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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培育優越的基本能力、核心知識與技能，及塑造品德高尚的公民，是學校教育 

的重要目標。我們的學校向來重視學生的知識學習、品行與生活教育，重視基本能 

力、核心能力的培養。但由於近年社會快速變遷，社會道德價值觀的衝突與混淆， 

傳統學校所推動的品行與生活教育則受到強烈挑戰，造成學校在 「知識與品德教育」 

間迷途，甚至在九年一貫課程推動初期，該課程曾被批評為「缺」德的課程。 

教師及家長普遍認為學生的品行大不如前，青少年偏差行為嚴重；企業雇主招 

募人才普遍強調良好態度與品德的重要，「態度與品德」成為非常重要的就業力項 

目，以致有「態度與品德」決定高度，決定成就等。因而，推動「品德」教育遂成 

為社會各界高度的共識。教育部於 93年訂頒「品德教育（指品格與道德教育 

（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促進方案」5年計畫，98年再度提出未來 5年 

的方案，期望形塑品德校園文化，提升台灣有品文化（教育部，2009a） 。 

貳、品德教育核心價值的建立 

學校品德教育乃藉由教與學的過程，促使學生向「善」發展，能知善、樂善、 

行善。「品德」的其內涵包括認知、情感、意志與行為，必須兼顧個體與社會的 

良善發展，涵養身為現代公民應有之核心價值、行為準則與道德文化素養，使社 

會更朝良善發展（教育部，2009a）。因此，品德教育是人心的革命，它不只是 

個人的修養，且是一種公民教育。 

就課程發展的規範來說，課程有國家、地方、學校層級等課程。學校的課程 

發展必須遵守國家、地方的課程規範，學校應先考慮國家與地方層級課程原先的 

設計，並因應個別學校的需要加以適度的調整，並有效連結學校、地方和國家層 

級的課程（鄭淵全，2006b&2008）。推動品德教育雖是社會各界高度的共識， 

然各層級課程之品德「規範」為何呢？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雖強調品德「核 

心價值」之建立與其「行為準則」之實踐，然屬國家層級課程之品德核心價值究 

竟包含哪些項目呢？ 

教育部調查各校 9398年推動品德教育情形，歸納出全國各級學校所推動的 

5項核心價值為尊重生命、孝親尊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團隊合作。另列舉



未來 5年學生需培養的品德核心價值包括儒家思想、西方倫理原則、台灣本土美 

德及就業力四類 30項核心價值（教育部，2009b） ： 

一、 儒家思想：孝親尊長、謙虛有禮、有羞恥心、寬容慈悲、圓融中庸等。 

二、 西方倫理原則：尊重生命、自主自律、行善關懷、誠實信用、負責盡責、 

公平正義等。 

三、 台灣本土美德：賞識感恩、勤勞上進、吃苦耐勞、儉樸廉潔等。 

四、 企業界關心的就業力：主動積極、團隊合作、創新卓越等。 

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的目標處列舉「核心價值」諸如尊重生命、孝親尊 

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自主自律、公平正義、行善關懷等（7項） ；並強調 

由下而上凝聚全民共識，鼓勵討論、思辨、澄清當代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及其行為 

準則。在實施原則中則指出核心價值之產生，宜考量各級學校/社區/縣市之不同 

性質與特點，各校除可參考儒家思想價值、台灣傳統美德或普世價值外，亦可另 

依學校辦學特色、學生特性及特有資源，透過共識自訂核心價值與實踐的行為準 

則。在實施策略中又提及優先推動尊重生命、孝親尊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 

團隊合作、自主自律、主動積極、謙虛有禮、關懷行善、愛護環境、賞識感恩、 

接納包容及公平正義等 （13項） 品德核心價值之具體實踐活動 （教育部，2009a） 。 

前述調查報告雖歸納出全國各級學校所推動的 5項核心價值；惟在品德教育 

促進方案中，用的是「諸如」尊重生命…等項，優先推動尊重生命…等項；又強 

調「由下而上」的過程，學校宜考量各地區之不同性質，可「參考」儒家思想價 

值….等， 「自訂」核心價值。由此觀之，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並未明確指出國家層 

