

謀
生

的
技

能
，

也
需

要
發

展
令

工
人

能
明

 智
和

多
產

地
參

與
經

濟
生

活
的
理
解
和
態
度
。
因
此
，
絕
大
多
數
的

 青
年
需
要
有
人
視
導
的
工
作
經
驗
，
也
需
要
有
關
職
業
知
能
的
教

 育
。

 三
所

有
青

年
都

需
要

發
展

及
維

護
身
體
的
健
康
和
舒
適
。

 工
所

有
青

年
都

需
要

了
解

民
主

社
會
中
公
民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
而
且
能

 勤
勉

而
適

當
地

履
行

社
區

份
于
和
國
家
公
民
的
責
任
。

 山
所

有
青

年
都

需
要

了
解

家
庭

對
於
個
人
和
社
會
的
重
要
，
也
需
要
了

 解
家

庭
生

活
成

功
的

條
件

。

 二
所

有
青

年
都

需
要

知
道

如
何

明
智
地
購
買
和
使
用
貨
品
、
服
務
，
了

 解
消

費
者

所
換

得
的

價
值

及
其

行
動
的
經
濟
後
果
。

 乙
所

有
青

年
都

需
要

了
解

科
學

的
方
法
，
科
學
對
人
類
生
活
的
影
響
，

 及
有

關
人

性
、

世
界

本
質

的
主

要
科
學
事
實
。

 F所
有

青
年

都
需

要
有

機
會

去
發

展
其

欣
賞

文
學

、
藝

術
、

音
樂

和
自

 然
之
美
的
能
力
。

 d所
有

青
年

都
需

要
能

善
用

休
閒

時
間

，
並

且
聰

明
地

編
製

預
算

，
在

 令
個

人
滿

意
和

對
社

會
有

用
的

活
動
間
，
取
得
均
衡
。

 仕
所

有
青

年
都

需
要

能
尊

重
他

人
，

洞
察

倫
理

價
值

和
原

則
，

並
能

和
 他

人
共

同
生

活
、

工
作

。

 皿
所

有
青

年
都

需
要

促
進

其
理

性
思
考
、
清
晰
表
達
和
領
會
聽
、
讀
的

 能
力

。

 薛
勒

等
人

認
為

，
一

般
教

育
目

的
通

常
不
是
某
一
機
構
可
以
獨
力
完
成
，

^
^
i
^
^

而
且
許
多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並
未

進
一

步
將

它
們
轉

換
為

更
清
楚

更
具
體

的
目

標
 ，

致
使

他
們

受
到

忽
視

，
許

多
人

因
而

認
為

課
程

方
案

和
一

般
教

育
目

的
無

 關
。

回
確
認
課
程
領
域

 在
陳
述
一
般
目
的

之
後
，

薛
勒
等

人
主

張
，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應
該
確

認
課

 程
領
域
。
所
謂
「
課
程

領
域
」

，
係
指

一
組

有
計
畫

的
學
習

機
會

，
用
來

達
成

 一
套
密
切
關
連
的
教
育
目
標
。

「
領
域

」
可
以
用

來
分
類
主

要
的
且
的

和
相
關

 的
學
習
機
會
，
它
是
目
標

之
所
由

建
立

的
人
類

發
展
層

面
︵

註
比
︶

。
課
程

領
 域
並
不
是
目
標
，
而
是

廣
大
的

組
織

因
素

，
可
以

用
來

包
容
密

切
相
關

的
目

標
 者
巾
課
程
領
域
是
發
展
各

種
學

習
機

會
的
基

礎
，

例
如
學

科
、
科

目
、

活
動
、

 獨
立
學
習
經
驗
、
非
正

式
的
學

校
方
案

及
社

區
經
驗

。
薛
勒

等
人

提
出
下

列
的

 架
構
，
用
來
代
表
課
程
的

廣
大
領
域

r t^^ 181 ^。

 J中
等
教
育
七
大

原
則
中

，
個
人

活
動

的
七
大

領
域
。

 N教
育

政
策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所

提
出

的
四

大
目

的
領

域
；

自
我

 實
現
、
人
際
關

係
、
經
濟

效
率
、

公
民

責
任
。

 工
布
魯
姆
等
人

rB．
s．

lJ l ^^m   ^t^   ^^1．
︶

所
主
張

的
三

大
 目
標
領
域
；
認
知
、
技
能
、

情
意
。

 4布
勞
第
等
人
r  ^．

s. BrO^dV。
B．

O. Smith. & J．
 R．

^n ^rn P^^^︶
主

張
的

高
中

普
通

教
育

方
案

所
包

含
批

五
大

層
 面
；
符
號
科
目
^ Sy日

bO^^^ S t^di e S︶
、

基
礎
科
學

︵
 ̂^^C g^^^^^^^ ^、

發
展

的
科

^D c deVe l op^ent．
 b
 
 
 
．

 a l  S^^^^^^^︶
、
審
美
的
科
目
^ esthetic st^dies

 ︶
、
質
量
問
題

︵
日

O^ar DrOb^ems︶
。

整
個
教

育
方
案

則
 須

加
入

專
門
科

目
f specia^iZatiOn ^^。

 三
薛
勒
等
人
f   ^T . G        s^^^nr e f al．

︶
主
張
的
四

個
課
程
項吃

 域
；
個
人
發
展
^ persOna^ deVe^Op日

ent︶
、
社
交
能

 力
^ SOCia^ CO^petanCe︶

、
繼
續
學
習
的
技
能
^ co^，

 tinUed tearning Ski^^s︶
和

專
門
能
力

c  Speci，



 a
l
i
Z
a
t
i
O
^
︶

 
︵

註
低

︶
。

岡
界

定
次

層
目

的

 薛
勒

等
人

認
為

「
次

層
目

的
」

是
課

程
計

畫
的

基
本

因
素

^必
須

與
一

般

 目
的

一
致

^卻
更

加
具

體
詳

細
^從

而
可

據
以

設
計

學
生

所
需

的
學

習
機

會
和

 學
習

內
容

。
一

般
目

的
包

含
了

兩
種

次
層

目
的
^一

為
待
發
展
的
個
人
特
質
，

 一
為

待
學

習
的

行
為

。
將

一
般

目
的

分
析

為
次
層
目
的
夕
必
須
具
備
專
業
能
力

 和
極

大
的

努
力

，
通

常
這

項
工

作
落

在
教

育
人
員
身
上
^但

需
要
其
他
專
家
的

 協
助

。

因
界

定
教

學
目

標

 列
出
教
學
方
案
的
目
標
^
是
建
立
學

校
教

育
目

的
和

目
標

的
最

後
步

 驟
。
教
學
目
標
是
學
校
提
供
的
一
個
和

一
組

學
習

機
會

^
希

望
達

成
的

結

 果
。
教
學
目
標
由
次
層
目
的
衍
生
而
來
夕
有
助
於
一
般
目
的
之
實
現
。
通

 常
教
學
目
標
係
由
教
師
負
責
界
定
^
因
為

他
們

實
際

指
導

學
生

的
學

習
活

 動
夕
但
是
課
程
計
畫
人
員
也
常
常
撰
寫
教
．
學
目
標
，
俾
供
教
師
參
考
使

 用
。

 薛
勒

等
人

曾
舉

例
說

明
經

過
上

述
分
析
程
序
之
後
，
所
獲
得
的
目
的
和
目

 標
階

層
。

假
如

「
民

主
」

的
價

值
受

到
肯

定
，
則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可
能
寫
出
下

 列
的
目
的
和
目
標
^
 
 
S
a
^
^
O
r
 
e
t
 
a
^
:
 
