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伺叮

究
初
議

黃楊

人國

傑賜

主

 與
 「

公
科

教
材
劃

分

四
六

廿
問

題
由

來
與

重
要

 民
國

十
七

年
夕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常
會

頒
布

「
各

級
學

校
增

加
黨

義
課

程

 暫
行
通
則
」
^其

第
一
條
說
^「

為
使
本
黨
主
義
普
及
全
國
井
並
促
進
青
年

正
確
認
識
起
見
^各

級
學
校
除
在
各
種
課
程
內
融
會
黨
義
精
神
外
分
須
一
律

 按
本

通
則

之
規

定
增

加
黨

義
課

程
」

。
於

是
全

國
各

大
學

先
後

紛
紛

設
置

「

 黨
義

」
為

正
式

課
程

︵
註

一
︶

。
同

年
^政

府
在
南
京
召
開
第
一
次
全
國
教
育

 會
議

時
了

通
過

決
議

「
以

三
民

主
義

為
申

華
民

國
的

教
育

宗
旨

」
。

翌
年

三

月
夕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三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議
決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的
宗
旨
為
:

 「
中

華
民

國
之

教
育

^根
據

三
民

主
義

夕
以

充
實

人
民

生
活

、
扶

植
社

會
生

 存
冉

發
展

國
民

生
計

。
延

續
民

族
生

命
為

目
的

。
務

期
民

族
獨

立
、

民
權

普

 遍
、

民
生

發
展

宵
以

促
進

世
界

大
同

」
︵
註
二
︶
。

民
國
廿
三
年
政
府
公
布
公
民
科
課
程
標
準
後
&
遂
把
黨
義
與
公
民
合
而

為
一
少
此
時
公
民
課
程
內
容
~實

以
三
民
主
義
為
主
^故

此
時
期
之
公
民
課

 翟
可

視
為

三
民

主
義

課
程

之
前

身
。

民
國

廿
八

年
夕

教
育

部
為

適
應

抗
戰

建

 國
之

需
要

寸
除

將
各

大
學

設
置

之
「

黨
義

」
或

「
公

民
」

課
程

夕
改

名
為

「

 三
民
主
義
」
b復

在
卅
三
年
九
月
夕
更
將
「
三
民
主
義
」
改
為
大
學
共
同
必

 修
課

釋
。

直
到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夕
教

育
部

再
將

大
專

院
校

「
三

民
主

義
」

課

 程
更
名
為
「
國
父
思
想
」
h其

主
要
意
義
有
五
:

 r4是
要

「
國

父
思

想
」

於
原

有
「

三
民

主
義

」
的

學
術

根
基

上
寸

更
加

 厚
其

基
礎

寸
加

大
其

範
圍

夕
加

廣
其

內
容

夕
並

加
深

其
理

論
。

2是
指
民
族
民
權
民
生
三
大

主
義

在
教

學
上

可
減

去
更

多
的

硬
性

條
文

 與
灌
輸
伊
並
容
納
更
多

的
意
見

質
疑
與

研
究

發
展
。

 c^是
對

當
前

高
中

「
三

民
主

義
」

課
程

更
覺

容
易

避
免

機
械

重
複

夕
並

 可
配
合
大
專
院
校
的
特
殊

要
求
。

 在
是
對
世
界
高
等
教
育
趨
勢

而
言

h「
國
父
思
想
」
學
術
亦
能
符
合
人

 類
曰
堅
局
學
術
研
究
的
旨
趣
寸
和
適

應
世
界

思
想

新
的

潮
流
。

 Lr5是
特

別
具

有
三

重
性

的
新

意
義

二
e為

政
治
性

的
新

意
義

夕
表

明

 國
父
創
立
三
民
主
義
寸
再
以
三
民
主
義
為
全
部
政
治
的
中
心
。
Q為

學
術

性

 的
新

意
義

才
表

示
「

國
父

思
想

」
貫

通
各

種
學

術
夕

而
以

各
種

學
術
為

主
義

 的
基
礎
。
0為

教
育
性
的
新
意
義
寸
表
示
「
國
父
思
想
」
融
貫
主
義
與
學
術

 、
目

的
與

方
法

、
理

論
與

實
踐
夕

而
以

教
育

為
融

貫
數

者
的

大
功

能
與

途

 徑
︵

註
三

︶
。

 本
文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寸
至
少
由

以
下

三
個

目
的
可

以
看

出
來
。

 上
為
透
過
適
當
的
教

材
劃
分
設

計
與

大
綱

撰
寫
夕

促
進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課

程
之

教
學

效
果

^確
實

保
障

並
有

效
達

 成
其
應
有
的
教
學
目
標

。

 c^為
配

合
貫

徹
「

加
強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功
能

案
」

與
「

加
強

推
展

 青
少

年
公

民
教

育
計

畫
」

兩
案

之
施

行
效

果
夕

特
別

加
強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課
程
的

教
學

或
教
育

目
的
與

重
要

性
。

 o^j為
使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等
教
材

內
涵
與

新
之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思

想
結

合
起

來
夕

以
迎

合
世

界
進

步
的

學
術

思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
r
h
L
u
f
d
4
^
9

國
父

思
想



潮
^確

實
提
升
該
三
課
種
的
教
學
與
研
究
並
重
的
學
術
水
準
^完

成
以
三
民

 主
義

學
術

研
究

領
導

救
國

建
國

的
神

聖
使
命
與

終
任
務
。
。

本
文
研
究
的
根
據
主
要
有
三
:

工
根

據
教

育
部

六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臺

倒
訓

字
第

一
四

四
六

九
號

函

 公
布
實
施
之
「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國

父
思
想
課
程
教
學
實
施
要
點
L，

有
關

 課
程
教
學
改
進
要
點
^指

示
:「

大
學
暨
獨
立
學
院
 國

父
思
想
課
程
占
宜

安
排

在
大

學
三

年
或

四
年

級
修

習
&並

應
與

高
中

三
民

主
義

課
程

相
連

貫
夕

 使
內

容
銜

接
寸

並
避

免
重

複
」

。

 2依
據

教
育

部
中

教
司

七
十

二
年

八
月

編
訂

之
「

高
級

中
學

三
民

主
義

 課
程
標
準
」
其
實
行
力
法
第
三
項
指
示
:「

三
民
義
一
科
的
教
學
^應

與
公

 民
、

歷
史

、
國

文
及

其
他

有
關

科
目

密
切

配
合

&一
方

面
注

意
內

容
的

溝
通

 方
一

方
面

避
免

教
材

的
重

複
」

。

 Pj依
據

教
育

部
中

教
司

七
十

二
年

八
月

編
訂

之
「

高
級

中
學

公
民

課
釋

 標
準
」
其
實
行
方
法
第
七
項
第
一
條
指
示
:「

公
民
科
的
教
學
^與

其
有
關

 之
科

目
夕

如
三

民
主

義
、

國
文

、
歷

史
、
地
理
等
科
夕
應
當
密
切
聯
繫
分
一

 方
面

避
免

教
材

的
重

複
夕

一
方

面
注

意
內
容
的
溝
通
」
。

我
們

知
道

^高
中

三
民

主
義

教
師

及
修

讀
三

民
主

義
學

生
常

有
反

映
寸

對
高

中
三

民
主

義
課

本
教

材
內

容
之

編
撰

寸
頗

多
批

評
分

並
時

常
透

過
各

種

 集
會

、
文

字
、

信
件

寸
甚

至
問

卷
調

查
寸

建
議

要
求

正
視

缺
失

寸
儘

速
改

進

 *以
利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之
推

行
。

況
且

才
大

專
「

國
父

思
想

」
教

材
常

 有
與

高
中

「
三

民
主

義
」

教
材

重
疊

、
重

複
情

事
占

致
使

修
習

的
學

生
夕

視

 為
「

炒
冷

飯
」

b喪
失

學
習

動
機

與
興

趣
井

嚴
重

妨
礙

整
體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功
能

的
發

揮
與

推
展

。
因

此
夕

我
們

務
必

要
把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卜

與
「

公
民

」
課

種
教

材
內

容
溼

渭
分

明
*避

免
重

複
夕

增
加

學
生

 學
習
興
趣
及
效
果
。

 □
研

究
範

圍
與

內
容

 按
題
目
之
意
思
夕
研
究
範
圍
當

以
目
立
型

骨
中
一
二

年
級
開
設

之
「
公

民

 」
^三

年
級
開
設
之
「
三
民
主

義
」

h以
及
大
專
院
校
開
設
之
「
國
父
思
想

 」
等
課
程
為
研
究
範
疇
^此

範
圍
一

般
廣

義
言

之
夕

通
指

「
公

民
教

育
」
h

 狹
義

言
之

亦
稱

「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

。
由

於
「

三
民

主
義
」

在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入

憲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b國

情
特
殊

寸
境

遇
迥

然
異

於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分
因

此
我

國
不

得
不

以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為

立
國

建
國
之

公
民

教
育

 的
軸

心
占

況
且

在
廣

義
的

三
民

主
義

教
育

宗
旨

︵
亦

郎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宗

 旨
︶

的
意

義
之

下
占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寸
即

可
代

表
中

華
民
國

的
公

民
教

 育
｜
｜
此
教
育
體
系
之
設

計
夕

實
際

上
寸
源

自
小

學
之
「

生
活
與

倫
理

」
、

 國
中
之
「
公
民
與
道
德

」
等
課

程
均

已
包

括
在
內

夕
非

常
週
密

而
有
系

統
。

 在
層

次
上

夕
我

們
暫

以
高

中
及

大
萬

所
開

設
之

公
民

、
三

民
主
義

與
國

父
思

 想
等
三
科
為
研
究
對
象
。

高
一

公
民

有
二

冊
^第

一
冊

教
材

在
研

討
心

理
與

教
育

的
學

理
丁

第
二

 冊
教
材
在
探
究
道
德
與
文
化
的
梗

概
。

高
二

公
民

也
有

二
冊

夕
其

第
三

冊

教
材

在
了

解
法

律
與

政
治

的
關
係

丁
第

四
冊

教
材

在
認

識
經

濟
與

社
會

的
動

 向
。

高
三
三
民
主
義
有
二

冊
夕
上

冊
有

十
四
課

才
下
冊

有
八

課
寸
每

課
為
一

 單
元
寸
述
一
主
題
夕
各
單
元
前
後
連
貫
寸
成
一
體
系
。
其
教
材
完
全
以
 國

 父
遺

教
、

先
總

統
 蔣

公
言

論
夕

以
及

國
家

現
行

法
令

政
策

為
準

據
夕

並
看

 重
與

現
代

學
術

、
反

共
國

策
及
國

家
建

設
相

結
合

夕
使

學
生

了
解

三
民

主
義

之
基

本
理

論
與

其
實

行
方

法
丁
認

識
三

民
主

義
之

時
代

意
義

及
其

與
復

國
建

 國
之
關
係
。

 大
專

國
父

思
想

︵
五

專
除
外

︶
有

一
朋

，
按

六
十

九
年

部
頒

講
授

大
綱

夕
其
教
材
內
容
共
分
六
章

寸
第

一
章

導
論
述

及
三

民
主
義

的
歷
史

夕
第

二
章

民
族
思
想
寸
第
三
章
民

權
思
想

寸
第

四
章

民
生
思

想
夕

第
五
章

哲
學
思

想
寸

 第
六
章
結
論
。
本
課
種
之
教
材
夕

除
以

 國
父
原
著
及
先
總
統
 蔣

公
有

關

闡
揚
 國

父
思
想
之
訓
詞
為
基

本
資

料
外

夕
亦

可
選

擇
有

關
之

人
文

及
社
會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科

教
材

劃
分

研
究

初
議

四
七



教
刊

編
輯

文
集

科
學
等

新
學
術
思
想
為
補
充
教
材
^側

重
理
論
研
究
夕
並
與
國
家
政
策
互

相
配

合
夕

同
時

加
強

剖
析

當
前

國
家

處
境

與
憲

政
體

制
之

依
據

寸
看

重
各

種

主
義
之
比
較
研
究
^
並
對
匪
黨
邪
說
謬
論
^
作
重
點
之
批
判
夕
發
揮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功

