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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以崇正基金會台中地區，兩所讀經班作為研究。崇正基金會以推

動兒童讀經，教化社會，進而推動其基金會的道務，對其道務發展有明顯的益

處。從研究當中可窺探，家長帶孩子來參加讀經班之後，因認同其基金會的理

念，是本著世界大同、弘揚中華固有道德、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推動

心靈改革為宗旨理念。在參與讀經之後，進而參與基金會所辦的一系列活動及 

接受有系統的教育，將內心的那份感動轉為行動，身份由參與者轉變為推廣者，

不但自己受惠也讓更多的家庭受益。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一個讀經參與者，轉變

成追求真善美之大同世界的人，研究目的希望由家長參與讀經到宗教實踐的過

程，探究參與的成長歷程。每個人都是中華文化的傳承人，文化不是口號，而是

在我們生活的點滴呈現。由讀經参與者的轉變，探究家長對宗教理念與傳統文

化的實踐。  

    本研究第一章為緒論，從動機及目的，說明從研究者本身作為實際參與者，

實地將其結果展現出來。第二章由讀經起源探討，研究讀經對教育的重要性。第

三章為崇正基金會為何要推廣兒童讀，從推廣讀經當中，影響更多家長認同其

理念。第四章研究，這些由讀經班的家長轉變成宗教的實踐者，原本就只是帶孩

子來讀經，但經過參加崇正基金會一系列的教育活動後，不但能認同基金會理

念，進而推廣，當一位推廣者，將其過程展現出來。第五章結論，整篇重點研究

也藉此研究來探討，崇正基金會道場運作加入讀經班的經營之後，對道務的推

展以及對人才成長的轉變，對提升整個崇正基金會的人才素質的影響有很大的

助益。 

關鍵字：崇正基金會、兒童讀經、道務運作、人才轉變 、宗教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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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took two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classes of Chungjeng 
Foundation as research objects, which located in Taichung city. Through promoting 
children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Chungjeng Foundation has been cultivating 
people in its ways and further facilitating its propaganda of Tao. The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classes has facilitated the propaganda of Chungjeng Found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arents agree Chungjeng Foundation’s cultivation ideology, which is 
based on the thoughts of world harmony,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 doctrines,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and mind reformation, after participating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classes. After that, they start participating the activities and 
foundational seminars held by Chungjeng, put what they’ve learned and felt into 
practice. In doing that, their role has switched from participants to supporters. They 
benefit not only themselves but also more people around them. There must be some 
motivation for a participant to become a supporter.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formation progress of the participants from merely attending the 
classes to realizing religious practices. Each one of the volunteers inherit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e shows itself in the life practice, not only verbal repetition. 
From the mental and behavioral change of the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participants, 
the researcher investigated the participants’ practices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Chapter 1 is the introduction. Based on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purpose, the 
researcher illustrated herself as a sample of participant and demonstrated the result. In 
chapter 2, the origin of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was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s of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to the education. In chapter 3, the reason 
why Chungjeng foundation wanted to promote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was 
investigated; and how did it affect the parents to agree with their ideology through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In chapter 4, the researcher shows how did the parents change 
into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They brought their kids to the classic 
literature clas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agree with the foundation’s ideologies after 
participating the activities. In chapter 5, the researcher concluded how the foundation’s 
propaganda work was facilitated and how the volunteer staff change in their mind and 
behavior after the foundation started operating traditional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class. 

Keywords: Chungjeng Foundation, children classic literature reading, foundation 
affair operation, staff transformation, religiou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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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宗教組織藉由讀經教育的推動，進行其道務經營的開展，是一個正在發展

中的社會現象，雖然各組織單位，已有許多的推動經驗，但相關的推動模式，仍

多屬於嘗試摸索的階段，且隨著各單位組織規模與文化的差異，推動方式也有

很大的不同，並未有豐富完整的理論文獻可供參考。基於上述原因，本文採用質

性研究的方法，以崇正基金會之下的台中區域的讀經班為場域，透過文本資料

的蒐集、相關人員的訪談，期望在經過消化整理、歸納分析之後，能瞭解宗教組

織推展讀經教育的歷程，並對讀經教育在道務經營上，所造成的影響，作出系統

性的描繪，以對後續道務的推動工作，提出俱建設性的建議。由於研究者本身，

即是崇正基金會的組織成員，雖然在場域的進入，與人員的訪談上，有其自然性

與方便性的優勢，但在訪談的過程裡，仍時時提醒自己：應避免讓自我的主觀價

值，在訪談的進行當中，出現引導的作用，而對訪談結果造成影響。在資料的整

理方面，也注意到將正反兩方面的訊息同等納入，避免先入為主的觀念，影響了

整理的結果，如此期望所獲的結論，能較為客觀公允，所提建議亦較能適切實

用。本章為緒論，第一節為研究的動機及目的。第二節是文獻的探討。第三節章

節的安排。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崇正基金會在各地開始推廣兒童讀經班的同時，一開始只是想要透過兒童

讀經來教育兒童，盡社會一點教化的責任。崇正基金會會推廣兒童讀經教育的

緣由，是從王財貴教授而來的，崇正基金會開始著手，原本只是推廣，後來跟隨

著道場運作，推廣兒童讀經是可以與道務運作一起結合的。研究者在崇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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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習也近二十五年，隨著道場的道務運作都有深入投入參與運作，在參與運

作的過程中，發現道親的人才素質與成長，與道場所推廣的道務是有所關係。從

民國九十年（西元二００一年）起，崇正基金會開始在各處，包含學校、社區、

里長辦公處、活動中心等推廣「兒童讀經班暨家長成長營」，發現在推廣「兒童

讀經」當中，藉由兒童讀經引領家長，找到人生的方向，也引領更多的家長來參

與修道的行列。此方法是可以與道場的道務有所互助作用的，漸漸發現從推廣

「兒童讀經」是可以運作道務。研究者就想研究為何透過「兒童讀經」的家長可

以變成道場的幹部。來讀經班的家長跟著道場的活動參與，轉變成一位道場的

幹部，有的不只是核心的道場幹部，更還是道場經理。1身擔重責大任的職責，

也將這份力量再發揮出去造福更多的眾生。這種宗教的力量可以讓人從一個讀

經班家長，透過宗教的力量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標與理想。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有關文獻部份，從歷代中國教育方法，來探討現在讀經教育方式。為何現代

的正規教育體系，沒有將古聖賢的經書排入課程當中。文獻部份有參考如下： 

一 、相關專書 

（一）《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2，對於讀經教育的釋題，提到按照許慎《說

文解字》，「經」本義是「織」從(縱)絲也」，是「織布的直線」。織布時，「經線」

是先擺上去的，然後由梭帶動「緯線」交織而成布匹。「經」相對「緯」來說，

具有先天性、引導性及恆常性。這也引申人生中所謂天經地義的常理常道。當代

 
1 崇正基金會的經理，即是擔任一區的負責人，相當於一個學校的班級老師。 
2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北，紅

葉文化事業，2015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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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教育發起人王財貴教授把古人讀經的「經」織範圍擴大了，將「讀經」定義

為「讀最有價值的書」。
3
《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 4這專書探討讀經教育釋

題、當代讀經教育的廢興、中國讀經教育的傳統、讀經教育的基本理念、讀經教

育的教材、讀經教學師資、讀經教育的時機、讀經教育的教法。本文即是由王財

貴教授之基本理念作為論文研究的背景。  

（二）陳秀絨：《活水探源》
5書當中探討傳統啟蒙教育的歷史演變、啟蒙教育思

想的發展、啟蒙教材的源流，也談到臺灣地區傳統啟蒙教材的蛻變與傳播，本書

中也提到從傳統啟蒙教育到兒童讀經，本書中的兒童讀經部份研究做為研究者

所引述的重要參考。 

 

二、碩、博期刊論文方面 

（一）吳俊誼：《讀經教育對宗教型非營利組織道務經營之影響─以一貫道天慈

佛院為例》
6論文指出，是從讀經教育，在宗教組織道務經營上的功能與角色，

並探討讀經教育對於宗教組織的影響力，如何透過經營管理，加以發揮和呈現。

在一貫道道場當中有關道務推展與兒童讀經的相關論文當中，大部份都是關於

兒童讀經的相關發展，只有少部份是以道務跟兒童讀經的結合探討，在一貫道

各個單位當中，推廣道務的方法有很多方式，以兒童讀經作為道務運作的也不

少。此論文中沒有提到如何從兒童讀經的參與發展到參與道務的實際運作，研

究者的論文會以此作為探討的論述。   

（二）黃崇偉：《社區親子讀經對品格教育成效之影響研究─以中華經典研究學

 
3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北，紅

葉文化事業，2015 年，頁 1。 
4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北，紅

葉文化事業，2015 年，頁 1。 
5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 
6 吳俊誼：《讀經教育對宗教型非營利組織道務經營之影響─以一貫道天慈佛院為例》，暨南大

學非營利組織管理碩士論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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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例》，7本論文中提到兒童讀經對品格的重要性，黃崇偉在論文中提到中華經

典研究學會在社區、學校致力於親子讀經教育推廣等等。將讀經教育在各階層

中開展，將道德教育向上紮根。8文中沒有論述到從參與讀經的家長後續的發展，

研究者就針對參與讀經的家長後續參與的發展作為研究。 

（三）賴秀宜：《讀經教學對國小學生行為表現與學習能力影響之研究─以「崇

正基金會」推廣親子讀經班為例》， 9本論文當中賴秀宜提到「崇正基金會」親

子讀經班讀經教學對家庭倫理親子關係之影響有：親子關係變好、家長成長、有

同理心、懂得感恩等方面，均有正向之影響。10賴秀宜本身就是由參加崇正基金

會讀經班的家長，轉而感受到讀經有多項的好處，進而轉為推廣者。論文當中是

以研究學生行為能力的改變，並未提到自己如何從參與讀經當中，變成推廣讀

經的相關研究 

（三）楊欽助：〈兒童讀經的現在意義〉
11期刊當中，楊欽助的研究主要在探討，

從歷史脈絡當中，從古代到現代兒童讀經教育，在品格涵養當中是最好的品格

教育。從兒童讀經的成效去研究品格教育，也歸納一些中外學者對兒童讀經的

支持論點。這些研究雖然都沒有談到，有關從讀經進而到宗教實踐部份，但是論

文當中的兒童讀經淵源，都是研究者參考的重要資料。 

（四）高瑋謙：〈論讀經教育的時代意義〉 12本期刊當中，高瑋謙提到讀經是

中國傳統培育人才很重要的教育，到了現代由王財貴教授主要的推廣，讓讀經

 
7 黃崇偉：《社區親子讀經對品格教育成效之影響研究─以中華經典研究學會為例》，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8 黃崇偉：《社區親子讀經對品格教育成效之影響研究─以中華經典研究學會為例》，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碩士論文， 2010 年，頁 104。 
9 賴秀宜：《讀經教學對國小學生行為表現與學習能力影響之研究─以「崇正基金會」推廣親子

讀經班為例》，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碩士論文，2016 年。 
10 賴秀宜：《讀經教學對國小學生行為表現與學習能力影響之研究─以「崇正基金會」推廣親子

讀經班為例》，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碩士論文，2016 年，頁 Π。 
11 楊欽助：〈兒童讀經的現代意義〉，《學校行政雙月刊》第 32 期，2004 年，頁 94-95。  
12 高瑋謙：〈論讀經教育的時代意義〉，《鵝湖月刊》第 37 卷第 11 期，2012 年，頁 56-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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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讓社會大眾受到重視。讀經教育不只在臺灣地區推廣，相對歐美也造成一

股旋風影響國外，讓讀經的價值及意義，再度讓呈現。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方法 

（一）訪談資料 

          質的研究資料都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現，不是用數字來呈現。13質的研究在歐

美已經有相當豐富的歷史研究了，大約在西元一九一０年到一九四０。社會研

究人員進行深度的訪談，進行觀察研究。
14但就在西元一九四０到一九五０年代，

量化研究的興盛，讓質就沒有受到重視。然而從一九六０，質性研究也開始運用

在教育研究者進行深度的訪查了。在質性研究中，訪談就是藉以瞭解研究對象

如何解釋他們的世界。在質的研究中，訪談可作為搜集資料的主要策略，還有配

合參與與觀察、文件分析、或其他研究技巧，作為搜集資料的輔助方式。15研究

者本身推廣中華文化兒童讀經教育長達有二十年之久，利用本身的身份可以取

得更有效的資源，也就是針對研究者所經營的讀經班的家長成長營的家長，採

用訪談的方式，訪談法是透過訪談獲取資料，可以做為蒐集資料的主要方法，也

可以作為輔助方法，去驗證或補充其他方法獲得的資料。這種運用訪談技術進

行研究的方法，具有的優點有： 

     1、資料取的容易且比較完整性。 

 
13 黃瑞琴：《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 年，頁 3。 
14 黃瑞琴：《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 年，頁 5-6。 
15 黃瑞琴：《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 年，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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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研究者本身就是一個帶動者，對研究較易深入了解問題的核心。 

     3、可以正確掌握資料。 

     4、可評鑑答案的真實性。 

     5、訪問者可以先設定好研究。 

     6、可以控制環境。 

     7、可以掌握問題的次序等。 

          訪問法的這些優點恰好可以幫助研究者更深入了解研究的主題與問題，以

彌補書面文獻的侷限。依訪問的性質，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結構性訪問，訪談

的內容與程序，均在訪問進行前就已標準化，訪問的實施，完全遵照預定的訪問

表格，逐一進行；一種是無結構性訪問，沒有使用訪問表格與事先決定好的訪問

程序，對於受訪者的反應，也沒有任何的限制，因此訪問的情境開放，且具有高

度的彈性與自由。無論是哪一種訪問方式，都必須視研究問題而定，選擇最適合

自己研究主題的訪問方式。 

研究者在此論文中所使用的是「半結構式」訪問法，亦即訪問者在訪問之

前，預先制訂好訪談大綱（附錄一、二、三），再對受訪者進行訪問，在訪問過

程中，如遇有值得再探討下去的話題時，便深入之，而毋須執著於預訂的大綱。

半結構式訪問法較適宜研究者的研究，因為會讓訪問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與受

訪者進行自由的交談，可以對問題有更深入的探討，有助於釐清其中隱晦不清

之處。 

（二）實地參與： 

    研究者是一位推廣兒童讀經教育二十年的實踐者，在推廣讀經當中，幾乎

每位家長每位小朋友的成長過程，都是非常熟悉，所以當家長是一位從參與者

到推廣實踐者，在其過程每個步驟都是要相當小心翼翼的在引導，所以每一位

家長要如何從一位家長轉變成為我們宗教實踐者，每一環節皆都要很用心引導。

每位小朋友與家長除了關心讀經事宜，還來要關心其小朋友的日常生活，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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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孩子為關心的起點，擴展到家長的家庭環境，通常一位孩子孩讀經，除了

家長（大部分都是媽媽居多）來成長營有認識外，我們會在讀經班上課期中，

辦母親節活動跟歲末感恩活動，來認識孩童與其家人，更會藉由每年舉辦的元

旦經典比賽來認識更多孩童的家人，因為一位小朋友上台表演，其家人都會來

參與活動，所以真的要用各種方式來經營家長進入崇正這個區塊。研究者本身

就是參與其中的執行者，也可以說讀經班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一手掌握的，

運作起來也很得心應手的。 

 

二、章節安排 

（一）第一章 緒論 

 本章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探討參考文獻，再陳述主題，第

三節安排，並針對取材方面的相關文獻加以分析。 

（二）第二章 讀經淵源的歷史背景 

    本章第一節說明讀經教育的沿革，說明讀經教育的來源，從歷代的教育來

分析讀經教育。 

    第二節則是探討臺灣讀經教育的傳播，及臺灣讀經教育的沿革，了解臺灣

發展讀經的歷史。 

    第三節是讀經教育的重要性，為何讀經教育這麼重要，探討讀經的存廢之

間的得失。 

（三）第三章 崇正基金會推廣讀經過程 

    第一節研究崇正基金會成立的歷史發展，基金會的成立秉持者世界大同本

是全人類共同的夢想而創立，基金會致力於兒童讀經，為社會盡一份力，探討兒

童讀經對社會家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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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社會形象的建立及貢獻，如何推廣及潛移默化當中，推廣修身齊家

之道。  

    第三節讀經對社會的啟發與影響，推廣讀經受政府的肯定是最大的動力。  

（四）第四章讀經班推廣的成效 

    第一節讀經班之成員組織，這章節由志工老師、家長部份、學童部份作為研

究。   

    第二節家長與學生的改變，從家長轉變為一位宗教的參與者，家長改變的

過程，探討家長為何能自我改變那多。  

    第三節宗教實踐後的成效，本章節說明家長的宗教實踐後的人生觀，是燃

燒自己照亮別人，更體會到立身行道報父母恩，從這兩個觀點去探討其人生觀。  

（五）第五章 結論 

    從兒童讀經教育的推廣，與道務推展做更有效的結合，是要更有系統的規

劃，可以讓讀經教育推廣的更長久，家長也會因兒童讀經因素，共同弘揚中 

華傳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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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讀經淵源的歷史背景 

 
數千年來，中華文明已累積有豐富的經典寶庫。從至聖先師孔子創立民間

私塾以來，聖賢智慧就如一盞明燈，引領大眾邁向光明大道。 

    一般治史者以中古時期始於秦滅六國，終於李唐。然秦建立王朝沒有多久，

即被漢朝取代，而儒家講述的先王學也自西漢武帝之後被奉為經典，故論經書

教育。自古以來，教育原本就是社會國家不斷進度的源頭，中華文化的傳統皆以

經典教育為基礎，經書的教育影響中華文化幾千年來發展，讀經教育從歷代到

現代，隨著歷史的演變有其更迭，但讀經對中國人是何其的重要，本章節將探討

中國教育史上，讀經教育的沿革。在本章節會分為第一節讀經教育的沿革，作為

探討，第二節探討臺灣讀經教育的傳播影響力，第三節探討讀經的重要性，分為

三節一一探討。 

 

第一節 讀經教育沿革 

 

    兩千多年來教育，雖沿襲而來，然而各時代亦有其相當的變動，雖同樣經典

之解釋，漢儒宋儒就各有不同，儒家學說的內容亦隨著時代而有變化。但本質上

均係本之儒家學說，無論政治社會的變動，教育方面也沒能脫離社會而獨自演

變。但是從清末我國因與西洋文明的接觸，無論政治經濟軍事均起了空前的改

變，連教育政策也起了變化，最大的影響就是廢除兩千多年來的讀經教育。讀經

教育也是中國人二千多年來必讀的進階教育課程，儒學從漢朝之後就受到重視，

到了隋唐科舉制度產生，讀經是考舉功名的必經過程，雖然讀經的議題，從清末

到現在，始終存在著存廢的問題，導致為何現在人對讀經有困難，因為現在人都

不讀經了，不讀經對讀書人有多大的影響力。還有到八十年代的臺灣，兒童讀經

在許多熱愛傳統文化的人士的推動之下，在社會又引起了一股巨大的迴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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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讀經力量的延燒從臺灣發展讀經到了全世界，是很值得現在的人所探討的。 

一、讀經教育的來源 

    中國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發祥的時候，社會與政治結構都還沒有

建立，組織也沒有明確的教育機構之時，在最早的考證紀錄中，當可以遠溯至堯

舜時期（西元前二三五七年~西元前 二二０五年）。 

   《尚書 ∙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1 

    所謂的五教就是「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那時的教育是重視倫

理與音樂方面，司徒和典樂可說是最早的教育官。從此段可以追溯到我國最早

的教育制度，在堯舜統治時期，中國政治、社會與知識的發展先進，它不但是中

國歷史上輝煌的時期，更可媲美於羅馬帝國的安東尼王朝。2論教育兩字的起源， 

最早在《孟子 ∙盡心上》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3可見中國的歷史淵源長久，

教育制度的建立也很早。 

    中國古代教育方式並沒有大量的知識或有系統的研究學門，中國的學校是

在夏代建立的，《孟子 ∙滕文公上》：「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倫也。」 4。所以我們在夏代就有了教育的學校了，經典為何成為中國人必讀的

 
1 〔漢〕孔安國，〔宋〕金屢祥：《尚書十三卷 ∙尚書表注二卷》，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

1991 年，頁 40-42。 
2 原著：郭秉文 譯者：沈律德《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頁 19。 
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著》，台北，鵝湖月刊社，2007 年，頁 354。 
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著》，台北，鵝湖月刊社，2007 年，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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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研究者整理分析中國讀經教育的沿革轉變從夏朝到現今。以下從各朝代的

演變一一的作為探討： 

我國歷代讀經的演變： 

（一）虞夏商代的學校 

    《論語 ∙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5孔子說，杞國

的文獻不足，沒有保留完整的夏朝禮制的，雖然我們現在只能從古代文獻有限

的記載裡去了解夏禮，夏代的學校雖然迄今還未能出土文物中得到直接的證實，

夏代的貴族為培養自己的子弟，建立了學校。施教的內容是政治倫理教育、軍事

體育和敬養老人的教育。 

古籍所提到的「右學」和「瞽宗」，可能就是殷商時代的大學。殷人尚右尚

西，把大學設在西郊，以表尊崇，所以又稱為「西學」。商代的學校是學習有關

祭祀、軍事、樂舞和文字的知識技能。 6 

    商代貴族男子重武習射，常舉行射禮，教育子弟，要懂得射箭的禮儀、禮

節，並進而明確君臣上下長幼的規矩。 7商代貴族很重視學校教育，設立了貴族

學校，教師是由國家職官擔任，教育的內容包括宗教、倫理、軍事和一般文化知

識。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官學雛形。 8 

（二）周朝  

    西周是承接繼夏商而建立的高度發展的王朝，整個制度也比較完善，也形

成了社會管理、文教發展、倫理建設、科學進步等等都有比較成熟的經驗了。由

於當時的社會是建立在家庭制度方面，強調君臣、尊卑、上下之分，為了使教育

政策更符合國家政策，提出了「明人倫」作為教育的目的，形成了「父子、君臣、

夫婦、兄弟、朋友」的五倫做為社會的重要元素。教育內容也以禮樂詩作為主要

內容。 

 
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著》，台北，鵝湖月刊社，2007 年，頁 62。 
6 毛禮銳，邵鶴亭等合著：《中國教育史》，台北，五南圖書，1989 年，頁 19-21。 
7 郭齊家：《古代教育家》，台北，昭文社，1998 年，頁 12。 
8 郭齊家：《古代教育家》，台北，昭文社，1998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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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周朝繼承了夏商的禮樂教育，但是夏商兩朝比較偏重在祭祀方面，到

了周朝，禮樂的作用是由宗教意義逐漸變為倫理學與政治上的意義。除了禮樂

之外，加上詩書，成為周朝教育主要內容即是禮樂詩書。9西周的學校分為「國

學」與「鄉學」兩種；「國學」就是專為貴族子弟而設的，「鄉學」則專為階級下

層的子弟而設。學校重視禮樂德行，兼教才藝，鄉學的課程是「德、行、藝」以

禮樂作為德行教育的基礎。 

《禮記 ∙文王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

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10  

 

    東周的教育情況與西周不相同，主要是傳統官學的崩潰，公立學校荒廢，取

而代之的便是「私人講學」。春秋戰國為中國學術的黃金時代，在政治教育社會

哲學各方面，都有其偉大的貢獻。其學術發達的原因有，第一當代社會變遷產生

了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因要解決問題而引發思考研究，第二就是各國互相爭

才，求士甚殷，所以在民間大家就發奮為學其為重要，第三貴族制度當時被破壞

了，很多貴族降為平民，知識下逮，平民優秀的就有求高深學問的機會，第四當

時寫書方法甚為進步。此四點造成當時的學術相當發達，對於未來的影響亦甚

大。 11 

    周朝末期，孔子開啟平民有教無類的教育大門，讓一般平民也可以接受儒

家經典的教育。《論語 ∙為政篇》 

 

 
9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頁 18-20。 
10 〔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114。 
11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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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 12 

 

孔子主張通過孝悌倫理之教來影響國家的政治，建立仁政，這種以倫理為

中心，以教育為基礎，以仁政為目的的思想，奠定了儒家「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的教育立國基礎。 13 