 
1
9
8
2
,
 
1
^
^
 
V
，

 宗
 
 
旨
；
成
為
民
主
社
會
有
效
率
的
公
民
。

 一
般

目
的

；
明

智
地

參
與

民
主

的
過
程
︵
屬
社
交
能
力
的
課
程
領
域
︶
。

 次
層

目
的

；
知

道
有

關
政

府
的

憲
法
條
款
。

 教
學

目
標

；
能

正
確

回
答

美
國

總
統
的
選
舉
方
法
和
程
序
。

 特
殊

目
標

；
能

指
出

分
配

選
舉

人
票
給
各
州
的
依
據
。

 能
說

出
登

記
為

美
國

總
統
候
選
人
的
條
件
。

 目
的

和
目

標
的

分
析

結
果

，
多

半
類

似
於

一
個

金
字

塔
形

，
愈

抽
象

的
目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的
愈

少
，

愈
具

體
愈

多
。

例
如

要
能

回
答

美
國

總
統

的
選

舉
方

法
和

程
序

有
關

 之
問

題
，

除
了

所
舉

例
的

兩
個

特
殊

目
標

以
外

，
能

說
出

「
初

選
」

和
下

黨
代

 表
會
」
的
異
同
，
能
說
出

政
黨
提

名
總
統

、
副

總
統
候

選
人
的

程
序

等
，
均

可

 列
入

。
薛

勒
等

人
所

列
的

特
殊

目
標

，
在

分
析

程
序

的
說

明
中

並
未

提
及

，
是

 教
學
目
標
的
進
一
步
分
析

，
更
為
具

體
、
外

顯
，

為
教
學

目
標
達

成
與

否
的
指

 標
。

 總
之

，
薛

勒
等

人
的

目
標

分
析

，
指

出
如

何
由

最
抽

象
、

最
高

層
次

的
宗

 旨
、
目
的
，
轉
化
為
最

具
體
最

低
層

次
的

目
標
，

以
做

為
課
程

設
計
之

依
據

，

 具
有

相
當

實
用

的
價

值
。

特
別

重
要

的
是

，
薛

勒
等

人
主

張
「
價

值
」

在
課

程
 目
標
分
析
，
甚
至
於
是
整

個
課
程
設

計
中

的
支

配
和
統

整
地

位
，
指

出
了
課

程
 設

計
者

忽
視

價
值

理
想

的
偏

差
。
而

且
，

他
們

所
設

計
的

目
標

分
析

程
序
，

也
 能

促
使

課
程

設
計

者
聯

結
宗

旨
、

目
的

和
次

層
目

的
、

教
學

目
標

，
其

強
調

人
 性
或
個
人
特
質
之
發
展
，
更
屬
特
色

。

 肆
/課

程
目

標
的
敘
寫

 課
程

目
標

一
經

尋
得

、
分

析
、

選
擇

、
分

類
之

後
，

接
著
便

是
敘

寫
呈

現

 的
工

作
。

課
程

目
標

如
果

敘
寫

不
當

，
不

但
對

於
課

程
和

教
學

沒
有

指
引

作
用

 ，
反
而
自
白
浪
費
尋
找

目
標
所
花
的

種
種
努

力
。
泰
勒
c R．

乞
．
Tyler

 ︶
曾
經
痛
陳
一
般
教
師
教
學
的
缺
點
:一

是
教

學
之

前
並

未
確

立
教

學
目
的
^

 二
是
只
注
意
少
數
不
重
要

的
目

的
，

忽
略
了

重
要

的
目
的

^三
是

訂
了
過

多
的

 教
學
目
的
，
實
際
的
教
學

時
間
有
限

，
無

法
一

一
達
成

^四
是

不
能

夠
明

白
地

 把
教
學
目
的
表
示
出
來
，

以
致
對
於

學
生

最
終

的
學
習

結
果

未
有
清

楚
的
概

念

 ︵
孫
邦
正
，
民
七
二
，
129｜

30 ^。
泰
勒
所
評
論
的
第
一
點
是
教
師
重
教

 材
教

法
而

忽
略

目
標

的
問

題
，

第
二
一
二

點
屬
於
目

標
選
擇
不

當
的

問
題
，

第
四

 點
則
是
目
標
敘
寫
不
清
的
問
題
。
由
此

可
見
，
課

程
目
標
敘

寫
的
重
要

。

 一
、

目
標

敘
寫

常
犯

的
錯
誤

 課
程
目
標
的
敘
寫
既

然
重
要
，

許
多

學
者

便
分
析

一
般

敘
寫
方

式
的
錯

誤

 期
能
加
以
改
正
。
這
些
學
者
的
分
析
之

中
，
尤
以

泰
勒
和
葛

隆
爾
︵
   N．

E．

八
九



教
育
且
標
文
集

 九
O

 G
r
o
n
^
^
n
d
 
^
︶
最
為
透
徹
︵
註
血
︶
。
首
先
說
明
泰
勒
所
指
責
的
三
項
目

 標
敘
寫
的
錯
誤
。

 敘
寫

且
標

時
常

犯
的

第
一

個
錯

誤
，
是
把
目
標
當
做
教
師
教
學
時
所
要
做

 的
工

作
來

寫
，

例
如

；

 」
示

範
二

元
一

次
方

程
式

的
解

法
。

 ̂^傳
授

五
言

絕
句

的
作

法
。

 3
增

進
學

生
閱

讀
的

能
力

。

 t^介
紹
四
部
合
聲
的
方
法
。

 ̂
示

範
光

合
作

用
儀

器
的

裝
置

方
法
。

 以
上

的
目

標
，

均
指

出
了

教
師

教
學
之
際
應
該
做
什
麼
，
但
是
並
未
指
出

 教
育

的
填

正
目

的
｜

｜
學

生
學

習
後

的
行
為
改
變
。
教
師
的
教
學
行
為
並
非
教

 育
所

欲
造

成
的

結
果

，
因

此
不

該
當

做
教
育
的
目
標
。

 敘
述

課
程

目
標

第
二

項
常

犯
的

錯
誤
，
是
只
列
出
了
教
材
的
大
綱
、
主
題

 、
原

則
或

概
念

等
。

例
如

，
美

國
史

一
科
的
目
標
是
；

 J
殖
民
時
期

 c
^
憲

法
制

定
時

期

二
西

向
拓

荒
時

期

七
內

戰
和

重
建

時
期

 ̂
^
工

業
化

時
期

 又
如

健
康

教
育

「
營

養
的

食
物

」
包

含
下
列
目
標
；

 J
營
養
與
食
物

 c
N
食

物
中

的
營

養
素

了
均

衡
的

膳
食

 i
d
食

品
的

選
購

三
消

化
與

飲
食

習
慣

 上
面

的
敘

述
，

指
出

學
生

必
須

學
習

的
內

容
，

但
是

，
卻

末
顯

示
學

生
應

 該
做

什
麼

。
例

如
「

食
物

中
的

營
養

素
」

的
主

題
中

，
學

生
究

竟
單

要
記

憶
營

 養
價

值
很

高
的

食
物

呢
^
i
還

是
要

能
夠

比
較
各
種
食
物
的
營
養
價
值
呢
c
L
4
甚
或

 是
要
能
實
際
地
分
析
食
物
所
包
含
的

營
養
素
呢

^Pi這
是

頗
令

人
費

解
的

問
題

。
 因
此
，
以
教
材
內
容
敘

寫
目
標

，
難
以

進
一

步
引
導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

 目
標
敘
寫
時
第
三
個
席
犯
的

錯
誤
，

是
只
指
出

了
理
想
的

學
生
行
為

，
忽

 略
行
為
所
應
有
的
生
活
領
域
或
內
容

。
例
如
；

 t^4發
展
批
判
性

思
考
的
能

力

 ct^發
展
優
良

的
社
會

態
度

工
養
成
廣
泛
的
興
趣

 qqi發
展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泰
勒
認
為
採
取

這
種
方

式
敘

寫
目

標
，
固

然
指

出
教
育

的
功
能

在
引

發
學

 生
某
種
行
為
改
變
，
但
是
未
提
及

該
種
行

為
改
變
適

用
的
生
活

領
域
或
內

容
，

 仍
然

不
夠

完
美

。

 葛
隆
蘭
另
外
又
提

出
了
兩

點
目
標

敘
寫

時
常
犯

的
錯
誤

。
其

一
為
「

就
學

 習
歷
程
而
非
學
習
結

果
敘
述

」
，
例

如
，

學
習
氣

象
圖
上

的
符

號
，
便

有
「
記

 憶
」
、
「
指
出
」
、
「
解
釋
」
、
「

繪
製
」
、

「
使
用
」

等
可
能
。

其
二
為

一

 個
目
標
中
包
含
太
多
學

習
結
果

，
例
如

，
「

知
道
科

學
方
法

並
有

效
地
應

用
」

 包
含

了
兩

個
學

習
結

果
，

不
如

「
使

用
適
當
的

實
驗
程
序

解
決

問
題
」

為
適

當
。

 二
、
行

為
目
標
的

敘
寫

 根
據
目
標
敘
寫
的

缺
點
，

泰
勒
提

出
改

進
的
建

議
。
他

主
張

最
有
用

的
目

 標
敘
寫
方
式
，
必
須
指

出
學
生

身
上

應
該

產
生
的

行
為

改
變
，

和
該
項

行
為

所

 將
表
現
的
生
活
領
域
和

內
容
。

簡
單

言
之

，
任
何

目
標

都
應
該

包
含
「

行
為

」

 和
「
內
容
」
兩
項
要
素
。
例
如
；

 i^4發
展
鑑
賞
現

代
小
說

的
能
力
。

 ̂N能
辨

別
各

種
顏

色
。

 工
能
摘
錄
本
課
的
優
美
詞
句

。

 七
熟
悉
營
養
問
題
有
關
的
資

料
來
源
。

 試
就

第
一

個
例

于
說

明
。

「
發

展
鑑

賞
力

」
乃

意
指

一
種

行
為

，
而
「

現

 代
小
說
」
則
是
該
種
行
為

所
適
用

的
內

容
。
如

此
，
始

足
以

引
導
學

習
經
驗

的

 選
擇

和
計

畫
。

為
了

清
楚

展
示

目
標

的
行

為
和

內
容

層
面

，
泰

勒
採

用
「

雙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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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育