能
。

綜
合
言
之
才
本
文
之
研
究
範
圍
與
內
容
有
三
:

 工
以

大
專

「
國

父
思

想
」

與
高

中
「

三
民

主
義

」
及

「
公

民
」

課
程

教

 材
之

內
容

分
配

銜
接

為
研

究
範

圍
才

調
適

三
者
內
容
斤
各
得
其
宜
。

 2就
相

關
學

科
教

材
之

配
合

與
溝

通
為

研
究

之
對

象
。

 co從
教

學
目

標
夕

課
程

設
計

以
及

教
材

內
容

之
編

寫
等

方
面

予
以

調
整

 設
計

夕
使

符
合

學
生

因
年

齡
、

智
能

、
學

識
、

心
理

成
長

需
要

、
經

驗
與

才

 能
等

差
異

之
集

體
或

個
別

的
需

求
。

目
研

究
方

法
與

工
具

 上
理

論
根

據
二

在
教

育
學

理
上

夕
主

要
依
據
有
六
：

 山
依
據
三
民
主
義
教
育
宗
旨
．
、
目

標
與

政
策

的
導

引
。

 付
依

據
三

民
主

義
教

育
哲

學
思

想
、
原
理
與
體
系
的
奠
基
。

 倒
依

據
教

育
學

提
示

課
程

設
計

的
新
學
理
。

 叫
依

據
教

育
學

提
示

教
材

編
撰

的
新
原
則
。

 岡
依

據
相

關
學

科
教

材
融

貫
的

方
法
與
模
式
。

 岡
依

據
青

少
年

的
心

理
發

展
過

程
︵
教
育
心
理
學
或
發
展
心
理
學
︶

&
融
貫
現
代
學
術
與
科
學
方
洩
&
桔
合
國
家
與
青
少
年
的
需
要
夕
教
導
青
年

進
取
負
責
^
追
求
榮
譽
與
理
想
寸
努
力
學
習
與
服
務
伊
成
為
復
國
建
國
的
動

 力
與
基
健
。

 0
^
研
究
架
構
:
以
三
民
主
義
之
歷
史
、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
哲
學
等

 五
大

部
分

為
經

夕
以

現
代

學
術

︵
主

要
是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為

範
疇

︶
與

科

 學
方

法
為

緯
伊

並
融

貫
成

一
「

科
際

整
合

」
或

「
學

科
融

貫
」

的
新

學
術

 體
系

。

四
八

 ．
．
．
三
使
用
方
法
或
工
具
^主

要
有

五
：

 ．
、
．
J．

山
按
教
育
學

、
教
育

心
理
學
等

學
理
詳
細
分

析
現
行

「
國
父
思
想

呂
-

 、
．
「
圭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教

材
內
容
夕

去
蕪
存
菁

夕
嚴
格
劃

分
界
限

*

 使
其
避
免
層
床
疊
架
、
累

贅
重
複

。

 囚
使
用
相
關
各
科
研
究
方

法
，
使

教
材
內
涵

與
相
關
學

科
相
互
融

貫
。

岡
使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戶
探
求

各
級

教
師

意
見

供
為

研
究

劃
分

處
理

教

 材
參
考
。叫

應
用

統
計

分
析

分
或

使
用

電
腦

處
理

夕
將

調
查

結
果

編
撰

研
究

報

 告
。

岡
邀

集
所

有
相

關
學

者
專
家

夕
共

同
研

商
教

材
劃

分
之

標
準

與
原

則

^並
訂

定
教

材
大

綱
範

圍
與

體
系

夕
並

依
對

象
界

定
教

學
目

標
與
層

次
卅

再

 分
工
撰
寫

合
宜
之
教
材

內
容
。

回
資

料
處

理
與

限
制

上
現

有
資

料
之

直
接

使
用

與
分

析

 ．
山
高
中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課
程

夕
均
有

全
國
統

一
的

部
頒

 教
材
^
應
再
加
以
分
析
檢
討
。

 付
大

專
「

國
父

思
想

」
亦

有
全

國
統

一
的

部
頒

教
材

大
綱

寸
雖

有
不

同
著

者
與

版
本

夕
但

其
教

材
內

容
均

大
同

小
異

夕
應

可
比

較
分

析
夕

並
加

檢

 討
改
進
。

名
相

關
資

料
之

間
接

處
理

與
應

用

山
相

關
資

料
之

來
源

既
雜

多
又

廣
泛

夕
舉

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夕
幾

 乎
全

為
相

關
學

科
範

圍
^
宜

以
合
乎

時
代

潮
流

之
新
學

術
思

想
者

為
限

。

倒
在
使
用
或
應
用
上
^
不
宜
饑
不
擇
食
寸
要
先
建
構
三
民
主
義
學
術

體
系
與
研
究
方
法
^
再
以
研

究
目
的
為
導

向
^
擇

取
真
正

有
關
寸
而
合

乎
時

 代
環
境
背
景
與
國
情
之
需
要

者
。

0
0
有

關
本

文
研

究
題

旨
井

往
昔

從
未

有
過

真
正

研
究

之
範

例
或

著
作

可



教
材

劃
分

的
範

圍
與

性
質

 取
寸
而

近
有
個
人
研
究
所
得
^
撰
「
國
父
思
想
教
材
與
相
關
學
科
融
貫
方

 法
與
模
式
之
研
究
」
一
書
&
勉
強
可
供
參
考
。
至
於
資
料
使
用
之
限
制
寸
唯

 與
三
民
主
義
有
關
者
^
均
局
限
在
「
三
民
主
義
」
之
形
式
架
構
上
寸
同
時
在

研
究
發
展
方
面
^
任
何
相
關
資
料
應
用
的
可
塑
性
寸
與
三
民
主
義
本
身
的
架

 構
之
不
可
變
性
^
正
是
本
文
研
究
過
程
占
在
處
理
資
料
上
的

大
限
制
。
︵

 此
限

制
將

影
響

到
三

民
主

義
的

理
論

建
構
與
解
釋
少
將
難
予
創
新
。
︶

廿
教

學
目

標
的

比
較

與
劃

分

 r
4
公

民
課

程
的

教
學

目
標

有
五

:
︵

註
四

︶

 山
培

育
學

生
具

備
現

代
公

民
應

有
的

學
養

、
知

能
與

價
值

觀
念

算
以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為
主

導
，

使
其

獲
致

整
體

的
認

識
夕

並
力

求
其

實
踐

。

付
研

討
心

理
與

教
育

的
學

理
寸

培
養

健
全

品
格

甘
提

高
學

習
興

趣
夕

 洞
察

教
育

真
義

方
發

揮
教

育
的

效
能

。

 忖
探

究
道

德
與

文
化

的
梗

概
」

並
進

而
求

其
融

通
，

注
重

我
國

立
國

 精
神

和
優

良
文

化
的

宏
揚

。

叫
瞭

解
法

律
與

政
治

的
關

係
夕

重
視

培
養

法
治

精
神

寸
進

而
啟

迪
學

 生
研

討
政

治
的

興
趣

。

付
認

識
經

濟
與

社
會

的
動

向
夕

同
時

瞭
解

我
國

財
稅

的
措

施
和

社
會

 問
題

的
探

討
寸

激
勵

學
生

建
設

安
和

樂
利
社
會
的
意
願
。

 2
三

民
主

義
課

程
的

教
學

目
標

有
五

：
︵

註
五

︶

 山
瞭

解
三

民
主

義
的

基
本

理
論

及
其

實
行

力
法

。

付
瞭

解
三

民
主

義
的

時
代

意
義

及
三

民
主

義
與

現
代

世
界

思
潮

的
關

係

 倒
認

識
三

民
主

義
與

復
國

、
建

國
的
關
係
。

 川
認

識
三

民
主

義
孜

中
國

、
共

產
主

義
禍

中
國

的
道

理
。

 ．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科
教

材
劃

分
研

究
初

議

 倒
三
民
主
義
與

國
家
政

策
及
現

行
建

設
相
結

合
。

 p
D
國
父
思
想
課
程

的
教
學

目
標
有

五
：

︵
註
六

︶

山
明
瞭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對
我
國
家
民
族
的
豐
功
偉
業
及
忠
愛
國

 家
民
族
的
犧
牲
奮
鬧
精

神
。

 付
瞭
解
三
民
主

義
的
基

本
要
義

及
其

實
行
方

法
。

倒
分

析
比

較
三

民
主

義
與

其
他

主
義

的
異

同
優

劣
寸

以
建

立
三

民
主

 義
的

中
心

思
想

和
信

仰
夕

俾
能

批
判

共
產

主
義

及
其

邪
說

。

叫
體

認
三

民
主

義
為

復
國

建
國

的
高
指

導
原

則
寸

並
看

重
當

前
國

 家
政
策
之
闡
述
夕
以
加
強

反
共

復
國

的
決
心

和
實

踐
。

付
發
揮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的

功
能

^
使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融
會
於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之
中
夕
以

增
進

教
育

效
果
。

 綜
上

所
言

寸
三

種
課

程
教

學
目

標
寸

皆
以

「
三

民
主

義
」

思
想

認
知

或

 理
論

與
實

踐
研

究
為

核
心

。
其
中

公
民

課
程

教
學

目
標

實
已

包
含

有
八

種
人

 文
及

社
會

學
科

︵
韌

心
理

、
教
育

、
道

德
、

文
化

、
法

律
、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等
︶

而
後

六
種

學
科

夕
均

為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三

個
主

義
的

基
礎

學

 科
宵

所
以

公
民

課
程

可
謂

為
三
民

主
義

教
學

或
教

育
的

前
身

。

至
於

高
中

三
民

主
義

課
程

教
學

目
標

與
大

專
國

父
思

想
課
程

教
學

目
標

夕
在
內
涵
上
^實

在
分
不
出
明
顯

差
異

亨
只

能
在

教
學

層
次

上
與

教
材

內
容

 上
夕

分
別

考
慮

設
計

深
淺

與
廣
狹

的
差

異
。

原
則

上
夕

高
中

教
學

以
「

發
展

 青
年

身
心

並
為

研
究

高
深

學
術
及

學
習

專
門

知
能

之
預

備
為

宗
旨

」
︵

註
七

 ︶
 
^
而
大
專
教
學
應
以
培
養
從
事
高
深
理
論
學
術
研
究
^
以
及

通
才

與
博
雅

 教
育
之
陶
冶
^
我
們
務
要

分
別
就
認
知

、
情
意

與
技
能
^
以
及
道

德
與
價
值

 判
斷

等
各

種
學

習
活

動
夕

劃
分
上

述
課

程
^使

其
教

學
目

標
伊
教

材
層

次
、

 深
淺
、
廣
狹
等
條
件
要

求
伊
更

能
分

明
。

 □
公

民
教

材
的

範
圍

與
性

質

公
民

教
材

共
有

四
冊

二
從

教
學

目
標

與
教

材
大

綱
中

寸
可
以

看
出

其
範

四
九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團
與
性
質
如
下
:

工
第

一
冊

寸
是

以
心

理
學

與
教

育
學

為
研

究
範

圍
夕

該
二

學
科

研
究

領

域
本

來
就

很
廣

大
寸

編
輯

教
材

主
要

的
原

則
是

應
該

站
在

了
解

教
育

對

 象
｜

｜
高

一
學

生
的

心
理

學
家

與
教

育
學

家
的

立
場

夕
如

何
以

精
簡

、

 有
效

、
能

被
接

受
的

話
亨

告
訴

他
們

夕
成

為
一

個
現

代
公

民
︵

特
別

是
中

 華
民

國
的

公
民

︶
應

該
具

備
有

那
些

條
件
夕
其
教
材
性
質
均
涉
及
到
學
養
、

 知
能

與
價

值
觀

念
的

培
養

和
建

立
。

 2第
二
冊
夕
是
以
道
德
學
︵
倫
理
學
︶
與
文
化
學
為
研
究
範
圍
^其

教

 材
性
質
夕
完
全
是
為
研
究
民
族
主
義
寸
解
決
人
類
民
族
問
題
舖
路
、
打
基

 礎
。

 oi第
三

冊
寸

是
以

法
律

學
與

政
治

學
為

研
究

範
圍

寸
其

教
材

性
質

寸
完

 全
足

為
研

究
民

權
主

義
寸

解
決

人
類

民
權
問
題
鋪
路
、
打
基
礎
。

 生
第

四
冊

伊
是

以
經

濟
學

與
社

會
學

為
研

究
範

圍
夕

其
教

材
性

質
，

完

 全
是

為
研

究
民

生
主

義
^解

決
人

類
民

生
間

題
舖

路
、

打
基

礎
。

三
民
主
義
教
材
共
有
二
冊
^從

教
學
目
標
與
教
材
大
綱
中
夕
可
以
看
出

 其
範

圍
與

性
質

如
下

；

 rA上
冊
寸
分
成
十
四
課
寸
其
教
材
範
圍
夕
共
有
三
個
重
點
^一

是
三
民

 主
義

的
基

本
概

念
與

時
代

背
景

;二
是

民
族
問
題
與
民
族
主
義
i   it三

是
民
權

 問
題

與
民

權
主

義
。

其
教

材
性

質
方

均
以

問
題

︵
時

代
背

景
︶

、
思

想
、

主

 張
︵

理
論

︶
、

比
較

、
現

況
與

未
來

發
展
之
體
系
表
達
之
。

 2下
冊
寸
分
成
八
課
，
其
教
材
範
圍
才
也
有
三
個
重
點
:一

是
民
生
問

 題
與

民
生

主
義

;二
是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思
想
與
理
論
i is三

是
三
民
主
義
與
世

 界
潮
流
。
其
教
材
性
質
^也

以
問
題
︵
時
代
背
景
︶
、
思
想
、
主
張
︵
理
論

 ︶
、

比
較

、
現

況
︵

建
設

成
果

︶
與

未
來
發
展
之
體
系
展
現
。

目
國

父
思

想
教

材
的

範
圍

與
性

質

國
父
思
想
教
材
為
一
冊
^從

教
學
目
標
與
教
材
大
綱
夕
以
及
各
學
者
專

教
學

劃
分

的
學

理
與

應
席

廿
教

材
選

擇
的

原
理

與
應

用

 教
育
學
者
馬
克
尼
︵
J．

D．
目
C Neil︶

主
張

教
材
選

擇
的
原
理

可
依
據

 五
個

效
標

亡
郎

哲
學

的
敖

標
、

心
理

學
的

效
標

、
政

治
學

的
敖

標
、
工

學
的

 敖
標
與
實
際
的
敖
標
︵
註
九
︶
。

哲
學

的
敖

標
重
視

價
值

問
題

^比
如
尊

重
人
類
的
個
性
^在

教
學
活
動
中
強
調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
^而

不
重

視
共

同
 的

外
形

或
特

徵
。

心
理

學
的

效
標

寸
認

為
學

習
是

否
有

效
取

決
於

教
材

夕
能

 不
能

為
學

習
者

所
接

受
。

政
治

學
的

敖
標

寸
由

許
多

壓
力

團
體

︵
PreSSUre

 五
O

 家
所
編
之
教
科
書
觀
之
才

其
有
以

下
五

個
性

質
：

工
所

有
不

同
內

容
的

教
科

書
伊
皆

有
以

教
育

部
統

一
頒

訂
的

講
授

大
綱

為
標

準
和

範
圍

寸
內

容
大

同
小

異
寸
且

與
高

中
三

民
主

義
教

材
大

綱
有

墓
疊

 重
複
之
嫌
。

 2有
建
立
以
實
踐
「
三
民
主
義
教
育
宗
旨
」
和
達
成
「
國
父
思
想
」
教

 學
日

標
為

目
的

之
「

核
心

課
程

」
︵
core C^rricul^已

︶
的

性
質

︵
註

八

 ︶
。

此
種

教
材

具
右

社
會

意
義

寸
學
生

接
受

民
主

思
想

訓
練

^能
有
救

處
理

 現
代
社
會
問
題
。

匕
以
研
究
和
教
學
範
圍
而
言

^具
有
科
際
性

廣
闊
與
學
術
統
合

繁

多
的

教
材

內
容

夕
同

時
具

有
規

範
性
教

材
的

性
質

夕
結

合
經

驗
與

事
實

寸
並

 兼
顧
科
學
、
哲
學
和
革
命

學
︵
兵

學
︶

三
者

的
融
貫

性
質

。

生
具
有
傳
達
時
代
使
命
與
任

務
^維

護
與
指
遵
國
策
^推

行
思

想
教

育

 ̂實
踐
「
三
民
主
義
統
一
中
國
」
n促

進
世
界

大
同

為
終
理

想
目

標
的

性

 質
。

 Ld建
立
以
三
民
主
義
教
育
思

想
體

系
為

基
礎

的
教

材
內

涵
^包

括
民
族

 主
義

的
倫

理
教

育
、

民
權

主
義

的
民

主
教

育
、

民
生

主
義

的
科

學
教
育

才
與

 三
民
主
義
的
革
命
教
育
等
性
質
。



 grOUp ︶
設

計
了

許
多

新
的

課
程

領
域

亨
重

視
民

主
意

識
規

範
。

工
學

的
效

 標
^則

重
視
提
高
學
習
效
果
的
原
理
原
則
。
在
實
際
效
標
方
面
寸
注
重
經
濟

 、
安

全
、

持
久

、
適

應
性

和
效

用
等

教
育
概
念
的
價
值
。

 教
育

專
家

羅
頤

︵
D. La毛

tOn︶
也

認
為

教
材

選
擇

受
哲

學
、

社
會

學

 、
文

化
與

心
理

學
等

的
影

響
。

他
認

為
教

師
在

選
擇

教
材

時
戶

持
有

某
些

關

 於
教

育
目

的
、

知
識

結
構

、
價

值
等

的
哲

學
寸

以
及

關
於

社
會

集
團

、
社

會

 變
遷

、
社

會
中

之
個

人
需

求
等

的
社

曾
觀

。
教

師
以

此
為

基
礎

夕
擇

取
某

些

 文
化
的
理
念
五
並
配
合
學
習
、
教
學
、
發
腰
、
動
機
等
心
理
學
的
理
論
以

 組
織

課
程

。
後

再
依

學
校

的
師

資
、

設
備

等
實

際
狀

況
編

排
日

課
表

︵
註

 一
0
︶

。

 綜
上
所
言
夕
公
民
、
三
民
主
義
與
國
父
思
想
等
三
種
課
程
^
其
教
材
選

擇
的
標
準
仟
至
少
有
以
下
五
種
應
用
的
注
意
事
項
:

 上
根
據
教
育
目
標
^
從
下
而
上
分
別
為
之
課
程
目
標
、
學
校
目
標
、
高

 中
或

大
專

教
育

目
的

占
以

及
高

層
次

指
引

的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宗

旨
︵

亦
郎

 三
民

主
義

的
教

育
目

的
︶

。
因

為
教

材
是

實
現

教
育

目
標

的
工

具
寸

所
以

教

 材
的

選
擇

一
定

要
根

據
教

育
目

標
夕

然
後

教
育

目
標

才
能

實
現

。
至

於
如

何

有
順

序
的

實
踐

各
層

次
的

教
學

目
標

方
以

及
研

究
各

層
次

教
育

目
標

之
間

的

 關
連

等
閒

題
占

都
是

編
纂

教
材

應
該

考
慮

的
「

目
標

系
統

」
。

 2要
切
合
生
活
需
要
占
亦
即
適
合
社
會
需
要
。
我
們
知
道
教
育
的
目
的

在
培

養
學

生
適

應
社

會
生

活
的

能
力

寸
基

於
現

代
生

活
的

瞬
息

萬
變

夕
隨

時

 要
有
新
的
知
識
、
技
能
、
態
度
、
理
想
方

以
求

配
合

。
伯

比
特

︵
FJ匕

Obbitt︶

曾
分

析
人

生
的

活
動

夕
凡

能
發

展
此

等
活

動
的

教
材

夕
便

是
切

合
生

活
需

要

 的
教

材
寸

或
是

有
效

用
的

教
材

︵
註

一
一

︶
。

又
包

括
基

本
的

和
實

際

的
需
要
二
都
分
:前

者
是
指
應
用
上
比
較
有
價
值
而
具
有
歷
史
實
用
的
教
材

 寸
後

者
是

指
學

生
要

有
效

地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所
必
需
的
。

邑
要

適
合

學
生

能
力

夕
任

何
學

科
教

材
的

編
纂

夕
都

要
考

慮
適

合
不

同

 年
齡

學
生

的
能

力
、

興
趣

、
性

向
和

需
要

。
教

材
的

繁
簡

、
難

易
、

深
淺

也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科

教
材

劃
分

研
究

初
議

 都
要

適
合

學
生

身
心

的
發

展
程
序

。
上

述
課

程
教

材
的

編
纂

才
若

能
滿

足
學

生
的
興
趣
^則

學
生
便

能
從
中
追

尋
自
己

的
目
的
^自

行
探
索

思
考
夕
不

僅

 學
得
快
、
記
得
牢
、

龍
應
用
^增

加
學

習
的
效

果
^而

且
可
以
培
養

學
生
獨

 立
自
學
的
習
慣
、
觀
念

、
態
度

與
能

力
。

 生
要
其
有
持
久
價
值
^這

點
係
就
教
育
功
能
、
系
統
知
識
或
社
會
發
展

 而
言

。
我

們
不

能
武

斷
說

永
垣
價

值
是

因
學

術
知

識
的

研
究

態
度

而
言

。
所

 謂
「
教
育
功
能
或
為
傳
遞
文
化
寸
或
為
促
進
民
主
^教

材
的
選

擇
必

看
眼
於

 此
夕

教
育

的
功

能
始

可
發

揮
。
在

系
統

知
識

方
面

夕
某

些
教

材
在

某
一

知
識

 系
統
中
具
有
先
修
知
識
︵
PrereqUiSite KnOWledge︶

的
地
位

^如
不
學

習
此

種
教

材
寸

便
無

法
做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夕
因

此
教

材
的

選
擇
寸

須
能

幫
助

 學
生
獲
得
系
統
的
知
識
」
b至

於
「
社
會
發
展
方
面
夕
教
材
的
選
擇
不
僅
提

供
學

生
知

識
寸

還
要

訓
練

學
生
求

知
技

能
寸

及
民

主
社

會
必

須
具

備
的

品
質

 或
價

值
寸

培
養

其
有

做
意

思
決

定
的

能
力

」
︵

註
一

二
︶

。

 Lf5要
注
意
活
動

經
驗
夕

自
從

杜
威

倡
導
教

育
部

生
活
的

學
說
之

後
寸

現

 代
的

教
育

才
注

重
從

實
際

生
活

經
驗

中
宵

去
獲

得
活

的
知

識
。

例
如

指
導

學

習
公

民
或

三
民

主
義

寸
除

了
文
字

教
材

外
寸

還
要

指
導

學
生

參
觀

各
種

社
會

 機
構

和
習

俗
制

度
。

這
樣

片
當

前
社

會
生

活
就

是
教

材
的

資
源

。
所

以
選

擇

教
材

分
不

要
限

於
書

報
上

的
文
字

知
識

寸
要

多
多

注
意

現
實

社
會

中
的

活
經

 驗
。

總
之

夕
尚

有
其

他
教

育
學

者
主

張
的

理
論

可
供

參
考

寸
但

是
孫

邦
正

教

授
認
為

有
價
值
的
教
材
寸
有
六
種
應
用
判
準
^
山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用