    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政治混亂，禮教崩壞，種種的社會問題，不過卻能夠學

術自由，讓各家學說百家爭鳴，這也成就我國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替中華傳統

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學術與教育基礎，以經典作為汲取先知智慧的捷徑，以讓讀

經為培養子弟的手段，漸漸成為中華民族教育的定式。 

（三）秦代  

    秦統一中國之後，採用法家主張，實行耕戰政策，在教育上創立相應的吏師

制度。秦朝有一群直屬於宮廷的學者，名為「博士」。他們負責掌管皇家圖書館

中的古籍，這些博士對典籍的內容也都十分孰悉，通古今。但是焚書坑儒，使經

學受到嚴重的挫折，除了醫藥、卜巫、農業種樹之書保留以外，詩書百家皆不能

存。保留這些專書，與要推行的政令，並沒有相違背，秦始皇跟他的臣子所做

的，是要禁止儒生在他們的學說中評論秦王政令的功過，而焚書的目的，就是要

讓儒生沒有經書可以憑藉，從而阻止他們對時政的議論批評。秦始皇的焚書坑

儒造成了古代官辦教育和高等教育，蕩然無存，很難復原，真的為歷史上很大的

一浩劫。
14論其秦朝有功之處，大概就是統一文字卻有其功績，因為統一文字是

促進教育發展的重要條件。 

（四）漢朝  

    漢代太學仍以儒家經典內容為官方的教育，漢武帝也沿用秦朝博士之職。

漢代官學有一項重要發展就是有太學與郡國學校的發展，太學相當於今日的大

 
12 〔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54。 
13 程方平、畢誠：《中國古代的教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頁 32-33。 
14 郭秉文著，沈律德譯：《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2017
年，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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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郡國學校類似現今的中學。漢代之初，文化思想上仍受春秋戰國時代各家影

響，但儒家宗師孔子的學問，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15是堯舜以來歷經

夏商周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又由於董仲舒建議漢武帝：「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述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政府只有立儒

家的博士，而沒有立百家的博士，這種雖有政治因素，但是也有其學術價值的研

究性。 

    為了鼓勵研究經典，漢武帝還設置五經博士，朝廷下令，命地方官尋找有德

行，知禮教的人，經審核進入太學就讀。
16儒家學術既被政府定為至尊，儒家經

典亦成為民間師徒傳授最主要的教材，也使得儒家的經典便成為當時學生必讀

的書，使登上了學術的高峰，自此後歷代承襲，以儒家為主的經典教育成為我們

兩千年來教育的主流。17漢武帝獨尊儒學，表章六經與秦始皇焚書坑儒，重吏相

比，真的是大相逕庭。漢朝的標榜一個「尊」字，將忠、孝、仁、義等倫理常注

到人民的思想意識中，達到真正控制社會的目的。 

（五）三國魏晉南北朝  

    三國之際，戰亂頻仍，官學形同虛設，講學與求學具不認真，培養不出人

才。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原來統一的封建國家處於混亂分裂狀態，學校教育也

出現了「若有若無，無興時廢」的局面。雖然學校教育因為戰亂而衰退，但是私

人講學之風並未衰減，而且家庭教育得到了發展。 

    私學發達的原因來自於社會政治「雜亂」，官學不舉，所以造就了自學者跟

以教書為職志的學者們，就以創造辦理私學為自己的出路。再來就是不少隱士，

在戰亂當中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聲節操，隱居不仕，終身研究學問。18魏晉之時，

在尖銳的社會矛盾和士族統治者殘酷的統治之下，不少文人喪失對儒家思想的

完全信任，開始信奉道家思想崇尚老莊思想，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清淡的風氣。

晉朝以後，太學分出國子學，太學的學生來自平民，國子學則是貴族子弟的專

 
15 〔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37。 
16 郭秉文著，沈律德譯：《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2017
年，頁 52。 
17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北，

紅葉文化事業，2015 年，頁 8-10。 
18 史習江:《中國古代的教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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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是後世之國子監之濫觴。 

 

    南北朝時代，由於南北民族歷史背景的差異，形成不同文化風貌。南朝偏重

文學，北朝偏重經學。此朝代的儒家，已不再獨佔學術領導的地位了，已經開始

有些動搖，因為此朝代的佛老學說亦相當的盛行，在宋文帝元嘉時，於京師開辦

四所太學，即儒、玄、史、文四科。此時的讀經教育範圍已不再只有儒學了，已

經含儒、釋、道三家的學術領域，雖然當時的政治很混亂，但是在學術領域方面

而言，教育的範圍已經變的更加廣泛。 

（六）隋唐  

    魏晉南北朝以老、莊、易三玄及佛教為主的玄學思想，教育思想形成儒、

釋、道三家並行的局勢。
19隋代如同秦代一樣，都是時間非常短的朝代，雖然短，

但是創立的學校制度，影響後面的朝代有一定的程度。隋朝在中央設立了國子

寺，置祭酒，專門管理全國學校教育，這是歷史上專門設立教育行政部門和設置

專門行政長官的開始。20隋統一中國後，平定了江南，也使的原本分南北經的學

術也慢慢地變成一致了。 

    隋代對於教育體制多所興革，唐代大略沿襲之，一為中央設國子監，掌管教

育行政權；二為專門研究經典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 21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國家最強盛，教育最發達的時期，私學遍佈城鄉，制度不

一，程度懸殊。在經典教育上不再只限於儒學，在讀經方面可說是相當的重視。

由於魏晉時期國家紛亂，學校培養人才的制度已形同虛設，人才不足為國家所

用，此趨勢日益嚴重故借重考試以取士之想法臻成熟。自從六朝以後到唐朝，經

學並無有新的進展，而唐朝利用科舉制度，也是想借重考試以取才，而所考試的

內容並不再只是在儒家經典，詩賦、策論等也加入了考試的範圍，成為唐朝考試

的重點。這種考試取才的方式深深地影響了教育的走向。  

（七）宋元明清  

 
19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北，

紅葉文化事業，2015 年，頁 11。 
20 史習江：《中國古代的教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頁 31。 
21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北，

紅葉文化事業，2015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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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繼承了唐代的學校教育制度並有所發展，在國子監下設置了國子學、

太學、四門學、廣文館、辟庸、武學、律學、小學等。宋代初年，方不注重辦校

興學，輔政人才需要由民間考選而來。到了宋神宗宋代教育成為中央太學、地方

學校、書院。 

    宋代可說是民間教育擴展的關鍵時期，教育機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由

親人親自教導；第二類是聘請學者至家塾中教導；第三類是設塾教授，由儒者自

設塾殿授課，亦藉以自謀生計。此時期開創了所謂的「書院制度」，在山林之間，

常有人聚眾講學，拋棄以仕宦為讀書之目的，非常能夠彰顯儒家的精神。這個階

段的經典教育由五經走向四書，由文字訓詁之註疏轉向對現實層面的關心，傳

習的經典由官學走入民間。 

    元代的教育中央學校只有三所，就是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國子學。元

代的科舉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分為三級：鄉試（行省考試）、會考（禮部考

試）、御試（殿試）。雖然科舉制度在元代是一個中落期，但是考試內容，宋代朱

熹的《四書章句集註》已佔有重要地位，也對以後的科舉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2。 

    明代的歷代皇帝都擁護文學與教育的自由發展。在明成祖時代，成功完成

歷經五年的百科全集的曠世之巨作，就是《永樂大典》。書中彙編了儒家經典經、

史、子，和一般文學四大領域的所有作品。23學校的制度分為中央學校、地方學

校、其他學校與私塾。中央學校設有國子監，課程除「四書」、「五經」之外，加

授劉向《說苑》及律令、書數等。凡民間幼童十五歲以下可送入讀書，課程為四

書，兼習律令及冠婚喪祭等禮節。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國，清代在咸豐以前，除了

承襲明代之舊外，兼採滿蒙及漢族教育雙軌制，學校制度分為中央學校、地方學

校、私院與書院。 

 

    清代私塾的影響力仍較為官學大，當時中國私塾教授的課程幾乎都要背誦。

 
22 史習江：《中國古代的教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 年，頁 82。 
23 郭秉文著、沈律德譯：《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2017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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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可視為經學之中興時期，究其原因有二： 24 

1、帝王之提倡：清聖祖對朱子學的重視，至老弗衰。在上者既有喜好，在下者

自然更盛。而程朱之學雖以作聖賢為目的，然仍視經書為入門，因此學者乃重視

經書之研讀。 

從清代帝王的皇子的教育當中， 就可以看出對經典的重視，有關清代的皇子

教育如下：25 

    科舉制度從隋朝開始實行，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

係和世族的壟斷；使部份社會中下層有能力的讀書人進入社會上層，獲得施展

才智的機會。自從科舉制度實行之後，社會上形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

高」的觀念。雖然帝王之家的子弟不用通過科舉制來升官發財，但對讀書還是很

重視的。清朝皇帝非常重視皇子的教育，為歷代王朝所不及。早在清軍入關之

前，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一邊忙於打仗，一邊還延聘漢人學者為師傅，「以萬金供

養之」，教育其年幼的子孫。因此清朝多數皇子精通經史、詩詞歌賦與騎射。清

朝之制，諸皇子六歲以上，即就上書房讀書， 清代皇子入書房讀書時間，大約

是清晨五點左右進書房，下午三點左右散學，即所謂的「卯入申出」，共計十個

小時，上書房師傅對皇子們的要求非常嚴格，皇子們必須早上五點鐘之前趕到

上書房。雖然規定是卯時開始讀書，但皇子們要在寅時到無逸齋複習前一天的

功課。算起來，他們差不多每天凌晨四點前後就要起床了，而且不管風雨交加還

是嚴寒酷暑都不得缺席，這對少年皇子的心志的確是一種很好的鍛鍊。 

    皇子開學，必須擇定吉日，皇子和師傅雙方長揖，代替跪拜。讀書必須正襟

危坐，夏天不許搖扇子，午飯的時候，侍衛送飯來，老師先用，皇子們在另一邊

 
24 楊欽助：〈兒童讀經的現代意義〉，《學校行政雙月刊》第 32 期，2004 年，93-94 頁。 
25 王寧馨：《中國人不得不面對的教育》，廣州，廣州多聞經典教育研究開發中心，2007 年， 
  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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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用完餐後不休息，繼續讀書。課程的安排，首先先學蒙古語，然後拉弓箭

數次，活動一下，接下來學習滿語，最後讀漢語。讀書之方法為：師傅讀一句，

皇子照讀一句，如此反覆上口後，再讀百遍，又與前四日生書共讀百遍。凡在六

日以前者，謂之熟書。約隔五日一復，週而復始，不有間斷。讀書一定要讀得爛

熟，這是中國古代教育法的特點。晚餐過後，還有一堂「軍事體育課」跟「騎馬

射箭」，這樣一天的學習才結束。 

皇子們讀書不僅起得早，一年中除了元旦、端午、中秋、皇帝萬壽及皇子本

人生日等五日可免入書房讀書，除夕也不放假，但可以提早散學外，均沒有假

日。有系統的學習儒家經典，是清代皇子必修的課程。除了讀漢文滿文之外，還

有學習騎射，接觸科學與技術，並帶他們出巡，增廣皇子們的見聞。 

     據此檢視清代諸帝的執政能力，入關後，世祖聖祖世宗高宗等人的治國成

就有目共睹，嘉道以後，大致也能守成；至於同光宣等幼帝，面對紛亂的時局，

太后與大臣等仍依家法教導，穆宗載淳未滿二十即過世，德宗光緒雖有維新思

想，無奈朝中太后掌權；至於宣統帝溥儀，未及成長就失了江山，但是清末諸帝

在歷史環境的限制下，也沒有出現昏庸殘暴，教育之功不可忽略。 

2、滿族入主中原，以文字獄為箝制漢人思想的手段，一時學子仕人通儒碩學為

茍全性命，乃托身於經學。 

（八）清末民初  

    清朝末年，列強叩關急切，內憂外患，決定改革，也開啟「數千年來未有之

大變局」，讓中國與西方文化作了一次痛苦的接觸，新知識份子認為中國貧弱皆

導因於舊有制度文化，故倡導學習西方，甚至全盤西化，反映在教育上，連歷代

的教育內容方法便受到嚴重的考驗。從隋朝以來的千年作為科舉考試必讀之「儒

家經典」首當其衝，為因應急切改革者的浪潮，而有所變化。
26當代讀經教育的

 
26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北，  

紅葉文化事業，2015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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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廢，在新教育與新制度主要有幾個階段的改革如下： 

1、京師大學（北京大學的前身）於光緒二十四年由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奏請設立， 

由梁啟超主辦大學，京師大學章程實為中國最早之近代學制綱要。戊戌變法後，

慈禧太后將一切新政新學推翻無遺，但是京師大學以剛萌芽早，得沒有作廢。學

制中規定有大學、中學、小學三級制，也將「經學」列入學科的內容之一。 

2、欽定學堂章程 

中國小學正式課程的開始，光緒二十八年張百熙奏擬學堂章程，將整個教育分

為三段七級。蒙學堂以改良私塾為宗旨，修業年限為四年。第一段為初等教育，

其中分蒙學堂、尋常小學堂及高等小學堂等三級。課程為修身、字課、習字、讀

經、史學、輿地、算學、體操等八科。讀經這一科在中小學都有列入授課，可見

讀經還有受到重視。27「欽定學堂章程」頒布不到一年，本身不夠完備，加以張

百熙被清廷滿、蒙舊人內懷猜忌，榮慶與張百熙的暗鬥，以及學潮的發生，引起

朝廷憂心，慈禧太后將這些學潮歸咎於張百熙壓制不力，乃加派滿人榮慶為會

同管學大臣，欲重訂章程。28 

3、清政府頒佈「奏定學堂章程」取代了「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亦

稱為「癸卯學制」。「奏定學堂章程」是由張百熙、張之洞、榮慶所奏定的於光緒

二十九年公佈。這個是中國第一個以法令形式公佈並在全國推行國的學校教育

系統。「癸卯學制」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比較完整的學校教育制度，不但明確了整

個學校教育制度，還規定了各級學校的課程。小學亦稱初等小學堂，兒童七歲入

學，修業五年。其宗旨為「啟其人生應有之知識，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

並調護兒童的身體令其發育。」初等小學堂內分完全科與簡易科兩種。前者所開

設課程包括必修科和隨意科。必修科有：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算術、歷

史、地理、格致、體操。此外視地方情形，尚可加設圖畫、手工一科或兩科，為

 
27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頁 286。 
28 國家教育研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7306/，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2000 年。查

2020 年 2 月 27 日。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7306/%EF%BC%8C%E5%9C%8B%E5%AE%B6%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E8%BE%AD%E6%9B%B8%EF%BC%8C2000%E5%B9%B4%E3%80%8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7306/%EF%BC%8C%E5%9C%8B%E5%AE%B6%E6%95%99%E8%82%B2%E7%A0%94%E7%A9%B6%E9%99%A2%E8%BE%AD%E6%9B%B8%EF%BC%8C2000%E5%B9%B4%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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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科；《孝經》、《四書》、《禮記》節本為完全科必讀的經書。每週上課三十小

時，讀經時間佔全部課程的五分之二。後者所開設課程計有修身、讀經、中國文

學、史地、格致、算術及體操等科。 

推動「癸卯學制」全國學校迅速發展，據當時學部統計，自光緒二十九年至

宣統元年，學校數由七百十九增加到五萬二千所，約增加七十三倍。學生人數也

由六千九百四十三人增加到一百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七十人，增加二二五倍。 29 

    清末有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來攻擊古文。出現中西調和論者之改革派，

像張之洞擬「奏定學堂章程」，對「讀經」課程仍大有保留宣統元年再度進行課

程改革時，學部將讀經教材縮減，只授《孝經》、《四書》、《禮記》三種，刪除《大

學》、《中庸》與《孟子》。教學時間減少，小學堂前兩年不讀經，到後三年每週

讀經十二小時，原本講解、誦習兩項教法增加為講解、背誦、回讀、與默寫四項。

讀經授課時數減少，而國文一科之授課時數則較前增加了數倍，取代讀經原有

之首要地位。至民國元年蔡元培下令廢除中小學讀經課程，至此讀經教育在教

育體制內的教學便告結束。30 

（九）現代  

    由於民國元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先生下令在中小學教育體制中廢除讀經教

育，讀經教育在體制內的教育至此開始已經消失，民國八年五四運動起，胡適之

等並力倡白話文，在胡適之的建議之下，民國九年乃將小學語文課本一律改為

白話文。民國十一年公佈新學制，規定國民小學各種教材在編寫時，改用語體

文，小學沒有讀經也沒有讀文言文了。 

    但是在民間仍存在少數對傳統文化情有獨鍾的學者或是老一輩的讀書人，

仍然會在家中教導學生或子弟讀誦古文的經典，如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唐德剛先

生就是一例，當年的公立小學學的都是白話文，而唐教授的祖父開了一間私塾

教導學生背誦古文經典，由於他祖父的堅持，所以打下了他日後研究學問的深

 
29 郭齊家：《中國古代學校》，台北，臺灣商務印書，1994 年，頁 148-151。 
30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

北，紅葉文化事業，2015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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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基礎。民國二十三年，政府推動「儒家復興運動」、「新生活運動」、「中國本位

文化運動」，恢復祭孔及舉辦國祭，主張禮義廉恥，讓經典教育再次出曙光。 

      

二、古代與現代讀經教育的差異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乃是一國之大計。不管時代如何轉變，教育都是

非常重要的，良好的教育亦要從小教育。啟蒙是教育的基礎，啟蒙教育也是百年

大計的基礎。《易經．蒙卦》說：「蒙以養正，聖功也。」31從童年開始就要施以

正確的教育。其卦形結構是艮上坎下，上卦為艮，艮為山；下卦為坎，坎象徵為

水，卦象代表的意義是:「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

瀆則不告。利貞。」32意指：蒙卦，擁有通泰的的德行，並且有開始教化的象徵。

33
童稚蒙昧之時最容易接受引導，此時應該用來導向正道，啟蒙、受教對一個兒

童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事情，良好的品格也是從此建立。 

    傳統蒙學教育以啟蒙、識字為主，進一步就是熟讀聖賢經典。熟悉基礎文字

之後，進而就是誦讀《四書》、《五經》等典籍，並且以六藝陶冶其心性，進一步

就是培養其才德兼備，學識與技能，這些都是傳統蒙學教育的起點。 

    傳統的蒙學教育對象是八到十五歲的兒童，透過「蒙以養正」的教育理念，

陶冶其人格，正因啟蒙教育對兒童教育的影響深遠，因此，蒙學的教材可說扮演

著其重要的關鍵角色。
34以下就教材、師資、教學環境來探討，古今不同的讀經

教育。 

 

（一）教材部分 

  漢武帝獨列儒家於官學，是繼秦之後，朝廷再次以政治力來決定學術正統，

 
31 〔宋〕朱熹：《周易本義》，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年，頁 50。  
32 〔宋〕朱熹：《周易本義》，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年，頁 50。  
33 徐子宏譯注：《周易》，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35-36。 
34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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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各級官學的教育內容則以儒家經術為準。縱使是獨尊儒術，儒家經學本身

亦非統一學派。建元五年置《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既然

課程是以《五經》為主，教材當然取自於經書。 35 

    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書雖然非官學惟一教育內容，仍以《五經》為主要的教

育內容，只是南北學風不一樣，南方帶有玄學風，兼採儒道佛；北追東漢章句訓

詁，重鄭玄。 36 

   到了唐朝的教育內容主要以《九經》，就是《周易》、《尚書》、《周禮》、《儀

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除《九經》外，

《孝經》跟《論語》是必讀。 

所用的教材版本分別是：《周易》鄭玄跟王弼注，《尚書》孔安國、鄭玄注， 

《周禮》、《儀禮》、《禮記》、《毛詩》鄭玄注，《春秋左氏傳》服虔、杜預注，《公

羊傳》何休注，《穀梁傳》范寧注，《孝經》開元御注及《論語》鄭玄、何晏注。

37在經學教材上，由唐代的《九經》，隨著《孝經》、《論語》、《爾雅》及《孟子》

的加入，發展成為宋代的《十三經》，必且經版齊備，都有義疏，並由經、注分

編，到經、注合刊。38因元仁宗皇慶時科舉規定：《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用朱熹章句集注，《詩》也以朱注為主，《尚書》以蔡氏注為主，《周易》以

程氏及朱氏注為主，《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39學校講經

也成一體，程朱之學遂成正統，《四書》以掩然的超越《五經》了，取得了學校

教材中的領先地位。 40 

    明代國子監教育內容除了經義外，內容有《四書》本經、劉向《說苑》、

 
35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台北，正中書局，2001 年，頁 81-82。 
36 毛禮銳：《中國教育通史 ∙第三卷》，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374-375。 
37 熊承滌：《中國古代學校教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81。 
38 熊承滌：《中國古代學校教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96。 
39 蕭啟慶：《元朝史新論》，台北，允晨文化，1995 年，頁 760。 
40 熊承滌：《中國古代學校教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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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書法、數及《御製大誥》等。 41 

    清代學制沿用明制，國子監及州縣學校內容大體相同，以經學為主。綜觀在

漢以降，官學的主要教育內容，改以學習儒家經書為主，具體科目歷代有所不

同。所用的教材，最初只有本經的標準版本，且同時容許不同注疏本存在。自從

唐以來，官方版的標準注疏本開始出現，學校教學與科舉都以此為本。之後北宋

遂有王程兩派之爭，王氏之說佔上風，直到南宋末由王氏新學換成程朱理學，但

本質仍是獨尊一派。元朝以來到清，則是程朱之學，由獨尊一家，演變成獨尊一

派。 42 

古時的教育都是以四書五經為要，現在的兒童讀經不再拘限儒家經典，內

容可說包含儒、釋、道，也就是傳統蒙書、文學與宗教經典還有外文等都是。

以國內兒童讀經常用到的教材讀本，再加上研究者在崇正基金會所推廣的教材，

研究者作為以下整理： 

1、 傳統蒙學：《三字經》、《增廣昔時賢文》、《百家姓》、《千字文》、《聲律啟

蒙》。 

2、 儒家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詩經》、《易經》、

《禮記 ∙禮運大同篇》、《古文選》、《二十四孝》、《書禮春秋選》、《孝悌三百千》。 

3、道家經典：《老子─道德經》、《莊子》、《太上感應篇》、《陰騭文》、《太上清

淨經》。 

4、佛家典籍：《六祖壇經》、《波羅密心經》、《大悲咒》、《父母恩重難報恩》。   

5、文學書籍：《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正氣歌》、《元曲三百首》、《陳

情表》。  

6、家訓格言：《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規》、《諸葛亮誡子書》、《菜根譚》、《了

凡四訓》、《常禮舉要》。 

 
41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台北，正中書局，2001 年，頁 85-86。 
42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台北，正中書局，2001 年，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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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文類：《英文聖經精選》、《英文常語舉要》、《英文名句選讀》、《莎士比亞

仲夏夜之夢》、《英文會話一千句》、《西方文化導讀》、《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英文名著選》、《柏拉圖蘇氏自辯》、《英文經典 900 句》、《崇正英文讀本》、

《崇正實用日語讀本第一冊》。 

8、鄉土語言：《臺灣諺語選》。 

9、醫學類：《黃帝內經》。 

10、其他：《百孝經》、《道之宗旨》、《桃園明聖經》、《彌勒真經》、《純陽子心

經》、《賢良詞》、《心命詩》、《古佛勸世文》、《活佛師尊醒世妙文》。 

    從古時的讀經教材到現今的讀經教材，顯然已經差很多，讀經的教材不再

限於只是儒家的經典，現今的讀經範圍相當廣闊，從研究者整理的就可以發現

了，種類多達十類之多。古時讀經大多是為了科舉而讀書的，現今推廣的兒童讀

經所重則是品格為重。  

 

（二）師資部份 

1、古時候的師資部份  

廣義的學校教育，會有公立與私立的學校，依中國教育史書中指的學校教育，

即是官辦的正規教育，就是所謂的官學。歷代官學中主要負責教育工作人員，

一般稱為教官、學官或校官。
43根據周愚文的整理，古時的官學師資特色有這

幾點，如下: 44 

（1）官的任用資格，沒有限於本身的出身，在宋朝則是現任官兼任，也有要求

出身，在明清則是由落榜的舉人及國子監貢生擔任。教師本身的程度愈來愈下

降，造成師資資格變低的原因，一是歷代在面對學校增加、師資不足先只要求

量，不要求質。 

 
43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台北，正中書局，2001 年，頁 61。 
44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台北，正中書局，2001 年，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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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教官的官品而言，中央官學教官關品比地方官品高，儒學教官又高於