且
標

文
藥

 分
析

表
」

，
並

以
高

中
生

物
科

的
且

標
加
以
說
明
「
見
表
六
︶
。

 根
據

表
六

所
示

，
高

中
生

物
科

旨
在
培
養
七
種
行
為
；
瞭
解
事
實
與
原
則

 、
熟

悉
資

料
來

源
、

應
用

原
則

、
學

習
及
報
告
研
究
結
果
、
發
展
興
趣
、
養
成

 社
會

態
度

。
在

內
容

方
面

則
分

成
三

大
類

H人
類

有
機

體
的

功
能

、
動

植
物

資
 源

之
利

用
、

進
化

與
發

展
。

前
二

項
又

細
分
為
幾
個
項
目
。
「
行
為
」
和
「
內

 容
」

交
織

起
來

，
便

形
成

了
課

程
和

教
學
目
標
。
但
是
，
要
注
意
的
是
，
並
非

 任
何

行
為

和
內

容
的

交
織

都
有

立
壘

爭
都
可
成
為
目
標
。
表
中
的
「
X」

所
代
表

 的
，

是
某

一
行

為
適

用
於

某
一

內
容

領
域
的
註
記
。
缺
空
的
部
份
表
示
某
一
行

 為
不

適
用

於
某

一
內

容
。

例
如

就
「

熟
悉
可
靠
的
資
料
來
源
」
言
之
，
與
「
營

 養
」

結
合

起
來

，
變

成
「

熟
悉

有
關

營
養
的
可
靠
資
料
來
源
」
，
是
生
物
科
目

 的
目

標
。

但
是

，
消

化
、

循
環

、
呼

吸
三
種
資
料
來
源
，
並
不
是
高
中
生
物
科

 的
目

標
。

那
一

個
目

標
屬

於
高

中
生

物
科
的
領
域
，
那
一
個
不
是
，
泰
勒
主
張

在
設

計
雙

向
分

析
表

之
前

即
已

決
定

三
然
而
他
也
同
意
雙
向
分
析
表
建
立
起
來

 之
後

，
也

可
以

協
助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
再
考
慮
目
標
是
否
適
切
的
問
題
，
從
而

 修
正
原
先
的
決
定
。

 泰
勒

也
指

出
，

通
常

在
界

定
「

內
容
」
層
面
時
，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較

少
，

因
為

內
容

標
題

上
的

抽
象
語
詞
較
少
。
但
是
「
行
為
」
層
面
則

 不
然

，
行

為
的

標
題

諸
如

批
判

性
思

考
、
社
會
態
度
、
欣
賞
、
敏
感
度
、
適
應

 等
，

很
難

找
到

具
體

而
且

一
致

同
意

的
定
義
，
如
此
一
來
課
程
發
展
者
便
遭
遇

 到
困

難
，

因
為

目
標

失
去

了
指

引
作

用
了
。
因
此
，
對
於
抽
象
的
且
標
，
應
該

 進
一

步
說

明
其

意
義

，
例

如
，

把
批

判
性
思
考
界
定
為
包
含
三
種
行
為
；
歸
納

 性
思

考
、

演
繹

性
思

考
和

邏
輯

思
考

，
並
舉
出
適
當
的
例
于
。
則
「
批
判
性
思

 考
」

的
目

標
，

對
於

課
程

發
展

才
會

有
意

義
。

 對
於

目
標

應
列

出
多

少
個

的
問

題
，
泰
勒
亦
有
所
建
議
。
由
於
在
行
為
上

 做
太

多
的

分
化

十
分

困
難

，
也

由
於

太
多

的
行
為
類
別
教
師
無
法
記
住
，
從
而

 且
標

的
指

引
作

用
便

消
失

了
，

所
以

泰
勒

認
為
只
要
有
七
至
十
五
類
目
標
，
便

 可
令

人
滿

意
了

。
至

於
內

容
方

面
，

十
至

卅
項
目
最
為
適
用
。
但
是
這
個
數
字

 ，
只
是
就
一
般
情
形
而
言
。

九
二

 雖
然
泰
勒
主
張
目

標
必
須
清

晰
而

有
意

義
，
他

並
未

主
張
撰

寫
十
分

具
體

 特
殊
的
且
標
。
但
是

梅
澤
︵

宦
a
g
e
r
,
 
 
 
 
i
9
6
^
︶

在
「

準
備

教
學
目

標
」
一

 書
中
，
卻
主
張
十
分

特
殊
的

目
標

。
梅

澤
認
為

目
標

要
明
確

清
晰
，

必
須

要
包

 含
三
個
因
素
；

 t
^
4
行
為
；
指
可
以
觀

察
的
、

外
顯
的
，

學
生
在
學

習
的
終
點

所
表
現

的

 。
例

如
「

說
」

、
「
寫

」
等
。

 三
情
境
；
指

行
為
所

發
生
的

背
景

，
包
含

時
間
的

原
則

、
使
用

的
材
料

 與
設
備
。
特
別

的
指
示

或
規
定
等

。
例
如
在

一
小
時
內

，
．
沒

 有
標
點
的

句
于
二

十
個

，
不
得

參
考
任

何
資

料
，
已

知
直
角

 三
角

形
每

邊
的

長
度
等
。

 工
標
準
；
指
衡

量
學
習
者

的
行
為

表
現

成
功
與

否
的
依

據
，

例
如
答

對

 的
百
分
比
、
做
對

的
題
數
等

。

 為
了
使
目
標
敘

寫
不
致

含
糊

，
梅

澤
特
別

列
出

了
比
較

含
糊
和

比
較

明
晰

 ．
的

動
詞

，
加

以
對

照
︵

 Mager,    1962 ^ ^

意
義
較
不
確
定
的
動
詞

 
 
 
 
意
義

較
為
確
定

的
動
詞

知
道
 
 
 
 
 
 
 
 
 
 
 
 
寫
出

理
解
 
 
 
 
 
 
 
 
 
 
 
 
背
誦

 真
正

理
解

 
 
 
 
 
 
 
 
 
．

指
明

欣
賞
 
 
 
 
 
 
 
 
 
 
 
 
區
別

十
分
欣
賞
 
 
 
 
 
 
 
 
 
解

決

把
握

重
點

 
 
 
 
 
 
 
 
 
繪

製
喜
歡
 
 
 
 
 
 
 
 
 
 
 
 
列
出

相
信
 
 
 
 
 
 
 
 
 
 
 
 
比
歐

深
信
 
 
 
 
 
 
 
 
 
 
 
 
對
照

 梅
澤
認
為
以
意
義
不

確
定
的

動
詞

敘
寫
目

標
，
則

師
生

對
於
目

標
的
解

釋

 可
能
不
同
，
因
此
不
能

發
揮
目

標
的

作
用

。
例
如

，
「

知
道
擴

音
喇
叭

如
何

作
 用
」
可
能
有
下
列
解
釋
；

 l^^能
繪

製
線

路
圖

，
以

顯
示

擴
音
喇
叭

怎
樣
發
音

。

 ̂N能
做
出
一
個
功
能
齊

全
的
擴

音
喇
叭
。



 工
能
說
明
擴
音
喇
叭
各
部
位
的
功
用

。

 梅
澤

認
為

這
種

誤
解

，
是

使
用

「
知
道
」
這
一
類
不
明
確
的
動
詞
所
造
成

 ，
用

了
「

知
道

」
一

詞
而

又
不

加
解

釋
，
便
無
人
知
其
所
指
了
。
以
下
列
舉
幾

 個
梅

澤
認

為
優

良
的

目
標

；

 r
^
^
設

有
某

牌
可

用
的

電
視

機
一

架
，
學
生
應
在
五
分
鐘
內
，
調
整
電
離

 于
陷

擾
電

路
磁

，
使

螢
光

幕
畫

面
均
勻
。

 0
4
設

有
人

體
骨

骼
一

副
，

學
生

應
正
確
地
標
示
出
至
少
四
十
種
骨
骼
的

 名
稱
，
標
錯
者
不
扣
分
。

 在
梅
澤
發
表
目
標
敘
寫
方
法
的
十
多
年
後
，
奇
伯
樂
等
人
^
 
K
i
b
l
e
r

 e
t
 
 
 
a
^
:
 