 到
的

。
岡

代
表

本
國

文
化

傳
統

精
神

的
。

岡
在

本
地

社
會

生
活

中
特

別
需

要

 的
。

叫
為

當
前

時
代

所
特

別
需
要

的
。

岡
有

永
久

價
值

而
為

人
生

所
必

不
可

 少
的
。
付
為
本
學
科

基
本
的
教

材
︵

註
一

三
^
。

適
合
供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編
撰
教
材
選
擇
的
原

理
與
應

用
之

參
考

。

口
教

材
組

織
的

理
論

與
應

用

五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我
們

知
道

教
材

與
學

習
者

之
年

級
地

位
之

間
酌

關
係

丁
通

常
受

六
種

因

 素
的

影
響

:．
一

是
成

熟
寸

蓋
學

習
者

身
心
發
展
的
狀
況
決
定
了
學
習
的
可
能

 性
。

二
是

經
驗

^
包

括
知

識
、

技
能

、
態

度
等

。
三

是
智

齡
寸

蓋
智

力
不

足

 無
法

學
習

寸
為

個
別

差
異

考
慮

。
四

是
興

趣
夕

影
響

學
習

動
機

與
教

果
。

五

 是
功

用
^考

慮
學

習
與

環
境

配
合

應
用

之
間

的
問

題
。

六
是

難
度

戶
是

教
材

 本
身

的
結

構
與

內
容

。
上

述
六

種
因

素
常
相
互
影
響
︵
註
一
四
︶
。

 以
下

有
三

種
教

材
組

織
形

態
的

理
論

寸
可

供
公

民
、

三
民

主
義

與
國

父

思
想
等
課
程
^
編
撰
教
材
之
參
考
;

上
論

理
的

組
織

法
:此

法
是

依
照

教
材

自
身

的
邏

輯
順

序
寸

作
有

系
統

的
排

列
戶

保
持

學
科

的
結

構
體

系
寸

而
不

考
慮

教
材

的
難

易
和

學
生

的
需

要

 。
這

種
組

織
法

注
重

時
空

的
順

序
伊

因
此
教
材
組
織
寸
系
統
井
然
寸
結
構
嚴

 謹
。

其
優

點
在

於
教

材
組

織
有

系
統

、
有

條
理

寸
學

生
可

以
獲

得
系

統
的

知

 識
? ^L但

其
缺
點
則
以
教
材
為
本
位
占
不
顧

及
學

生
的

需
要

。

 ．
2心

理
的

組
織

法
乙

此
法

是
以

學
生

的
經

驗
作

為
出

發
點

^來
組

織
教

材
夕

而
逐

漸
擴

大
其

範
圍

夕
使

教
材

適
合

學
生

的
能

力
和

興
趣

寸
而

不
顧

及

 教
材

本
身

的
系

統
。

其
優

點
在

於
以

學
生

的
經

驗
來

組
織

教
材

^自
能

配
合

 學
生

的
能

力
、

興
趣

和
需

要
^．

學
生

較
易

學
習

;其
缺

點
在

於
不

看
重

學
科

 本
身

的
系

統
^以

致
學

生
不

能
獲

得
有

系
統

的
知

識
。

 心
理

組
織

法
中

尚
有

四
種

方
法

比
較

常
用

寸
可

供
作

編
纂

公
民

、
三

民

 主
義

與
國

父
思

想
教

材
之

綱
要

章
節

與
內

容
撰

寫
之

參
考

。
山

學
科

單
元

組

織
&以

若
千
題
目
為
中
心
夕
將
本
學
科
的
教
材
加
以
組
織
夕
以
便
學
生
學
習

 。
倒

聯
絡

單
元

組
織

夕
先

決
定

一
個

中
心
問
題
n．

各
科
都
以
這
個
問
題
為
中

 心
去

組
織

教
材

夕
但

各
科

仍
保

持
各

自
的

系
統

。
岡

各
科

單
元

組
織

寸
把

有

 關
的

學
科

合
併

為
一

科
夕

採
用

單
元

組
織
法
教
學
。
叫
大
單
元
設
計
組
織
夕

亦
即

打
破

學
科

的
界

限
算

不
以

學
科

的
系

統
組

織
教

材
寸

而
以

實
際

活
動

來

 聯
絡

香
科

教
材

。
上

述
四

種
心

理
組

織
的

方
法

寸
有

一
共

同
的

特
點

。
就

是

不
顧
學
科
知
識
的
論
理
系
統
^完

全
以
學
生
的
經
驗
和
能
力
為
出
發
點
^以

英
一

 學
生
的
興
趣
和
需
要
為
中
心
。

其
優

點
^
在
於
切
合
生
活
需
要
b
對
於

一
個

問
題
能
夠
有
整
個
的
認
識

夕
學
習
起

來
較
容
易
^
也
較
有

興
趣
;
其
缺
點

^

 在
於
缺
乏
系
統
夕
不
能
夠

給
予
學
生

以
系

統
的

知
識
。

3
教

育
的

組
織

法
:
或
稱

為
折
衷
的

組
織
法
^
郎
不

偏
於
論

理
的
^
也

不
偏
於
心
理
的
^
而
調

和
於
兩

者
之
間
^
因
時
因
地

因
人
而

制
宜
&
以
安
排

 教
材

之
形

態
b
產

生
高

教
育

效
果

。

總
之

^
論

理
的

組
織

法
和

心
理

的
組

織
法

各
有

利
弊

夕
教

師
要

靈
活

應

 用
戶

以
取

長
補

短
寸

增
加

學
習

效
果

。
例

如
:
就

年
級

而
言

夕
低

年
級

宜
用

 心
理
組
織
法
夕
高
年
級
則

逐
漸
採
用

論
理
組

織
法

丁
就
學

科
而
言

伊
數

學
、

 歷
史

、
地

理
等

科
目

宜
採

用
論

理
組

織
法

寸
唱

遊
、

美
勞

等
則

可
採

用
心

理

組
織

法
丁

就
教

學
過

程
而

言
占

開
始

教
學

新
課

時
&宜

用
心

理
組

織
法

以
引

起
學

習
興

趣
^總

結
或

復
習

時
宜

用
論

理
組

織
法

力
以

協
助

學
生

整
理

所
得

 知
識

夕
使

學
習

更
有

系
統

、
更

有
條

理
︵

註
一

五
︶

。
而

以
上

二
種

方
法

的

 綜
合

使
用

便
是

教
育

的
組

織
法

。
據

此
寸

上
述

三
課

程
教

材
之

編
纂

^
其

大

 綱
章

節
夕

宜
採

用
論

理
組

織
法

^
而
內

容
之

撰
寫

另
可

兼
採

心
理

組
織

法
。

罔
教
材
排
列
的
原

則
與
應

用

每
當

教
材

經
過

選
擇

寸
組

織
以

後
寸

範
圍

便
已

確
定

伊
也

就
是

說
^教

 材
內

容
有

了
明

確
的

廣
度

︵
^breadth^和

深
度

^fJ^n^V︶
。

但
是

寸
我

們

 還
要

知
道

夕
那

些
教

材
在

付
麼
時

候
施

教
有
效

。
那

一
個

年
級

應
該

教
些

 什
麼
0
^
或
第
一
學
期
、
第
一
週
要
教
些
什
麼
p
那

些
教

材
要

先
教

b
那
些
可

以
後
教
0^所

謂
教
材
排

列
就
是

要
依

據
適

當
的
原

則
夕

將
教
材

加
以
安

排
夕

 使
成

合
理

的
順

序
︵

s
e
q
U
e
n
c
e
^
 
 
 
b
以
便

施
教

。
教

材
之

排
列

方
法

^
依

學

 科
與
實
際
二
方
面
可
分
為

；

 上
在
學
科
方
面
：

山
全
體
科
目
在
教
學
上
之
配
置
分
就
學
校
科
目
之
全
體
^
確
定

其
先

 後
之
秩
序
^
其
方
法
有
三
：



 扎
順

進
法

夕
此

係
交

換
之

方
法
h．

隨
學
年
進
行
的
順
次
夕
變
換
教

 學
科
目
。

 吐
並
進
法
分
此
係
並
列
的
方
法
^
各
學
年
並
設
各
種
教
學
科
目
。

 e
j
折
衷
法
b
此
係
於
並
列
法
中
仍
寓
交
換
之
意
^
此
法
蛟
妥
善
^

 現
各

校
多

採
用

之
。

付
科
目
教
材
在
教
學
上
的
配
置
^
某
一
學
科
教
材
^
分
配
於
各
學
年

教
學
夕
其
法
亦
有
三
種
:

^直
進

法
伊

係
按

照
教

材
之

內
容

夕
循

序
漸

進
宵

各
部

分
只

須
一

 次
教
學
。

匕
循

環
法

夕
係

對
同

一
教

材
夕

第
一

次
先

授
簡

明
的

要
點

夕
以

後

 逐
漸

擴
充

其
內

容
夕

故
教

材
全

體
宵

須
經
多
次
教
學
。

^
折
衷
法
分
此
法
係
參
照
直
進
循
環
兩
法
合
併
而
成
占
以
一
部
分

簡
易

的
教

材
^
用

直
進

法
教

學
^
其

他
部
分
繁
雜
的
教
材
夕
用
循
環
法
教

 學
．

。

 2
在
實
際
方
面
夕
也
有
三
大
問
題
；

山
學

科
課

程
表

夕
將

各
科

分
配

於
各

學
年

夕
又

規
定

各
科

教
授

程
度

 及
每

週
教

學
之

時
數

。

倒
教

學
綱

目
寸

依
課

程
表

分
學

年
程

度
夕

將
各

科
教

材
夕

先
分

配
於

 各
學

年
夕

次
分

配
於

各
學

期
夕

再
分

配
於
各
星
期
。

 倒
時

間
表

夕
以

每
星

期
各

科
授

課
時

間
分

配
於

各
日

者
之

謂
。

以
上
三
種
^
除
學
科
課
程
表
^
由
教
育

高
當
局
寸
以
命
令
規
定
者
外

方
教

學
細

目
及

時
間

表
夕

則
由

教
師

配
合

學
校

排
課

時
作

計
畫

寸
故

教
師

須

 當
格

外
注

意
︵

註
一

五
︶

。

考
慮

上
述

教
材

排
列

方
法

之
後

夕
進

而
介

紹
六

種
教

材
排

列
的

原
則

夕

 作
為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材

排
列

之
參

考
。

 L
由
易
到
難
的
原
則
，
為
顧
及
學
生
的
學
習
能
力
夕
先
排
容
易
的
教
材

 ̂
慢

慢
引

進
較

難
的

教
材

?
 