非儒學教官。 

（3）就教官的種類言，除博士與助教外，隨著學校人數的增加，也多增加教

授、學正、學諭、學錄、直講等人來協助教導。 

（4）教官的任用方式，有地方自聘、中央派任、吏部考試三類。 

（5）教官的地位，會因為官品高低，素質不同會影響官學的教育成效。 

 

2、現在的師資部份  

就現在推廣兒童讀經方面，師資部份王財貴教授認為：只要認識注音符號，就可

以當指導讀經的老師，教導兒童讀經是非常簡單。45這個理論就是幾乎任何人都

可以教讀經，所以讀經師資是不匱乏的，只要社會人士俱有熱忱，能發出正確的

讀音，就可以成為讀經班的教師。讀經師資也不分學歷高低，而是分愛心的有

無，這樣的師資是有良莠不齊現象。46對於這樣師資的要求，張怡貞等人就提出

不一樣的看法： 

 

      「讀經」既然被視為是一種可以幫助孩子的教育，對於「師資」的來源

就不應該草率。雖然不要求教師講解，但我們很難保證每個孩子都不想

發問。尤其兒童的求知慾很高，好奇心很強，如果讀經教師的發音不甚

標準，而兒童所問的問題又無法回答，不但無法取得兒童的信任，更可

能誤人子弟。因此，師資水準的要求是必要的。 47 

 

    由於兒童讀經風氣愈來愈盛行，師資的部份也需求日增，也為了提高師資

 
45 王財貴：《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台中，台中師範學院文教研究中心，2000 年，

頁 45。  
46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252。 
47 張怡貞、蔡秉倫、王建堯：《國教之聲 ∙第 31 卷 1 期》，1997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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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陸續開設了一些師資培訓，以更有專業的教學來教導兒童讀經。雖然師

資需要有愛心、專業，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有見識，凡「讀經」教學者需要正確的

文化心態，以濡染兒童具有寬廣的文化心靈。48能夠聘請學有專精的教師當然是

首選，但是目前讀經教育斷層將近一百年的狀況下，要找到名師儒猶如大海撈

針。若為了找到教師，錯過了兒童讀經的黃金時期，豈不很可惜，有關教學老師

的師資，老師部份若能有品德、有愛心、喜歡孩子、有讀經傳統理念的當然最

好，若能還有教師執照更有加分效果。  

 

（三）教學及受教環境 

    自古以來讀經教育原本就是老師該做的事情，因為讀經已經在體制內廢除

了，要開設讀經班，只要有意願，地點幾乎無所限制，不論講堂、課室、辦公室、

會議室、客廳、樹下，都可以做為讀經教學的地方。只要有一本書，互相聽到聲

音，就可以開始「讀經」。
49似乎只要有人有地方就可以開始讀經了，這剛開始

推廣讀經教育宣傳的理念，也會讓人覺得讀經似乎沒有那麼困難，但是也會讓

人覺得沒有那麼莊嚴。讀經教育在古代有官學學校教育與私學讀經，在古代不

管是官學的或者私塾的經學教育，都會有固定之場所，雖然讀經教育已不在體

制內的教育當中了，但還是需要有正式的桌椅，這樣才顯得對經典的尊重及加

強孩子的尊敬心。若現在教育讀經教育在沒有固定場所進行較學，那與古代會

相差甚遠。 

 

 

 

 
48 王財貴：《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台中，台中師範學院文教研究中心，2000 年，

頁 59。  
49 王財貴 :《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台中，台中師範學院文教研究中心，2000 年，

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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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讀經教育傳播 

 

    臺灣讀經教育的發展，可從明清之際，中國傳統文化隨者移民者的腳步來

臺，慢慢地藉由蒙學的傳遞而深根。鄭成功統治臺灣，陳永華對臺灣的教育有何

貢獻。日本統治臺灣之的五十年當中，臺灣的知識份子為了保留中原文化，是如

何在傳統文化當中持續努力，讓臺灣依然保有讀經文化繼續存在，本節當中就

從鄭成功時代跟日據時代，臺灣傳統文化讀經的變化，還有到現在讀經教育是

如何發展的一一做解析。臺灣讀經教育過程將臺灣讀經教育過程分為四個時段

來說明： 

一、明朝鄭成功時代 

    科舉制度始於隋朝，成為國家用人取材的途徑，到了明代制度更是更加嚴

謹，創造出一套規定儒生的八股文制義，清代更又因沿襲明朝的遺規，辦理更是

更加的嚴苛。清末海運大開，受到西洋文化的衝擊，清廷終於在光緒三十一年，

西元一九０五年頒佈開辦學堂，停止了科舉，使得中國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制

度畫下句點。根據現有的文獻資料，臺灣在明鄭時代，已經有了科舉考試的雛型

了。
50 

    鄭成功於西元一六六一年，渡海東征，統治臺灣，歷經二十二年，時間雖

短，但對教育也做出了一些貢獻。51 

 

      西元一六六五年，永曆十九年八月，嗣王鄭經以陳永華做勇衛，永華既治  

理國家，那年又適豐收，永華就對鄭經建議修建聖廟，設立學校，鄭經回

答說：「荒蕪的土地 新開墾，土地狹窄人民寡少，似可從緩」永華說：「古

 
50 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台北，常民文化事業，1999 年，頁 3-5。 
51 洪炎秋：《中原文化與臺灣 ∙臺灣教育演進史略》，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2 年，頁 

44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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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成湯只有百里的土地，而能夠王天下，文王只有七十里的土地而能夠

興起；治理國家，不一定要土地廣人民多，最要緊的是在國君要任用賢能

的人來相輔佐，現在臺灣沃野千里，遠在海外，人民有幾十萬，風俗又很

敦厚樸實，如果能夠得到賢能的人來治理，那麼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三

十年以後，就可以和中國大陸相抗衡，又何必憂慮土地的狹小呢？而且

讓人民閒居而沒有教他們，那就和禽獸差不多了。現在民食充足，寓兵於

農以等待時機，應當趕快施行教化，以便造就人才，使國家有賢能之士，

邦基得以永遠安寧，而世運日漸昌盛了。」鄭經終於聽他的話，選擇在寧

南坊的地方修建孔子廟，向着魁斗山，旁邊修建明倫堂，永曆二十年一

月，孔子廟修建完成，鄭經率領文武衆官擧行釋奠的禮，環繞泮宮而觀看

的有幾千人，雍雍穆穆，大家都有一種禮讓的風氣，並命令各里社設立學

校，聘請大陸通儒以教子弟，八歲的兒童使他進小學，教他讀經史文章，

天興萬年二州，每三年擧行一次考試，州試及格的，可以參加府試，府試

及格的，可以參加院試，院試被錄取的，可以進入太學，三年後再考試，

選成績優良的補六科裡面的都事，那年的三月，任命永華為學院，葉亨為

國子助教；並著手於蕃人的教育事業，設立所謂社學，就是以蕃人為教師

以教該地的蕃人。上面所說的教育機關，都是政府所設施，此外私人方

面，像太僕寺卿沈光文，比鄭成功早先來臺灣，也教蕃童學習中文，後來

鄭氏投降滿清，沈光文還生存，前後為臺灣教育文化盡瘁三十多年，對於

臺灣的文化貢獻最大。52 

 

鄭明時代的教育制度，雖然是草創，但是已經具有規模了。 53 

 
52韓石爐：〈鄭氏時代的臺灣文化〉，《臺南文化刊別季刊卷期》第 7 卷第 2 期， 臺南，臺南文

化刊別季刊，1961 年，頁 99-101。  
53 洪炎秋：《中原文化與臺灣 ∙臺灣教育演進史略》，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2 年，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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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朝統治臺灣時期教育 

    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鄭克塽投降，臺灣正式接管，轉為清領時

代。清得臺之後，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對臺的政策才開始轉為積極。清朝的典章

制度也都實施於臺。教育宗旨跟教育制度也不例外。此時的行政區域以及教育

制度皆循明鄭時期，只更改其名稱。教育以明倫為大綱。起初的臺灣居民，以耕

作為居要，沒有多餘的時間讀書。在康熙年間設立府儒學、縣儒學、書院、設學。

54培育出來的學生，是要準備科舉制度的。光緒九年（西元一八八三年）至光緒

十一年（西元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戰爭，更讓清廷警覺到臺灣的重要。 55 

    連橫先生在《臺灣通史 ∙教育志》當中，記載著清朝書房的教育與教本 

 

四民之子，凡年七、八歲皆入書房，蒙師坐而教之。先讀三字經或千字文，

既畢，乃授以四子書，嚴其背誦，且讀朱註，為將來考試之資。其不能者，

威以夏楚。又畢，授詩、書、易三經及左傳，未竣而教以制藝，課以試帖，

命題而監之作。肄業十年，可以應試。其聰宣者則旁讀古文，橫覽史乘，

以求淹博。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以考試為一生大業。 56 

 

    清朝政府對臺灣人民的教育重視，與大陸一樣，也要求背誦經典，已備將來

科舉考試之用。由於清朝政府極力倡導鼓勵，讓臺灣的學子們也想要以科舉的

方式，讓自己晉升於上層的社會階級當中。將科舉考試作為一生所要追求的人

生目標。儒學在臺灣已經融入了人民生活，從生活當中要尊師重道、孝敬父母、

重視家庭、重視祭祀，可見當時儒學的影響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也是讀書人士大

 
54 黃震南：《取書包上學去臺灣傳統啟蒙教材》，台北，時報文化總經銷獨立作家，2014 年，

頁 24。 
55 郭廷以：《臺灣史概說》，台北，正中書局，1954 年，頁 238。 
56 連橫：《臺灣通史》，台北，眾文，1994 年，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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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作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了。臺灣後又為日人所統治，開始進入另一個不同的

文化生態跟歷史。  

 

三、日據時代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清朝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

據時代，臺灣雖然屬於日本的殖民地，對其教育也不亞於政治跟經濟。日本對

其臺灣漢文在公學一步一步的廢除，根據李園會的整理如下： 

（一）一八九六年（明志二九年）國語傳習所創設當時，總督府認為傳授臺灣人

日語乃當務之急，所以未將漢文編在課程內。此種作法使不具漢文素養的乙科

生，畢業後僅懂得日語。由於不懂漢文的結果造成日常生活的不方便，自然也使

國語傳習所無法跟漢文教育中心的書房相抵抗。因此，總督府在一八九七年（明

志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府令第五二號修正國語傳習所規則，在乙科課程表

第一、二課程中減少國語（日語）五小時，算術一小時，增加一週六小時的漢文，

第三、四課程中減少國語（日語）五小時，另增加一週八小時的漢文教學時數，

表格如下:  

 

   各國語傳習所根據修正規則，雇用書房教師教授漢文。教授漢文教育的結

漢
文 

時數 第一課程 
時

數 
第二課程 時數 第三課程 

時

數 
第四課程 

六 

三字經及孝經

之 

六 

大學、中庸及論

語  

八 

論語及孟子的 

八 

孟子的臺語語句 

臺語句讀與抄

寫 

的臺語句讀與抄

寫 

台語句讀與抄

寫 

讀與抄寫，簡易

的  

     
簡易的現在文

及 

現在文及臺語書

信 

     
臺語書信的作

文 
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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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使得推行日語教育的國語傳習所得以順利進展。 57 

（二）西元一八九九年（明治三二年）四月總督府又向地方廳發出的通令當中就

有一條：公學校規則的教學科目為修身、國語（日語）、作文、讀書、習字、算

術、體操等。國語包括說話方法、造句方法；書方則包括日語的讀法和漢文，漢

文教科書採用三字經、孝經、大學、中庸、論語等。 58 

（三）西元一九０四（明志三七年）三月十一日，總督府以府令公佈「臺灣公學

校規則」，規定修身、國語（日語）、算術、讀書、體操為必修科目，雖然漢文

科單獨設置，但依照地方的情況可以不排漢文。漢文科的內容刪除了從前不適

合兒童心理的四書、三字經，規定盡量採用簡易實用，適合兒童程度的教材。59 

（四）西元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五月，新州廳教育當局發佈廢除漢文教學的

命令，西元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六月臺南州東石郡公學校決定廢除漢文科

時，因為學生家長召開家長會指責公學校校長廢除漢文教學的不當，才使得漢

文教學繼續實施。 60 

（五）由於政府當局對漢文教育的干涉，不只限於公學校教育，州及郡當局對於

書房的漢文教育，亦下令若不教導日語、算術，就不可以教導漢文，這個決定使

得書房不得不陸續關閉，終於在一九三七年（昭和一二年）政府當局以學習漢文

的必要性已大大減少為由，廢除漢文科教育。 61 

    日本在臺灣推行日語為國語相當積極，相對於日本的同化教育，傳統的漢

語教育便顯得命運乖舛。原有的府、縣儒學等官學全遭廢除，連書院也亦多荒廢

了，或轉以其他形式存在。唯有許多以培養學生基礎漢學知識的書房 62仍然遍存

 
57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 年，頁 56。 
58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 年，頁 67-68。 
59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 年，頁 345-346。 
60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 年，頁 351。 
61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 年，頁 352。 
62 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教育志稿》， 台北，1902 年，頁 126。書房教育的目的除了培養

學生識字的能力外，還有預備學生他日上進而應付科舉之需，是以書房兼具不完全的普通教育

及純粹預備教育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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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鄉鎮各地。 

    科舉制度因為割讓給日本也提前廢除了，民間仍普遍認為日本人統治臺灣

只是短暫的，日本走後，就可以恢復科舉制度了，因此有些對科舉考試還存有希

望的保守人士，還是會將其子弟送到書房，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考上秀才、舉人

的。63所以起初書房的學生比日本學校公學的學校還多，造成了日本推行同化教

育的最大障礙。總督府逐漸用漸進的方式，將公學校的漢文廢除。對面日本總督

府強大的文化同化壓力，許多有心志士便以成立詩社的方式保留漢文文化，故

有所謂的： 

 

日據時期，詩社之昌盛，其原因有二，一為清遺儒，學非所用，生活坎

坷，傷今弔古，相率為詩，以自解嘲。一為省籍人士，未忍漢學未墜提

倡詩學，以宣揚國粹，於是，一呼百應，詩社繼立，而擊缽之風，遂風

靡全島矣。 64 

 

日據時代的臺灣教育存在著許多書房，65這些書房有別於日本總督府所設

立的公立學校，公立學校所實施的是其殖民教育，雖然有教授漢文，但成效不

彰，多為人所詬病。然而多數的書房仍保有傳統的課程，此課程是以漢文、習字

為主，教材是三字經、幼學群芳、四書、五經等，教法仍舊是傳統的使兒童點讀、

背誦、默寫等。 

 

西元一九二二年，新臺灣教育令公佈，許多公立學校趁機廢除漢文科。而教

授漢文為主的書房紛遭取締或禁止。西元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書房經過

日本人的高壓禁止，本來就已漸式微，國民學校的設立又極為普遍，漢文書房自

 
63 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台北，常民文化事業，1999 年，頁 128。 
64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頁 32。 
65 日本人稱的書房即是明清所稱的蒙塾、蒙館、家塾、私塾、學堂或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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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遭受到時代的淘汰全遭禁止。66使得明鄭時代大約一六六五年在臺灣建基之

中原文化，在二百年後，遭受被撲滅的命運。 

 

四、光復後的臺灣 

臺灣社會在經歷了經濟、文化和政治快速轉變之後，教育問題也逐漸地浮

出檯面受到社會的關注。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離大陸到

臺灣，臺灣民眾經歷日本殖民之後，以為回歸國民政府會更好，因政治因素之關

係，整個社會的氛圍是緊張的，臺灣進入了戒嚴時期。終於於民國七十六年，西

元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後，社會環境迅速變遷，國內因應社會轉型，及國家競爭

力的提升需求，教育也進入了改革時代。 

    民國八十三年（西元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由臺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發起

的「四一○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運動」，結合了兩百多個關心教育改革的民間團

體、近三萬民眾聚集於台北中正紀念堂為孩子爭取教育權，並發表了一份、〈希

望的火花來自民間〉的聲明書，希望由結構面改造臺灣教育。這次的遊行震動了

教育界，這是解嚴以後，臺灣教育史上首次的教育改造運動。
67 

    同年的九月十二日，由行政院籌組的「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簡稱（教改

會），由甫回國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擔任教改召集人，委員三十一人部會

首長跟教育專業人士。 

    在民國八十四年（西元一九九五年）提出的「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也於

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九六年）向行政院提出了「教育改革總諮詢報告書」，

其中以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及建立終身學習

為五大訴求，確定了教育改的理念，對日後教育改革工作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

影響。68也因為社會上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兒童讀經在鬆綁的教育體制下獲得了

發展的機會。使得兒童讀經教育也由家庭走入社會學校，形成了一股讀經風氣。

 
66 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台北，常民文化事業，1999 年，頁 128。 
67 經典雜誌編著：《臺灣教育四百年》，台北，經典雜誌，2006 年，頁 170。 
68 教育部據以組成九個專業小組，就所提較關鍵性的主題深入討論，再將討論的結果並同有關

個司處提供的初稿，彙整成這份報告書，所以次書是根據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主要的結論而形

成的，是與會人士集思廣益的智慧結晶。教育部編印，《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

的教育遠景》參見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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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柯欣雅也針對讀經發展現象，推廣發展背景，從西元一九九一年到西元二

○○一年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70臺灣兒童讀經的發展，可分為幾個時期如下： 

 

（一）兒童讀經教育理念建構期（西元一九九一年─西元一九九四年） 

    因自從民國元年蔡元培廢除國民小學讀經後，已有數十年的光景，官方雖

然沒有推行，但是民間團體仍然有在推行，更有有志之士在期盼讀經教育能再

次被社會給接受。在民國七十二年（西元一九八三年）時，教育部與文復會、孔

孟學會曾經聯合舉辦過一系列的經學研究班。
71於每週二、四晚間，以專題演講

及逐篇講解的方式，探究《禮記》、《孟子》，參與學員的年紀從十九歲的學生到

七十歲的長者都有。72因為上課的是以大人為上課對象，有些人還是認為經典不

宜兒童閱讀，而消失在這社會上，但是還是有心人是在默默的進行，但這力量實

在太薄弱了，直到民國七十七年（西元一九八八年）王財貴教授 73大聲疾呼，

挺身而出，成為經典教育發展的重要點。 

 

    對面近年來失序的社會，許多有志之士希望透過兒童讀經的方式，將其生

活常規及待人處事的思維，能夠深植於兒童的心理。成為爾後立身處世的規範

與能力。就這樣，兒童讀經在學者積極推廣之下，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迴響，很

多的團體如學校、宗教團體、各種文教基金會就這推動起兒童讀經，也帶動了更

多的老師、家長、志工投入讀經的行列。 74 

 
69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249。 
70 柯欣雅：《近十年臺灣兒童讀經教育的發展》，國立花蓮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2 年，頁 37-70。 
71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259。 
72 李威熊：〈學精神的重振〉，《孔孟月刊》第 21 期，1983 年，頁 62-89。 
73 《全球讀經基金會》http://www.gsr.org.tw/contents/text?id=67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日生。臺

灣省臺南縣山上鄉人。臺南師專五八級畢業。臺中市逢甲國小教師。師事掌牧民先生。臺灣師

範大學國文系六八級畢業。師事牟宗三先生。師事書法家王愷和先生。臺北市私立復興中學教

師。香港新亞書院哲學系研究所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七十八年畢業。鵝湖月刊

社主編、社長。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八十五年畢業。東海大學人文系兼任講師。雲林技術

學院兼任講師。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兼任副教授。國立臺中師範大學語教系專任副教授。(退休)
民間書院院長。(現任)臺灣漢學教育協會理事長。(現任)鵝湖月刊社編審委員。(現任)國科技教

育協會研究員。(現任)華山書院院長（現任）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現任)。 
74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260。 

http://www.gsr.org.tw/contents/text?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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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讀經教育的基礎奠定期（西元一九九四年─西元一九九七年） 

    民國八十二年（西元一九九三年）暑假，有一位熱心公益的張仁山先生陪同

王財貴教授去見全國電子董事長林琦敏先生 75，就因為兩人志同道合要推廣讀

經教育，就促成了華山講堂（今為華山基金會）。王教授以為，文化傳播如果層

面廣，最好不要摻入宗教色彩。他為兒童讀經教育編寫《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

冊》印製三十萬本，免費贈閱；也於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一日開始發行《讀經通

訊》季刊，每逢一、四、七、十月出版，免費印贈。 

    在民國八十三、八十四年（西元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兒童讀經教育

是以家庭、社區讀經方式發展。到了民國八十五年、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六

年、一九九七年）就轉向了學校中。不論是在家庭、社區或學校，都讓兒童讀經

教育也逐漸成長茁壯，免於枯萎消失。 76 

 

（三）兒童讀經教育的成長穩定期(西元一九九七年─西元二００一年) 

    民國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七年）前總統李登輝提出了「心靈改革工程」

後，讓社會大眾也認為兒童讀經也是實踐心靈改革的方法之一。文復會也開始

推動兒童讀經，讓讀經邁向另一個旅程。文化總會將其推廣兒童讀經列為重要

的工作項目，從成立「讀經風氣推廣委員會」開始到「全國經典科段總會考」。

本由民間自發的學習活動轉而成為半官方推廣的形式出現，由「地區性」擴大到

 
75  《全球讀經基金會》http://www.gsr.org.tw/contents/text?id=67 華山書院 的設立，源⾃全國電

⼦公司董事長林琦敏經商有成後，亟思回饋社會。在急功近利的現代社會，林琦敏採取一種外

界覺得冷⾨、他個⼈認為深具意義的方式──⿎勵⼤家去讀⽼祖宗留下來的經典書籍。林琦敏

之所以對古籍情有獨鍾，是受父親影響。在他印象中，「讀古書的⼈人，都是知書達禮、講仁義

道德的」。後來因為宗教信仰及⽣活體驗，他益發覺得傳統⽂化的可貴，及經典教育的重要。所

以，除了聘請國⽂老師指導子女讀經，也發願要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經典。他的心願在 1990 年

付諸⾏行動。林董事長把臺北中和⾃宅一樓，提供出來作為講堂，邀請名家講學，開講四書、

五經、老莊、佛學等課程。那就是華山書院的前身，也是華山的第一階段，學費全免，對象普

及社會⼤眾。有些學員住中南部慕名而來，聽過一堂課後就成了忠實長期學員。⽽這幢位於秀

山國⼩附近的房子，目前依舊扮演重要角色；許多講座及研習，都在這裡進⾏。 
76 柯欣雅：《近十年臺灣兒童讀經教育的發展》，國立花蓮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2 年，頁 61。 

http://www.gsr.org.tw/contents/text?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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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的大型活動，這也代表讀經教育廢除百年之後，呈現穩定成長的階

段。 77 

    兒童讀經教育在社會上引起廣大的迴響，也讓一些熱愛中華文化的宗教團

體投入了，讀經教育的行列當中。其中有：一貫道、佛光山、福智基金會等單位

團體，在其努力之下匯集成一股力量，端正其社會風氣的心靈改革力量，也成為

了文化復興運動總會臺灣省分會推廣中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其推廣目的也是

希望喚起大眾對兒童讀經的重視，使兒童更能了解經典內容所含的智慧跟精神

價值，也可讓兒童讀經落實於生活當中，喚起全民能夠一起來讀經。
78 

    在臺灣第一個縣市級的「讀經協會」於民國八十七年（西元一九九八年）在

台南市成立了。之後在全省各縣市的讀經協（學）會也都陸續成立，臺灣讀經教

育推廣也漸漸深耕了。 

    民國八十九年（西元二○○○年）文化總會「為響應政府心靈改革運動，落

實文化深層扎根教育，啟發兒童無限潛能，鼓舞社會勤學讀書風氣，培養富而好

禮，愛己愛人之情操」，舉行了「第一屆全國經典科段總會考」，在社會上也獲得

了肯定與支持。這樣的成就讓多年來推動讀經的人士，更有信心的推動兒童讀

經，更能喚起大眾對讀經的重視。 

    民國九十年（西元二○○一年）華山講堂升格為書院，一樣在推動讀經的工

作，並也開始推動英文讀經，更在民國九十年（西元二○○一）底，正是提倡了

「讀經在家自學」風氣，也讓在家自學的人的大宗人數是在家讀經的居多。在推

廣讀經滿十二年在民國九十五年（西元二○○六年）成立了「全球讀經教育基金

會」，這象徵讀經教育有躍進一大步，也是為讀經教育建立了新的里程碑。 

 