級課程範疇之品德核心價值包含哪些項目？因此，屬於國家層級課程之品德教育 

規範是「鬆散的」，甚至是「不明的」。 

品德教育不該有「國家層級」課程規範嗎？如果國家層級課程之品德核心價值 

仍處「由下而上凝聚全民共識」的「未建立」狀態，那麼地方政府是否該立即建立 

「地方層級」課程的品德核心價值呢？例如，桃園縣為宣示全面推動品格教育的決 

心，發表「品格教育白皮書」，以「宏觀開闊、溫柔敦厚、典範學校、品格大縣」 

為品格教育願景，並訂定出桃園縣 12項品格教育核心價值：誠信、負責、欣賞、 

尊重、孝敬、感恩、勤儉、正義、禮節、合作、關懷、謙恭（桃園縣政府教育處， 

2009）。臺北縣品德教育實施方案及品德教育手冊宣示十大核心價值為尊重、責 

任、公德、誠信、感恩、合作、關懷、助人、正義、反省（臺北縣品德教育資源網， 

2009） 。



如國家層級課程無明確的品德核心價值，地方層級課程應著手訂定明確的品 

德核心價值，以為學校實施品德教育之依循。如國家、地方層級課程均未明確的 

訂定品德之核心價值，而由各校自訂「學校層級」課程的品德核心價值，那麼就 

很容易偏離「普世價值」、「公民教育」之範疇；品德核心價值既是「普世價值」、 

「公民教育」，就應由「中央政府」 ，至少也要由「地方政府」來建立，實不宜由 

學校，參考儒家思想價值、台灣傳統美德或普世價值，自訂之。 

國家層級課程的品德核心價值不明，導致目前各學習領域教科書中的品德教 

育內涵不明、失衡或不足現象；由各校自訂的品德之核心價值亦呈百校齊放現 

象，而採取融入式的教學，甚至讓品德教育「銷融」了；致使我們的品德教育可 

能產生內涵不足、不均衡，甚至「品德缺陷」問題（鄭淵全，2006a）。因此， 

當務之急應先建立社會公認的品德核心價值，尤其是屬國家與地方層級的品德核 

心價值，並據以建構其行為準則，以彰品德教育推動之實效。 

叁、實施原則與策略 

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2009a） 所列舉的實施原則有創新品質、民主過程、 

多元教學、全面參與、統整融合與分享激勵。該方案並依教育部、地方政府提出 6 

項實施策略：培訓品德教育種子教師與行政團隊，創新品德教育 6E教學方法、研 

發教材及評量，強化品德教育課程活動內涵，鼓勵品德教育之研發及調查，發展品 

德教育推動聯盟學校，推廣品德教育宣導及實踐活動；而各級學校則需透過 10大 

推動策略，全方位推動品德教育，其中首要策略是建構學校重要之品德核心價值與 

行為準則，並將品德教育多元地納入各學科/領域教學中實施…。筆者認為，這些 

原則與策略的訂定太「形式」 、「口號」了，未能掌握品德教育「課程發展」的「精 

隨」。茲提出以下的看法，以供地方政府及學校推動品德教育之參考，以補教育部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的不足或缺漏。 