i
t
先

排
簡

單
的

教
材

^
逐

漸
引

進
複

雜
的

教
材

h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科

教
材

劃
分

研
究

初
議

 以
便

於
學

生
學

習
*
由

淺
而

深
寸

依
次

排
列

。

2
由
具
體
到
抽
象
的
原
則
分
學
生
觀
念
的
發
展
夕
在
心
理
上
是
先
具
體

而
後
抽
象
的
夕
年
幼

的
小
孩

夕
對
於
具
體

的
事
物

^
容
易

了
解
^
而
對
於
抽

 象
的
概
念
就
容
易
模
糊
。

0
5
由
近
處
到
遠
處
的
原
則
寸
亦
韌
考
慮
年
代
的
順
序
^
一
般

排
列

是
由

過
去
到
現
在
口
不
過
年
代
順
序

也
可

以
倒

述
^先

講
目
前
的
事
實
寸
再
追
溯

過
去

的
歷

史
夕

尤
其

對
低

年
級

的
學

生
夕

講
遙

遠
的

過
去

失
之

抽
象

力
不
易

 了
解
伊
當
前
的
事
實
蛟
能

引
起
他

們
的

興
趣
。

^^由
舊

經
驗

到
新

經
驗

的
原
則

寸
新

教
材

要
建

立
在

學
生

的
舊

經
驗
之

上
&
以
舊
經
驗
作
出
發
點

寸
漸
漸
引

入
新
經
驗
^
逐
漸
擴

大
教
材

的
範
圍
^

 以
便
學
生
了
解
接
受
。

 L
d
依
據
學
生
的
身
心
發
展

原
則

^
學
生
的
身
心
發
展
^
無
論

是
身

體
、

 語
言

、
情

緒
、

智
能

、
社

會
行

為
、

道
德

‥
‥

等
夕

都
遵

循
著

一
定

的
歷
程

 寸
教

材
排

列
要

依
據

這
些

發
展

的
模

式
或

歷
程

^
學

生
才

易
學

習
。

 ̂
0
依
據
學
科
的

邏
輯
順

序
原
別
夕
例

如
布
魯

納
^
J
．
S
．
B
r
^
n
e
r
^
建

 立
的
基
本
假
定
^
「
任
何

學
問
的
結

構
可
以
用
某

種
方
式

^
教
給

任
何
年
齡

 的
任
一
兒
童
」
︵
註
一
六
︶
   h他

所
說

的
「
任

何
方
式
」

是
指
教
材

的
提
示

 分
要
配
合
學
生
學
習
或
觀

察
世
界

之
獨

特
的
認

知
方
式

︵
註

一
七
︶

。

 例
如

，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材
內

涵
不

僅
包

括
歷

史
、

地
理

寸
也

包
含
政

 治
學

、
經

濟
學

、
社

會
學

、
文

化
人

類
學

、
心

理
學

與
哲

學
等

方
這

些
學
問

的
概
念
從
很
小
開
始
就
可
以
施
教
^
從

此
以

後
才

學
生

一
再

地
接

觸
這

些
概

念
^
而
每
一
次
都
從
不
同

的
觀
點
^
結
果
增

加
了
學
習
的

深
度
寸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螺
旋
式
課
程
︵
 Spiral  C^rriCUlU弓

︶
。
此

種
課
程

係
以

一
個
概

念

為
中
心
*融

合
各
種
行
為
科
學
或
學
科
統
合
的
概
念
寸
成
為
有
機
的
整
體
關

 聯
。

 此
外
^
尚
要
注
意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材
的
聯
絡
寸
可
從
兩
方
面
觀
之
；

上
各

科
相

互
的

聯
絡

寸
在

編
制

教
學

細
目

的
時

候
夕

應
就
各

科
固

定
的

五
它
一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五
四

順
序

寸
預

定
聯

絡
的

要
點

夕
在

聯
絡

各
科

時
夕

必
先

認
定

其
有

顯
著

之
間

的

 各
點
^
不
可
牽
強
附
會
寸
有
失
教
材
自
然
之
性
質
b
倘
若
教
師
專
任
同
一
學

級
的
各
科
教
學
寸
聯
絡
教
材
自
蛟
便
利
^
否
則
^
應
該
舉
行
教
材
聯
絡
會
議

 ，
以
兔
脫
節
。

2
各
科
前
後
的
聯
絡
才
應
順
各
科
固
有
的
順
序
^
隨
時
往
復
照
應
伊
多

給
學
生
以
憶
起
和
再
認
識
之
機
會
^
使
學
生
順
序
漸
進
^
了
解
前
後
的
關
係

 力
學
生
將
新
的
教
材
明
瞭
記
憶
之
後
b
教
師
務
宜
與
舊
知
識
舊
觀
念
相
結
合

 而
多

行
練

習
?
 
o
t
每

科
目

學
期

終
了

時
^
應

使
學

生
總

溫
習

^
並

作
其

有
系

統

 的
綱

要
夕

且
擔

任
課

程
之

教
師

在
固

定
時

間
內

占
以

不
變

更
為

上
。

 倒
、

教
科

書
編

纂
要

點
與

應
用

教
材
是
指
學
習
活
動
的
內
容
寸
或
學
習
活
動
所
使
用
的
材
料
^
其
範
圍

 很
廣

夕
包

括
教

科
書

、
視

聽
教

其
、

參
考

書
籍

、
雜

誌
、

圖
表

、
社

會
資

源

 等
。

教
科

書
祇

是
教

材
的

一
種

夕
是

學
生

學
習

的
材

料
之

一
方

惟
在

學
校

教

 育
的
歷
史
上
占
著
主
要
她
位
。
教
科
書
有
其
功
用
寸
也
有
其
缺
點
和
限
制
^

教
師
要
靈
活
地
應
用
&
並
可
編
寫
補
充
教
材
寸
以
彌
補
教
科
書
的
缺
點
或
不

 足
之
處
。

 目
前
我
國
中
小
學
教
科
書
之
供
應
2
兼
採
「
部
編
」
及
「
審
定
」
兩
種

 政
策

。
所

謂
「

部
編

」
係

指
由

教
育

部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負

責
編

輯
亨

然
後

直

 接
或

委
託

書
局

印
刷

發
行

。
所

謂
「

審
定

」
係

指
由

出
版

業
或

社
會

人
士

根

據
有

關
規

定
自

由
編

寫
分

然
後

呈
送

教
育

部
或

其
委

託
機

構
加

以
審

查
三

經

 審
合

格
後

方
能

印
刷

發
行

。

 「
國

父
思

想
」

教
科

書
夕

屬
於

高
等

教
育

的
範

圍
^
目

前
所

有
大

學
課

 程
^均

不
採
「
部
編
」
或
「
審
定
」
教
材
夕
然
而
「
國
父
思
想
」
課
程
性
質

特
別
寸
所
以
^教

育
部
自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以
後
夕
郎
採
頒
訂
統
一
課
程
標
準

或
教
材
大
綱
方
式
^賦

予
任
課
教
師
按
統
一
教
材
大
綱
^而

有
彈
性
地
自
由

講
授

教
材

肉
谷

夕
迄

今
膛

挫
二

十
年

宵
其

間
實

施
過

程
所

見
之

得
失

利
弊

才

 當
可

加
以

重
新

設
計

改
進

。
高

中
「

公
民

」
與

「
三

民
主

義
」

教
科

書
。

則

 一
直

是
由

教
育

部
統

一
編

纂
。

 我
們
知
道
^
一
般
編
制
教
科
書
的
主
要
功
用
有
四
：

 上
齊

一
教

育
內

容
和

水
準
。

例
如

國
民

教
育

的
目

標
在

傳
授

民
族

的
共

 同
文

化
寸

陶
融

國
民

意
識

寸
以
培

養
健

全
的

國
民

。
教

科
書

能
齊

一
教

育
內

容
夕

並
提

供
低

限
度

的
教

育
內

容
宵

對
實

現
國

民
教

育
目

標
夕
貫

徹
國

家

 教
育
政
策
頁
獻
很
大
。
又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學
均
是
一
種
民
族
精
神
教
育
^