（四）兒童讀經教育多元發展時期（西元二○○一年以後） 

    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之中，教育一直不斷的也在改變當中，地球村的建立，已

經是無國界之分了，兒童讀經從臺灣發展到海外，且讀經人數也逐年增加當中。

在推廣讀教育，崇正基金會董事長，帶領一群始終中默默地耕耘兒童讀經，出版

 
77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262。 
78 編輯部：《讀經通訊第 17 期第 2 版 ∙訪文復會蔡芬芬專員特稿》，台北，讀經通訊，1999 
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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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兒童讀經刊物，也將讀經加入德藝元素，將品格融入讀經當中，共同為下

一代的文化做紮根，讓其中國傳統文化能夠傳承。 

 

 

 

第三節 讀經教育的重要性 

 

    現今社會科學發達，科技文明也已達到巔峰的時代。讀經教育的推廣，是

否還符合現代的文明。從先進的歐美國家中發現，近年來也非常重視品格教育，

讀經教育就是品格教育最好的底蘊，也是最好的品格教育。讀經教育更是中國

文化傳統的傳承，也是各朝代讀書人必讀。讀經教育的重要性此小節將分為兩

個部份來探討，一為深化儒家道德品格，二為百年來讀經社會潮流，加以說明。 

 

一、 深化儒家道德品格 

中國人的道德觀，一直秉持者四維八德，離不開忠與孝。中國人是世界上最

重教育的民族之一，而悠久的歷史、文化亦有賴教育的傳承而得以延續不墜。79

目前最重要的教育問題，應該要如何培養年輕學子有好的品德涵養。在舊有的

教育體制當中，經學是學校課程規劃的重心。中國傳統經學典籍，蘊含了人類高

尚的情操與思想，論點又以修身、齊家、治國有很大的關係。這些經學內容的本

質教育，與道德教育是相當趨近的，這也是長久以來，中國人培養良善與安穩的

特質，就是這種自修的教育，這也造就了中國文明豐富的人文涵養與長久不衰

的實力。隨著傳統教育體制的瓦解，政府將其造就中國文明的經典廢除，舊式的

 
79 伍振鷟：《中國教育史要略》，台北，五南圖書，2008 年，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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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育與道德，受到了影響，無法回到以前一樣有那麼大的影響力了。 80 

目睹當前的道德觀危機，要如何將其恢復，必然是需要教育來改變，那需要

甚麼樣的教育才能改變？研究者這裡所探討的是儒家教育與讀經教育的關係。

自古以來，教育本來就是俱有化民正俗與傳承民族文化的功能，那文化又必須

透過教育傳承，才能繼續延續傳承，整個國家社會也才能藉此不斷的前進。81讀

經教育雖然沒有在學校的正式體制納入實行，當社會開始推行兒童讀經，讓沉

寂已久的讀經教育再度注入社會，也喚醒中國傳統文化自古以儒家思想為做人

處事的精神，再度備受到重視。 

    中國傳統的教育最重道德品格的培養，視為教育的最高理想。《大學》所提

示的三綱領與八條目， 82乃是所謂的「內聖外王」之學；而「內聖」為「外王」

的基礎，「治人」而先「修己」。修身的目的在於道德品格的養成，而道德品格的

最高標準是聖人，故而中國歷來的教育家，特別是儒家，自孔子以降，莫不以聖

人為教育的最高目標。中國歷來的教育家是如何的重視道德品格的養成，此一

傳統在今日功利的社會，更為凸顯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83 

    五德是儒家的五種品德，即溫、良、恭、儉、讓為五種德性。《論語 ∙學而》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84子貢讚美孔子具備溫和、善良、

恭敬、節儉、謙遜五種美德，即「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

中正」、「文理密察」。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士」，而「士」的標準就是「君子」或「君子儒」。

孔子將君子發展成為一個俱有一定道德標準的精神貴族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君

 
80 郭秉文著，沈律德譯：《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2017
年，頁 154。 
81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23-24。 
82 三綱領：明德、新民、至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 
83 伍振鷟：《中國教育史要略》，台北，五南圖書，2008 年，頁 266。 
8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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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當作理想的培養目標。85孔子要求的「君子」有兩個條件：第一要注重自己

的道德修養，第二要使百姓都得到安樂。第一講的就是「德」；第二講的是「才」，

所以孔子要求的「君子」是才德兼備，而以德為主。86所以從讀經可以讓自己朝

向孔子說所的「君子」才德兼備。既然君子為學者為學的具體目標，故而孔子期

勉門弟子說：「汝為君子儒， 毋為小人儒。」以學為君子為教育的目的，於是如

何學為君子便自然成為品德修養的必經途徑。關於品德的修養，孔子提出：「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因為孔子認為「智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故而他論品德的修養，遂以此三者為標的。87 中國傳

統的教育自始自終，都是以道德品格的完成為終極目標。88 

  

二、百年來讀經社會潮流 

   清末從改革科舉制度到廢除科舉制度，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戊戌變法 89當中就就有廢除八股取士制度，規

定鄉試、會試及童試一律改試策論。戊戌變法失敗後，八股取士就再恢復了，但

是西元一九○一年，朝廷第二次下令廢除了八股取士，改試策論。 

第二階段：遞減科舉考試名額，西元一九○一年張之洞等提出了遞減取士名額，

西元一九○三年張百熙等提出了，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暫行試辦。 

第三階段：廢除科舉考試制度，西元一九○五年清廷迫於形勢，決定所有鄉會試

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中國科舉制度從此終結了，舉考試的內容是

 
85 郭齊家、崔光宙：《中國教育思想史》，台北，五南圖書，1990 年，頁 17。 
86 郭齊家、崔光宙：《中國教育思想史》，台北，五南圖書， 1990 年，頁 18。 
87 伍振鷟：《中國教與史要略》，台北，五南圖書，2008 年，頁 36-37。 
88 伍振鷟：《中國教與史要略》，台北，五南圖書，2008 年，頁 268。 
89 戊戌變法指 1898 年六月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

革，是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該變法主要內容為學習西方，提倡科

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該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

強烈反對，同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臺，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

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 6 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最終失敗。

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5%99%E8%82%B2%E5%88%B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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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不變的儒家經典，中國人不再讀經書了。 

    讀經教育百年來一直存在著存廢的問題，讀經教育的價值是否還跟著現代

的潮流？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經學主要的組成是由《詩》、《書》、《禮》、《樂》、

《易》、《春秋》所構成，其基本性格是「古代長期政治、社會、人生的經驗累積，

並經過整理、選擇、解釋，用作政治社會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90孔子當時便

以《詩》、《書》、《禮》、《樂》等經典教授弟子可以視為讀經教育的濫觴。91 

（一）為何要提倡兒童讀經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從中看出，中國需要一些經世致用的

人才，也看出沿用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考是選拔人才的弊病，在提出新式學

堂的同時，也提出了廢除科舉制度的主張。讀經是中國讀書人經過科舉制度，考

取功名必讀的，廢除科舉考試制度之後，讀經是否有其必要性。 

牟宗三在《生命的學問 ∙祀孔與讀經》說： 

 

  祀孔是政府規定的，讀經也是政府所提倡的，這都表示對於孔子的尊崇。 

政府的舉動必然含有文制的意義，因為它的舉動是從整個民族國家方面

想，是對全社會人民……自清末廢科舉興學校以來，隨著來的就是廢除

讀經。實則科舉是考試取士，學校是培育人才。一個是取，一個是養，有

學校之養，不必定廢考試之取。現在不是還有考試院嗎？為什麼有了學

校就必得廢除考試取士之常軌？考試的內容與方式可以變，而國家取士

之常軌可以不變。復次，為甚麼有了學校就得廢除讀經？當時廢除讀經

尊孔的理由是：孔孟之學在漢以前只是諸子之一，我們現在沒有定尊他

 
90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年，頁 3。 
91 高瑋謙： 〈從百年來讀經存廢之爭議論儒學在當代實踐所面臨的挑戰與回應之道〉，    

台中，台中教育大學語教系舉辦「第四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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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縱使整個學校廢除讀經，政府以及有識之士，立於國家之立

場，也當該認識儒學文制的意義而有一個尊孔護持的辦法，這才是謀國

以忠，顧及千秋萬世的用心……關於讀經，若站在政府的立場上，亦當設

法從文制上著眼，如何措施來實現它。提倡讀經當然不是個人讀書問題。

若是個人讀書，則開卷有益，而況經乎？。 92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經典就是聖人所行的路所記錄下來，留給是世人的，

經典有一定軌跡可遵照，若能遵行，人生準則也差不遠。 

    李家同教授提出了對國文教育的具體建議，其中有一點就是規定孩子要會

背幾篇古文。93對於國文程度不好的學生，可以多背古文學會欣賞中國的古詩古

詞的。以文學為例，我們總應該使學生熟讀經書，我有時發現一些學文學的大學

生，對現代文學理論很熟，可是卻對古典的文學不行，這實在是不好的現象。我

們學中國文學的學生總應該對中國的文化非常瞭解的，否則您很難得到學術界

的尊重的。 94 

現在，我們在此摧殘殆盡的情況下，提倡「讀經」，首先就要改正這種偏

狹心態。我們當發揮涵容的精神，當確信：不只是文言、白話不相妨害，擴而

廣之，文化素養與科學也不相妨害，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也不相妨害，傳統智

慧與現代生活也不相妨害。不僅不相妨害，這些同樣是人類理性中的價值，一

個有理性者，都該加以尊重，加以學習，加以發揚，加以融會。 

而經典的研讀正是一面提昇語文能力，一面啟發理性開拓胸懷的最直接有

效的教育。因為從語文方面說，「經典」正是最優美的文言文，所謂「大文皆

自六經來」，有了經典的語文訓練，看其他的古文書籍就不在話下了，能讀古

 
92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台北，三民書局，2003 年，頁 109-117。 
93 李家同：《李家同談教育─希望有人聽我的話》，台北，聯經出版，2010 年，頁 125。 
94 李家同：《李家同談教育─希望有人聽我的話》，台北，聯經出版，2010 年，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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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對白話文之欣賞寫作必多有幫助。「經典」也是文化的根源所在，有了根

源性的文化教養，很容易開發一個人的理性，而涵養出廣闊的心胸和互敬互重

的美德。 95 

（二）讀經的教育理念 

    教育二字意義至為深遠。說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者，養子

使作善也。」殷墟甲骨卜辭中略可窺其端倪，如卜辭中有「多毓」、「五毓」等辭

語；案毓之義為先王，毓即古育字，說文以育之形義从母腹懷孕狀得來；母既為

社會首領，字義間是教養子女之責。96《禮記 ∙學記 》:「教也者，所以長善而

去其失者也。」97上施下效，率性修為，使子女做善去失，此乃我國教育理念之

精微高明處。 98所謂教育，就是發揮他們的長處，同時糾正他們的過失。《禮記 

∙學記》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99 

 

    任何在珍貴的物品，不經過琢磨，不能顯現其價值；人不若沒有經過學習，

更不會明白深奧的道理。古代國君要建設國家，管理百姓，都是以發展教育為先

務。可見教育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自古以來教育本是教師的責任，對老師的尊師重道是戰戰兢兢的態度，經

過西方文化的洗禮，教育要全盤西化，教師跟學生也可以是平等的，家長可以換

老師，整個社會氛圍已經少了那份五倫八德，綱常倫理固有的傳統了。 教育當

 
95 王財貴：《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台中，台中師範學院文教研究中心，2000 年，

頁 22-23。  
96 陳元德：《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中華書局，1971 年，頁 10。 
97〔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201。 
98 陳倬民兼修：《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志 ∙第三卷》，台中縣，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92 年，頁

1029。 
99 〔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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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師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三字經》養不教，父子過。教不嚴，師之惰。

當今的學校教育，老師的地位不再那麼崇高了，老師的教學態度，有的變成能安

穩的退休為要。原本都是對教育有一股熱忱的老師，幾年之後，為何讓老師對教

育不再保持使命感，諸多的原因之一，是學生跟家長沒有尊師重道的原因之一。 

    基於教育多方面的問題，王財貴教授發起了兒童讀經教育，除了要復興中

華文化、拾起老祖宗的智慧，最重要的還是要從兒童小時奠定良好的人格，國家

的希望在兒童，兒童的希望就在教育。王財貴教授曾經為讀經教育總結其基本

理念，表明讀經教育是基於對教育的「本質性」及「全面性」之思考與追求，希

望透過簡單而有效的教育方法，能夠提升國人的人格素養，使其人人都能有正

確的人生觀來面對未來。 

兒童讀經教育
100的基本理念，根據王財貴教授的觀點，有以下幾點： 101 

1、提出「全盤化西論」認定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共通點。 

「化西」不同於「西化」，「化西」是健全自己，並透過自己的努力，把西方的文

化消化近來，「西化」是忘了自己，把自己變成西方。各個民族的文化都是人類

理性的成就，應當互相尊重，互相學習。 

2、經典在文化的重要性 

「經典」其重要性就是發自人性，超越時空。讀中國經典，有助於開拓一個人心

 
100 王財貴教授在北京大學 2006 年的演講： 我們先看「經」這個字：有文字學家認為，「形聲

必兼會意」，就是讀作什麼聲音，是與其意義有關的。文理次序」有關，可證「形聲」之「兼會

意」了。「經」這個字，其形符是個「絞絲旁」，看其聲符「巠」，中間有個「川」字，是水，而

「巠」就是水脈，山有山脈，水有水脈，就像人身上有血脈一樣。脈是從這裡通向那裡的軌道，

所以「巠」和交通來往有關。所以「經」這個字，從形符看，和絲線有關；從聲符看，則有「直

通」的意思。    「經」字的本義，在《說文解字》上說：「經，機縱絲也」，是說織布機上的直

線、縱絲。布本是由縱線橫線交織成的，直線叫做「經」，橫線叫做「緯」了。經線，就有「經

常不變，天經地義」的意思。進一步，凡是記載人類永恆的智慧，是天經地義不可改變的著作，

就漸漸稱為「經」了。 而「典」字，是個會意字。會意字就是由兩個字合成一個字，而字義也

是這兩個字的合義。「典」字的上半部是「冊」，下半部是「几」。「冊」是個象形字，像竹簡用

線穿起來，是古代的書籍模樣。其下是「几」字，也是個象形字，是高腳的桌子的圖像。所以

「經典」合辭，就是永垂不朽的高文典章。  
101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北，

紅葉文化事業，2015 年，頁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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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志趣，培養一個人的敦厚好學精神。 

3、認定文言文的不可替代性 

中國的經、史、子、集，一切代表中國文化文獻的，幾乎都是文言文。如果不讀

文言文，也就看不能懂中國書，看不懂也就不懂中國文化了。廢除讀經教育後，

近年來的老中青三代，幾乎欠缺讀文言文的基本能力了，顯然已經造成中國文

化的嚴重斷層，以恢復讀文言文，是民族尋根的第一步，「經典」是文言文最好

的文獻，也是人文理想的薈萃，「讀經教育」就是民族智慧的源頭。 

4、讀經是兒童最佳時機 

零至十三歲是兒童讀經的黃金時期，提早讓兒童接觸經典之作，對其一生的文

學素養，及人格智能的陶育，有很深遠的意義。 

5、「兒童讀經教育」教法簡單性 

兒童對經典沒有所謂的難易，難易都是大人的成見，只要順應兒童學習的天性，

就是只求熟讀，不必求懂，老師帶領兒童，跟著讀，反覆讀，教法簡單。 

6、讀經的潛能開發的功效 

讀經可以提升兒童的記憶力跟專注力，乃因一直反覆誦讀，提升兒童的專注力，

專注力跟記憶力，乃是一切學習的基礎。 

7、讀經的品格教育 

所謂的「道德」、「品行」、「氣質」、「性情」這些人格特質其實是很難用一般的知

識教育出來，尤其是德性更是需要用陶冶，潛移默化中去培養出來，最好的方式

就是「身教」。「讀經教育」的教材當中都是聖賢的嘉言懿行，所以讀經就是把聖

賢請來家裡當家教，就是最好的身教。想要培養好品格的下一代，就從兒童讀經

扎下基礎。 

8、讀經教育的拓展性 

讀經教育不只只有經典讀經，還有 

（1）「音樂讀經」，可以從胎兒就可以讓多聽古典音樂，可以陶冶兒童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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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術讀經」，多看古今中外經典性的名畫，例如風景、舞蹈、建築、戲劇、

雕塑，以培養高度的美術鑑賞能力。 

十餘年來，兒童讀經藉由經典教育，將聖賢的智慧加以傳承，讓所有參與讀

經教育的推廣者，更能了解自己在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找到人與自然、自我的最

佳相處模式，也進而拉近彼此的距離。林安梧教授對經典作了以下的詮釋： 

 

      經典之為經典，是因為我們生命的參與，而讓那個「經典自己顯現它自

己」，自己釋放出它的意義，這是經典它最可以貴的地方。經典的生命是

恆久的，經典它是永遠具有開放出它意義的可能性，它與所謂的某某派

的思想不同的地方在這兒。在談的過程裡面,無形中我們發現一點很重要

的地方--「人的生命的參與」
102 

     

    不僅臺灣地區需要提倡「讀經」，海外華僑社會，想要延續中國文化命脈，

維護書香家世，也需要讓其子弟「讀經」。尤其如果大陸要在其開發經濟的同時，

照顧到文化人心的恢復，最簡便有效的辦法，還是從現在起，給兒童「讀經」，

二三十年之後，人心自然較為敦厚，國家也有安邦濟民的大才可用。二十一世紀

即將來臨，中國人的世紀即將展開，希望那時的中國人，真是一個有天地之心有

生民之愛的民族，希望那時的中國，是一個真正的禮義之邦，而帶給世界真實的

和平與安樂！ 103

 
102 林安梧：《華梵大學第六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經典詮釋」、「生命參與」與

「意義治療」─從儒、道、佛之異同與融通說起》，台北，華梵大學，2002 年，頁 24。 
103 王財貴 :《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台中，台中師範學院文教研究中心，2000 年，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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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崇正基金會推廣讀經過程 

 

    大同世界是儒家最高的理想社會。在這社會裡，人人平等，財產公有，社會

和諧。春秋戰國時期，孔老夫子心中的理想國，在《禮記 ∙禮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

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1 

 

   「大同」社會指的是五帝時代人民過著社會平等與生活和諧的狀態，儒家的政

治理想和社會模式，對後來中國歷史也產生了深厚的影響。在近代史上，國父孫

中山、康有為也都把「大同」作為中國社會的理想。康有為歷經十八年之久，寫

出了貫通古今中外的代表作《大同書》。 2孫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國

人民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和追求。中國幾千年的封建主義統治和舊中國，由於社會

制度所決定，不僅無法實現「大同」世界，甚至「小康」社會也未達到。 

 
1〔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120。 
2《大同書》是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為的著作，於西元 1901 年，闡述了作者的大同思想。西

元 1882 年時，康有為北京鄉試未中，南歸時經上海，接觸了大量的西方書籍及相關思想，於西

元 1884 年「悟大小齊同之理」，西元 1885 年著《幾何公理》，西元 1886 年著《康子內外篇》、

《公理書》，西元 1887 年著《人類公理》，初步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礎。西元 1895 年公車上書，

西元 1898 年戊戌變法，康有為欲將其政治思想運用於實踐中。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經香港、日

本、歐美諸國，對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西元 1901 年旅居印度時著《大同書》，表

明他的大同思想已趨於成熟。《大同書》全書分為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十

部。甲部為總論，提出人類的九界之苦：國界之苦、級界之苦、種界之苦、形界之苦、家界之苦、

產界之苦、亂界之苦、類界之苦、苦界之苦；其它九部，分別描寫克服九界之苦的大同世界。在

書中，康有為系統設計了一個人類大同社會，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多個方面：政治民主，人人

平等；經濟公有，人無私產；社會和諧，無家無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C_(%E6%80%9D%E6%83%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8%BB%8A%E4%B8%8A%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8A%E6%88%8C%E8%AE%8A%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7%BE%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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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秋時代，是歷史學家所謂的亂世，當時時代的亂象，各國政治因禮教崩

壞而陷入空前的混亂。因此，孔子感嘆禮教崩壞的言論。《論語 ∙顏淵》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 3 

 

當今社會的亂象，三綱五常也漸不復見了，崇正基金會基於一份關懷社會，

想要恢復中華固有文化的理念下，因應而生的創立了崇正基金會。本章節會分為

第一節崇正基金會成立之歷史發展，第二節社會形象的建立及貢獻，第三節讀經

對社會的啟發與影響，分這三節來探討基金會推廣讀經的過程。 

   

第一節 崇正基金會成立之歷史發展 

 

    仁與義為儒家思想的兩塊基石。「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仁義都是做人的基

本基準。現今社會的亂象，人心不古，倫理道德敗壞，固有的倫理已不復見。雖

然有些亂象，社會上依舊會有良善的人，集合其力量，化作一股社會清流。早在

二千多年前，孟子就在春秋戰國的亂世，開始各國說仁義講道德。《孟子 ∙梁惠

王》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

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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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

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4 

 

    君王主政不能說利，國與國之間不能只有利益的考量，應該講仁義。仁是父

子之親，義是君臣之間的義。孟子的思想承接孔子思想，孔子就是以仁義為人處

世的基礎。仁義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早在《禮記 ∙曲禮上》：「道德仁義，非禮不

成。」5後漢著名文學家董仲舒更將仁義發揚光大，將仁義作為做人的最高標準。

宋代以後，由於理學家的闡發、推崇，「仁義」成為傳統道德的別名，而且常與「道

德」並稱為「仁義道德」，與「禮、智、信」合稱為「五常」。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週遊列國，歷經千辛萬，推廣仁義道德，為的是要

將其己之志向，世界大同推廣出去，使其在混亂的春秋戰國時期能使天下安定。

孔子週遊列國的最終目標，就是能使其世界大同，禮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世界。

孔子雖身處於亂世，禮崩樂壞的戰亂時期，其性特別高潔、志向特別悠遠也不會

被隱蓋。禮運大同雖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但確可當作是當今社會所指引的一條光

明大道明路的指標。 

    現今社會亂象，人心不古，綱常倫理敗壞，人心貪婪。崇正基金會創辦人有

藉於此效法孔子的理想，匡正社會亂象為責任，實現道之宗旨的理想。 

 

    敬天地，禮神明，愛國忠事敬天地，禮神明，愛國忠事，敦品崇禮，孝父

母，重師尊，信朋友，和鄉鄰，改惡向善，講明五倫八德，闡發五教聖人

之奧旨，恪遵四維綱常之古禮，洗心滌慮，借假修真，恢復本性之自然，

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

 
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孟子集注卷一》，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201。 
5 〔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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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冀世界為大同。 6 

 

  所謂宗旨就是開宗明義，說明方向意思真諦，將其目標標明，說明清楚。道

之宗旨重在實踐，從天地的禮敬，對神明的尊敬，更效法天地的覆蓋載運的容量，

表現出一種感恩之心。也從國家、家庭、親朋好友、相鄰之間，都秉持一份熱心，

將愛天下視為基礎工作，對自己的工作相當盡職。在品格修養方面，更展現禮義

之道。提升孝道，將孝道發揚，提升人類的光明面。天道更重視各種德目的推展，

最終目的則是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挽世界為清平，化人

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  

 

一、崇正基金會之成立 7 

「世界大同」向來是全人類共同的夢想。《禮記．禮運篇》中所描述的大同世

界，在那樣的社會裡，人們彼此是信賴的、可以是群策群力，在國際之間沒有戰

爭和盜賊，路不拾遺，家家戶戶也都夜不閉戶，享受充分的安全和幸福。 

    雖然目前的世界國家無法達到大同世界，《禮記．禮運篇》一一呈現了儒家

「以禮治國」的政治主張，也展現了中國文化的寬厚與雍容。 

   《三字經》中提到「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習相遠。」8人的本性本來

就是屬善的，往往會因為環境的關係，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尤其在現今的社會，

瞬息萬變，往往一不小心就會受到影響，從小孩到大人都是。《大學》提到「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9本者孔子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關懷，崇正基金會