 
1
9
7
4
 
︶

更
嚴

格
地

指
出

目
標

敘
寫

有
五

項
要

素
︵

註
几

︶
，

 ̂
行

為
的

主
體

；
學

生
或

學
習

者
。

 ̂
^
實

際
的

行
為

；
例

如
寫

出
、

列
出
。

 了
行

為
的

結
果

或
內

容
；

例
如

一
篇
文
章
、
小
說
。

 ̂
^
行

為
的

條
件

；
例

如
一

小
時

的
平
時
測
驗
或
在
全
班
面
前
。

 ̂
成

功
與

否
的

標
準

；
例

如
答

對
了

百
分

之
入

十
五

。

 綜
觀

此
五

項
要

素
，

上
述

所
舉

梅
澤

的
例
子
之
中
，
完
全
包
含
，
只
是
梅

 澤
未

將
「

行
為

主
體

」
和

「
行

為
內

容
」

加
以

強
調

。
饒

明
湘

等
人

︵
民

65．

 1
2
｜
3
︶
曾
依
據
行
為
目
標
敘
寫
之
要
素
，
編
寫
目
標
範
例
，
例
如
；

 t^4能
說
出
八
行
為
︶
三
角
形
的
特
徵

︵
結

果
︶

。

 c^^能
在

十
五

秒
內

︵
標

準
︶

跑
完
︵
行
為
︶
五
十
公
尺
︵
結
果
︶
。

 了
能

用
笛

于
︵

條
件

︶
吹

奏
八

行
為
︶
國
歌
︵
結
果
︶
。

 i^^能
用

自
己

的
步

長
r條

件
︶

測
出
︵
行
為
︶
教
室
的
長
度
和
寬
度
︵

 結
果

︶
。

 ̂r^能
利

用
字

典
︵

條
件

︶
在

十
分
鐘
內
︵
標
準
︶
查
出
︵
行
為
平
本
課

 所
有

的
︵

標
準

︶
生

字
字

義
︵

結
果
︶
。

 乙
能

運
用

三
原

色
八

條
件

︶
調

出
︵
行
為
︶
四
種
以
上
。
標
準
︶
的
中

 間
色
︵
結
果
口
。

 總
之
，
關
於
目
標

的
敘
寫

，
自

巴
此

特
提
倡

活
動

分
析
法

發
現
課

程
目

標

 以
來
，
即
強
調
其
明
確
性

︵
黃
政
傑

，
民
几

︶
。

到
泰
勒

提
出
其

課
程

理
論
之

 後
，
自
學
生
行
為
改
變

的
立
場

撰
寫
目

標
，

同
時
兼

顧
行
為

和
內

容
兩
要

素
，

 期
使
目
標
對
於
課
程
與

教
學
更

具
指
引

作
用

，
受
到

廣
泛
重

視
。

一
九
五

六
年

 。
布
魯
姆
等
人
主
張
教
育

目
標

應
區

分
為
認

知
、

技
能
、

情
意
三

大
類

，
並
發

 表
認
知
領
境
目
標
分
類

法
，
提

示
認
知

目
標

之
層
次

、
敘
寫

範
例

和
評
量

之
法

 。
其
後
，
梅
澤
主
張
目

標
的
敘

寫
應
包

含
行

為
、
情

境
、
標

準
三

要
素
，

奇
伯

 樂
等
人
更
加
上
「
學
生
」
和
「
結
果
」

二
要
素
，

是
為
行
為

目
標
的
強

硬
派
︵

 hardLiners︶
，
和
泰
勒
、

波
範
f P^ph^日

．
1^^6R '等

溫
和
派

 c
 
S
^
巾
^
^
^
n
e
r
s
︶
是

不
同
的
︵

註
甩
︶

。

 三
、
行

為
目
標

的
論

戰

 主
張
行
為
目
標
者

，
均
認

為
課
程

與
教

學
的
目

標
，
必

須
寫

出
學
生

學
習

 之
後
應
該
具
有
的
行
為

表
現
。

這
些

行
為

還
要
是

具
體

的
、
特

殊
的
、

可
以

觀
 察
的
，
所
以
要
摒
棄
含

糊
的
、

概
括

的
行

為
動
詞

。
但

是
行
為

目
標
的

主
張

提
 出
以
來
，
便
成
為
教
育
界

爭
辯
的
主

要
課

題
，

特
別
是

在
課

程
與
教

學
領
域

中

 ，
反
對
者
與
贊
成
者
幾
乎
是
互
有
所
見

，
壁
壘
分

明
。
雖
然

在
課
程
發

展
的
領

 域
中
，
採
取
行
為
目
標

發
展
課

程
的

主
張

，
甚
囂

塵
上

;但
反

對
的

聲
浪

亦
不

 絕
於

耳
︵

註
吼

︶
。

 也
許
，
對
於
行
為
目

標
的
反
對

理
由
，

提
出

最
有
系

統
的
辯

駁
者

為
波
範

 c Popha^,    1968 ^^二
在
其

辯
駁

文
中

，
他

歸
納

出
十

一
點

反
對

行
為

 目
標
的
論
點
，
並
提
出
十

一
點
答
辯

︵
見

表
七

︶
。
由

衷
七

可
見
，

反
對
行

為
 目
標
者
認
為
，
使
用
行
為

目
標
會
忽

視
重

要
和

不
可
預

期
的

學
習
成

果
，
妨

礙
 偶
發
教
學
，
遺
忘
學
生

行
為
改

變
以

外
的

目
標
，

完
全

以
成
果

評
定
教

師
績

效
 ，
機
械
地
測
量
行
為
、
降

低
人
性

，
精

確
計
畫

行
為
結

果
會

形
成
不

民
主
^不

 但
大
眾
不
易
理
解
，
而

且
由
於

敘
寫

不
易

，
教
師

也
甚

少
使
用

，
尤
以

藝
術

及
 人
文
學
科
為
甚
。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九
三



 生的具體行為成果為準，而非根據其

 他的標準一才能。

 10．以具體行為陳述目標，非常困難，亦

 即說來容易做來難。

 11．預定精確的自標，可能使教師評鑑時

 ，疏忽了未曾預期的重要成果。

 1．零碎的學習行為容易操作，真正重要

 的教育成果反而被忽視。

 2．事先定了正確的目標，將妨害教師利

 用偶發的教學機會。

 3．除了學生行為的改變，還有其他重要

 的教育成果，如家長態度、專業人員

 及社會價值的改變等。

 4．客觀機械地測量行為，在途徑和方法

 ( approach ) _E足以降低人性(

 dehu^aniz打晤)。

 5．精確地計畫學生在教學之後應有的行

 為，是不民主的。

 6．教師很少用可測量的學生行為陳述其

 教學目標，亦即實際的教學並不用行

 為目標。

 7．有些學科如藝術、人文等，很難指出

 可測量的行為。

 8，一般性的目標敘寫，有助於教育以外

 人士的了解，如果教育目標精確敘述

 1．這是事實，但原因是教師在將目標變

 成為行為目標時，不能區別和選擇。

 2．目的精確，並非表示達成目標的方法

 ( mean^)亦確定不變，主要還在於

 教師的經驗、技術與藝術。

 工這些雖然重要，但學校的主要職責在

 於教導學生。

 4．這是口質」和「量」的問題。現在已

 經有對「品質」評量的研究，繼續努

 力，當可克服。

 5．通常的教學，都是教師事先有些目標

 ，然後有計畫地、有效地引導學生朝

 此方向發展。事實上，社會並不希望

 青少年「民主地」逸出常規。

 6．理論和實際具有差距，我們不能以現

 實為滿足，而是需要提高要求，克服

 困難，朝理想發展，並逐漸推廣。

 7．雖然這是事實，但文學、音樂、藝術

 等，總有一些判斷的標準，所以這些

 學科的教師還是脫不了這種責任。

 8．不論我們的目標是否正確，精確地敘

 述均將使大眾弄清吾人所做所為，而

 知所抉擇。

 9．事質上這是應該的，因為能夠引起學

 生行為的改變，就是教師的成功。

 10．這是事實，需要減少教師的工作負擔

 ，而且要用一部分經費在這方面研究

 和改進，但這種現象不足以因此而阻

 礙了行為目標的推行。

 11．行為目標只是基本的目標，並非無所

 不包，評鑑者自不應限於行為目標。

 表七:贊成及反對使用行為目標的理由(註20. )

反
成

以某學

教

 ，將令人乏味

 9．可測性暗指績

育
目

標
文

集
九

四



 針
對

上
述

各
點

批
評

，
波

範
指

出
:
忽
視
重
要
及
不
可
預
期
的
學
習
成
果

 ，
是

因
為

教
師

末
作

適
當

的
選

擇
^
自

限
於
基
本
目
標
^
精
確
目
標
並
未
限
定

 方
法

，
偶

發
教

學
的

使
用

仍
取

決
於

教
師
的
經
驗
、
能
力
^學

校
旨
在
教
導
學

 生
，

能
引

起
學

生
行

為
改

變
，

教
師

便
成
功
了
^目

前
已
著
重
品
質
評
量
的
研

 究
，

人
性

貶
低

問
題

當
可

解
決

丁
民

主
固
然
重
要
，
社
會
並
不
希
望
青
年
逸
出

 常
軌

，
故

必
須

有
計

畫
地

引
導

其
發

展
^
精
確
敘
述
目
標
，
可
使
大
眾
知
道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所