更
是

一
種

配
合

國
策

與
政

策
的

政
治

思
想

教
育

伊
若

能
有

適
當

而
高

水
準

的

 統
一
教
科
書
寸
是
非
常

有
必
要

的
。

 ̂
X
i
教
科
書
可
以
節
省

教
師
編

輯
教

材
的
時

間
。
亦

即
教

科
書
可

以
輔
助

教
師
教
學
宵
因
為
教
科
書
是
各
科
專
家
和
有
經
驗
的
教
師
精
心
編
撰
的
&
人

 類
文
化
遺
產
的
精
華
夕

是
各
種

學
問
領

域
的

結
晶
。

 o
D
教

科
書

可
以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夕
並

可
以

促
進

學
生

學
業

成
績

的
進

步

 。
教

科
書

的
編

輯
是

依
據

學
生

學
習

心
理

&或
學

科
性

質
夕

合
理

的
選

擇
、

 組
織

、
並

排
列

教
材

寸
以

生
動

的
方

式
提

供
給

學
生

學
習

。
而

且
教

科
書

除

 文
字

說
明

外
夕

尚
有

插
圖

、
表
解

、
練

習
、

作
業

指
導

等
夕

學
生

學
習

方
便

 寸
也
可
自
行
學
習
或
自
行
作
業
。

 ̂d教
科

書
可

以
統

一
各

地
學

生
的

程
度

寸
假

使
教

材
由

各
地
教

師
自

由

編
選

戶
因

各
人

的
見

解
不

同
夕

取
材

各
異

夕
因

之
各

地
方

教
材

的
程

度
夕

往

 往
相
差
很
遠
。
有
了
教
科
書
b可

以
使

全
國

學
生

的
學

科
程

度
不

至
相

差
太

 遠
夕
並
方
便
作
統
一
的

評
量
或

評
鑑
。

 在
編

撰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材
之

時
寸

同
時

要
避

免
以

下
六

種
缺

點
；

 上
避
免
教
科
書
不

能
適
應

學
生

個
別

差
異
。

 c^^避
免
教
科
書
忽
視
地
方
的

特
殊
需

要
。

 o^j避
免

教
科

書
的

內
容

陳
舊

老
套

。

 生
避
免
教
科
書
帶

有
主
觀

的
偏

見
。

 邑
避
免
教
科
書
限
制

學
生
的
思

考
與

創
造

性
。



 u
5
避
免
教
科
書
的
狹
隘
誤
導
伊
有
損
學
生
學
習
興
趣
;
或
使
學
生
重
視

 文
字

的
背

誦
寸

而
忽

視
生

活
經

驗
的

體
察
。

 又
選

擇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材
時

夕
要

注
意

以
下

五
個

原
則

；

 上
在

內
容

方
面

寸
應

注
意

教
科

書
的

選
材

、
編

排
、

文
字

、
學

習
指

導

 四
項

。

山
選
材
夕
內
容
充
實
而
正
確
^
切
合
學
生
程
度
寸
取
材
新
穎
^
適
合

 時
代
需
要
。

倒
編

排
夕

編
制

排
列

才
要

切
合

學
生

的
經

驗
和

興
趣

分
激

發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刨

文
字

寸
文

字
要

明
白

流
暢

寸
容

易
了

解
寸

層
次

井
然

夕
讚

後
可

得

 一
明

白
概

念
。

 川
學

習
指

導
寸

每
課

後
有

練
習

題
兮

設
計

作
業

、
大

綱
、

表
解

、
繪

 畫
、
圖
表
、
參
考
書
等
^
以
幫
助
學
生
練
習
、
整
理
、
思
考
、
以
確
保
學
習

 效
果

。2
在
形
式
方
面
寸
應
當
注
意
紙
張
潔
白
而
無
反
光
夕
印
刷
清
楚
^
裝
訂

牢
固

夕
字

體
大

小
合

宜
宵

不
傷

目
力

夕
插

圖
豐

富
而

悅
目

寸
足

以
說

明
或

補

 充
文

字
的

教
材

。

 c
v
i
要

能
活

用
寸

其
方

法
有

四
；

山
變
更
順
序
寸
依
據
時
令
季
節
^
學
生
需
要
或
偶
發
事
件
等
^
變
更

 各
課

或
各

單
元

的
順

序
。

 倒
增

減
課

數
或

單
元

數
夕

不
合

興
趣

、
需

要
或

程
度

的
課

或
單

元
可

 以
省

略
不

教
寸

並
可

配
合

學
生

的
興

趣
和

需
要

增
加

課
數

或
單

元
數

。

 回
補
充
^
對
抽
象
、
艱
深
或
敘
述
不
詳
的
部
分
加
以
補
充
說
明
^
使

 學
生

能
徹

底
了

解
。

叫
多
種
教
科
書
併
用
寸
併
用
多
種
教
科
書
^
並
非
每
一
種
教
科
書
都

 要
一

一
教

完
寸

而
是

選
擇

適
合

學
生

興
趣

、
能

力
、

需
要

者
加

以
講

授
。

教
科

書
的

適
用

夕
需

要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的

配
合

夕
並

賦
予

教
師

彈
性

使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科

教
材

劃
分

研
究

初
議

 用
的

權
力

^
才

有
可

能
。

 生
教
科
書
是
手
段
︵
工
具
︶
而
非
目
的
^
教

科
書

是
達

成
教

學
目

標
的

 手
段
^
本
身
並
非
目
的
。
教
育
目

標
分

成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三

方
面

寸
但

一
般

都
只

教
導

教
科

書
的

知
識
部

分
夕

而
不

以
教

科
書

為
培

養
技

能
或

情
意

 目
標
的
工
具
^
尤
以
社
會
科
為
甚
。
教
科
書
只
是
一
種
基
本
資
料
夕
僅
供
學

生
參
考
^
學
生
從
教
科
書
及
其
他
教
學
資
源
得
到
種
種
資
料
寸
以
形
成
概
念

占
發

展
通

則
寸

以
應

用
知

識
寸

並
解

決
問

題
^這

才
是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學

 的
主

要
目

的
。

 Lc3教
科

書
不

是
唯

一
的

教
材
夕

教
師

須
要

利
用

自
然

及
社

會
的

事
物
&

作
為
活
的
教
材
^
使
教
育
與
生
活

打
成

一
片

伊
尤

其
對

於
國

內
外

大
事

及
地

 方
建
設
等
夕
應
及
時
介
紹
，
藉
以
加
強
時
事
教
學
^
促

進
學

生
服

務
社

會
^

 忠
愛
國
家
的
熱
誠
。

 綜
合

以
上

有
關

編
撰

教
科

書
的

寶
貴

參
考

意
見

。
總

之
夕

教
材

編
纂

的

原
則
與
應
用
^
應
慎
重

注
意
教

材
選
擇
的
標

準
夕
除

了
理
論
的
了

解
外
^
更

 應
與

實
際

和
應

用
配

合
。

在
教

材
組

織
的

形
態

方
法

上
夕

更
兼

採
論

理
與

心

 理
二
種
組
織
方
法
和
道
理
^
以
發

揮
教

育
組

織
法

的
特

性
與

專
長

。
在

教
材

排
列

上
寸

一
樣

要
兼

顧
學

科
與

貸
際

二
方

面
的

配
置

方
法

寸
同

時
應

用
教
材

 排
列
的
六
種
原
則
^
以
使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材
之

編
纂
^
漸
臻
完

善
。

後

伊
建

議
應

由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夕

聘
請

學
者

專
家

集
體

研
究

夕
編

撰
與

改
進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基

本
共

同
教

材
夕

另
外

指
定

專
職

機
構

定
時

編
撰

動
態

輔
助
教

 材
或
參
考
資
料
^
充
實
教
學
資
源
與
設
備
，
提
供
師
生
教
學
需
要
夕
促
進
教

 學
救

果
^
以

求
真

正
實

踐
教

學
目

標
。

四
/
教

材
劃

分
的
方
法

與
過
程

 □
、

方
法

與
條

件

 我
們

知
道

教
材

的
編

撰
，

至
少

應
考

慮
下

列
四

項
條

件
伊

第
一

要
有
理

五
五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論
作

依
據

i ^t第
二

要
有

方
法

和
技

術
丁
第
三
要
有
學
者
專
家
、
教
育
行
政
人

 員
和

師
生

共
同

參
與

方
第

四
要

能
達

成
教

育
目

的
、

教
學

目
標

或
課

程
目

標

 。
在

理
論

方
面

夕
包

括
教

育
哲

學
理

論
、

教
學

原
理

夕
以

及
教

材
選

擇
的

標

 準
理

論
等

i ^L在
方

法
方

面
夕

包
括

教
材
的
組
織
方
法
井
和
教
材
排
列
的
技
巧

 寸
以

及
有

關
教

科
書

編
撰

的
各

種
問

題
和

道
理

。
目

前
我

們
缺

乏
的

是
在

實
際
方
面
^如

何
有
效
地
去
評
量
或
評
鑑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學
的
成
果
^更

是
進

一
步

如
何

有
效

地
去

評
量

教
材

的
好

壞
寸

以
及

如
何

有
效

地
去

評
鑑

達

成
教
育
目
的
程
度
問
題
^尤

其
在
如
何
邀
集
各
相
關
學
科
的
教
材
專
家
^共

 同
編

撰
「

上
述

三
種

課
釋

」
統

一
基

本
教

材
才

或
動

態
補

充
教

材
等

方
面

的

 工
作

亨
實

是
刻

不
容

緩
，

迫
為

燃
眉

之
急
務
。

雖
然

上
述

三
種

課
種

性
質

有
其

特
異

之
處

夕
非

比
一

般
學

科
課

程
之

容

 易
編
撰
教
材
。
因
此
^我

們
更
需
要
加
倍
投
資
人
力
、
物
力
與
財
力
夕
急
起

 直
追

寸
奸

妊
研

究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材
如

何
劃

分
的

問
題

。
這

一
項

艱
鉅

的

工
作

夕
非

個
人

能
力

所
及

方
但

是
即

非
從

方
法

途
徑

上
夕

去
作

拓
荒

與
開

創

 之
研

究
工

作
不

可
。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種
課
程
的
教
材
劃
分

 ̂
在

方
法

上
有

以
下

三
種

意
義

；

上
就
教
材
劃
分
的
研
究
步
驟
寸
過
程
與
重
點
而
言
:

 山
先

把
目

前
各

學
校

使
用

的
「

公
民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國
父

 思
想

」
三

科
教

材
依

統
一

格
式

、
重

點
、

過
程

與
學

生
需

要
等

項
目

戶
加

以

 難
易

、
深

淺
、

廣
狹

與
優

劣
等

要
素

夕
作

教
材

內
容

之
功

能
分

析
寸

以
符

合

 教
材

選
擇

、
教

材
組

織
、

教
材

排
列

與
教

科
書

編
纂

要
點

等
上

節
所

述
之

教

 育
學

理
的

規
則

要
求

與
實

際
應

用
。

 倒
重

新
調

整
「

公
民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國
父

思
想

」
等

課
程

教
學

目
標

的
設

計
夕

以
符

合
教

育
心

理
學

或
發

展
心

理
學

的
原

理
原

則
寸

滿

足
青

少
年

心
理

發
展

程
度

不
同

階
段

的
需

要
夕

確
實

發
揮

教
育

功
能

與
教

學

 效
果

寸
並

實
踐

其
教

學
目

標
。

 五
工

︵

 付
要
有
整
體
、
週
詳
而
嚴
密
的
教
材
劃
分
計
畫
^
並

邀
集

學
者

專
家

 、
教

師
、

學
生

與
教

育
行

政
相

關
人

員
共

同
參

與
研

究
設

計
宵

在
過

程
上

要

 注
意

回
饋

作
用

^
評

量
與

改
進

。

 2
就
教
材
劃
分
的
研

究
工
具

或
方

法
而

舌
D
；

 山
宜

編
製

調
查

資
料

、
設

計
問

卷
寸

廣
泛

而
深

入
調

查
任
課

教
師

與

學
習
學
生
的
意
見
寸
並
應
用
電
腦
統
計
分
析
^找

出
問

題
所

在
寸

預
設

解
決

 方
法
亨
以
符
科
學
研
究
精

神
與
條
件

。

付
宜

採
用

各
種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方

法
兮

對
於

研
究
主

題
有

關

 資
料

之
蒐

集
、

處
理

、
解

釋
與
預

測
等

夕
應

慎
重

應
用

寸
以

符
學

術
研

究
方

 法
之
格
式
規
定
與
要
求
。

 o^j就
教
材
劃
分
的
研
究
途
徑

與
架
構
而
主
主
D；

 山
研

究
途

徑
通

常
涉

及
研

究
態

度
、

立
場

、
觀

點
以

及
學

派
的

背
景

與
基

礎
問

題
了

從
科

學
與

哲
學
二

大
分

類
的

研
究

占
到

個
別

的
人

文
或

社
會

科
學
的
各
種
學
科
或
學

派
的
研

究
^
都

可
能
產
生
不

同
的
研

究
方
法
^
過
程

 與
結
果
。
本
文
的
研
究
^
需
要
儘
量
求
其
一
致
者
廣
褒
分
這
可
能
先
天
受
到

 「
公
民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國
父

思
想

」
課
程

性
質
的

限
制

與
影
響

。

 倒
因
此
夕
在
研

究
架
構

上
寸
主

要
是

受
到
「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宗
旨

」

 與
「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
等

大
前
提
的
限

制
^
所

以
本
文

的
研
究
^
自
始

 至
終
夕
離
不
開
以
「
三

民
主
義

」
的

形
式

與
內
容

為
二

分
法
的

架
構
體

系
。

 具
體

了
解

上
述

所
言

之
條
件

夕
是

為
從

事
本

文
研

究
之

基
礎

。
此

外
寸

 尚
提

供
另

一
種

相
對

於
教

材
劃
分

的
反

面
觀

念
寸

亦
帥

「
如

何
使

上
述

三
科

 教
材
與
相
關
學
科
融
貫
的
模
式
」
h
以

做
到

在
劃

分
中

夕
同

時
兼

顧
創

設
新

 的
融

貫
概

念
、

方
法

或
體

系
才

具
體

而
可

行
地

指
導

新
教

材
的

編
纂

。

 □
模
式
的
應
用

 所
謂
模
式
︵
m
o
d
e
l
︶
可
以

說
就

是
一

種
研

究
方

法
與

工
具

。
其

定
義

 因
各

學
者

專
家

所
使

用
的

觀
點

寸
立

場
不

同
夕

至
今

未
有

統
一

的
說

法
。

依



 個
人

綜
合

歸
納

至
少

有
以

下
四

種
涵

意
：

 上
模

式
就

是
指

一
種

造
型

︵
pattern︶

 h有
如
語
法
上
的
一
種
語
文
規

 則
寸

而
以

「
句

型
」

的
型

武
^
可

以
加

以
圖

解
說

明
。

 cki模
式

就
是

指
一

種
研

究
的

程
序
或
過
程
乃
能
夠
把
研
究
的
對
象
寸
從

 發
生

、
演

變
以

及
發

展
等

過
程

夕
加

以
觀
察
、
解
釋
與
預
測
說
明
。

 o
d
模

式
就

是
指

一
種

架
構

、
組

織
與

體
系

的
概

念
^
i
能

夠
把

研
究

對
象

 的
時

空
關

係
^
有

系
統

、
有

次
序

的
以

圖
解

方
式

顯
明

出
來

。

 在
模

式
就

是
指

對
研

究
對

象
方

作
一

種
研

究
設

計
「

包
括

內
容

、
關

係

 、
條

件
、

功
能

寸
變

數
影

響
因

素
夕

整
合

發
展

等
攻

作
一

動
態

的
流

種
研

究

寸
並

且
可

用
流

程
圖

表
加

以
解

釋
說

明
者

夕
同

時
兼

顧
縱

與
機

的
結

構
組

織

 、
時

空
體

系
夕

以
及

多
向

溝
通

的
回

饋
系
統
。

本
文
研
究
題
旨
^
兼
係
以
上
四
種
涵
意
寸
特
別
指
第
四
種
意
義
^
整
體

 、
有
機
^
且
兼
顧
「
科
際
整
合
」
的
概
念
&
擴
大
研
究
範
圍
占
建
立
相
關
學

 科
的

融
貫

關
係

「
在

大
模

式
︵

統
一

模
式
︶
中
有
小
模
式
︵
部
分
模
式
︶
    ^

 其
經

驗
與

邏
輯

系
統

的
脈

絡
分

明
分

層
次

井
然

。
雖

然
不

作
內

容
分

析
寸

只

作
結
構
整
合
的
模
式
研
究
^其

目
的
在
為
三
民
主
義
的
學
術
研
究
寸
開
拓
另

 一
嶄

新
的

構
想

方
嘗

試
與

做
法

寸
而

且
是
從
方
法
與
模
式
的
途
徑
著
手
。

 墓
本

上
寸

模
式

就
是

現
實

的
一

種
代

表
。

通
常

它
是

一
種

經
過

簡
化

和

一
般

化
的

陳
述

寸
告

訴
我

們
為

什
麼

是
一
個
真
實
世
界
現
象

重
要
的
特
質

 。
它

是
現

實
的

一
種

抽
象

^可
以

使
我

們
得

到
概

念
上

的
澄

清
｜

｜
減

少
真

實
世
界
的
多
樣
性
和
複
雜
性
^以

致
於
能
夠
使
我
們
特
別
了
解
和
清
楚
的
種

 度
。

模
式

的
價

值
在

能
夠

改
進

我
們

對
於

一
種

不
能

夠
以

員
實

情
況

構
成

或

 實
驗

︵
基

於
技

術
、

經
濟

、
政

冶
或

道
德

的
理

由
︶

的
景

況
下

所
有

系
統

行

 為
的
了
解
。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科

教
材

劃
分

研
究

初
議

模
式

有
多

種
分

類
法

伊
但

是
一

種
基

本
的

區
別

部
將

其
分

為
具

體
模

型

 ︵
phySiCal日

Ode^︶
與

抽
象
模

式
︵

abStraCt  mOdel^。
實

體
模

型
比

 較
容

易
了

解
夕

一
般

人
也

比
較

熟
悉

。
它

們
都

是
研

究
對

象
的

一
種

縮
小

複

 製
品

。
譬

如
夕

飛
機

設
計

師
為

了
解

真
實

飛
機

在
飛

行
中

可
能

的
性

徵
才

就

 花
費
少
量
費
用
^製

成
一
個
縮
小

的
模

型
*拿

到
風
洞
內
去
試
驗
和
破
壞
。

同
樣
地
亡
城
市
規
劃
師

和
建
築
師
們

^
多
年

以
來
^
在
解
決

都
市
設
計
的

問

 題
上
寸
也
都
使
用
縮
小
的
實
體
模
型
。

．

抽
象

模
式

夕
就

是
一

種
以

符
號

而
不

用
實

體
裝

置
來

代
表

真
實

世
界

情

 況
的

模
型

。
當

規
劃

師
從

三
度

空
間

的
設

計
觀

點
寸

轉
注

於
機

能
關

係
之

代

表
和

都
市

變
化

之
基

本
過

程
的

時
候

寸
對

他
而

言
寸

抽
象

模
式

要
比

實
體

模

 型
更

為
有

用
。

 
 
 
 
 
 
 
 
 
 
 
 
 
 
 
 
 
 
 
 