黃董事基於這樣的博愛精神成立了基金會。崇正基金會最大的特色是以教化人心

 
6 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註：《性理題釋教材教本》，台南，靝巨書局，2007 年，頁 29。 
7 崇正基金會網站 http://www.ikt.org.tw/5/，查於 2020 年 1 月 4 日。 
8 中華經典研究學會：《幼學瓊林系列─三字經等十種合刊∙三字經》，2018 年七版，頁 3。 
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7 年，頁 3。 

http://www.ikt.org.t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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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靈改革為宗旨。 

    崇正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一）弘揚中華固有道德。（二）挽世界為清平，化

人心為良善。（三）推動社會教化工作。 

（一）弘揚中華固有道德    

    中華文化傳統有很多美德，其中又以孝為中心，很重視孝的文化，天地之

間的第一件事情就孝。在《百孝經》10 

 

       天地重孝孝當先，一個孝字全家安，孝順能生孝順子，孝順子弟必明賢。

孝是人道第一步，孝子謝世即為仙，自古忠臣多孝子，君選賢臣舉孝廉。

11 

 

中國自古以孝傳家，孝能感動天。孝悌，人之本，本立道生。孝順也是中國

固有的美德，天地之間以孝為優先，孝也是人道的基礎，故君子應以孝為當先，

尊親事親為大。孝行由至親長而推之，始於事親則家和，忠於事君則國安，忠於

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綱常倫理，首重孝乎；千經萬典，猶以孝悌

為先。孝悌，德行第一事。事雙親，氣要平和，色要溫雅，語要真誠，心要寬慈

怡。察古今聖賢輩，皆為忠孝士，能持忠孝大義者，方為孝子乎。時時持孝之始，

切切體孝之終，盡心盡力，勞而無怨矣。立身行道，以忠孝節義制深謹度。聖朝

以孝政經綸，亙古明君舉孝廉。 

    孝是行仁的根本，仁也是道德的總稱，孝也是道德的本源。孝的核心也是五

倫之一的內涵。 12 

《孝經 ∙開宗明義第一章》 

 
10 《百孝篇》，又稱《百孝經》為白水老人所作，全篇分為七個小章，共八十四句。 
11 光慧文化：《百孝經聖訓輯要》，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18-33。 
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四書教學研討會：《儒學與人生─四書解讀及教學設計》，台北，三民 
書局，2006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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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

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13 

 

「至德要道」就是這個孝字，孝是天理，更是天倫，更是中國人最重視的

一環。隨著臺灣社會由農業進入到工商時代之中，面臨了社會對傳統社會規範

的日漸消失，倫理道德價值薄弱，文化認同危機，社會出現快速的變化，瞬息

萬變的社會讓人措手不及。在《論語 ∙微子篇》：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

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
14 

 

    當國家社會有需要幫忙的時候，若沒有盡自己的責任，就是沒有盡到君臣之

間該有的職責。君臣大倫、長幼尊卑、這些都是我們國家社會目前所欠缺的。「讀

書志在聖賢，非徒科第；為官心存君國，豈計身家？」15君子出來做官，並非貪

圖富貴功名，不過想盡一點本份的責任罷了；至於當今世局動盪不已，道不能行，

這是我們早就知道的了。這也是我們所擔憂的地方，基於這樣原因，才讓我們更

有動力去改變這社會。 

 
13 〔唐〕李隆基注、〔宋〕邢昞疏、 金良年整理：《孝經注疏 ∙繁體版》，上海，上海古籍，

2009 年， 頁 3。 
14 〔宋〕朱  熹 ：《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84-185。 
15 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廬書。 



 
 
 
 
 
 
 
 
 
 
 
 

 

52 

 

    崇正基金會的黃董事長世妍，就是為了讓社會的綱常倫理、四維八德再度的

被喚醒，有責任與義務將道德文化的提倡，讓更多的人受益。俗云：「人不勸不善，

鐘不敲不鳴。」為人皆要時常受善勸、善導才能向善；若是任由人的偏見思想去

作為而不加以勸告，人是不會走入善的方向的。如同鐘鼓，若不敲打，它就不會

發出響鳴聲音。 

 倡導讀經典是崇正基金會弘揚傳統文化其中一項。為了適應多元社會的變化，

社會也出現了許多不一樣要力圖重建臺灣新氣象的有心人士，就在這股浪潮之中，

社會許多有識之士發現有股力量，來自傳統文化的本源，並視「經典」的學習可

以改善不良風氣，因此，「兒童讀經」就在這股重建社會傳統文化的浪潮中，被家

長、老師認為是種可以改善人心、敦化人格、培養良好品格的教育放式，慢慢形

成臺灣兒童讀經發展的背景。 

    最近一百年以來，中華民族由於長期飽受列強的入侵而備受欺凌，而有面臨

著亡國滅種的危險，由此有了以晚清名臣曾國藩先生主導，意圖推動實現富國強

兵的洋務運動，後來由各大學學生組織發起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打倒中國

固有傳統文化為主，大批的學人放棄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

技術與思想理念。然而，跟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的起飛，當今中國社會只知道注

重知識技能的傳授而忽略了倫理道德的教育，中國傳統教忠教孝的觀念已慢慢被

遺忘了，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普遍出現了一系列的倫理，道德層面上的問題，士

農工商沒有照自己的本份，導致造成社會的負擔與傷害，這類事件產生的背後很

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政府對於傳統文化教育的疏忽所致。所以，弘揚傳統文化的

教育在當代社會顯得尤為重要。 

 

（二）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  

    黃董事長世妍成立崇正基金會，乃以教化人心為目的，進而改善社會的風氣。

佛家云：「一切唯心造」，改善一切的外在因緣，最基本的就是自我的約束，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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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著手。古往今來許多偉大的宗教家，終其一生都以犧牲小我、奉獻自己為宗

旨，懷著一顆慈悲心與寬容的精神，教化他人心存正念、從善如流，帶領著眾人

向理想的世界邁進。崇正基金會最大的特色是以教化人心及心靈改革為宗旨，面

對社會結構的改變，人心不古，道德崩壞，物質生活不缺乏，但是心靈上卻是空

虛的。有鑑於此，基金會董事長長年舉辦各類型的心靈課程，讓更多人的心靈充

電，讓更多的家庭更能得到溫暖。 

    崇正基金會心靈課程最主要的兩大主體就是忠與孝。《百孝經》:「自古忠臣

多孝子」，16現今知名的大企業家多半都是以孝聞名的。《孝經 ∙廣揚名章》說:「君

子之事親孝，故忠可以移於君。」17一位有德者的人，必然對其父母盡孝，那對於

長官，必然會用這種恭敬心去侍奉上者，所以忠必來自於孝。 

    自古移孝作忠的，不乏其人，盡忠報國的岳飛，當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 把

小愛化大愛，將事君之忠推廣到極致，這就是孝為忠。
18《大學》：「孝者，所以事

君也。」 19能孝順的人必然能敬忠於上者，也就是必能報效國家。 

    崇正基金會的理念就將忠孝推廣到社會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 

    崇正基金會長年舉辦的心靈課程，讓許多的家庭氣氛改善了，親子關係變良

好，夫妻關係改善，更讓許多的人得到心靈的慰藉。一系列的教育課程，研究者

將其課程整理如下  

1、初級班 

參加資格：剛進入基金會一到二年的成員。 

 

16 光慧文化：《百孝經聖訓輯要》，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30。 
17 中華經典研究學會：《幼學瓊林系列─三字經等十種合刊》，台中，中華經典研究學會，2018 
年七版，頁 87。 
1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四書教學研討會：《儒學與人生─四書解讀及教學設計》，台北，三民 
局，2006 年，頁 27。 
1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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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班別：（1）身心靈健康體驗營：每兩個月一次兩天課程。   

         （2）進德班：參加過心靈講座的學員參加的，一年四次課程。 

         （3）禮行禮節班：每週一次或一個月上一整天。 

         （4）義理禮節班：上完禮行禮節班後，第二年的課程。 

         （5）禮義集訓班：禮行班與義理班班員，每一年上一次的集訓課，為 

           期兩天。 

2、幹部班 

參加資格：成員大約在基金會三年以上所上的課程。 

         （1）仁德班：參加完義理禮節班的學員，為第三年課程。 

 （2）智勇人才：仁德班畢班的學員，為第四年課程。 

         （3）智性人才班：智勇班畢班學員，為第五年課程。 

         （4）信立講員班：智性班畢班學員，為第六年課程。 

         （5）信德講員班：信立班畢班學員，為第七年課程。 

         （6）講師班：考試通過基金會的筆試九科，口試兩次通過。 

 3、兒童班 

 參加資格：年齡在國小以下的學員。 

         （1）本善兒童班：國小一到三年級的學員，每一個月上一次一整天課。 

         （2）文禮兒童班：國小四到六年級的學員，每一個月上一次一整天課。 

 4、青少年班 

參加資格：國中生、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學員。 

         （1）國中智慧成長營：國中一到三年級， 每一個月上一次一整天課。 

         （2）智育高中成長營：高中一到三年級， 每一個月上一次一整天課。 

         （3）大學身心健康體驗營：學歷大學以上，三十五歲以下，未婚，三 

          天課程。 

         （4）賢德集訓班：義理班班員以上，大學三十五歲以下，未婚，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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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五天課程。  

5、樂齡班 

參加資格：年紀稍長的老菩薩班。 

         （1）宣道班：每週一次或一個月一整天的課程。 

6、幹部學員加強集訓班 

參加資格：每年固定依照學員進階程度而上的課程。 

         （1）全球實習課：一年三次，仁德班以上學員參加的課程。 

         （2）培德班幹部集訓班：一年一次，參加過進德班跟禮行班學員九次 

以上。 

         （3）行德幹部集訓班：智勇班以上學員，一年一次的課程。 

         （4）小組長集訓班：有小組長資格，智勇班以上學員，一年一次課程。 

         （5）儲備小組長集訓班：參加過行德班，智勇班學員以上， 一年一次 

課程。 

         （6）講師集訓班：講師資格，一年兩天的課程 。     

         （7）崇華班：一期為期三年，智勇班以上學員的課程。 

         

    崇正基金會針對學員是採用不一樣年齡、學歷、資歷分別不一樣的課程教育，

這個就像孔子教育上的「因材施教」跟「有教無類」。《論語 ∙衛靈公》子曰:「有

教無類。」
20根據朱熹的解釋，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息之染也。故

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21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相信透過教育的教化，是可以將其本身不好的習性毛

病，慢慢地去除及改進。每個人的本身特質都是不一樣，若能順其特質引導，都

 
20 〔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68。 
21 〔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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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將其本性良心顯示出來，這就是基金會一直秉持從事心靈教育的原因。 

周朝教育是官師合一的制度。圖書典冊都藏在官府，教育大權操在王官手裡。

到孔子時，才打破這種王官制度，在魯國設教興學，開私人講學的風氣。凡是來

向他問學求教的人，不問身份地位，不分天資智愚，也不管德行賢與不肖，都一

概收列門牆，同樣施以教化，他完全實現了有教無類的教育主張。黃董事長秉持

孔子的教育理念，有教無類，每個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只要經過教育，都是可

以讓其心靈更加良善。 

    崇正基金會也不同於一般的社會慈善團體，主要功能在於專門提昇人們貧乏

的心靈，更利用廣播、電視媒體與網路來弘法，由翁中和老師主講，專門為人們

解開心靈的枷鎖，提供人們心靈所需的精神糧食，目前社會的混亂、治安的惡劣，

基金會期能藉此發揮潛移默化的功能，為社會善盡職責。基金會並於全省北、中、

南等地設有分會，為各地區的民眾服務，也希望大家也能一同參與，為我們的社

會、為我們下一代盡一份心力。依照在基金會所上的進階到那，是很有系統的心

靈教育成長課程。學員經過心靈一層一層的上課，慢慢地對人生有更加的體會，

人心淨化了，自然而然就會讓這個社會加祥和。 

 

（三）推動社會教化工作 

    黃董事長基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大博愛的精神，

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創設本基金會，會址坐落於台中市太平

區東平路七六六號，創會至今，黃董事長世妍籌劃及全體會員的無私奉獻下，成

績斐然，曾獲得總統、內政部、教育部以及各縣市機關團體首長表揚讚許，黃董

事長更於民國九十二年（西元二○○三年）獲得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八德獎之殊榮，

並受到各界民眾一致的肯定與支持。領導著全體會員積極投入社會各種公益活動 

。為了擴大服務範圍及服務品質，更於民國九十三年（西元二○○四年）成立了

祥和計畫崇正志工隊，服務遍及全省各縣市，服務對象涵蓋了兒童、青少年、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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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社會大眾及老人的每個年齡層。本會多年來舉辦課後輔導示範教學，於全省

北中南辦理種子師資培訓工作，以作為改善弱勢族群生活品質及為文化教育紮根。

是以每年皆已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及財力開設各種研究班。基金會所推廣的公

益活動有： 

1、開設社團研究班：經典研讀班、兒童讀經班、國樂團、合唱團、電腦教學、手

語教學、書法、英文會話、烹飪及專業的音控、攝影、錄影 、電腦教學、茶道班、

咖啡達人班、舞蹈班、中國結、白陽慧命功、德藝教學等等。 

2、設立老人關懷據點，巡迴車深入縣市各社區，以便就近服務社區老人。 

3、關懷弱勢食物銀行物資發放。 

4、西元二○○九年的八八水災賑災活動。率領崇正志工群配合一貫道總會及其他

學校及其他單位的志工，在崇正南部屏東縣南州鄉精忠育幼院為賑災中心，協助

災民各項所需，每日最高兩萬個便當給災民及賑災者溫飽。 

5、承辦台中市政府復康巴士：崇正所負責第一區跟第四區服務營運中心，經市府

評鑑皆為優等。 

6、每年中秋節與端午節發上愛心餅與愛心粽。 

7、與台中市政府配合台中市燈會志工、國際花博志工。 

 

二、推廣兒童讀經的原因 

    臺灣創造出經濟奇蹟之後，造成社會貧富懸殊太大，以至於富者愈富、貧者

愈貧，加上物質生活的過度享受，造成人心的貪婪，人我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和諧、

榮樂的，精神生活更是貧困、空虛。    

（一）推廣因緣 

黃董事長世妍之所以成立崇正基金會，乃有感於近年來在生活壓力極大的今

日，大家精神長期受到壓抑，無法紓解，因此產生了個人與家庭的問題，進而導

致社會亂象，暴力犯罪問題、受虐兒童問題、無依老人問題，種種的現象，都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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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社會的病症，因此自基金會成立以來，董事長率領全體會員，積極的從事各

項社會公益活動，並密切的配合政府響應全民心靈改革運動，以實際成效來落實

基金會的會務工作，近年來讀經及唐詩新唱活動在全國熱烈的展開，本會多年來

舉辦唐詩示範教學及種子師資培育班，培訓出數千名的優秀師資，這些教學老師

遍佈全省各地，也深入各社區及學校，許多的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學習。 

 

兒童是國家的棟樑，若能在兒童時間將其優良的品格打好基礎，對家庭、社

會、國家將會有所助益的，崇正基金會有鑑於社會的混亂，需要一股力量來影響

社會，推廣兒童讀經是不遺餘力，而且讀經是我國兩千多年來讀書人必修的課程，

可見讀經對中國的影響甚大。孔子有三千弟子，深通六藝─詩、書、易、禮、樂、

春秋就有七十二賢。孔子更創立了平民教育，開啟有教無類的教育方式。在孔子

為推廣平民教育，有教無類之前，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要接受的經典的教育是很難

的，從孔子開始創立一般平民也可以讀到經典。 

         當今的教育對兒童讀經教育是編制在教育的體制外，這麼重要的課程政府沒

有推行，民間團體深感要推行中華文化，兒童讀經這區塊是不可忽視的，在中國

最早讀經教育的歷史，可以孔子教導兒子中看出來，《論語 ∙季氏》中有一段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  乎？』 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

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

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22 

 

孔老夫子重禮樂詩書，教導其兒子伯魚，弟子都是這樣教導，沒有分彼此。

 
2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7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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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聖人教導其子女皆以經典。高瑋謙也在《論讀經教育的時代意義》23提到自古

以來，歷代碩學鴻儒，自小無不是飽讀詩書五經，博聞強記，故不否認的說，讀

經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栽培教育人才的主要要素。「讀經」是自古不朽的

中國傳統文化，老祖先智慧的結晶，從巨人的肩膀上出發，直探人性的本性良心，

進而端正自己的生活習性，拓展視野，開闊胸襟，使人生在遭逢種種困境時，能

以治本的人生智慧與方法，過關斬將，得到豁達的生命價值，使生活不再只是朝

九晚五等待終老，用心體會生活的目的，更深一層將個人生命的意義圓滿的發揮

與展現以達成古聖先賢千古立言之遺願。 

   「讀經」在中國傳統生活中本是習以為常之教學方式，推行不困難，直到民國

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九日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先生下令：「小學堂讀

經科一律廢止」，同年五月又下令「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於是不只沒有

了讀經的學生，連能夠教讀經的老師也沒有了，緊接著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

年）的白話宣言，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及民國九年（西元一九

二○年）國小語文課全面改用白話。
24國人就逐漸遠離文言文之經典，轉而接受所

謂現代化的思潮與西化的生活習慣。  

    崇正基金會推展兒童讀經，不只兒童來讀經，家長也一同來學習，因為親子

讀經共同學習，才能推的廣推的遠。所以基金會的兒童讀經開班的第一堂課，一

定會要求家長要來聽說明會，家長能來一同上家長成長營，為優先錄取。推動兒

童讀經不但可以受到社會的認同，亦可恢復其中華文化。 

（二）推廣的經過 

     基金會在黃董事長期推廣社會教化，淨化心靈的工作之下，對社會及很多的

家庭受益良多，會務也蒸蒸日上。基金會會利用晚上及假日對大人授課，相對之

 
23 高瑋謙：〈論讀經教育的時代意義〉，《鵝湖月刊第》第 37 卷第 11 期，2012 年，頁 56-64 。 
24 王財貴 :《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台中，台中師範學院文教研究中心，2000 年，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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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人來上課，小孩教育這個區塊就忽略了。黃董事長有鑑於此，關心孩童的教

育。 

 黃世妍董事長認為古聖先賢所遺留下來的經典是文化的精華所在，不僅教

忠教孝，更教人立身處世的綱常大道，若是不加研讀，殊為可惜，也枉做

文化古國禮義之邦的中國人。讀經可以增長智慧、陶冶性情、培養完美的

人格。尤其兒童三至十二歲的年齡，學習能力與記憶力很強，若我們不在

這段期間好好的施予輔導教育，將來一但上了國中或高中階段再著手，或

許已經太遲了一些了，因此在八十五年底設立了「兒童讀經班」。 25 

 

這階段所設立的兒童讀經就是單純由基金會的志工擔任老師，教導孩童讀經，

上課內容有多樣性。 

 

為了提昇學習效果，將讀經班分成親子班─幼稚園、本善班-國小一至三年

級、文禮班─國小四至六年級總共三個班，上課內容以經典：四書、三字

經、孝經等及唐詩為主，再穿插才藝：手語、唱詩及故事為輔。基金會剛

開始推廣讀經時因許多家長對讀經還不太瞭解，所以來報名的大部分是基

金會道親的孩子，附近社區的學童較少。 26 

 

為了讓讀經教育更多元化，讓多的兒童可以來基金會接受更多的讀經教育，

黃董事長不遺餘力的尋求更多的教育資源來啟發更多的兒童。 

 

民國八十六年時教育部長吳京發函國中小學將「唐詩新唱」納入課外教材，

 
25 黃世妍：《崇正讀經刊物 ∙崇正基金會讀經班的成立》，台中，崇正基金會發行刊物，2001
年，頁 3-5。 
26 黃世妍：《崇正讀經刊物 ∙崇正基金會讀經班的成立》，台中，崇正基金會發行刊物，2001
年，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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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生學唐詩，基金會於是邀請到「唐詩新唱」作曲家柳松柏導演到基

金會做為期十三週的師資培育訓練，培育出百餘位唐詩教唱師資人才。 27 

 

基金會培育出來這些教學老師已經遍佈在全省各地了，也藉由深入各社區及

學校推廣，讓更多的家長願意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學習。 

 

在老師用心的教導下，讀經的功效也開始發酵，而且透過家長們的口碑宣

傳，學生人數也越來越多，慢慢地步上軌道。 28  

 

    民國八十八年（西元一九九九年）元月崇正基金會和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

在台中市的孔廟舉辦全國唐詩新唱比賽，崇正基金會黃董事長看到唐詩新唱唱的

頭頭是道，更加讓黃董事長感受到，推動中華民族固有傳統文化的責任與工作是

何等的神聖及重要，身為炎黃子孫的我們，萬萬不可將祖先留給我們無窮盡的寶

貴財富遺棄，傳統的民俗文化，一點一滴都是先人智慧與心血的結晶，我們應當

珍惜它，保存它，加以發揚光大，讓世世代代的子孫，綿延不絕的傳承下去。29

崇正基金會就在全省各辦事處紛紛成立兒童讀經班。 

    基金會董事長為了將讀經理念延生到更多的兒童受惠，好讓更多的學童可以

受益，在西元二○○一年七月崇正基金會立「台中縣讀經推廣學會」。同時間也承

辦辦理台中縣第一屆經典會考。辦理讀經會考主要是讓更多的兒童感受到讀經並

不孤單，藉由會考來肯定自我讀經，也引發更多兒童來參與讀經。 

    前台中縣長廖永來在第一屆經典會考致詞時表示： 

 
27 黃世妍：《唐詩新唱大賽專輯 ∙ 讓社會處處響起朗朗的詩歌聲》，台中，崇正基金會編印， 

1999 年。 
28 黃崇偉：《社區親子讀經對品格教育成效之影響研究─以中華經典研究學會為例》南華大學生

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42。 
29 黃世妍：《唐詩新唱大賽專輯 ∙讓社會處處響起朗朗的詩歌聲》，台中，崇正基金會編印，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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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肯定讀經運動，並感謝崇正基金會除了在全省各社區積極推廣之外，並在

台中縣舉辦了第一屆的經典會考，具有良好的社會價值。」在政府、社會各界及

家長的肯定之下，基金會黃董事長希望能把讀經推廣到全國各地，於是在民國九

十一年元月向內政部申請成立「中華經典研究學會」。在原有的人力與物力的基

礎上，透過專業的讀經師資培訓研習，很快速、積極的在全台各地開設親子讀經

班，將社會教育工作落實在推展親子讀經教育上。 30 

 

    在民國八十三年（西元一九九四年）的時候，王財貴教授
31開始推廣兒童讀

經，與崇正基金會黃董事長的教育理念是可以相符合的，在民國九十一年（西元

二○○二年）成正了「中華經典研究學會」就開始尋找專業的師資培訓。在黃董

事睿智的領導之下，崇正基金會藉由王財貴教授在民國九十一年（西元二○○二

年）十月份的時候，由華山講堂讀經推廣中心，所主辦的師資研習講座當中，經

由王財貴教授的專業演說與培訓，讓基金會培育更多的師資到全省開辦。基金會

董事長認為社會安定需要一股清流，這股清流需要從兒童開始教育，所以才結合

王財貴這股推動讀經的理念，成立親子的兒童讀經，不只小孩要讀經大人更要讀

經，才能創立和諧的家庭。 

 

 

第二節 社會形象的建立及貢獻  

 

    所有利於社會大眾的事物，都是值得去推行的。端正社會良好風氣，需要一

股清流來導正，人與生俱來都有良善的本質，善良風氣是可以影響，近朱則赤，

近墨則黑。環境對人的影響之大，若人人都能向善，自然社會風氣端正，對社會

 
30 黃崇偉：《社區親子讀經對品格教育成效之影響研究─以中華經典研究學會為例》，南華大學生  

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42。 
31 王財貴：《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台中：台中師範，2000 年，研究中心。  
  我個人思考此問題已二十五年，家庭小規模實驗已十年以上，長期地從理論與實

際兩面證實其可行，八十三年一月才正式在社會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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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到國家都是有益處。崇正基金會推廣兒童讀經，從兒童從小教育，對兒童長

大成人及家庭都有很大的益處，推廣讀經對社會風氣有端正之用，自然會受到社

會的肯正，此節說明崇正基金會如何將讀經班推廣出去及對社會的貢獻。西醫是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效果會比較會快，但不一定可以解決根本問題。在中醫是觀