做
所

為
，

進
一

步
叮

以
抉
擇
^
教
師
很
少
用
行
為
目
標
，
並
非

 意
指

應
該

不
用

，
敘

寫
上

的
困

難
可

以
設
法
解
決
，
甚
至
於
邀
請
專
家
建
立
「

 目
標

銀
行

」
，

由
教

師
取

用
即

可
^
人

文
藝
術
科
目
也
有
判
斷
標
準
，
教
師
仍

 舊
有
責
任
建
立
明
確
的
目
標
。

 一
九
七
三
年
，
麥
唐
納
、
羅
斯
︵
 
M
a
C
d
O
n
a
口
冉
，
R
O
s
s
,
 
1
9
7
3

 ︶
對

於
行

為
目

標
，

提
出

了
綜

合
性

的
批
判
;
也
一
一
檢
視
波
範
辯
駁
的
效
度

 。
她
認
為
行
為
目
標
的
優
點
有
下
列
十
項
：

 J是
教

育
上

合
理

計
畫

方
法

的
基
礎
。

 工
鼓

勵
教

育
人

員
將

其
潛

在
的

價
值
表
現
出
來
。

 工
鼓

勵
教

育
工

作
者

以
詳

細
、

特
殊
的
術
語
思
考
和
計
畫
。

 七
提
供
評
鑑
的
合
理
基
礎
。

 三
是
選
擇
教
學
方
法
的
依
據
。

 L
o
建

立
自

我
改

進
系

統
的

基
礎

b

 几
使

系
統

最
後

能
達

成
內

部
的

一
致
性
。

 od使
系

統
最

後
能

實
際

達
成

理
論
上
所
建
立
的
目
標
。

 叭
是
溝
通
的
媒
介
。

 皿
是
個
別
化
教
學
的
基
礎
。

 雖
然

行
為

目
標

的
優

點
如

此
之

多
^
但

是
麥

唐
納

、
羅

斯
更

提
出

十
六

點

 反
對

的
理

由
，

其
中

具
有

泳
號

者
尤

為
重

要
：

 米
1^4對

於
目
標
的
起
源
夕
沒
有
一
致

的
觀

點
存

在
。

 ̂^在
教

育
領

域
中

，
沒

有
明

確
的
方
法
可
用
以
獲
得
目
標
。

 工
在

事
件

發
生

前
先

界
定

目
標

，
有
違
探
索
學
習
的
本
質
。

 七
主
張
行
為
目

標
者
，

末
指
出

教
師

如
何
使

用
目
標

^以
引

導
不

可
預

 期
的
教
室
事

件
。

 丘
任
何
知
識
體
系
均
有
極
多

學
習
途
徑

，
因
此
降

低
了
學
習

設
計
中

目

 標
的
效
果
。

 匕
在
某
些
學
科
之
中
，
規

準
只
能
在

學
習
事
件

發
生
之
後

應
用
，

不
可

 事
先
確
立
。

 沃
目
標
並
未
賦
予
測
驗
項

目
效
度

。

 od目
標

本
來

就
是

合
糊

不
清

的
。

 X叭
目
標
應
精
細
到

何
種
程
度

一
直
未

能
確

定
。

 c3目
標
並
末
明
確
地
溝
通

各
種
教

學
意
圖
，

特
別
是
對

學
生
而
言

。

 川
瑣
碎
的
目
標
最

易
於

操
作

^這
就

是
問

題
。

 吃
行

為
目

標
和

目
標
參
照

教
育
模
式
︵

 吶
Oa^-^e巾

erenCed
 m
^
^
e
l
s
 
 
o
的

e
臼

U
c
a
汁

i
o
n
 
 
 