一、民主過程與由下而上凝聚共識的思辨 

品德核心價值與行為準則之產生需透過由下而上的過程來凝聚共識（教育部， 

2009a） 。民主過程一定要由下而上凝聚嗎?普世價值的產生真的是由下而上凝聚而 

成的嗎?筆者認同「透過過程凝聚共識」，但「由下而上的過程來凝聚共識」應只是 

其中一種方式而已。如果是由下而上建立品德核心價值，是意味著要各學校先建立 

自己學校層級的品德核心價值，其次才依序建立地方、國家層級課程的品德核心價 

值呢？如果是這樣的建構過程，那就無法符應「學校的課程發展必須要遵守國家、 

地方的課程規範，學校應先考慮國家與地方層級課程原先的設計，並因應個別學校



的需要加以適度的調整」的學校課程發展原則。國家與地方層級原本就該有其品德 

之核心價值，即使是由下而上的過程來凝聚共識，9398年 5年時間還不足以凝聚 

我們社會品德之核心價值共識嗎？就目前推動品德教育來說，最急迫的事項莫過於 

透過適當的過程，建立國家、地方層級品德之核心價值體系，讓各校能據以發展行 

為準則與實踐之。 

二、整合推動的思辨 

品德教育之實施，應整合國家、地方、學校層級課程，整合學校正式課程、 

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整合學校教、訓、總、輔相關計畫，整合政府各機關、 

學校、民間團體及家長團體等資源，整合生命教育、環境教育、親職教育、家庭 

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社會教育等政策來推動，以強化品德教育之功效。 

惟依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教育部，2009a） ，教育部 6 項實施策略均 

有： 「…品德教育（含生命教育、倫理道德、服務學習及資訊素養）…」的文字 

表述。就文義來看，似乎是指品德教育包含生命教育、倫理道德、服務學習及資 

訊素養等議題或計畫；將目前已經實施的議題或計畫包裝進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中，而非將品德教育與生命教育等議題或計畫進行整合。這中間除對「整合」意 