察其根源，效果雖較慢，基本上可以根治。那麼經典教育更像中醫，從根本上去

解決問題。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 

一、如何推廣  

    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可見環境教育對人之影響是非常大的，好的

環境當中，很多良好典範都會在潛移默化，去改變影響一個人甚至是一個家庭。

本身自己行為良好端正，又能對家庭負責任，其行為是不會有所偏差的。在《論

語 ∙學而篇》提到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32 

 

    教忠教孝是基金會主要推廣的宗旨之一，一個懂得孝順懂得友愛兄弟姊妹的

人，是不會對長輩做出違禮的事情。這就是基金會長期在教化心靈層次這區塊明

顯的成效。心靈教化在兒童讀經這區塊，也是不遺餘力的推廣，目前所推廣的兒

童讀經是屬於業餘讀經班模式。在讀經的推廣分為：全日讀經、在家自學讀經、

寒暑假密集班、業餘讀經等等這些。所謂的業餘，就是利用晚上或假日來參加的

讀經班，研究者所以要探討的是利用晚上來讀經的部份。基金會的會務幾乎都是

利用假日，在師資方面就沒有多餘的時間再利用來推廣兒童讀經了，所以大部份

都是利用每週的某一晚上七點三十分到九點這個時段來教學推廣讀經。 

    基金會所推廣兒童讀經班的地點，可分為以下的地點類型： 

       1、社區讀經班：會找里長借用活動中心或適合的場所，一同合辦。 

2、學校讀經班：可分為晚上與晨光時間，基金會與學校合辦，借用學校的場地， 

 

32〔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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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金會的志工負責教學 。  

3、公寓大樓：利用住家大樓的公共空間，進行教學。 

4、佛堂：像基金會本身就有屬於自己的佛堂，由志工進行教學。            

    基金會如何在短時間內結合社會資源有效的順利推廣兒童讀經班，又將讀經

班落實推廣到全省有四百個的讀經班，其經營理念還有教育方針，是如何有計劃

性地進行，研究者將其歸納整理分析如下： 

(一)教育課程訓練 

    基金會會在每週二的晚上策劃課程，根據年度的會務做檢討再根據執行的情

形再作以調整。每個推廣處的經理再將要推廣的事務，傳達給講師及推廣的志工，

這樣的運作方式才能同步將其相同的理念傳達到每一個推廣處。每個推廣處根據

基金會所策劃的活動，再依據各個的民情再作以調整後再執行。 

       原先師資是由基金會本身的志工，陸續因為要大量推廣出去，需要培訓更多

的家長來當任志工，投入讀經教育工作，那該如何培訓，基金會規劃了一系列的

課程，課程是為期六天的培訓課程，課程培訓是為了讓更多有心投入讀經教育的

家長更能有信心展現出專業的能力。 

1、培訓師資 

   基金會在民國九十三年（西元二００四年）六月起開始在北、中、南三個推

廣處辦理「中英文師資培訓班」，每一期有有六天，就是一個月兩天的六日，連上

三個月就是三梯次，完成三梯次的培訓才會發給合格的讀經班資證明書。（附錄

四） 

（1）兒童課程：兒童讀經潛能開發、讀經與人格教育、重拾老祖宗的智慧、讀  

      經的好處等等。 

（2）心靈課程：真善美的人生、超越生命的力量、真善美的人生等等。 

（3）班級經營：如何經營成功的讀經班、兒童讀經教學原理與技巧等等。 

（4）示範教學：中英文讀經、唐詩手語教學、美語律動等等。 

2、場地接洽過程 

推廣處的經理會透過鄉里長及校長家長會長來接洽場地，會根據接洽的人不

同所使用的場地也會也所不同。有學校、活動中心、也有是直接在住家的住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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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的都會有。  

3、讀經班的運作 

（1）班級經營規劃：教學組、總務組、財務組、策畫組、文書組。 

教學組：負責課表編排、上課授課、上課教材規劃、活動設計。 

總務組：負責場地租借、活動器材使用、環境整理。 

財務組：負責讀經班收費支出之管理，教材採買、場地租借費用、活動費用

支出。 

策畫組：統籌所有讀經班一切事務。 

文書組：負責一切學員資料建檔、包含課程表、上課教材建檔、有關文書資料

等建檔。                                                                                                                                                                                                                                                                                                                                                                                                                                                                                                                                                                                                                                                                                                                                                                                                                                                                                                                                                                                                                                                                                                                                                                                                                                                                                                                                                                                                                                                                                                                                                                                                                                                                                                                                                                                                                                                                                                                                                                                                                                                                                                                                                                                                                                                                                                                                                                                                                                                                                                                                                                                                                                                                                                                                                                                                                                                                                                                                                                                                                                                                                                                                                                                                                                                                                                                                                                                                                                                                                                                                                                                                                                                                                                                                                                                                                                                                                                                                                                                                                                                                                                                                                                                                                                                                                                                                                                                                                                                                                                                                                                                                                                                                                                                                                                                                                                                                                                                                                                                                                                                                                                                                                                                                                                                                                                                                                                                                                                                                                                                                                                                                                                                                                                                                                                                                                                                                                                                                                                                                                                                                                                                                                                                                                                                                                                                                                                                                                                                                                                                                                                                                                                                                                                                                                                                                                                                                                                                                                                                                                                                                                                                                                                                                                                                                                                                                                                                                                                                                                                                                                                                                                                                                                                                                                                                                                                                                                                                                                                                                                                                                                                                                                                                                                                                                                                                                                                                                                                                                                                                                                                                                                                                                                                                                                                                                                                                                                                                                                                                                                                                                                                                                                                                                                                                                                                                                                                                                                                                                                                                                                                                                                                                                                                                                                                                                                                                                                                                                                                                                                                                                                                                                                                                                                                                                                                                                                                                                                                                                                                                                                                                                                                                                                                                                                                                                                                                                                                                                                                                                                                                                                                                                                                                                                                                                                                                                                                                                                                                                                                                                                                                                                                                                                                                                                                                                                                                                                                                                                                                                                                                                                                                                                                                                                                                                                                                                                                                                                                                                                                                                                                                                                                                                                                                                                                                                                                                                                                                                                                                                                                                                                                                                                                                                                                                                                                                                                                                                                                                                                                                                                                                                                                                                                                                                                                                                                                                                                                                                                                                                                                                                                                                                                                                                                                                                                                                                                                                                                                                                                                                                                                                                                                                                                                                                                                                                                                                                                                                                                                                                                                                                                                                                                                                                                                                                                                                                                                                                                                                                                                                                                                                                                                                                                                                                                                                                                                                                                                                                                                                                                                                                                                                                                                                                                                                                                                                                                                                                                                                                                                                                                                                                                                                                                                                                                                                                                                                                                                                                                                                                                                                                                                                                                                                                                                                                                                                                                                                                                                                                                                                                                                                                                                                                                                                                                                                                                                                                                                                                                                                                                                                                                                                                                                                                                                                                                                                                                                                                                                                                                                                                                                                                                                                                                                                                                                                                                                                                                                                                                                                                                                                                                                                                                                                                                                                                                                                                                                                                                                                                                                                                                                                                                                                                                                                                                                                                                                                                                                                                                                                                                                                                                                                                                                                                                                                                                                                                                                                                                                                                                                                                                                                                                                                                                                                                                                                                                                                                                                                                                                                                                                                                                                                                                                                                                                                                                                                                                                                                                                                                                                                                                                                                                                                                                                                                                                                                                                                                                                                                                                                                                                                                                                                                                                                                                                                                                                                                                                                                                                                                                                                                                                                                                                                                                                                                                                                                                                                                                                                                                                                                                                                                                                                                                                                                                                                                                                                                                                                                                                                                                                                                                                                                                                                                                                                                                                                                                                                                                                                                                                                                                                                                                                                                                                                                                                                                                                                                                                                                                                                                                                                                                                                                                                                                                                                                                                                                                                                                                                                                                                                                                                                                                                                                                                                                                                                                                                                                                                                                                                                                                                                                                                                                                                                                                                                                                                                                                                                                                                                                                                                                                                                                                                                                                                                                                                                                                                                                                                                                                                                                                                                                                                                                                                                                                                                                                                                                                                                                                                                                                                                                                                                                                                                                                                                                                                                                                                                                                                                                                                                                                                                                                                                                                                                                                                                                                                                                                                                                                                                                                                                                                                                                                                                                                                                                       

（2）設計招生簡章： 如附錄 （附錄五）。 

（3）兒童班課程設計：課表 、聯絡簿 。 

兒童班人數會分班，以研究者所帶領的讀經班為例，分為國小二年級以上一班，

國小二年級以下到五歲為一班。每一班所配置的志工老師至少有三到四位。 

（4）家長成長營課程設計：課表 、聯絡簿 。 

在家長班的成長課程當會有各種類型的課，開學第一堂會安排讀經相關的課，有

讀經的好處、讀書志在聖賢、經典教育等等。 

才藝課程會安排：種子療癒、中國結、點心教學等等。 

親職課程：快樂家庭、創意父母快樂孩子、親子溝通等等。 

其他：影片觀賞、詩詞吟唱等等。 

4、兒童讀經班舉辦的活動 

（1）母親節活動—每年五月份的時候舉辦親子母親節活動，藉由活動讓孩子體恤

父母的辛苦，活動內容有：孩子幫父母洗腳、奉茶、卡片遞送、送花。 

（2）每半年一次的結業式─讀經班每一期的上課時間，大約是半年，課程是跟著

學校的行程，在每年寒假跟暑假舉行結業式，作為一期的結束。 

（3）年終歲末感恩活動─每年會在農曆國年前舉辦歲末感恩，也可說是讀經班的

聚餐活動，藉由活動感恩度過平安的一年，對未來一個新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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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年一次的讀經會考─基金會從民國九十年（西元二００一年）七月舉辦，

第一屆的全國性讀經會考至今，每個讀經班都會配合基金會的讀經會考，藉由讀

經會考讓考生知道讀經並不寂寞，讓更多的人能夠來參與讀經活動。 

（5）基金會元旦的徳藝競賽─基金會於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九六年）成立後，

每年的元旦當天都會舉辦週年慶，週年慶活動就會有讓讀經班的小朋友與家長，

親子參與比賽的演出，參加的隊伍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每個讀經班都各顯神

通，展現出最好的一面，藉由比賽可增加讀經班孩子的自信心，更加肯定讀經。 

5、讀經志工的培訓 

    為了讓讀經志工對讀經的專業度提升，黃董事長有鑑於服務需要有專業，借

在政府於民國九十年（西元二００一年）元月二十日頒發「志願服務法」，更感受

這是一股潮流，所以在民國九十三年（西元二００四年）九月向內政部申請「崇

正志工隊」。黃董事長為了讓志工感受其自身價值及服務的意義，讀經老師參與

志工的基礎訓跟特殊訓後，就可以拿到政府頒發的志願服務紀錄手冊。拿到志工

紀錄手冊後，每次到讀經班就可以登錄時數，基金會會根據志工服務績效給予考

核，表現優績的，會統一會報給市政府給予獎勵。
33 

 

二、基金會台中地區推廣的狀況 

    隨著社會的少子化，學生人數也愈來愈少了，相對地學校人數變少，讀經班

的人數也會變少，造成讀經人數變少的原因，研究者整理如下： 

（一）讀經退燒 

 基金會在民國八十五年（西元一九九六年）開始推廣，民國九十三年（西元二０

０四年）全國開設中英文師資培訓班時，全國的讀經班有四百間，一間讀經班的

人數也有一百多人。受到整個大環境的影響，因為讀經是體制外的教育，在推廣

上會有一定的困難的，推動過程被排斥是必然的過程。 

 
33 志願服務法第二十條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

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志工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未編定座次之康樂場所

及文教設施，憑志願服務榮譽卡得以免費。依其他法律規定之民防、義勇警察、義勇交通警

察、義勇消防、守望相助、山地義勇警察、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編組成員，自本

法修正施行後，其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予以半價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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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大眾會將孩子送來讀經，有的只是來試試看的，看讀經會不會改變孩子

變得更乖更聽話成績變好，似乎把讀經班當作實驗班一樣，當成果沒有出來的話，

就不會持續來讀經了。認為讀經沒有效，每週一次只有九十分鐘的讀經，加上回

家沒有複習的話，讀經的效果要展現出來是有限的。沒有認清讀經的使命性，通

常很難堅持的。 

         個人沒有堅持讀經的原因可分為  

1、課業衝突 

   隨著年紀增長，學校課業增加，家長會選擇讓孩子重視課業部份，讀經與課業

衝突，就放棄讀經了。這種狀況在社區業餘的讀經兒童大部份都會在國小五年級

以上居多。畢竟多數的家長認為讀經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才藝課」。所以對兒童

讀經的態度，並沒有以能陶冶性情、奠定優良人格為基礎，往往遇到無法讀經時，

就會選擇放棄。 

2、才藝課衝突 

   家長會讓孩子學才藝，當有衝突時，在讀經理念沒有很穩固之下，就會選擇才

藝而放棄讀經。   

3、家庭因素 

   社會的變遷，父母的關係也變得不一樣了，當父母關係起變化時，也會影響到

孩子是否可以繼續來讀經。整個大環境的變遷，兒童讀經來的學生，並不是每個

都是父母親帶來的，有的是隔代教養，由爺爺奶奶負責接送，堅持讀經的觀念更

是薄弱。 

    團體讀經班沒有堅持辦下去的原因可分為  

1、租借場地主事者的問題：學校若場地租金的話，場地費過高也會影響租借，有

的場地是不需要任何費用的。學校主事者也會影響租金的高低，有些學校原本沒

有租金或者租金是可以負荷的情狀之下，讀經班都是可以運作。但是有些場地則

需要負擔過高的場地費用，往往都是換了主事者，租借的規定也不一樣了。一般

學校的租借須視各學校的行政法規來執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行政命令。在民國

一百年（西元二０一一）時，台中市政府雖有發出公文（附錄七），鼓勵學校推動

兒童讀經，但是並沒有指示說無費用的使用，所以各學校有權利在租金這方面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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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收不收費用的。 

2、人事的問題：業餘讀經推廣的志工都是憑著一份熱心跟服務熱忱，當自己的孩

子已經不再讀經了，志工家長可能就沒有繼續待在讀經班了，隨著讀經小朋友的

減少，志工老師的變動都會造成讀經班是否永續經營。 

 （二）推廣讀經盛況 

當初基金會在黃董事長叡智的推廣之下，全省大佈點，將崇正基金會分為北、

中、南三大推廣讀經的中心點，推廣中心點之下在各縣市又有二十一處的推廣中

心。 

北部：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桃園市、中壢市、新竹縣、宜蘭縣市、花蓮 

縣。 

中部：台中市、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南部：台南市、高雄市、台東縣、金門縣。 

各推廣處會有數位經理，每位經理推廣的讀經班又有數間讀經班，讀經班推

廣成功的要點，研究者整理如下： 

1、社會潮流的趨勢 

 

今年 2 月 14 日，美國《世界日報》頭版引《康特拉克斯達時報》13 日的

一則報導。標題為「高中學中文，全美大熱門」。… 

美國國防部宣佈了一項稱為「K16旗艦」的計畫，計畫的起因是：「國家安

全單位認為中文對美國今日與未來，已無可避免地成為最重要的外語之

一」…
34 

 

    因為中國的崛起，讓世界各國位對中國文化趨之若鶩，學中文是第一步，這

也讓讀經在世界新起了一股潮流。這股潮流就這樣慢慢展開來，正如孟子說的「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5天時、地利、人和為成功的重要關鍵，以三才之

 
34 王財貴、馬行誼、周碧香、施枝芳、李芝瑩、陳珧華：《讀經教育理論與實務二版》，台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王序，頁 XⅡ。 
35〔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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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相互應用，最得亨、吉。然而天時稍縱即逝，地利亦無定則。唯有在人和上努

力，才能足以見效果。 

    當今國際趨勢用經濟來帶動文化，就是所謂的天時。世界地球村，無國界就

是地利了，人和就靠我們在讀經教育再推廣出去。國際的潮流更需要人的配合，

國與國之間若都是講仁義，世界的和平，並不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鐘不敲不醒，

人不勸不善，任何好的事物也皆需要人去推動的。 

2、天時天意 

     崇正基金會就在這天時─社會興起一股潮流，使得基金會在各地的廣相當順

利，也在世界在流行一股中文潮之下，使得讀經教育在體制外的教育之下更加的

順利。基金會不僅在國內推廣更是將這股力量，推廣到基金的國外分部，讓更多

的人可以受惠。 

3、地利之便 

    各地學校、社區都相當支持有利社會教化的讀經教育，使得場地的使用有著

地利之便。學校是推廣教育的環境，兒童讀經教育對其兒童教育是有益處的，學

校的校長若認同都是會支持。社區的村里長一方面也是為了讓打形象，推廣優良

傳統文化的讀經，所以基本上對於場地上的租借都是認可的。 

4、人和之順 

    基金會的志工雖然是無酬勞的，就是憑著一股為社會付出，盡一份心力之下，

大家齊心協力的完成事情。在這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善心人士，很多對教育充滿信

心的家長，只要為兒童為社會是好，認同兒童讀經，就會付出其時間與精神。就

在這股力量之下，讓兒童讀經能夠繼續在學校體制外的環境繼續傳承下去。 

 

三、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 

    要讓讀經推展開來，需要讓社會每個角落，都要讀經班，讓每個孩子都能接

受讀經教育。這種教育還需要「易子而教」，需要團體的力量，畢竟自己單獨教

育自己的兒女，在推行上是比較不容易的，若由團體一起學習，會更好。將這股

風氣帶動了，形成風氣，對社會的善的影響會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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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對社會形象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因為更多人來讀經，更可達到大學所說

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本身做起再來推廣到社會，就可以淨化人心，讓更多

的家庭和樂，社會更祥和。教育包含了三個層面的，有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

會教育，三者都是相輔相成的，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的。社會形象可從個人行為

改變跟家庭氛圍的。 

（一）家庭教育  

家庭是每個人人生最早接觸到的教育環境，父母在家庭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

角色，父母也就是家庭當中的第一位老師。家庭可是說影響人生很重要的一環。

家庭教育對孩子影響甚大，原生家庭教育，會對兒童人格的養成有很大的影響，

父母的教育，是屬於後天的環境，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對其兒童一生的人格的成

敗是不可忽略的，孩子的個性如何，需要父母的教導，聖人與我們一樣，所以後

天教育是相當重要的。在《孟子》就有說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

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

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36 

 

    後天環境影響人的成功與否。從孟子這段話中，也說明了環境的重要性，家

庭是每個人的第一個搖籃，父母創立健全的家庭是很重要的。現實上人參差不齊，

大都受到後天環境習染之故，而非人的本性有所差別的。若要了解人的本性，就

 
36〔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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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人身上來了解，經典就是聖人最好的典範，故讀經教育對家庭，可以增進親

子的感情，陪孩子共讀，建立起親情父母恩。  

    現今社會每人人手一機，手機已經改變了全世界，也將家庭的溫度改變了。

藉由親子共讀讀經讓家庭更有溫暖，孩子從經典當中更能體會父母恩。若能將看

手機改為親子共讀，訂一個固定時間來讀經，不但可以有效利用時間，還可以建

立溫馨情懷。共讀還可以讓孩子有規律的生活及營造家庭的讀書氣氛，更可藉由

共讀，讓孩子有信心及創造雙贏的親子關係。 

        

（二）學校教育的重要 

     現今學校提倡五育並重，德、智、體、群、美，把德擺在首位，可見中國教

學一向以德為首，兩千多年來的教育莫不以孔子儒家思想為導向，指導中國的學

術、生活、社會。作為一種倫理道德，透過禮儀教化，培養健全人格，更是教育

的重心。德育雖然為首，但為何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教育失敗，這指的教育失

敗，是指學生的在行為舉止上及品格上的失敗。學校教育的本質是要讓孩子，知

道什麼是人生的價值及意義。但為何很多學生的行為往下，學校也不再提供清楚

的道德引導，教師不再有充份的時間及精神來教導兒童成為好孩子。
37 

    根據「親子天下」38調查，有三成的老師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受到重視，教職

不再那麼神聖了。「1111 網路人力銀行」調查也顯示，高達六九 ∙一九%的老師，

也曾經想要轉職，不要再當老師。尊師重道漸漸的不受尊重，這也難怪老師想要

轉職。學生讀經後懂得生命的價值意義，懂得尊師重道，讓師生在彼此授受之前，

可以互相達到共識，讓彼此的生命都是喜悅的。 

 

（三）社會的肯定  

 
37 Roger Straughan 原著 ∙李奉儒譯：《兒童道德教育─我們可以教導兒童成為好孩子嗎？》，台 
   市，揚智文化事業，1994 年，頁 13-15。 
38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20146-/親子雜誌，查於 2020 年 5 月 6 日。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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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西方文化的影響，人心變的跟以前不一樣了，人心不古了。教導兒童讀

聖賢的書，兒童若教好了，自然社會會有安定的作用。曾經有西方學者認為，日

本經濟強大原因之一，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西元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物理德主

江崎玲瑜奈博士曾經指出：「日本民族創造性或許不足，但是透過合作研究以及

對組織的忠誠，成就反而超過西方。」
39根據中時電子報西元二０一０年九月十三

日報導： 

 

             「九一一」恐怖攻擊紀念日，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辦「儒學為世界文化遺產」

論壇。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指示，欲避免「九一一」重演，各種排他性

較強的文化系統何妨以儒家思想為起點，找到共存、融和的基礎，構建普

世文化。 

           美國國會去年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紀念並尊崇孔子，以表彰儒家思想

對人類社會的貢獻。許倬雲說，儒家的「仁，忠恕而矣!」的思想，有助於

不同文化建立互信；而「民胞物與」、「良知」等觀念，也許可讓人類不再

糟蹋環境，也可防止科技文化的偏頗。
40 

 

           目前社會人心不安，詐騙層出不窮造成彼此的不信任感，道德觀低落的價值

觀也造成社會價的偏差，整個傳統四維八德的傳統觀念，已漸漸被封箱起來。若

能讓我們的孩子來接受讀經教育，從經典當中去體悟聖人的話語，接受我們傳統

文化薰陶，在其生命當中也會默默地改變其氣質。孩子行為改變了，讓經典感染

陶溶出對生命的深度。這樣我們社會上許多的問題學生，也會慢慢減少。           

    社會的亂象層出不窮，需要更多有心人士，共同倡導恢復中國傳統美德，讓

社會呈現更美的環境。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兒童讀經，使兒童提早受到文化的浸

潤，雖然不是立竿見影，只要開始就不怕慢。 

 

 

 
3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四書教學研討會：《儒學與人生─四書解讀及教學設計》，台北，三民 

書局，2006 年，頁 1。 
40 張清源：《讀經教育的理論與實務》，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0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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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讀經對社會的啟發與影響 

 

讀經教育近年來也受到了社會各界賢達人士的重視，也對讀經教育紛紛響應

跟推廣，總統也表揚對讀經有功的人士。在第九屆全國經典會考當中，馬總統於

總統府接見績優考生和他們的家長時，說： 

 

兒童讀經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它除了讓孩子提早接觸聖賢經典之外，

還有鼓勵讀書、強化語文、啟發潛能的附帶效果。這項運動由今天在座的

王財貴教授所發起，他堅持理念，知行合一，全球奔走演講，不為一己之

私，但求為臺灣培育出學養兼備、經世致用、繼往開來的傑出人才，讓臺

灣的未來更好。這份胸襟與氣度，令人萬分的敬佩。 41 

 

讀經教育推廣多年來，能受到政府的肯定是給推廣讀經最大的力量。尤其受

到國家元首在公開場合給予高度的肯定，也希望能藉由讀經推廣，造就出更多社

會菁英及人才，讓臺灣人才能高度成長，培養出才學兼備的好人才，是我們共同

所期待的。讀經對社會的啟發與影響，要先從端正社會風氣開始，社會風氣需要

去帶動其影響。 

 

一、端正社會風氣 

良好的社會風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促成的，良好的民風，也是經過一段時

日才顯現出來。想要使風氣變好，首先人心需要是良善的，人心的良善原本就是

自然的，只是一再被社會污染而產生變化。從人心改變社會風氣就會端正。從經

典上來探討，經典當中都是聖人所留下來不變的行誼及話語，遵行經典去做，就

相信離聖人的境界也不遠了。在《孝經 ∙廣要章》說： 

 