︶

的
關

聯
^
即

可
令

人
質

疑
。

 米
r^開

始
的
設
計
如
果
不
夠
堅

實
，
後
來

的
補
救
將

需
要
昂
貴

的
代
價

。

 洪
比
行
為
的
清
單
不
足
以

代
表
知

識
的
結
構

。

 沃
巴
行
為
目
標
的
使
用
，

暗
指
師

生
交
互
作

用
是
稀
少

的
。

 X血
行
為
目
標
的
架

構
，
具
有

任
何
操

作
主

義
教
條

︵
 o廿

era什
^^n-

 a
口
i
s
斗
印
。
的
^
a
 
︶
的

缺
點

。

 由
上
述
的
分
析
可

見
^行

為
目

標
運
動

如
火

如
荼
地

展
開
，

並
非

沒
有
埋

 由
，
而
教
育
人
員
接
受
行

為
目
標

，
當

然
也
植

基
於
這

種
目

標
敘
寫

方
式
之

優

 點
^但

是
，
不
少
教
育
學

者
也

依
據

行
為
目

標
的

缺
陷
，

極
力
反

對
使

用
行
為

 目
標
。
教
育
人
員
對
於
行

為
目
標

的
缺

點
，
如

未
有
透

徹
的

了
解
和

補
救
，

顯

 然
將
陷
入
行
為
目
標
的
胡

同
，
不

能
自

拔
，
從

而
教
育

的
效

果
將
大

打
折
扣

了

 。
基
於
此
，
茲
歸
納
學
習
者
所

指
行
為

目
標
比
豉

嚴
重
之
問

題
，
為
下

列
數
項

 :誤
解
學
校
教
育
功
能
、

忽
視
表

意
︵

 e召
ressiVe   ︶

的
目

標
和
問

題
解

 決
且
標
、
目
標
精
細
層
次

的
選
擇

、
忽

略
情
意

領
域
目

標
和

其
他
領

域
的
高

層

 次
目
標
︵
註
扎
︶
。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九
五



敢
育

目
標

文
集

九
六

 四
、

澄
清

行
為

目
標

的
問
題

 首
先
就
學
校
教
育
功
能
而
言
。
史
點
豪
斯
︵
 S斗

en^oUse。
卜
975

 , 80  ︶
認

為
學

校
教

育
至

少
包

含
四
種
不
同
的
過
程
：
訓
練
︵
 tra叫

n-

 片
口

吶
︶

、
教

授
︵

 instr^c斗
^^n︶

、
啟

蒙
︵

 ini汁
i at io^︶

 ^

 誘
導

^  in印
^c斗

ion ︶
。

訓
練

旨
在

獲
得

技
能

，
訓

練
如

果
成

功
了

^個
 人

便
具

備
實

做
或

表
現

的
能

力
^例

如
造
獨
木
舟
、
打
字
、
說
外
國
語
等
。
「

 教
授

」
和

資
訊

學
習

有
關

，
成

功
的

教
授
形
成
了
資
訊
的
保
留
^例

如
記
憶
化

 學
元

素
、

國
名

、
日

期
等

。
「

啟
蒙

」
旨
在
使
人
熟
悉
社
會
價
值
和
規
則
，
成

 功
的

啟
蒙

使
人

能
解

釋
社

會
環

境
、

預
測
他
人
的
反
應
。
「
誘
導
」
和
文
化
思

 想
體

系
的

介
紹

有
關

，
從

此
形

成
理

解
，
例
加
把
握
要
點
、
了
解
關
係
、
作
成

 判
斷

。
史

點
豪

斯
認

為
啟

蒙
是

生
活

於
任
何
社
會
的
副
產
品
，
而
為
大
部
分
學

 校
潛
在
課
程
︵
 hid印

en c^rric口
口

^^ ︶
的

一
部

份
^但

他
並

未
進

 一
步

加
以

討
論

。

 史
點

蒙
斯

所
關

心
的

是
「

訓
練

」
、
「
教
授
」
、
「
誘
導
」
三
種
過
程
。

 訓
練

的
目

的
旨

在
行

為
或

表
現

的
改

變
^易

以
行
為
目
標
表
示
預
期
的
結
果
，

 軍
事

訓
練

和
工

商
人

員
的

訓
練

，
採

用
行
為
目
標
均
相
當
成
功
。
就
「
教
授
」

 而
言

，
採

用
行

為
目

標
亦

甚
適

合
分

例
如
。
記
憶
五
個
動
詞
，
記
憶
與
否
，
很

 容
易

以
行

為
顯

示
。

但
是

「
誘

導
」

，
史
點
蒙
斯
視
為
真
正
的
教
育
，
旨
在
使

 人
類

更
加

自
由

，
更

富
於

創
造

力
。

教
育
誘
導
個
人
進
入
其
文
化
申
的
知
識
，

 並
以

此
為

思
考

系
統

。
教

育
成

功
了

，
也
就
是
它
促
成
學
生
不
可
預
期
的
行
為

 結
果

增
加

了
︵

 S斗
enhoUse, 1975, 82  ︶

。
例
如
知
識
或
藝
術

 的
領

域
之

中
，

學
生

成
就

最
重

要
的

成
品
是
「
試
做
」
｜
｜
國
畫
、
音
樂
、
演

 奏
、

設
計

、
製

作
等

，
而

「
試

做
」

的
評
鑑
，
應
該
著
眼
於
創
造
，
而
不
是
根

 據
事

先
規

定
的

格
式

。
「

試
做

」
無

所
謂
對
或
錯
。
由
此
可
見
，
使
用
行
為
目

 標
，

預
定

學
生

的
行

為
表

現
，

便
誤

解
了
教
育
的
真
正
功
能
，
也
難
免
受
到
不

 民
主
的
批
評
了
。

 其
次

就
表

意
目

標
和

問
題

解
決

目
標
而
言
。
這
一
點
和
上
述
的
分
析
息
息

 相
關
。
艾
斯
納
︵
口
．
W．

出
isner ︶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
提
出
教
學
︵

 沖
n
s
斗

r
^
c
t
i
^
n
a
叫

︶
和

表
意

︵
 
e
x
廿
r
e
s
s
i
V
e
 
︶
目
標
的
區
分
。

 教
學
目
標
旨
在
使
學
生
熟
練
現
有
的
文
化
工
具
︵
 c^口

t^ra口
汁
^O^s

 ︶
，
其
所
指
向
的
行
為
方
式
是
已
知

的
，
希
望

學
生
在
學

的
某
一
時

間
內
均

共

 通
地
發
展
出
來
。
所
謂

表
意
的
目

標
，

則
著

眼
於
形

成
可

能
的
種

種
創
造

反
應

 ，
是
超
越
現
有
的
，
不
但
是
令
其
發

展
，
而
且

此
種
發
展

是
因
人
而

異
的
。

因

 此
，
教
學
目
標
可
以

採
用
行

為
目
標

的
方

式
敘
寫

，
但
是

表
意

目
標
則

否
。
艾

 斯
納
︵
曰
s
i
n
e
^
,
 
1
9
6
9
 
,
 
1
5
 
︶
說

：

 表
意
目
標
和

教
學
目
標

不
同
。

表
意

目
標
並

不
指
出

學
生

從
事
某

些

 學
習

活
動

後
^所

獲
得
的

行
為

改
變

。
表

意
目

標
所

描
寫

的
是
學

生

 教
育

上
的

遭
遇

:他
們
的

工
作

情
境

、
所

要
處

理
的

問
題

以
及
所

要

 從
事
的
工
作

。
但
是
表

意
目
標

並
不

指
出
在

此
遭
遇

、
情

境
、
問

題

 和
工

作
之

申
^學

生
即
將

學
到

什
麼

。
因

此
，

表
意

目
標

提
供
了

師

 生
探
索
或
專

注
於
個
人

自
覺
有

趣
或

重
要
的

問
題
。

表
意

目
標
是

引

 發
的
，
不
是

規
定
的
。

表
意
目

標
是

學
生
可

以
應
用

其
過

去
所
學

種

 種
技
能
和
理

解
的
主
題

，
學
生

的
技

能
與
理

解
擴
大

了
、

精
緻
了

^

 ．
而
巨
更
加

能
展
示

個
人
特

質
。

表
意
目

標
所
要

的
不

是
學
生

反
應
的

 同
質
性
，

而
是
多

元
性

。
在

表
意
的

脈
絡

中
，
教

師
希
望

提
供

一
個

 情
境
，
學

生
由
此

獲
取

其
私

人
的
意

義
，

而
學
生

在
此
情

境
中

產
生

 的
成
品
^
不
論

是
理

論
︵

 
汁
^
e
O
r
e
斗
i
C
a
口

︶
或
品
質

的
︵

 ̂^ua卜
片

汁
a^iVe ︶

，
都

如
其

人
之

不
同

而
多

變
。

結
果

，
這

 種
情
境
中

的
評
鑑

工
作

，
不

可
應
用

共
同

的
標
準

於
各
種

成
品

之
上

 ，
而
應
促
使
個
人
反

省
那
些

成
品
，
顯

示
成
品
的

獨
特
性
和

重
要
性

 那
麼
，
怎
樣
的
目
標
敘
述
才

是
表
意

目
標
呢
FL^艾

斯
納

舉
了

下
列

幾
個

例

 于
為
代
表
：

 L解
釋

「
失

樂
園

」
︵

 Para冉
i ^^    Ttn g汁

︶
的
意

義
。

 ̂
^
檢

視
和

評
估

「
老

人
與

海
」

︵
曰

^
^
 
 
 
n
卜

印
^
n
 
n
碎

曰
"
h
o

 s
e
a
 
 
 
^
的

重
要
性
。



行為目標

問題解決目標

表意活動

問題解決活動

行為活動

 工
使

用
電

線
和

木
材

^
設

計
三

度
空
間
的
形
式
。

 上
訪
問
動
物
園
，
討
論
其
中
之
趣
味

。

 艾
斯

納
所

列
舉

的
這

些
目

標
，

均
末
指
出
學
生
從
事
教
育
活
動
以
後
，
應

 該
展

示
的

行
為

結
果

^相
反

地
，

刮
確

立
學
生
所
遭
逢
的
情
境
。
例
如
，
解
釋

 失
樂

園
的

意
義

或
設

計
三

度
空

間
的

形
式

，
均
指
出
學
生
工
作
的
項
目
或
問
題

 ，
但

學
生

的
學

習
結

果
如

何
並

未
指

出
。
由
「
遭
遇
」
的
種
類
，
師
生
均
可
獲

 得
評

鑑
所

需
資

料
。

這
種

評
鑑

方
式

如
同

審
美

批
評

︵
 ae^^he汁

^^ cri -

 ti cis^ ︶
一

樣
，

只
就

品
質

和
意

義
來

評
估

成
品

，
而

不
事

先
引

導
藝

術

 家
去
畫
出
特
定
的
作
品
。

 艾
斯

納
對

於
表

意
目

標
的

提
倡

，
和
他
早
期
對
於
行
為
目
標
的
批
判
觀
點

 一
致

︵
甘

^^ne^, 1^ 67 ︶
。

他
認

為
行

為
目

標
具

有
四

大
缺

點
：

 1-4末
強
調
教
育
結
果
不
能
精
確
預
測

的
程

度
。

 工
末

討
論

教
材

或
題

材
種

類
不

同
，
對
於
目
標
得
以
精
確
陳
述
程
度
的

 影
響

。

 上
將

教
育

目
標

當
做

測
量

標
準

^但
是

在
某

些
領

域
中

，
它

只
能

當
做

 判
斷

的
規

準
︵

 
c
r
i
斗

e
r
i
a
 
︶

 
0

 qd先
訂

定
目

標
再

選
擇

達
成

目
標
的
手
段
，
是
一
種
符
合
邏
輯
歷
程
的

 課
程

發
展

模
式

^但
是

課
程

發
展

之
中

，
創

造
和

洞
察

的
方

法
無

法

 用
邏

輯
系

統
加

以
規

定
。

 艾
斯

納
對

於
行

為
目

標
的

批
判

，
頗

具
殺
傷
力
，
無
論
是
波
範
或
麥
唐
納

 ．
羅

斯
的

分
析

，
都

曾
將

之
納

入
論

題
。

但
是
，
艾
斯
納
的
表
意
目
標
太
偏
重

 於
人

文
及

藝
術

領
域

，
似

乎
其

他
科

目
可

以
不
要
表
意
目
標
，
這
一
點
是
史
點

 蒙
斯

所
不

同
意

的
。

再
者

「
目

標
」

一
詞

常
和
「
行
為
」
連
結
，
特
指
具
體
、

 明
確

或
行

為
化

的
特

殊
目

的
，

艾
斯

納
繼

續
使
用
，
亦
頗
令
人
詬
病
。
一
九
七

 九
年

，
艾

斯
納

乃
修

訂
自

己
的

主
張

，
他

認
為
教
育
方
案
的
設
計
和
評
鑑
都
應

 該
包

含
兩

種
目

標
和

一
個

結
果

︵
見

圖
十

︶
。
他
承
認
行
為
目
標
存
在
的
價
值

 ，
例

如
能

在
游

泳
池

深
水

端
游

四
圈

，
適
合
採
用
，
但
不
可
將
所
有
目
標
均
還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原
為
此
種
型
式
。

 另
外
一
種
目
標
艾
斯

納
稱
為
「

問
題

解
決

目
標
」

。
在

問
題
解

決
目
標

中

 ，
學
生
自
己
確
定
問
題

，
或
接

受
教

師
提

出
的
問

題
^例

如
，

如
何

戒
煙
更

有

 效
，
如
何
在
不
增
加
預

算
的
條

件
下

提
升

伙
食
品

質
。

在
此
目

標
申
^問

題
提

 出
了
，
問
題
解
決
與
否

的
規
準

亦
甚
明

白
，

但
是
解

決
的
方

式
部

是
無
窮

盡
的

 。
而
且
，
解
決
問
題
的
可
能
答
案
，
事

先
無
法
確

知
，
所
知

的
只
是
問

題
，
這

 種
現
象
在
設
計
和
科
學
領
域
也
常
可
發

現
。

問
題
解
決
目
標
和
行
為
目
標
最

大

 的
差

別
，

在
於

問
題

解
決

的
方
式

是
無
 
 
 
 
 
 
 
 
 
 
 
 
 