涵的認知問題外，重大的謬誤是品德教育包含生命教育，品德教育包含資訊素 

養。筆者認為應是品德是生命教育、資訊素養的重要內涵，而非品德教育包含生 

命教育、資訊素養。因此執行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時應修正這些謬誤。 

三、融入課程之思考 

學校的課程包括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等，課堂學習、活動、比 

賽、生活等均屬課程的一部份。因此，品德教育應多元地納入各學科/領域課程 

中實施，品德教育具體彰顯於校園生活教育與各類活動中（教育部，2009a）。 

就品德教育融入正式課程言，未確保融入而非銷融，提出以下看法： 

（一）品德教育融入各學習領域教科書：教科書編輯時，必須涵蓋國家層級課 

程之品德核心價值，並應清楚臚列其有關品德教材內容與篇章分布等，以供學校 

教師選用之參考。當無明確國家層級課程之品德核心價值規範時，教科書編輯者 

則應參考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所提示的原則，臚列教科書編輯時所選用的品德核心 

價值，及其具體指標與教材內容。 

（二）進行教科書之品德教育內容分析：學校教師應針對各領域教科書進行品 

德教育內容分析，了解教科書中的品德教育內容，如有不足或不均衡，或遺漏某 

些重要的品德核心價值，學校應設計補充教材或舉辦特定目標的活動，以補其不



足，以避免依據教科書教學而產生品德教育缺陷（鄭淵全，2006a）。然基於效 

能觀點，建議由輔導團整合各校品德教育種子教師進行教科書之品德教育內容分 

析，分析結果提供給各校及教師參考，不宜由各校教師單打獨鬥。另，教科書編 

輯時如已進行品德教育內容的系統分析與臚列，輔導團只要進行屬於地方層級課 

程之品德核心價值的教材內容分析即可。如教科書編輯者及輔導團均未能進行教 

科書之品德教育內容分析，那麼就會出現由各校教師單打獨鬥場面，如果是這樣 

的話，品德教育的促進與落實就真的讓人擔憂了。 

（三）學校課程計畫與活動彰顯品德之核心價值：學校層級課程之品德核心價 

值應彰顯在課程計畫與活動中，學校課程計畫亦應有效連結學校、地方和國家層 

級的品德核心價值；各學年的課程計畫應具體彰顯品德核心價值如何融入其中， 

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負責評鑑品德教育的實施成效。故，教師在撰寫課程計畫 

時能將品德教育融入現有的課程教材，經由教學引導，同時達成原有課程的主學 

習目標與品德的副學習目標。譬如藉由生命教育、環境教育、社會服務等培養 「關 

懷」的品德，藉由所屬團體、自治活動等教材培養自己的事自己承擔之「負責」 

品德，藉由多元的國際與本土文化教材培養相互 「尊重」 的品德 （鄭淵全，2005）。 

四、多元教學與學習模式 

品德教育必需知情意行結合，品德教學應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考量學生的身 

心發展，運用楷模認同、道德澄清、角色扮演等教與學的方法，讓學生進行探討、 

批判與反省，而非教條式的強迫灌輸與記憶。品德教育方法著重典範學習 

（Example）、思辨啟發（Explanation）、勸勉激勵（Exhortation）、環境形塑 

（Environment）、服務學習（Experience）及自我期許（Expectation）等多元 

學習方法；品德教育之教學，需要認知、情意、行動三方面的完整學習，教學方 

法要多元且具效能（教育部，2009a）。教師教學時需要提供學習榜樣、經由解 

釋與認知、鼓勵與勸勉，讓學生認同品德行為，並設計適當的學習環境讓學生進 

行體驗活動，使學生能從知善、樂善，以致行善（鄭淵全，2005） 。 

五、豐富教學資源網 

教育部及各縣市品德教育資源網已提供數量可觀與品德教育有關的繪本/書 

籍、影音媒材、優良教案等，並持續維護更新資源網內容。另鼓勵研發各種優良品 

德教育教材、網路教材，有計畫的彙編彰顯台灣品德核心價值之感動人物事例、教 

學手冊等（教育部，2009a） 。就豐富教學資源網，提出以下的建議或補充： 

（一）教學資源網內容應依品德之各項核心價值分類：如繪本/書籍，影音媒材，



優良教案等教學資源應依品德之核心價值逐「項」分類，讓教師更方便使用所建置 

的各項品德教學資源，以彰顯教學資源網更高的價值。 

（二）彙編符應多元社會所需之各種品德的故事：彙編彰顯台灣品德核心價值之 

感動人物事例當然有其必要性，惟「有品人物」必須符應多元社會、社會各階層的 

認同需求，有時「小人物小故事」、「師長與同學的故事」更能貼近學生生活，產生 

更好認同與學習效果。各種品德的故事必須正向與反向事例兼顧， 「感動人物事例」 

等正面題材固然重要，但有些品德核心價值的事例可能是刻骨銘心的、驚心動魄 

的…，而非感動人的。 

（三）鼓勵拍攝積極收錄有品影音媒材：目前品德教育資源網所蒐集的影音媒 

材，較無法彰顯台灣品德核心價值，建議公視或其他電視台籌拍有品的電視劇，尤 

其是偶像劇，將品德之核心價值融入劇本、劇情中，藉由電視劇達教化的效果。 

六、形塑「有品」的學習環境 

學校推動品德教育必須從身教、言教、境教、制教等，形塑一個有品的學習環 

境。學校必須成為「關懷與尊重、誠信與責任、公平正義」的社群，校長應時時強 

調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處處提醒教職員工及學生實踐品德行為，學校行政作為與制 

度措施必須彰顯品德實踐。品德教育既是全體教職員工及家長的共同職責，大人的 

身教就是孩子學習最重要的「榜樣與楷模」。所謂「令正而後行」、「上樑不正下樑 

歪」，要涵育學生正確的品德價值，大人必須以身作則，在日常生活與教學中落實， 

讓學生在潛在環境中陶冶品德（鄭淵全，2005） 。 

老師在經營班級時，必須強調品德在生活上的實踐，品德不只是道德訓誡或生 

活紀律，老師要扮演學生的良師益友，讓學生在日常學習及生活中耳濡目染品德價 

值，產生潛移默化效果。老師除運用隨機教學與機會教育外，更應積極將品德教育 

融入正式課程與教學，並設計相關的體驗活動與服務學習機會，已發會正式與潛在 

課程的功效（鄭淵全，2005） 。此外，學校必須辦理品德教養方面之各項親職教育 

活動，提供家長再教育的機會，只有家長與教師對品德教育價值一致與同一步調 

時，學生才不會產生道德價值混淆；學生品德行為亦應由學校與家庭共同來檢核。 

柒、結論 

推動品德教育是我們的共識，也是學校教育最重要的目標。然而我們國家層級 

課程之品德「核心價值」不明，亦未建構完整的品德教育課程體系，致使我們的品 

德教育可能產生內涵不足、不均衡，甚至「品德缺陷」問題。因此當務之急應是確 

立我們社會所公認的國家層級課程之品德核心價值與建構其行為準則系統。有了這



些課程的規範，學校及教師才能有效地、適切地將品德教育融入課程教學；才能據 

以分析教科書之品德教育內容，補其不足；才能有效整合品德的課程、教學、評量 

與實踐，形塑品格高尚的好公民。否則，既使我們很努力的推動品德教育，也可能 

造成品德教育嚴重的缺陷。推動品德教育的學校，必須營造成為一個有品德的社 

群，大人必須處處以身作則；學校從課程教材、教學與學習方法，以致班級經營與 

親職教育等，必須全面整合。匯集教育單位、學校、企業、社會團體、傳播媒體等， 

為新世代學生提供一個有品德的環境與教育，形塑擁有高尚品德的公民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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