 
41西元 2009 年 3 月 26 日第九屆全國經典會考績優考生總統府茶會  總統致辭稿 
https://t3164262.pixnet.net/blog/post/228766343-98-3-
26%E7%AC%AC%E4%B9%9D%E5%B1%86%E5%85%A8%E5%9C%8B%E7%B6%93%E5%85%
B8%E6%9C%83%E8%80%83%E7%B8%BE%E5%84%AA%E8%80%83%E7%94%9F%E7%B8%B
D%E7%B5%B1%E5%BA%9C%E8%8C%B6 查於西元 2020 年 1 月 29 日。 

https://t3164262.pixnet.net/blog/post/228766343-98-3-26%E7%AC%AC%E4%B9%9D%E5%B1%86%E5%85%A8%E5%9C%8B%E7%B6%93%E5%85%B8%E6%9C%83%E8%80%83%E7%B8%BE%E5%84%AA%E8%80%83%E7%94%9F%E7%B8%BD%E7%B5%B1%E5%BA%9C%E8%8C%B6%E6%9F%A5%E6%96%BC%E8%A5%BF%E5%85%832020%E5%B9%B41%E6%9C%8829
https://t3164262.pixnet.net/blog/post/228766343-98-3-26%E7%AC%AC%E4%B9%9D%E5%B1%86%E5%85%A8%E5%9C%8B%E7%B6%93%E5%85%B8%E6%9C%83%E8%80%83%E7%B8%BE%E5%84%AA%E8%80%83%E7%94%9F%E7%B8%BD%E7%B5%B1%E5%BA%9C%E8%8C%B6%E6%9F%A5%E6%96%BC%E8%A5%BF%E5%85%832020%E5%B9%B41%E6%9C%8829
https://t3164262.pixnet.net/blog/post/228766343-98-3-26%E7%AC%AC%E4%B9%9D%E5%B1%86%E5%85%A8%E5%9C%8B%E7%B6%93%E5%85%B8%E6%9C%83%E8%80%83%E7%B8%BE%E5%84%AA%E8%80%83%E7%94%9F%E7%B8%BD%E7%B5%B1%E5%BA%9C%E8%8C%B6%E6%9F%A5%E6%96%BC%E8%A5%BF%E5%85%832020%E5%B9%B41%E6%9C%8829
https://t3164262.pixnet.net/blog/post/228766343-98-3-26%E7%AC%AC%E4%B9%9D%E5%B1%86%E5%85%A8%E5%9C%8B%E7%B6%93%E5%85%B8%E6%9C%83%E8%80%83%E7%B8%BE%E5%84%AA%E8%80%83%E7%94%9F%E7%B8%BD%E7%B5%B1%E5%BA%9C%E8%8C%B6%E6%9F%A5%E6%96%BC%E8%A5%BF%E5%85%832020%E5%B9%B41%E6%9C%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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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

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

道也。 42 

 

要實行古聖先賢的至德要道，必先謀國家安定。如何才能有效的安定國民生

計，積極的配合推展聖賢之道，首先就要從改善風俗民情與生活習慣。禮樂中的

樂，感化民心的力量最大，高尚的音樂可以陶冶人民心性。推廣的讀經教育不是

復古，所讀的就是古聖賢的智慧傳承，經典都是精華，若能加入兒童讀經教育，

是可以改善學校當前的教育問題，也可以提升社會文化。不只兒童來讀，家庭、

社會都要盡一份責任，這樣必能改善我們的社會風氣，移風易俗，淨化人心。 

    基金會二十幾年來推廣讀經，在各縣市已有產生了一些變化，這變化可說是

有助於社會，大學中說到：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柯欣雅認為兒童讀經

有助於社會的變遷下的秩序重建： 

 

        社會快速變遷導致原有的社會結構瓦解，道德規範淪喪，出現治安敗壞、

青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造成民眾的恐懼與不安，所以自文化中探源、經

典中著手，找尋重建社會秩序的方法，兒童讀經教育就是在此呼聲下，被

認為是可以淨化人心、秩序重建的方法之一，而奠定其在台灣發展的基礎，

並因心靈改革工程的提倡開始茁壯發展，成為近十年來台灣社會一種學習

的新趨勢 43。 

 

若有一種方法可以改善社會重整秩序，減少青少年犯罪，若極力推廣兒童讀

經教育，讓讀經的孩子成為社會的棟梁，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不管以後到那裏

 
42 中華經典研究學會：《幼學瓊林系列─三字經等十種合刊∙三字經》，台中，中華經典研究學 
會，2018 年七版，頁 86。 
43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2009 年，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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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任，也更有機會成為領導人。讀經孩子心中有道，就會創

造自己的命運，好人才也必一一出現，我們就將讀經教育做好就好。 

    

二、對社會的影響 

    讀經的第四階段就是成年養德，成年以後進入了社會發揮自己的專業與所學

後，跟人接觸也日漸平頻繁，遇到沒有盡人意時，更須懂得常常反省自己的缺失

與不足，自我勉勵以求自益，時時存便利他人之以積善培德。培養良好的道德風

氣從小開始，現今社會風氣不佳，社會亂象顯現，人心不古，造成現今的社會的

不安，創造良好的社會風氣，讓兒童從小接觸聖賢的經典，從經典當中去體會做

人處事的道理，長大之後心中自有一把尺，有助於改善社會不良的風氣。王財貴

教授說，從內涵方面來說，「經典」是人生智慧的源頭，是為人處世的準則，要修

身養性，通達事理，以此最為便利。引發社會效應的共鳴，受到政府社會大眾的

肯定。 

 兒童讀經從王財貴教授的努力宣導下，到現在形成海內外已超過一千萬人在

讀經，這效應還在持續擴展當中。陳秀絨說：由於幼童具有單純靈透的心，經由

背誦經典可導引其進入中華文化的核心，而許多師長心中的期許，更希望他們能

藉此站上了巨人的肩膀，對日後人生能看得更寬闊深遠。
44 

柯欣雅說：從最初的家庭讀經實驗到目前全面推廣，學生人數不斷的增加，

推廣的層面也由兒童及成人、都市及至鄉村、社區及至學校，在社會上獲得很大

的迴響，發展出具體規模。 45 

為了響應更多人一起來讀經，各地也成立了讀經協會，舉辦各種的讀經會考，

在每年都定期得舉辦其會考。崇正基金會也於民國九十年（西元二○○一年）的

 
44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270。 
45 柯欣雅：《近十年臺灣兒童讀經教育的發展》，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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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二日舉辦第一屆的中華讀經會考。 

 

     前省政府主席張博雅以文化總會臺灣省分會主任委員身分主持第二屆全

國經典科段會考頒獎典禮時說：「我們希望聚集民間的力量致力於這項有

意義的工作，藉由讀經培育出溫文好禮的下一代，進而逐步影響到家庭與

社會，讓知書達禮的傳統美德再度發揚在現代社會之中。」 46 

 

    近年來，由一貫道世界總會在民國九十四年（西元二○○五年）舉辦過最大

的經典會考，國際萬人讀經大會考在中正紀念堂舉行，來自數十個國家的考生，

年齡有四、五歲到八十餘歲的長者。來自不同國家、多國語言琅琅的讀經聲中，

呈現出經典是無國界、無宗教的區分，可見各宗教都能由經典的奧妙中，消除人

與人之間的那道圍籬，進而能引導並展現出人性良善的光明面。
47 

    近年來社會亂象顯出，社會各界有感於社會的不安，社會價值的低落正侵蝕

著良善，品格教育受到社會相當的重視。 

商業週刊在西元二○○八年七月的優勢系列 N0.11 也做了「20 種品格養成實

用教案─家長輔導版」。48教育部在西元二○○四年成立了「品格及道德教育工作

小組」，東海大學承辦「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品格教育」、「品格教育學術研討會」。

49會有這些都是源自於社會的不良風氣所致，兒童讀經教育就在這一波重建社會

秩序下，被社會大眾給於認可是一種可以淨化人心，改變心靈，培養出良好品格

的教育方式。 

    陳秀絨說兒童讀經在臺灣的發展，多少補足了現今基礎教育的不足，並能

 
46 省府張博雅主席以文化總會臺灣省分會主任委員身分主持「第二屆全國經典科段會考」頒獎

典禮，《讀經通訊》第 28 期，2002 年 1 月，第 1 版。 
47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278。 
48 商業周刊：〈優勢系列 No .11〉，台北，商周編輯顧問（股）公司，2008 年，7 月 31 日。 
49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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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品格道德層面具有深遠的影響。如果社會能有更多人讀經，並從經典中

吸取古聖賢的智慧，相信可以將使社會清平、人心良善為起點，進而達到家庭

的和樂，社會安定祥和為目標。 50

 
50 陳秀絨：《活水探源》，台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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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讀經班推廣的成效 

 

    生命的問題畢竟不是徒靠知識灌輸、物質享受就可以解決的。對生人價值體

悟、修持，對生命更深的感受、思考，以期待能掌握自己人生的意義，培養出光

明活潑、無懼無憂的人格，應該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環。1基金會秉持著造福更多的

家庭幸福美滿、人心得到慰藉、心靈不空虛、祥和的社會為依歸。在推廣兒童讀

經二十幾年的成效與得失，作為一番的研究討論。崇正有鑑於目前社會的亂象，

人心散亂，家庭問題逞出不窮，製造出各種的社會問題，研究者覺得若有宗教的

力量，藉由讀經教育來啟發人心，教育從小教育起，相信可以改變這各社會所造

就出來的亂象，所以要藉由兒童讀經教育方式來奠定。探討宗教團體開設讀經班

的成效，是否比非宗教團體開辦讀經班紮根更深、影響層次更廣。研究者研究兩

個讀經班參與讀經的家長，經由讀經班家長的身份轉為推廣讀經及宗教實踐者，

研究者以兩個親身參與的讀經班為研究對象。本章節分為第一節讀經推廣的成效，

第二節家長與學生的改變，第三節宗教實踐後的成效，來作為探討。 

 

其一 、台中市南屯國小兒童讀經班  

          研究者在民國九十年（西元二００一年）七月三十日，參與第一期的崇正基

金會在台中南屯區，開設的南屯社區讀經班，讀經班第一期開設的地點在南屯區

南屯里的活動中心，當初所接洽的是當時任於誠泰銀行的邱潮州經理，經由南屯

社區發展協會的廖茂勳理事長，大力幫忙協調，得能在活動中心辦理兒童讀經班，

當時所帶領負責基金會經理是林貴珠經理。2一開始的兒童讀經班，是親子共讀，

並沒有家長成長營。經兩年過後，因為場地不負荷需求，因而轉向南屯國小租借

場地，當時南屯國校校長陳基安校長，非常認同讀經班，就這樣租借場地推廣讀

 
1 曾昭旭：《論語的人格世界》，台北，漢光文化，1987 年，頁 4。 
2 崇正基金會每一個區域都會有一位經理負責，當時南屯讀經班是中和 21 區的林貴珠經理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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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從民國九十三年（西元二００四年）到現今（西元二０二０年）。 

      其二、 台中市黎明國小讀經班 

          此讀經班是於民國九十四年（西元二００五年）三月成立，距離南屯讀經

班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第一期師資部份，由南屯讀經班支援。有南屯讀經班

推廣實例與經驗，所以跟學校洽談租借場地時，當時的校長沈月清校長，非常

支持兒童讀經，就這樣開始了第一期的讀經班，到現今還是繼續經營。 

    本章節分為第一節讀經之成員，第二節為學生與家長讀經後的改變，第三節

為宗教實踐後的成效，分三節一一探討。 

 

 

第一節 讀經班之成員組織 

 

    開始開設讀經班的時候，人員都不知道從何而來？不過不管從而來的，能夠

帶孩子來上讀經班的就是很重視孩子教育的家長，家長對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認

同，就會帶來上讀經班，這這所謂《論語 ∙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

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3 朱熹認為習字就像小鳥初試飛，不停擺

動其翼，勤勤緜緜，不敢懈怠。孔子要我們不斷的學習。 4 學習文行忠信，落實

於日常生活當中。讀經班的成立，就像孔老夫子說的要不斷的學習各種各樣的事

物，來面對各式各樣的狀況，才能使讀經班常久經營下去。本節會從讀經班成員

有志工 5老師、家長、學生三方面成員組長來探討，教學讀經效益成果。          

 
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論語集注券一 ∙學而第一》，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47。 
4 孟穎：《四書心得 ∙論語全》，台南，靝巨書局，1988 年，頁 96。 
5 依「志願服務法」第三條之規定，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異物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 

知識、體能、勞力、 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 

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稱志願服務。對社會提出志願服務者，稱為志願服務者， 

簡稱為志工。參考〈宋偉民 ∙民主素養及志工團體〉，王燕琴、劉香梅執行編輯：《社會福利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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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經班志工老師 

    開設讀經班一定要有志工老師，志工老師秉持者有教無類的精神，來讀經班

教育教導兒童，如《三字經》：「養不教，父子過，教不嚴，師之惰。」讀經班的

志工老師秉持者教不嚴師之惰的教學精神在教育讀經班的學生。儒家文化十分強

調教師的權威性，《禮記 ∙學記》：「能博喻然後能為師。」6在讀經班中，對學生

的受教都是一律平等的，都是廣泛的教導學生讀經。是絕對沒有分別心的教導，

這樣才能為師。 

    讀經志工老師就是有認同其讀經，才會撥出時間來，想把經典教育傳承下去，

對讀經班也是有相當認同，才會投入。讀經志工老師的教學精神，並不是只是來

授課，更需要有認知。讀經班剛開始的時候，志工老師全部是由基金會幹部所擔

任，開辦幾期之後，就有讀經班的家長經過受訓後就開始擔任其志工老師。 

    當志工就要有其認知，就是要服務大眾，要做眾生的僕人，如聖經中的一段 

《聖經 ∙馬太福音》 

 

      您們當中誰要做大人物，誰就得做你們的僕人；誰要居首，誰就得做大

眾的奴僕。----耶穌基督(引自〈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七節)。 7 

 

    志工及志工團體理當維持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目標之一貫性，在不違背此基本

原則之下，志工應人人平等，有權利共同參與決定該志工團體之重大決定。基金

會的志工都是一律同仁的，大家只是負責的工作不一樣，擔任的職責不同，所付

 
工領導訓練教材》南投縣，內政部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2005 年，頁 188。 
6 〔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201。 
7 國際基甸會：《新約聖經》，台中，國際基甸會，2016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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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心力都是一樣的，並沒有所謂的身份高低。一個團隊的運作需要靠許多的人、

事、物方能將一個團隊組織架構起來及其運作。讀經班團隊運作組織分為幾項作

為討論，如下：  

（一）志工老師組織管理 

1、 團隊志工組織運作  

採用團隊運作。崇正基金會的讀經班在黃董事長領導之下，採用組織團隊，

組織規劃是將基金會規劃成區域的領導，就是董事長之下有執行長，然有又分為

區經理管理負責，黃董事長就像學校的校長，校長之下會有好多位老師負責每個

班級，所以讀經班都會有一個區經理負責，該區讀經班會有一個總負責人負責所

有讀經班的運作。讀經班總負責人會有志工老師聯合運作，整個組織架構是有系

統性的規劃。 

 

不管是志工老師、家長或孩子，會來到讀經班，都是對自己有所要求與節

制，才會來到這個團體，所以這個團體給人最大的印象就是滿滿的正能量，

以每年都會參加的話劇表演舉例，有些孩子在練習時就是會調皮，但真正

到上台那天，表現得真是讓人忍不住舉起大拇指，這就是讀經班孩子的可

愛之處。
8   

 

讀經班老師充滿愛心，無私奉獻時間陪伴小孩。讀經班志工老師和善好相

處，互相配合，沒有其他團體為自己利益。 9 

 

2、團隊志工的領導  

 
8 志工于先生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01 日。 
9 志工蔡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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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服人，是一位領導者必有的風範。基金會的組織，是用區域去劃分，每

間讀經班都會有一位經理負責，這位經理會再派人負責讀經班，就南屯讀經班與

黎明讀經班，即由研究者負責操辦，然後再向總負責的經理負責。所以在團隊的

組織領導，德行比才能更重要。《論語 ∙為政》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眾星共之。」10團隊當中，德氣是無形的感召，大家同樣在當志工，無須誰

管誰，《尚書 ∙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11在一個團隊當中，尤其

讀經班是屬於公益團體的單位，並無任何的個人利益，所以大家都是秉持著公正

的心來做事情。《論語 ∙為政》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2儒家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非常重視人格的重

要，孔子提出執德而行，執仁而行義，執義而行禮，才是治本的方法。參考歐洲

歷史，基督教之所以能教化黑暗時代的蠻番，都是用「道之以德」為本的成果。

人人讀聖經，形成良好的風氣，連總統就職宣誓都是要用感謝上帝的恩典，這就

是藉由宗教達乎「道之以德」的實踐。 13 

3、志工師資檢討  

（1）專業度  

    讀經班教學師資，大部份是基金會志工及家長教學，大部份並不是都是科班

專業老師，教學方面相對的就沒有學校老師專業，雖說沒有學校老師專業，但就

是能補足學校老師無法教學讀經區塊。隨著讀經人口減少，讀經班減少，基金會

所以辦理的師資培訓也逐漸停止了，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1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論語集注券一為政第二》，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53。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 
11〔漢〕孔安國，〔宋〕金屢祥：《尚書十三卷∙尚書表注二卷》，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91
年，頁 246。 

1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論語集注券一為政第二》，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54。 
13 孟穎：《四書心得 ∙論語全》，台南，靝巨書局，1988 年 ，頁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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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特色是在創造~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學習聖賢角度，每

個單位志工團體不外乎，發揮愛心、耐心、關懷造福明日社會，以及對組

織章程等等，所以整個團隊氣氛就看領導者做法，服務這些年來，我們讀

經班氛圍有些鬆散，（沒有在職訓練，沒有章程，沒有隊員精神條例及義務

忠於職守、嚴守規章、重視團隊）早期我進入的年代都有師資培訓，現在

不知道還有無？但還是有多數成員，有智慧、愛心、耐心，並有一顆熱忱

上進的心。 14    

 

（2）學歷要求  

     在學歷上沒有特別要求要甚麼程度之上，一般教育程度高中以上即可以教

學。這方面也是鼓勵家長能多參與教學活動，一方面基金會志工程度有些尚未達

到大專以上，所以在學歷方面並沒有特殊要求。 

（3）教學素質  

    基本上只要對教學有熱誠、有意願，基金會就會可慮任用，就可以當任教學

或協助讀經班教事務。當教學者產生對讀經班產生負面影響的時候，讀經班並不

能馬上要求停止教學，必須在不傷及教學的自尊之下，委婉的請教學者辭退。 

（4）穩定性  

 讀經班師資並不是採用任期簽約制，大家都是基於志願來當讓志工，當志工

有個人因素或者小孩沒有在讀經班就讀時，就往往無法擔任志工，當讀經志工有

缺乏時，有時候時間根本來不及訓練好志工，下一位就得遞補其位置。這就顯示

出穩定性呈現不穩之狀態。 

4、總檢討  

    讀經班的志工都是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生長環境、教育、成長背景更是

 
14 志工賴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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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如何在異中取同、同中取異，真的是需要彼此的不計較、不比較，才能

使團隊當中可以繼續經營。在讀經班的團隊當中，我們只能好還要更好，志工們

更是要不斷不斷的自我學習與精進，才能是團隊當中最需要的。讓團隊好還要更

好的方法，就是不斷的改進再改進。 

     

（二）教學喜悅之犧牲奉獻精神 

「享受犧牲、犧牲享受」，這代表每位志工服務精神。每位志工老師都有其職業，

每每都要利用下班之餘，每週一次到二次到讀經班擔任志工教學，讀經班的上課

時間都在晚上七點三十分到九點下課，當志工老師無法在上課前用晚餐，往往都

是要等到下課後才有用晚餐，若沒有教學的認知及熱忱，要擔任其志工職位是很

難維持熱度。責任使命促使志工不敢懈怠，也從教學中得到很多的喜悅。有些志

工老師也從教學經典中，啟發更多的智慧與生活經驗，對自己生命價值更加的認

同。 

孩子讀經三年感受到老師們的無私奉獻，深受感動!期許自己也能讓更多

孩子接觸並吸收聖賢的智慧!理念: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15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人的力量無窮，當時是家長並無遠志，兒童班

人手不足就上來，陪伴小朋友讀書而已。感謝單位給予盡微薄能力，做做

就有想法，這是很有遠大目標團隊，目標是希望社會祥和，理念是從未入

社會之小小孩培養起，只要栽種培養，就會看見奇蹟，哇~這麼偉大工程與

理想不能錯過，時間悠悠，一做就可能十五年以上吧!期盼善念，能擴散再

擴散。 16  

 

 
15 志工于先生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 日。 
16 志工賴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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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為快樂之本，這不是一個口號，是親自參與讀經教學才能有的感受。

17  

     讀經班的志工老師，當初只是想說帶來子來讀經，從參與讀經當中，經過一

段時日陪伴孩子讀經，自己參與其中，慢慢感受到經典的美，也感受到助人為快

樂之本，更讓自己生命更佳的充實與有意義。 

（三）宗教的使命感  

     從一位原本對崇正基金會完全不孰悉的人，藉由讀經班的參與，從家長的

身份，轉變認同基金會的理念，認同之後，又能付出行動，將自己投入其中，若

沒有認同自己的使命感，是很難以維持下去。 

牟宗三說： 

      宗教，如一般人所想之通義，當以耶教為典型。中國的儒釋道三教，似乎

不是此類，其本質之差別點及：耶教為依他之信(信上帝在），而儒釋道三

教皆不為依他之信。此三教本質上皆是從自己之心性上，根據修養之工夫，

以求個人人格之完成，即自我之圓滿實現，從此得解脫，獲得安身立，…

故無論科學如何發展，政治社會如何變化，而此基本態度、信念與立場，

決不搖動，亦不能為其他任何外在事情所代替。
18 

    心中有信仰是可讓每位志工堅持教學的一份力量，這份心念來自對眾生的一

份愛，將自己的小愛化為大愛的使命感。這也是本論文要探討的部份，當一位家

長變成讀經班志工時，這份使命感的原由來自於何處。當然並不是每位擔任志工

老師的都有這樣的理念及認知。  

 

 
17 志工于先生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 日。 
18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台北，三民書局，2003 年，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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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渡有緣之人至死方休。 19 

 

     希望籍由自己的歷程，推廣讀經班的好，讓更多的家長可以知道讀經班  

的好。 20 

 

  貢獻一己之力，引導更多人能來修行。 21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每一部經典都有其引人之處，期望能讓更多家長  

與孩子學習經典，重視五倫八德。 22   

 

      行有餘，隨緣佈施。有能力付出是上天的恩賜，若有需要，回饋之心恆常

持久，期待每位小朋友都能在讀經班，得到好的滋養，相信這是一份值得

一生投入心力的志業。
23  

 

   希望能學習孔老夫子的「有教無類」認真教育好每位學生。 24 

 

      好事情就要不斷去支持，帶領更多人一起支持，影響更多人，一直傳承下去，

就像一個好的東西一定希望一直有人支持及流傳下去。 25 

 

幫助小朋友閱讀更多經典，並藉著社區讀經班，號召更多家長了解讀經班

 
19 志工陳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20 志工王太太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21 志工李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2 日。 
22 志工于先生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 日。 
23 志工賴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5 日。 
24 志工于先生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25 志工黃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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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有學校才叫讀書與學習，從家庭做起，隨時隨地都可以是讀經，藉

由讀經與閱讀，增加親子間互動與了解彼此，提升文字的敏感度與文章的

理解力。 26 

 

讓孩子從小扎根，回歸基本的禮義廉恥，倫理與道德。 27 

 