 
︶

 限
的
。
行
為
目
標
規
定
了
形
式
︵
巾
。
目
1
0
1

 拼
aar仲

Vaar^的
方

式
只
有
一
個

  動
   動

  果
979

活

 ，
是
全
班
學
生
的

共
同
目

標
，
但
是
解

  活
   決

  結
  山

 ""。""。。，。"，。"。""   叫，
 決

問
題

的
方

式
則

因
人

而
異
。
因
此

，
   為

   解
 問

題
解

決
目

漂
對

於
認
知
彈

性
︵
Coe;。

      曬
 ni斗

iVe寸
月

eM^^叫
口
片
十
閂

︶
、
知

  行
   周

 性
探
索
︵
 i^斗

e口
叫
eC汁

^a口
ex-

 廿
^Ora汁

i0口
︶
，
以
及
其
他
高

層
次

 的
心
理
歷
程
，
所
能
發
揮
的
教
育
效
果

一
一

 將
是
相
當
大
的
。
           標

   標
 另

外
，

艾
斯

納
所
說
的

一
個
結

果
 
 
 
 
 
 
目

 ，
是
指
表
意
的
結
果
︵

 exPr^^siVe    目
   決

解

 ̂^汁
cOme  ︶

，
係
透
過
表
意
活

動
所
  為

   題
 形
成
的
。
表
意
的
結

果
即
為

早
期
艾

斯
  行

  間
 納
所
說
的
表
意
目
標
，
二
者
所
稱
內
涵

 完
全
一
樣
。

 第
三
是
目
標
精
細
程
度
的
問
題
。

 在
行
為
目
標
敘
寫
的
過

程
中
，

立
即
遭

九
七

Eisner果 十:兩個目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九
八

 遇
的

棘
手

問
題

是
:
目

標
到

底
應

寫
到

何
種
精
細
的
程
度
。
若
要
寫
到
實
際
可

 觀
察

的
行

為
層

次
^
則

所
列

目
標

可
能

無
限

地
多

^
若

不
列

至
可

觀
察

行
為

的

 層
次

^則
違

背
行

為
且

標
的

木
質

。
因

此
目
標
精
細
度
是
個
矛
盾
而
令
人
困
擾

 的
問

題
。

 目
標

精
細

化
的

要
求

，
源

於
一

般
或
抽
象
的
目
的
常
是
人
言
言
殊
或
令
人

 費
解

，
以

致
不

易
引

導
往

後
的

種
種

課
程
和
教
學
活
動
。
例
如
「
自
我
實
現
」

 ︵
 Se^什

。
ac斗

臼
a口

i za斗
^^n    ︶

的
需

求
，

自
從

出
現

在
教

育
及

心
理

 文
獻

之
後

，
成

為
許

多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所
欲
達
成
的
目
的
。
但
是
何
謂
「
自
我

 實
現

」
0q如

果
個

人
已

能
「

自
我

實
現

」
，
則
將
有
那
些
指
標
顯
示
出
來
cq如

 何
得

以
促

使
學

生
達

到
「

自
我

實
現

」
呢
Gq若

果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對
於
「
自
我

 實
現

」
一

詞
，

仍
然

懵
懵

懂
懂

，
不

求
其
解
，
則
其
所
發
展
的
課
程
何
能
統
整

 一
致

而
發

揮
具

體
之

效
果

G^如
果

將
「
自
我
實
現
」
的
目
的
^分

析
成
為
八
項

 目
標

，
課

程
的

發
展

方
向

當
比

較
明

確
︵
參
見
前
述
羅
吉
斯
的
分
析
︶
。

 羅
吉

斯
的

八
項

自
我

實
現

有
關

的
目
標
，
雖
然
已
經
比
「
自
我
實
現
」
一

 詞
清

楚
，

但
是

仍
然

屬
於

一
般

目
標

丁
因
為
它
們
並
未
達
到
十
分
具
體
化
的
程

 度
，

每
一

目
標

均
可

能
令

人
形

成
不

同
的
解
釋
。
以
下
再
看
美
國
全
國
藝
術
教

 育
協
會
︵
 Na斗

斗
ona卜

Ar斗
甘
印
Ucation Associa斗

i0口
︶
發
表
的

 藝
術
課
程
八
大
目
標
︵
 Ro乏

^汁
re^,    198^,    39 ︶

 ?

 i^4能
對

個
人

視
覺

經
驗

專
注

地
參

與
和

反
應

．
。

 工
能
知
覺
和
理
解
環
境
中
的
視
覺

關
係

。

 工
能
使
用
視
覺
材
料
思
考
、
感
受

和
行

動
。

 上
在

適
合

個
人

能
力

的
藝

術
表

演
中
，
增
進
操
縱
和
組
織
的
技
巧
。

 三
獲
取
人
類
視
覺
遺
產
的
知
識
。

 k
o
能

在
個

人
及

社
區

生
活

中
^
運
用
藝
術
知
識
和
技
能
。

 八
能

明
智

地
作

成
符

合
其

經
驗

和
成
熟
度
的
視
覺
判
斷
。

 00了
解
藝
術
的
性
質
和
創
造
的
過

程
。

 上
述
課
程
目
標
和
前
舉
的

自
我
實

現
八
項
目

標
一
樣
，

不
夠
具
體

，
必
須

 分
析
成
更
精
細
的
程
度
。
因
此

，
畢

夏
克

︵
廿

．
Bishop ︶

將
藝
術
教
育

 八
大

目
標

化
為

製
陶

教
學

的
目

標
。

茲
舉

第
四

項
目

標
為

例
︵

轉
引

自
^oW-

 n
t
r
e
.
s
s
 
1
9
8
2
 
,
 
4
0
-
1
 
︶

 
?

 4．
在

適
合

個
人

能
力

的
藝
術

表
演
中
，

增
進
操
縱

和
組

織
的
技

巧
。

 4．
1   由

製
造
到

最
後

熔
燒

，
都
能

準
備

和
照
料

黏
土
和

其
製

品

 4．
1^  給

予
適
當

的
公
式

，
學

生
能
遵

守
一
切

工
具

設
備
的

使

 用
限

制
和

安
全

規
則

，
在

十
五

分
鐘

內
使

用
乾

材
料

和

 稀
泥

，
混
合

出
十
磅
的

黏
土
。

 4．
^2  學

生
能
敘

述
適
當

保
存

黏
土
的

方
法
，

使
其

品
質
在

幾

 天
內

均
不
消
失
。

 4．
13  學

生
能
在

十
分
鐘

內
，

將
剛
剛

混
合
的

黏
土

，
樑
入

等

 質
的
一

團
土
中
。

 4．
^4  學

生
能

在
十

分
鐘

內
^由

二
十

種
樣

本
申

，
指

出
那
些

 是
易
塑
黏

土
︵

廿
^as汁

i c c口
ay ︶

、
硬
革

黏
土

 ︵
口
e
a
t
^
e
r
^
a
r
d
 
c
口
a
勺

 
︶
和

極
乾

燥
黏

土

 ︵
 
^
b
o
n
e
-
d
r
y
 
 
 
o
^
a
y
 
︶

 
0

 4
．
2
 
 
 
能

適
當
地

製
造
獨

特
的

泥
製
品

。

 目
標
分
析
敘
寫
至

上
述
的
層

次
，

便
引

發
了
許

多
的

問
題
。

例
如
，

較
低

 層
次
的
目
標
達
成
之

後
，
便

算
完

成
較

高
層
次

目
標

的
任
務

嗎
G^毆

低
層

次
的

 目
標

，
足

以
代

表
較

高
層

次
學

習
巨

標
的
所
有

學
習
結
果

嗎
^^^|課

程
與
教

學
所

 要
達
成
的
是
較
高
層
次

的
目
標
還

是
較

低
層

次
的
目

標
呢

GL^也
許
葛

隆
蘭

︵

 Gro口
卜
^n印

。
1978。

4．
5      ︶

對
於

兩
種

目
標

陳
述
方

法
的
說

明
，

 足
以
釐
清
上
述
的
問
題
：

 方
式
一
．

 1—
^用

自
己
的
話
界
定
技
術
的
術
語
。

 0^確
認
每
一
技
術
術
語
在
使

用
情
境
中

的
意
義
。



 工
區
別
意
義
相
似
的
技
術
術
語
。

 方
式
二
．

 1
．

了
解

技
術

術
語

的
意

義

 1
．

1
 
 
 
用

自
己

的
話

界
定

術
語
。

 1．
2   確

認
每

一
術

語
在

其
使
用
情
境
申
的
意
義
。

 1
．

3
 
 
 
區

別
意

義
相

似
的

術
語
。

 1
．

4
 
 
 
聯

結
技

術
術

語
和

其
所
代
表
的
概
念
。

 1
．

5
 
 
 
在

自
創

的
句

子
中

使
用
每
一
術
語
。

 1
．

6
 
 
 
