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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園中潛在的道德教育 

【文／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劉欣宜】 

Kolhberg (1983)認為潛在課程可培養學生的道德發展，且學校中的道德氣氛乃是潛在課程的重

要部分。從理論上來看，道德型塑是十分複雜的過程，雖然學校透過正規課程對學生進行有目的、

有計劃、有組織的道德教育，但若僅止於靜態的說教與宣導，成效不大，尚有賴校園中潛在課程的

配合。校園潛在的道德教育可分為物質、文化、社會與認知四大環境（王金國，2009；李琪明，

2004；林小鷗，2004；馬彩紅，2004；陳照雄，2005；楊麗靜，2009），簡述如下： 

一、物質環境： 

（一）學校設備 

此涉及「資源分配」與「公平正義」的問題，因為資源有限，學校常將資源用於容易見到成效

的系所，冷門科系或設備貧乏學校的學生待遇相差甚多，易對學生產生「特權」、「傲視」、「忍

耐」、「對立」及「公平」的潛在課程。 

（二）教室佈置： 

因為待在教室內活動的時間最久，教室佈置為境教最直接的來源，易因長期的耳濡目染產生潛

移默化效果，如黑板的倫理條目，牆壁的精神嘉訓、班級公約、學生作品，都是潛藏的道德教育工

具，師生座位的安排也可能影響學習態度。 

（三）校園規劃： 

校園建築的設計要考慮實用性、藝術性和教育性。其次，校園環境的佈置必須要做到環保綠化，

激發美感，熱愛生活的作用，並要保持學校整潔衛生，以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和諧發展。 

二、文化環境： 

（一）儀式規章： 

儀式規章體現了學校領導者的價值觀，校園中各種規範制度的施行，會使「守法」、「守分」、

「鑽法律漏洞」、「誠實」、「尊重」、「欺騙」等行為因執法時的切實、寬嚴與公信程度，以潛

在課程的形式形塑學生。 

（二）比賽獎賞： 

良性競爭會帶來進步，惡性競爭則易產生「嫉妒」、「中傷」、「爭奪」等偏差觀念，同時，

為促進學習動機而運用獎賞制度時也應留意學生是否為得到獎勵，不經意養成「順從」、「作假」、

「爭寵」及「有所為而為」、「地位貴賤」的心態。 

（三）校風薰陶：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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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風和校風乃集體的一種穩定精神狀態，可說是「無聲之教」，影響力往往比被動的接受說教

要大，要形成優良的校風，學校可從改進領導作風、形成良好教風、培養優良學風著手。 

三、社會環境： 

（一）師生關係： 

師生關係的特殊性使得教師對學生易產生人格的正負面影響，正向方面如激起學習動機、促使

發展自我、超越自我等，反之則可能誤導學生「奉承」、「諂媚」與「表面迎合」的心理，以藉此

討人喜歡或獲利。 

（二）同儕關係： 

由於渴望尋求認同與接納，同儕團體中的次級文化對學生的價值觀、信念與行為有極大的感染

效果。在同儕壓力下，可能習得壞習慣、錯誤觀念及不當言行；反之則可能有「見賢思齊」之效，

且學生在同儕中的地位也影響「自我認同」。 

（三）教師期望： 

有研究指出，教師會因為對孩子的期望而影響其使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例如教師傾向給予優勢

孩子動手操作、批判思考的機會，反之，弱勢孩童常接受講演式的教學，以命令語句為主，易成為

教室中的「靜聽者」與「旁觀者」。 

四、認知環境： 

（一）教科書： 

即便非道德類科的教科書都可能間接傳遞著不同的品格教育，然而其內容常傾向表面的關心，

對於深度的文化衝擊與差異卻少加碰觸，或因主題過於敏感，或因難以呈現，但核心要素的缺乏卻

可能使道德教育的成效大打折扣。 

（二）教學法： 

不同教學法的使用也會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建立不同的態度，如完全以教師中心的講述教學模

式易養成學生「被動」、「順從」、與「消極」的態度，失去了「批判思考」與實際「解決問題」

的能力。 

（三）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的內容及過程的公平性會影響學生面對評量的態度，若測驗內容全以優勢族群為中心，

可能傳達「地位尊卑、文化認同」的觀念，貶抑弱勢文化，使學生不得不放棄母文化，甚至鄙棄母

文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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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課程的道德教育功能在於薰陶、鞭策、淨化學生的靈魂，在學校教育中，如能利用一切可

能的條件，充分發揮潛在課程的有益影響，必將大大提高德育的實效，有助於實現全人教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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