 
-

實
體

模
型

在
分

析
說

明
為

規
劃

師
所

感
到

興
趣

的
系

統
行

為
上

受
到

極

 大
的

限
制

寸
而

抽
象

模
式

卸
能

作
良

好
的

分
析

。
就

規
劃

目
的

而
言

伊
抽

象

 或
符

號
模

式
因

此
就

成
為

更
重

要
的
模

式
了
．
。

實
際
上
*抽

象
模
式
要
比
實
體
模
型
更
為
普
通
夕
但
是
寸
由
於
抽
象
模

 式
具

有
多

種
型

式
寸

所
以

人
皆

不
以

為
然

。
人

類
推

理
能

力
的

應
用

常
常

就

 包
含

對
抽

象
模

式
的

參
考

。
合

理
的

行
為

包
含

審
查

各
種

行
為

可
能

的
結
果

 *然
後

選
擇

其
中

有
利

之
一

途
。

在
我

們
的

心
中

夕
這

就
包

含
了

一
個

我

 們
引

為
興

趣
的

情
況

伊
與

將
會

發
生

什
麼

的
表

示
。

這
種

表
示

就
是

真
實

情

 況
的

一
種

抽
象

模
式

。
它

可
能

是
一

種
心

理
印

象
夕

一
種

口
頭

的
或

文
字

的

描
述
夕
但
是
不
論
那
種
型
式
^它

都
是
我
們
可
以
用
來
對
自
己
寸
或
對
他
人

 描
述
一
個
真
實
系
統
或
過
種
的

工
具

︵
註

一
八

^。
為
了
方
便
在
教
材
劃
分

 之
際

夕
同

時
編

纂
新

教
材

伊
故

提
供

「
國

父
思

想
教

材
與

相
關

學
科

教
材

融

 貫
模

式
圖

」
h作

為
其

他
二

種
學

科
編

纂
教

材
之

參
考

︵
託

一
九

︶
。

五
七



命哲學與民生哲 豐

人
文

哲
社人
會文
哲哲
學學

文歷
化史
哲哲
璽璽

國父思想(三民主義)教材內涵

哲
豐

哲三

主

國父 戶日日^^^^目

形
上

哲
輿

斟
于

交土
通地

社財
會經

管企

生
主

人文
應用

社
學

 、
科 會與

政治

口學

外內
交政

務防

憲我
法國

主
義

現近
代代
史史

本中

課叛

史史

民
主

相

學科教材輸入

回 回

豐

力理
法則
論學

分語
析言
哲哲
輿輿

 輸出(學生》

:卜

 倫
理

學
、

美
學

、
宗

教
學

 木
體
論
、
進
化
論
、
宇

宙
論

民
生
經
濟
學

民
族
文
化
學

歷文
史化
學學

民人
族口
學學

教心
育理
學學

^^—^

賢民
革主
命義史

器學

民
族

主
義

民
權
政
治
學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國
父

思
想

教
材

與
相

關
學

科
教

材
融

貫
模

式
圖



目
形

式
的

劃
分

恫
內
容
的
劃
分

 教
材

的
形

式
通

指
教

材
的

外
延

︵
extension︶

 0^亦
即
教
材
之
結
構
、

 體
系

、
關

係
、

模
式

、
樣

態
、

層
次

、
功

能
、

範
圍

、
發

展
、

影
響

等
要

素

 伊
此

形
式

重
要

的
是

意
涵

有
機

的
、

開
放

的
、

生
長

的
、

多
向

溝
通

的
以

有
攻

果
茵

 及
整
體
的
等
概
念
。
特
別
對
學
習
對
象
而
言
^
教
材
之
形
式

種
在
田
裹
^
時
常
有
人
施
肥
澆
水
夕
修
剪
除
害
夕
照
顧
週
到
夕
生
長
環
境
與

條
件

非
常

優
越

寸
因

此
枝

葉
翠

綠
而

茂
盛

件
樹

幹
粗

大
而

茁
壯

伊
這

棵
樹

的

 形
狀

&就
如

教
材

之
形

式
一

樣
? ^t好

的
教
材
夕
在
形
式
上
夕
也
需
要
依
「
因

 材
施

教
」

之
原

則
寸

提
供

優
越

的
生

長
環

境
與

條
件

夕
還

需
要

隨
時

加
以

照

 顧
。

除
了

把
握

學
習

對
象

的
特

質
與

需
要

之
外

夕
還

要
充

實
與

發
揮

這
棵

樹

 的
特

質
與

功
能

夕
尤

其
要

把
握

「
公

民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國

父
思

想

 」
等

課
程

是
尹

種
「

科
際

整
合

」
或

「
學

科
融

貫
」

之
「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
的

綜
合

性
學

術
特

質
。

我
們

知
道

夕
樹

是
同

一
棵

夕
學

生
是

同
一

人
占

如
何

在
不

同
的

時
空

過

 裡
夕
給
予

好
的
學
習
環
境
與
條
件
&
因
此
也
在
形
式
過
程
上
夕
才
有
「
公

 民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國

父
思

想
」

三
階

段
過

程
的

劃
分

寸
事

實
上

夕

其
教
育
目
的
與
宗
旨
^
以
及
教
學
目
標
均
是
一
致
的
分
並
有
共
同
的
標
準
^

 只
有

學
習

層
次

上
的

差
別

。
所

以
教

材
劃

分
寸

在
形

式
上

的
考

慮
與

研
究

設

 計
夕

要
把

握
以

下
四

大
原

則
；

 L
是

學
習

對
象

的
動

機
、

興
趣

與
能

力
等

條
件

問
題

。

 o
i
是

學
習

環
境

、
背

景
、

設
備

與
過
程
問
題
。

 Q
o
是
教
材
的
深
淺
、
難
易
、
廣
狹
等
問
題
^
包
括
教
學
目
標
的
層
次
問

題

 在
是

教
師

的
教

學
能

力
、

方
法

、
效

果
與

評
量

、
改

進
、

研
究

發
展

等

問
題

 教
材
的
內
容
通
指
教

材
的

內
涵

︵
intension︶

 i^亦
帥

教
材

內
部
的

時

 空
組

織
成

分
、

本
質

、
特

性
、

分
類

、
重

點
、

文
字

、
圖

表
、
教

具
、

教
科

 書
、

排
列

等
要

素
夕

此
內

容
重
要

的
是

意
涵

有
機

的
、

立
體

的
、

動
態
的

 、
彈

性
的

、
回

饋
的

以
及

完
整

的
等

概
念

。
特

別
對

學
習

對
象

而
言

夕
教

材

 之
內
容
宵
有
如
一
圓
椎

形
之
金

字
塔

寸
上

層
是
「

公
民

」
教
材

領
域
．

，
中

層

 是
「

三
民

主
義

」
教

材
領

域
三

下
層

是
「

國
父

思
想

」
教

材
領

域
夕

如
下
圖

教
浙

內
容

劃
分

圖
解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科

教
材

劃
分

研
究

初
議

從
上

而
下

宵
其

教
材

內
容

不
僅

是
直

線
的

貫
通

夕
有

深
淺

之
別

兀
更
是

 立
體
的
、
圓
形
進
展
的
才
有
廣

狹
之

分
。

綜
合

而
言

&隨
羞
學
生
年
齡
心
身

的
發

展
寸

而
能

兼
顧

雞
易

之
發

展
寸

亦
部

越
往

下
層

發
展

夕
其

教
材

涉
及
層

 次
與

領
域

就
越

深
廣

。
所

以
教

材
劃

分
夕

在
內

容
上

的
考

慮
與
研

究
設

計
夕

 要
把
握
以
下
三
大
原
則
：

 上
是

從
「

公
民

」
、

「
三

民
主

義
」

到
「

國
父

思
想

」
等

三
種

課
種
的

 特
性
夕
均
是
同
一
有
機

體
的
。

 2是
教

材
內

涵
為

上
下

一
貫

的
夕

銜
接

而
不

重
複

，
延

伸
而
不

中
斷

夕

 擴
大
而
不
脫
離
範
圍
。

 pj是
以

實
現

「
三

民
主

義
教
育

宗
旨

」
為

高
目
的

夕
同

時
是

推
行
「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
的

三
階
段

「
核

心
課

程
」

二
亦

部
是

中
華

民
國

的

五
九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廣
義

的
「

公
民

」
教

育
。

五
/
結

 
論

廿
回

顧

 本
文
之
研
究
^僅

止
於
教
材
劃
分
之
「
初
議
」
b所

謂
「
初
議
」
就
是

 大
家
一
起
商
討
夕
並
不
是
定
論
&而

是
要
蒐
集
大
家
的
寶
貴
意
見
。
本
文
只

 能
當
作
討
論
的
「
引
言
丘
夕
若
有
任
何
不
當
之
處
夕
請
勿
見
怪
。
反
之
^
正

 是
迫

切
需

要
就

教
於

各
位

學
者

專
家

之
不
同
寶
貴
意
見
的
指
導
。

 由
於

準
備

時
間

匆
忙

寸
未

及
介

紹
更

參
的

參
考

資
料

。
畢

竟
占

有
關

「

 公
民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國
父

思
想

」
教

材
劃

分
問

題
之

被
重

視
與

討

 論
伊

由
來

已
久

。
但

是
夕

公
開

討
論

研
究

夕
這

還
是

第
一

次
夕

盼
能

引
起

莫

 大
之

回
響

夕
並

提
升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教
育

與
青

少
年

公
民

教
育

之
功

能
、

水

 準
及
其
效
果
。

 有
人

主
張

「
公

民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國

父
思

想
」

等
三

科
教

材

 之
相

互
關

係
夕

根
本

無
法

清
楚

劃
分

為
截

然
不

同
的

三
階

段
。

事
實

上
宵

我

們
再

三
強

調
夕

他
們

有
相

同
的

課
程

性
質

與
教

育
目

標
寸

所
謂

劃
分

寸
也

只

 是
區

別
其

關
係

寸
而

注
重

在
「

什
麼

對
象

」
、

「
應

該
給

什
麼

材
料

」
、

「

 用
什
麼
方
法
」
以
及
「
在
什
麼
情
景
之
下
」
b才

能
達
到
預
期
的

佳
效
果

 。
其

中
任

何
一

項
條

件
都

不
能

有
所

缺
失

占
否

則
兮

必
然

前
功

盡
棄

。
因

此

寸
在
編
纂
教
材
之
時
^一

定
要
先
設
想
:什

麼
對
象
^在

什
麼
情
景
之
下
亨

 用
什

麼
方

法
等

三
個

條
件

的
兼

顧
。

別
種
課
程
的
教
學
^可

能
都
有
相
同
的
教
學
問
題
與
條
件
夕
但
是
卸
沒

有
上

述
三

種
課

程
教

學
那

麼
麻

煩
伊

與
不

易
發

揮
其

教
學

效
果

伊
其

主
要

 的
原
因
分
還
是
在
於
「
思
想
教
育
」
的
特
質
分
與
時
代
背
景
加
諸
於
「
三

 六
O

 民
主

義
」

實
踐

效
果

與
教

育
學

術
研

究
的

考
驗

吟
有

待
我

^

 者
。

目
展
望

輯
努

力
充

實

我
們
知
道
研
究
三
民
主
義
之
資
料
寸
多
為
 國

父
當
年

針
對

時
局

所
發

 表
之
具
體
主
張
。
並
非

講
述
理

論
夕
而

是
以

理
論
說

明
事
實

。
抗

戰
以
前

h．

國
父

所
提

各
項

具
體

主
張

之
基

本
情

況
末

變
分

講
授

三
民

主
義

採
取

編
撰

 國
父

言
論

之
辦

法
夕

能
動

人
，

效
果

極
佳

。
但

是
抗

戰
勝

利
以
後

了
時

局

 已
迥

異
往

昔
寸

如
率

由
舊

章
寸

則
難

免
使

人
有

敘
述

歷
史

事
蹟

之
感

。
甚

至

 有
人
在
學
說
建
構
方
面
評
論
寸
對
象
已
易
之
各
種
具
體
主
張
^為

「
末

經
批

 判
」

之
知

識
。

為
打

破
一

般
人

對
三

民
主

義
之

錯
覺

與
誤

解
夕

三
民

主
義

︵

 或
國

父
思

想
︶

教
材

內
涵

學
術

化
之

研
究

夕
實

為
刻

不
容

緩
之

事
。

惟
研

究
此

間
題

應
注

意
者

夕
乃

在
三

民
主

義
研

究
學

術
化

之
方

法
與

條

 件
的
擴
充
與
發
揚
。
只
因
 國

父
為
一

革
命

家
才

不
願

徒
託

空
言

寸
而

要
見

 諸
實
行
^
故
以
具
體
主
張
之
。
此

項
研

究
非

他
，

部
發

揮
三

民
主

義
其

原
有

之
學
術
性
質
^亦

即
剔

除
 國

父
言
論

中
變
遷
之
事

實
寸
專

就
其
不
變
之

理

 論
申
述
之
分
再
輔
以
現

代
之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以
光
大

之
。

回
建
議

 本
文

研
究

之
結

果
夕

後
要
附

帶
三

項
建

議
：

 上
是

注
重

「
行

為
目

標
」

的
教

學
理

論
之

認
識

與
應

用
寸

徹
底

把
握

知

 識
、

情
意

、
技

能
以

及
道

德
實

踐
價

值
判

斷
之

教
學

效
果

夕
並

時
加

評
量

與

 改
進
^
確
實
達
成
其
教
學
目
標
。

 cKi是
注
重
「
潛
在

課
程
」

的
教

學
理

論
之
認

識
與

應
用
宵

把
握
影

響
教

學
過

程
與

活
動

及
其

效
果

的
所

有
變

項
因

素
夕

除
了

教
材

與
設

備
以

外
的

教

 學
條
件
寸
注
意
質
的
提

高
夕
而

不
僅
是

量
的

擴
充
夕

防
患
因

一
分

的
疏
．

 而
毀
掉
九
分
的
努
力
夕

不
要
用

分
數
的

高
低

才
來
衡

量
教
學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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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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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即

為
早

在
大

學
設

置
之

「
三

民
主

義
」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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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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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黨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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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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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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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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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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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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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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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六

十
年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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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
載
陽
著
^國

父
思
想
新
教
學
法
^臺

北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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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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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六
十
四
年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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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五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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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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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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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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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八
月

初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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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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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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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所

列
五

項
教

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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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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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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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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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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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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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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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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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國

父
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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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實

施
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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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來
。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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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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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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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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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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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同
註
三
^前

揭
書
^頁

六
七
^按

崔
教
授
主
張
「
國
父
思
想
」
應
以
「
核
心
課

 程
」

為
根

本
改

革
^才

能
符

合
理

想
。

 J
i
 
D
M
。

N
e
^
^
:
 
C
U
r
r
i
C
u
l
U
^
-
A
C
O
^
^
r
e
^
e
n
S
i
V
e
 
r
n
t
r
O
d
U
C
t
i
O
n
.

 L
^
t
t
l
e
 
B
r
O
w
V
n
 
a
n
d
 
C
O
m
p
a
n
y
,
p
．
^
^
．

 D
o
 
L
a
W
t
O
n
:
 
S
O
C
i
a
l
 
C
h
a
n
g
e
,
口
d
U
^
a
t
i
o
n
a
l
 
T
^
e
O
r
V
 
a
n
d
 
C
U
r
^

 riCUlUm   Planning,CniVerSitV  of   LOndOnP^^^^^    T97^．

p
p
.
l
-
2
^
.

 月
日
O
b
b
i
t
t
:
 
T
h
e
 
C
U
r
r
i
C
U
l
U
m
.
H
O
^
e
^
h
t
O
n
 
a
n
d
M
i
f
f
^
^
n
:
 
 
1
^
1
^
．

 另
參
見
國
立
編
譯
館
主
編
e「

課
程
教
材
教
法
通
論
」
試
用
本
^頁

三
八
伊
臺

 北
^國

立
編
譯
館
^民

國
七
十
年
八
月
出
版
。

 伍
振
驚
著
^「

教
育
概
論
」
上
下
冊
^見

下
冊
頁
三
九
｜
四
0，

臺
北
^華

視

 教
學

部
，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出
版

。

 「
國

父
思

想
」

、
「

三
民

主
義

」
與

「
公

民
」

三
科

教
材

劃
分

研
究

初
議

 pj是
一

方
面

做
教

材
劃

分
寸

另
一

方
面

也
要

做
教

材
融

貫
整

合
。

嚴
格

 說
來

，
劃

分
只

是
消

極
的

一
種

手
段

，
而

整
合

創
新

寸
才

是
一

種
積

極
的

目
 的
。

^^^A

 孫
邦
正
著
，
普
通
教
學
法

，
頁
三
三
七
，
臺
北
^正

中
書
局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臺
六

版
。

 雲
五
社
會
科
學
大
辭
典
第
八
冊
「
教
育
學
」
^頁

一
四
六
^臺

北
，

商
務
印
書

 館
^
民
國
六
十
年
出
版
。

 余
書
麟
著
^教

學
原
理
，
頁
一
一
四
｜
一
一
五
卅
臺
北
^文

景
出
版

社
，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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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如

皮
亞

傑
認

為
兒

童
的
智

慧
是

經
由

四
個

時
期

而
發

展
的

：
G感

覺
動

作
期

 ︵
初
生
至
二
歲
︶
 Q前

運
思

期
︵
二
至

七
歲
i^ (R具

體
運

恩
期

︵
七

至
十
一

、

 二
歲
︶
^形

式
運
思
期
︵
十
二
歲
以
後
^ b這

對
於
教
學
學
習

方
面
有
很
大
啟

 示
。

 張
克
難
譯
、
阿
林
．
李
著
，
規
劃
應
用
的
模
式
夕
頁

二
一
｜
二
二
^臺

北
^三

 山
出

版
社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出
版

。

 蕉
人

傑
著

^國
父

思
想

教
材

與
相

關
學

科
融

貫
方

法
與
模

式
之

研
究

，
頁

』
七

 0*臺
北

^師
大

三
民

主
義

研
究
所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出

版
。

 ︵
原

敢
「

革
命

思
想

月
刊

」
第

五
十

八
卷

第
五

期
，

七
十

四
年

五
月

出
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