指

出
術

語
間

的
異

同
點
。

 葛
隆

蘭
主

張
，

「
方

式
一

」
的

寫
法
，
適
用
於
訓
練
工
作
^
如
在
學
校
使

 用
，

則
只

適
用

於
簡

單
技

能
和

最
低

的
知

識
層
次
。
採
用
這
種
寫
法
時
，
教
學

 與
測

驗
或

評
量

係
採

取
同

一
目

標
。

但
是
簡
單
技
能
和
低
層
次
知
識
的
訓
練
之

 外
，

則
適

合
採

取
「

方
式

二
」

的
做

法
。
「
方
式
二
」
所
呈
現
的
教
學
目
標
是

 理
解

，
不

是
「

界
定

」
、

「
確

認
」

、
「

區
別
」
、
「
聯
結
」
、
「
使
用
」
及

 「
指

出
」

，
這

些
只

是
代

表
目

標
的

某
些
具
體
行
為
而
已
。
亦
即
，
這
些
行
為

 是
教

學
目

標
「

理
解

」
的

指
標

而
已

。
理
解
不
等
於
界
定
，
也
不
等
於
確
認
或

 區
別

等
等

。
因

此
十

分
精

細
的

行
為

目
標
，
只
能
視
為
一
般
目
標
達
成
與
否
的

 指
標

;
比

較
適

合
於

直
接

據
以

編
製

評
鑑

工
具
，
對
於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不
一
定

 具
有

大
的

作
用

。
由

於
一

般
目

標
達

成
與
否
的
行
為
表
現
是
各
式
各
樣
的
，
行

 為
目

標
的

數
目

亦
可

無
窮

無
盡

，
而

丘
層
層
而
下
^
為
數
更
多
，
目
標
敘
寫
者

 將
不

勝
其

煩
。

因
此

敘
寫

行
為

目
標

時
，
精
細
層
次
的
選
擇
將
十
分
必
要
。
目

 前
，

課
程

發
展

中
每

單
元

有
所

謂
單

元
目
標
︵
或
稱
一
般
目
標
︶
和
具
體
目
標

 ︵
或

稱
行

為
月

標
︶

，
後

者
比

前
者

為
精

細
，
但
是
真
正
的
教
學
目
標
仍
以
前

 者
為

主
。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也
要

注
意

所
列
具
體
目
標
，
是
否
真
是
單
元
目
標
的

 重
要
指
標
。

 第
四

^
敘

寫
行

為
目

標
時

，
尚

不
叮

忽
視

情
意

領
域

目
標

及
其

他
領

域
的

 高
層
次
目
標
^
例
如
，
批

判
思
考

能
力

即
音

樂
鑑
賞

能
力

的
發
展

就
是
。

由
於

 行
為
且
標
強
調
外
顯
的
、

具
體
的
、

可
觀

察
的

行
為
，

課
程

發
展
人

員
便
常

常

 忽
略

隱
含

的
、

抽
象

的
及

不
易

觀
察

的
行

為
表

現
^
使
得

行
為

目
標

排
除

了
情

 意
領
域
且
標
及
其
他
領

域
的
高

層
次

目
標

，
而
這

些
即

是
教
育

上
真
正

重
要

的

 目
標
。
目
前
許
多
學
者
對

於
情
意
領

域
目

標
或

其
他
領

域
的

高
層
次

目
標
，

均

 有
所
詮
釋
，
可
為
目
標

敘
寫
的

參
考

。
前

述
羅
吉

斯
的

自
我
實

現
八
項

目
標

便

 是
。
茲
再
舉
葛
隆
蘭
︵
 GrO^口

^n^,    197 8,    1^^7   ︶
對
於

批
判
性

 思
考
和
文
學
欣
賞
二
大
目
標
的
分

析
如
下

：

 J  運
用
批
判
性

思
考
的

技
能

於
閱

讀
上
：

 1
．
1
 
 
 
區

分
事
實

和
意
見

 1
．
2
 
 
 
區
分

事
實
和
推

論

 1
．
3
 
 
 
指
出

因
果
關
係

 1
．
4
 
 
 
指
出

推
理
的
錯

誤

 1
，
5
 
 
 
區
分

有
關
和
無

關
的
論

點

 1
．
6
 
 
 
區
分

可
靠
和
不

可
靠
的

推
論

 1
．
7
 
 
 
根
據

書
面
材
料

建
立
有

效
的

結
論

 1
．
8
 
 
 
指
出

正
確
結
論

需
要
的

假
定

 (N欣
賞

優
良

的
文

學
作

品

描
述
優
良
和

不
良
文

學
作
品
的

區
別

區
別
優
良

和
不
良

的
文
選

提
出
分
類
優

良
和
不

良
文
選
的

重
要
理
由

在
自
由
閱
讀

時
間
內

選
讀
優
良

的
文
學

說
明
為
何
喜

愛
某
些

優
良
的
文

選

 葛
隆
蘭
指
出
上
述

的
分
析

並
不

完
整

，
學
生

能
欣

賞
好
的

文
學
作

品
，

並

 非
只
包
含
所
列
的
五
項
具

體
目

標
^但

是
至

少
這

五
項

目
標
確

實
簡
要

列
出

「

 欣
賞
好
的
文
學
作
品
」
，

較
為

清
楚

。
另
外

，
梅

澤
︵
呈

age^,    19 62,

 ̂5    ︶
也

指
出

「
音

樂
欣

賞
」

的
目
標
太

過
於
含
糊

，
應
寫
出

下
列
目

標
才
易

論
課

程
目

標
之

建
立

九
九



教
育
目
標
文
集

O
O

 於
理

解
： J
學

生
能

聽
巴

哈
樂

曲
時

高
興

得
嘆
息
。

 o
i
學

生
購

買
一

套
身

歷
聲

音
響

和
五
百
元
的
唱
片
。

 工
學

生
答

對
了

音
樂

史
考

試
的

九
十
五
題
選
擇
題
。

 ̂
學

生
寫

出
有

關
三

十
七

齣
歌

劇
的
流
暢
散
文
。

 丘
學
生
說
出
:
「
喔
^
太
偉
大
了
^
太

好
了

^
」

 比
毆

梅
澤

和
葛

隆
蘭

的
目

標
敘

寫
方

式
，
可
見
梅
澤
所
寫
的
是
太
過
於
零

 碎
了

。
葛

隆
蘭

所
寫

出
的

具
體

目
標

雖
然

和
一
般
目
標
不
相
等
，
但
是
至
少
學

 生
每

學
會

一
個

具
體

目
標

，
便

提
升

了
自

己
的
欣
賞
或
批
判
能
力
。
相
反
地
，

 梅
澤

在
具

體
且

標
申

使
用

的
「

嘆
息

」
、

「
購
買
」
、
「
答
對
」
等
詞
語
，
和

 在
一

般
目

標
中

的
「

欣
賞

」
實

在
連

不
起

來
。
如
果
這
些
是
學
生
學
習
的
目
標

 ，
豈

不
是

鼓
勵

學
生

「
嘆

息
」

、
「

購
買

」
或
「
答
對
」
，
而
由
此
到
「
欣
賞

 」
之

間
，

是
否

仍
然

具
有

一
大

截
的

距
離

bt有
鑑
於
此
，
「
嘆
息
」
、
「
購
買

 」
、

「
答

對
」

等
行

為
，

至
多

只
能

當
做

「
欣
賞
」
的
指
標
而
已
。

伍
卜

口
  五

口

 任
何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均
有

其
目

標
，

但
是
目
標
受
重
視
的
程
度
，
並
不
完

 全
一

致
。

課
程

發
展

的
合

理
模

式
或

目
標

模
式
，
強
調
目
標
的
尋
找
、
分
析
、

 選
擇

為
課

程
發

展
的

第
一

步
，

從
而

選
擇

和
組
織
學
習
內
容
與
活
動
，
並
評
鑑

 其
效

果
。

因
此

，
目

標
扮

演
了

組
織

和
引

導
的
角
色
。

 課
程

目
標

的
種

類
很

多
，

具
體

的
層

次
亦

有
所

差
異

^
所

以
課

程
目

標
具

 有
複

雜
、

多
樣

、
連

續
、

層
級

等
性

質
。

課
程
目
標
來
源
雖
然
很
多
，
但
大
抵

 不
外

由
學

生
本

身
、

社
會

需
要

、
學

科
專

家
的
建
議
等
角
度
去
尋
找
，
但
必
須

 符
合

學
校

哲
學

和
學

習
心

理
學

的
要

求
。

即
，
尋
得
的
目
標
很
多
，
學
校
並
非

 一
一
接
受
為
其
課
程
發
展
的
目
標
。

 對
於

目
標

的
敘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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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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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以
教

材
或
教
師
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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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漸
轉
變
由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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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角
度
來
寫
，
包
含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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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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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內
容

兩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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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溫
和

派
主
張

的
行

 為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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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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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硬
派

的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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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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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寫

法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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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溫
和
派

主
張
的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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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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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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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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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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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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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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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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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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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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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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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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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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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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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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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圍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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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廣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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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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