    當每位志工心中的愛是無私的，每每來付出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所付出的

都是相當有意義的，不只對孩子，更對自己更是受益良多。每位志工都是秉持者

「甘願做、歡喜受」的心態來教育讀經班的每位小朋友，其中回饋回來的歡喜，

更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二、 家長部份 

      研究者觀察讀經班的實體運作，發現一個讀經班是否長久經營，除了團體本

身之外，家長本身的職業、教育程度、及居住的地區性也都有相關，這個部份會

由家長的職業、受教育程度、居住環境來探討。 

（一）家長職業  

基金會成立的讀經班，基本上是親子一同上課，也就是兒童讀經班加上家長成長

營，兒童與家長同一時間時上課，家長沒有參與家長成長營，這等同家長沒有辦

法陪同上課，兒童是無法上讀經班。家長若是晚上需要上班的，讀經班也會斟酌

情況，是否接受兒童來讀經。家長職業類別，可以說士、農、工、商都有，有些

是學校的老師，研究者觀察，若讀經班開設在比較鄉下，家長的職業屬於勞動階

級相關，對孩子參與兒童讀經的程度相對是減低的。因為家長本身工作的關係，

下班後身體勞累，無法再負荷帶孩子參與兒童讀經。相較於家長的職業比較屬於

教育性質或者本身就是老師，對兒童讀經這區塊認同度就會提高。職業沒有分高

 
26 志工劉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2 日。 
27 志工張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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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只是家長在認知上的不同而已，認同度愈高相對的來讀經的機率也就愈高。 

（二）家長教育  

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會影響其下一代的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較高的家長，對孩子

的教育也相對的重視，雖然教育程度高並不一定是認同兒童讀經，但會更重視對

兒童有益處的教育，研究者觀察，教育程度較高的家長，認同兒童讀經教育也相

對高一點。研究者觀察兩所讀經班，家長教育程度最高是碩士，最低就是國中，

普遍的家長教育程度大概都在高中大學以上。這幾年來讀經班就讀的也有許多新

移民之子，新移民的家長來自不同的國度，教育程度也有不同。研究者觀察兩所

讀經班雖然都是在台中的南屯區，但是其家長教育程度也會有所差異，黎明讀經

班比較靠近黎明新村，其家長有些都是公務人員，教育程度也會有所不同。教育

程度雖然不是決定影響家長帶孩子來讀經，但是在其溝通觀念上還是有些落差。 

（三）家長居住區域  

以臺灣地區性而言，北部的知名大學、學術機構、教育水平、生活型態、消費能

力等相對的都比其他地區高，由此可見家長所以居住的地區，也會影響到家長是

否有意願帶兒童來讀經，研究者觀察到，市區部份的家長，對孩童的教育較為重

視，也比較肯帶兒童來上課，地區性也有相關到家長的職業，研究者所參與的讀

經班，因比較靠近政府單位，其家長的職業也比較多數是公教機構人員。 

（四）讀經以外的活動參與度  

崇正基金會常年舉辦公益性質及心靈課程活動，研究著觀察讀經班大部份的家長，

平日就是以家庭為重，基金會有舉辦的活動除了元旦表演及讀經會考會參與之外，

其餘還要再邀約家長參與活動比例甚少，透過讀經班邀約家長來參與基金會所舉

辦活動，進而認同基金會，變成實行者的是本章節所要探討研究。 

（五）家長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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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宗教相當自由的國度，每個國民都有其信仰自由。 28在兩所讀經班的家長

信仰當然也會都不一樣，普遍都是一般臺灣習俗的民間信仰，當然其中不乏有虔

誠宗教信仰，這個部份比較少數。因為讀經班推廣的讀經是很廣泛的，除了蒙學

教育的三字經、弟子規、朱子治家格言、百家姓等等，還有儒家四書五經，也有

道家的道德經，更有佛家的心經，甚至還有英文讀經是研讀聖經，家長個人的宗

教信仰一般不會影響選擇兒童讀經。但是對於基金會所邀約活動，比較有宗教性

質的活動，有與本身深信仰衝突的家長，通常都是會拒絕參加。 

 

      有宗教色彩，因為廟宇的關係。後續的活動課程，所提供的道理，是日常

生活中用得到的好的道理，並非是主觀刻板印象的宗教色彩。 29 

 

      剛開始參加的是讀經班老師的師資培訓，重點以教育兒童讀經的方式丶

方法為主，不會覺得有任何宗教色彩。 30 

 

剛開始會感覺有一點。 31 

 

三、學生部份  

家長帶兒童來參與讀經班，最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讓孩子在品格及素養部

份有所提升。這個部份，會探討讀經班如何招生與學生來源，及探討來讀經班學

 
28  行政院內政部網頁 https://www.ey.gov.tw/state/D00B53C98CD4F08F/0fe638e7-c0bf-401e-b9f2-
3db11eecd508，查於西元 2020 年 3 月 29 日：我國憲法第 13 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臺灣地區現

有主要宗教統計類別計有 22 種，其中屬世界性宗教者，有佛教、道教、猶太教、天主教、基督

教、伊斯蘭教、東正教等；可考證之創教年代達 50 年以上者，有三一教（夏教）、理教、一貫道、

先天救教（世界紅卍字會）、天德聖教、軒轅教、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天理教、巴

哈伊教（大同教）、統一教、山達基、真光教團、天道等。總體而言，宗教在我國不僅為信徒提供

安頓身心的力量，更透過辦理社會公益事務而提高人民福祉，發揮穩定社會的功能。 
29 志工王太太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30 志工陳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31 志工李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2 日。 

https://www.ey.gov.tw/state/D00B53C98CD4F08F/0fe638e7-c0bf-401e-b9f2-3db11eecd508
https://www.ey.gov.tw/state/D00B53C98CD4F08F/0fe638e7-c0bf-401e-b9f2-3db11eecd508


 
 
 
 
 
 
 
 
 
 
 
 

 

90 

 

員的心態。 

（一）如何招生  

研究者所參與的讀經班，學生來源招生部份有下列幾個管道，分別說明。 

1、至學校放招生簡章，請學校各班級的老師發給學生  

    這樣的方式比較被動，就是無法跟家長互動，若學生拿到簡章沒有拿給家長，

家長根本不會知道有兒童讀經這件事，有些家長反應說，讀經班開了很多期，第

一次拿到招生簡章，可見學生若不想讓家長知道，就不會拿給家長，相對的家長

也無從知道讀經班這件事情。 

2、請家長幫忙放在住家的住戶大樓 

    為了讓更多人來讀經班上課，住戶大樓有兒童就讀不一樣學校的，就有機會

來就讀，住戶大樓平常可能太多廣告單，能看招生簡章來的比率會比低。 

3、放居家附近的兒科診所及相關商店 

    兒科診所的對象大部份就是兒童，相對的都是家長孩子適合來讀經的比較多，

附近商店也可以提供讀經資訊給來商店的客戶。 

4、 志工會到附近菜市場跟家長解說讀經班 

    研究者參與南屯讀經班這樣的招生方式，當時招生人數比較少，就會用此方

法，菜市場招生研究者只參與過一次，因為效果沒有很好的原因，就是去市場的

家長，大部份的時間都是比較趕的，比較無法靜下來聽招生解說，比較沒有辦法

達到招生的效果。 

5、至學校門口跟家長解說 

     研究者參與此招生方式，是比較有得到效果的方式，志工們會利用家長接送

孩子下放學的時間，跟家長解釋讀經班，雖然速度比較慢，但是可以達到解說讀

經的效果。 

 

（二）學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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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班的學生來自四面八方，這個方面可以分為幾項說明。 

1、區域性不同  

    大部份讀經班學生都是在當地讀經班附近的居多，也會有少數部份的學生不

是居住在讀經班附近，就像教學老師與志工的孩子，就會與家長們一起來上課，

方便家長也照顧的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就讀讀經班的地點就不一定是在住家附近。

以南屯國小與黎明國小讀經班而言，學生不一定就是這兩所學校的學生，來就讀

的學生都會有附近學校，也有些本身就學的學校並沒有開設讀經班，就會去附近

學校有開設讀經班的學校就讀，或者是自己就讀學校有讀經班，但是並無法配合

該學校所開設讀經班開課的時間上課，就會選擇自己可以上課的讀經班上課。 

2、學生分班上課情形  

以學生人數而言，學生會分為兩到三個班。一班人數會在三十位以內，黎民國小

讀經班剛開始的時候，學生人數多達一百位，這時候就會分為三個班級，會以年

紀來區分，三個班別分為幼稚園、國小一到三、國小四到六。目前以南屯讀經班

分為兩個班，分別是幼稚園到國小一年為一班；國小二年級以上為一班。人數大

約一個為十到二十五位，也都是以年齡來分班，目前無法分為就讀幾年為一班，

剛來上課的為一班。原因就是讀經班每一學期開班，都是配合學校寒暑假，每一

次招生的新生，人數無法達到一班，所以一樣就依照年齡分班，並沒有依照就讀

多久新舊生來分班。 

 3、學生混班混齡上課狀況  

 雖然分為兩個到三個班級上課，但是混班有些學童年紀差到四、五歲。在教學上

畢竟與學校都是同年齡是一班有差別，老師在統一教學上混齡上課在程度上會有

些差異，這也會造成學童讀經程度不一樣。 

     推廣讀經班就是為了讓更多的兒童，可以受益，可以接受聖賢的經典薰陶，

若能在每個學校、每個社區的兒童大都能來讀經，相信不只對學生有幫助，更是

對整個社會更有幫助。來讀經的學生多，在教學上也會比較有便利性及有效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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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廣。讀經推廣雖然在社會上已得到多數人的肯定與支持，但真正能參與推廣

的人還是屬於少數，若能將這份正能量再推廣出去，相信對真正推廣讀經教學的

單位，在招生與經營部份，會有很大的助益。  

 

 

第二節 家長與學生的改變 

 

 
    崇正推動的兒童讀經內容，雖然最初是依照王財貴教授的教法，最初與最終

的教學，就是老實讀經，就是老師念一次，學生念一次，也就是三正一壓一指，

左手壓、右手指，椅子擺正、書本擺正、身體坐正，上課之前老師會先請學生做

好這些基本的動作，才會正式進入讀經，讀經也是照著課本念，不會作解釋的，

因為兒童的記憶力最好的時段是在 0 到十三歲，十三歲之後才是理解力，所以我

們在教學時不求解釋，有些孩子來讀經可能就覺得枯燥乏味，沒有興趣，就會不

喜歡來，孩子不想來，家長基於這樣也不想來了，畢竟兒童讀經的家長都是以孩

子為主要導向，雖然也有開設家長成長營的課程，一旦孩子不想來，家長來的動

力也就沒有了，孩子沒有來我們也無法再傳達我們的理念給家長，進而帶入我們

的團體之中了。 

後來，崇正漸漸加入唐詩手語、德育影片、不定時戶外教學、生態旅遊等等，

讓讀經不只是在室內，更要融入於人群、應用於生活。因此，可藉由本研究，觀

察什麼樣的教學內容，讓兒童保持對讀經的熱忱，家長的互動更良好。 

長期推動兒童讀經班下來，觀察每個人對於有宗教性質的活動接受度是不一

樣的，接受度就與每人的價值觀有很大的關係。當我們的心念改變就會影響思維，

思維會影響心態，心態會影響行動，行動會影響習慣，習慣會影響性格，性格會

影響命運。本章節要探討讀經班家長與兒童也是藉由基金會所舉辦的課程及活動，

如何改變自己的家庭及生活，經由研究者訪談紀錄，一一呈現，將其改變的過程

作為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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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改變的過程 

    每位帶孩子來參加讀經班的家長，必有其想要得到的目標及方向。有者是想

讓孩子功課變好，有者是孩子好動，有者是想讓孩子品格變好，有者是想改善親

子關係，有者是想改善夫妻關係，有者是想讓自己與孩子有共同的回憶，這些都

是剛來的家長心中的理想。不管是哪種理想，有些家長尚未得到想要的理想的中

途就會中場退下離開讀經班，有者留下來的家長雖尚未得到想要的答案，但因為

讀經班的理念讓他們有所認同，也選擇留下來，有者是比他原本想要的理想，得

到的收穫更多更多，不但選擇留下來，還變成推廣者。 

崇正基金會藉由各種教育，提升人格及心靈層次，改造社會風氣，所以就開

設一系列的教育課程。所以讀經班的家長與兒童從參加一系列的教育課程開始。

家庭是國家社會最基本的團體，社會的安定端賴家庭的健全。社會問題不斷的增

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家庭的破裂，家庭的主幹是夫婦。夫婦者，就是一

陰一陽，陰陽調適好，夫妻就能美滿，相對的家庭也就能幸福。《易經 ∙恆掛》

曰：巽下震上。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32長男動於外，長女柔順於內，男主外、女主內，六爻相應，夫婦內外分工各得

其所，象徵一個穩定而和諧的家庭，可以維持恆久。《易經 ∙序卦傳》說：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有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 

 
32 朱熹：《周易本義》，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年，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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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要使社會安定，每個人都應該遵守自己的本份，有如「恆掛」之卦象所啟示，

遵守社會的秩序，夫婦有別，君臣有義，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各盡其職，自然

社會就可以安定。34崇正基金會藉由讀經班的引導，讓很許多不圓滿的夫妻關係、

親子關係得到了改善，也讓更多原本家庭美滿的家庭更加懂得珍惜。 

    當修行尚未走入個人生命當中時，每個人的生活似乎沒有甚麼改變。一般會

帶小孩來上兒童讀經班的家長，比較起來就是想要讓生活更不一樣更加充實，除

了讓自己的孩子多讀聖賢書，自己也可以藉由家長成長營來充實自我。讀經班開

設的家長成長營，普遍來說幾乎都是媽媽帶來上課的居多，雖然也有爸爸單獨帶

來上課的，比例來說是很少的。爸爸帶來上課的，其中可以由家長身份轉變為志

工的更是難能可貴。 

 

在每次教學預習與課程之中，每次對於經典都有不同的收穫，所以對我來說

這不只是教學，也是學習!至於家庭部分，孩子也體認到爸爸是小班老師，

所以自己的言行也更注重。
35 

 

當媽媽由讀經班的因緣接觸到基金會的課程，開始有些不一樣的轉變，跟家裡

面的關係開始起了變化。 

    朱熹認為是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大學之道就是以修身為本，鄒昌林認為

修身的內容就是三綱領：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36「明德」，依朱熹注，

就是天賦，就像人的善性。也有如孟子所述仁義理智四端。「明明德」就是自明其

 
33 朱熹：《周易本義》，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年，頁 275。 
34 無學：《六十四卦的因果循環》，台北，祥瑞文化，1996 年，頁 136。 
35 志工于先生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36 鄒昌林：《中國古禮研究 ∙1991 年中國社科院博士論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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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透過學禮和自我修養把天生的善性發揚光大。修身的目的，是為了達到仁、

敬、孝、慈、信五種基本道德。 37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38又說「道不遠人，人之

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39這個道就是規律，我們不能離開這個規律，這個規

律也不能離開人。40現在人心靈空虛，基金會重視的就是心靈改革，教育內容重視

禮，欲修持的就是平常的道。當讀經班的家長慢慢的參與這些心靈課程，就慢慢

的潛移默化其自身行為，若家人一時沒有辦法接受，個人一開始會比較難以適應。 

    一般會遇到的困難不外乎就是先生反對，認為媽媽不該有甚麼自己的個人活

動，尤其跟宗教有關係。這是一般媽媽來修道，最大的阻礙也是困難點，有些爸

爸當初很反對的，媽媽本身用其所學的道理，運用在家庭，也有夫婦同修的。 

 

    因為外子是職業軍人，所以家裡的事務他通常是不太干涉的，加上基金會

的活動與日常生活皆有正向影響，故後來他也跟我們一起加入基金會的

活動了，至於婆家與娘家人皆是持各自自由生活的態度，所以不會有認不

認同的問題。
41 

 

認同原因：自己有好的行為改變，是家人看得到的。 

      不認同原因：家人因為不了解，會擔心，家人不願意接受改變，也希望自    

己的家人不要接受改變，這是人之常情。 42 

 

 
37 鄒昌林：《中國古禮研究 ∙1991 年中國社科院博士論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206。 
3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中庸章句》，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7。 
3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中庸章句》，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23。 
40 鄒昌林：《中國古禮研究 ∙1991 年中國社科院博士論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227。 
41 志工陳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42 志工王太太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96 

 

  認同，因為覺得很好，很有意義。 43 

 

      家人對於自己參加崇正基金會辦的活動是肯定的，可是活動及課程陸續

增加且頻繁時，家人如果不理解時會覺得花太多時間在這裡而傾向不支

持。 44 

 

在成長營裡有許多多元化的課程，其中對於增進親子關係方面受益良多。

我的小孩在老師的眼中是活潑好動又調皮的學生，而我本身從小到大就是

成績良好的乖乖牌，所以對於孩子的學習情況真的是只能用嚴厲來形容，

可想而知我們的親子關係比不及格還慘，但是透過成長營還有後續在基金

會的種種課程的學習下，不僅自己與孩子的相處方式更融洽，孩子的個性

也變得較溫文有禮，在學校老師的觀感也漸漸改善了，我想除了成長營的

課程外，讀經班的四書五經之薰陶亦是重要關鍵。
45 

 

成長營精采的課程，為我忙碌的生活，增添樂趣，也是抒解壓力的好方法。

讀經班強調的品格，孝順，禮貌，品格，轉念，正能量等，一些好的觀念，

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讓家中充滿正面能量和和諧的氣氛。 46 

 

讓自己思考如何營造家庭，及如何教育孩子。 47 

 

 
43 志工李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2 日。 
44 志工呂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 
45 志工陳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46 志工王太太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47 志工李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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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我來說我也因為讀經讓我更能靜心，進而省思，讓我和孩子一起

成長學習，我覺得學習成長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這種氛圍會影響家

人，當下也體會到身教重於言教的重要性。 48 

 

    每位家長對面自己的家庭，所面對的問題都不同，當自己的言行心慢慢改變

比之前更好，以及家庭當中的氛圍慢慢的變得更好時，帶家人一同來基金會的機

會是更大的。 

 

二、信念的力量─修身部份 

每個讀經班的家庭都有每個家的故事，每個人的功課也都不一樣。這功課有

的是孩子教養問題，有的是夫妻關係問題，有的是婆媳關係問題，有的是經濟問

題，有的是工作上問題，種種的問題，都是需要自己去調適過來。若自己能夠轉

念，將凡事都轉為正念，那很多事情都可以釋懷。《論語 ∙憲問篇》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
49 

 

    恩德與仇恨，是人與人之間免不了的。若是能用恩德去回報人家對我所施的

仇怨，這就會顯出自己的德性。但是若能用正直的道理去對待有仇怨的人，用恩

德去報答對我們施以恩德的人，雖然這是更難做到的事情，但是卻是我們的目標。 

50《孟子 ∙離婁篇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51 

儒家傳統的基本關懷是學以成人，強調人是與自然和諧，是一個不斷擴寬和深化。

 
48 志工呂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 
4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論語集注》，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57。 
50 孟穎：《四書心得 ∙論語全》，台南，靝巨書局，1988 年，頁 960。 
5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孟子集注》，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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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 ∙憲問篇》：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   

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52 

 

    孔子對成人的定義是：通達人情是理，而又窮神知化，才德兼備者。智、廉、

勇、藝為才德的基礎。53現今社會的普世價值觀已經嚴重的偏差，孝、悌、忠、信、

禮、義、廉、恥已隨著社會潮流逐漸的削減當中。普世價值觀它就像日月星辰的

運轉，它是不變的，是隨著自然法則在永續存在。普世價值就是不殺人就是仁慈，

不說謊就是誠信，不偷竊就是廉潔，不邪淫就是羞恥心。
54若運轉稍有偏差就會產

生問題，基金會的教育就是從個人的修身為起點，進而擴點到家庭。《孟子 ∙公

孫丑》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

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

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

 
5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論語集注》，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51。 
53 孟穎：《四書心得 ∙論語全》，台南，靝巨書局，1988 年，頁 290。 
54 品格教育推展行動聯盟-樊楚才：《品格教育的蝴蝶效應 ∙堅守身而為人的價值-從台灣社會教

育環境的泥沼中奮起》，台北，財團法人千代文教基金會，2009 年，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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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55 

 

        基金會的黃董事長秉持著不忍人之心，用盡各種方法來引渡大眾社會，引發

人的良知良能心，不忍人之心，即是佛所說的同體大悲心，也是儒家所講的惻隱

之心。基金會教育的中心德目乃以陳文祥老董事長的樞紐四訓 56，轉換為基金會

的十二條中心德目，也就是十二個月的教育德目。十二條教育德目為：一月謹言

慎 

    行月。二月慎行整潔月。三月忍耐誠服月。四月低心下氣月。五月合眾團結月。

六月樂群法喜悅。七月勤儉惜福月。八月克己復禮月。九月內聖道氣月。十月外

王精進月。十一月反省感恩月。十二月慈悲喜捨月。 

    基金會藉由讀經的推廣，讓更多的家長參與基金會一系列的心靈教育後，不

僅讓自己改變了，也改變了自己的家庭。 

 

自己本身學習到很多經典，家裡的小孩也一起來讀經增進親子相處時間，

現在很多家庭父母都忙於工作及其他事情，真正陪孩子的時間真的很少，

當你錯過孩子的成長，永遠不可能回到過去，真的每天要有一點時間跟孩

子互動。跟著孩子一起學習成長真好是最到的收穫。
57 

 

      1、把正向能量帶回家中。 2、讀經班的小孩較為體貼懂事。3、孝順的故

事聽多了，知道順親的重要性。 58 

 
5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孟子集注》，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237。 
56 樞紐四訓也稱為妙極大帝慈訓：特別謹言慎行、忍耐低心下氣、注重和眾樂群、勤儉克己復

禮。 
57 志工黃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3 日。 
58 志工蔡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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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崇正心靈講座的活動或課程會讓我覺得活著的價值，讓生命更有意

義，因為可以為別人服務或生命去影響別人，也許是一句話，也許是一

個行為。 59 

 

      成長營精采的課程，為我忙碌的生活，增添樂趣，也是抒解壓力的好方法。

讀經班強調的品格、孝順、禮貌、品格、轉念、正能量等，一些好的觀念，

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讓家中充滿正面能量和和諧的氣氛。 60 

 

與小孩跟另一半拉近距離，能以同理心來互相對待，減輕對物質的欲望，

提昇了心靈層次的品質。
61 

 

    家長能夠透過心靈講座，重新去省思自己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藉由課程洗滌

心靈，讓生命更加與眾不同，活出自己的人生價值。對於推廣者的我們，可以讓

更多的家庭能夠得到幸福，體會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讓我們充滿法喜。  

 

 

第三節 宗教實踐後的成效 

 

    崇正基金會讓家長參加地的第一個宗教活動，就是身心靈講座，這是家長第

一步認識基金會的開始，其課程有：打開心靈的鎖匙、食經不昧、人生真諦、開

啟生命的寶藏、恩親報恩、積功培德等，從飲食的引導到孝道的實踐，課程兼顧

 
59 志工呂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 
60 志工王太太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61 志工尹先生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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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參加完後，對人生有體悟的家長，就會繼續參加進階班的課程，從禮行

班一路上進修。 

    《禮記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62君子如果想要教

化人民而有良好的風氣，必須從教育入手。《禮記 ∙學記》又曰：「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63，揭示了教育的個

體功能。人若沒有經過學習，都不會知道道理的奧妙，跟玉一樣，沒有經過琢磨

也無法成為珍貴的寶玉。因此自古以來帝王治理國家，都是以發展教育為優先，

揭示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基金會教育是一步步由基礎觀念建立，

一系列的課程讓完全沒有接觸到宗教的家長，能藉由教育課程來認同其使命，本

章節分為兩個小節，第一節說明宗教實踐後的人生觀，第二節說明使命的力量，

闡述藉由自己的力量再發揮其力量去幫助更多的人。 

  

一、宗教實踐後的人生觀 

    每個人從小到大都有其個人的志向，每個人的志向也隨著時間環境的不同，

而有所改變。當還沒有接觸到崇正來修道的時候，人生的志向絕對是不一樣的。

對生命體會的價值觀，藉由生命禮儀中的生到死過程中，感受其意義，並延伸生

命意義的無限。更能深刻體會人是可以與天地祖先聖賢一體，可以培養其宗教情

懷，時時真誠修身實踐仁德。64 

    《論語 ∙公冶長篇》：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

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   

 
62 〔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198。 
63 〔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198。 
64 陳章錫：《禮記道統觀與政教思想》，台北，五南圖書，2020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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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65 
 

 孔子與弟子們論其志向，從當中體現每個人的修持境界的不同。子路自己的車馬

衣服都願意跟朋友分享，從這顯得子路是不拘小節大氣的人，是一位輕財好義的

人。顏淵的願望就是一位富於仁愛，不誇耀自己的長處，也不張揚自己的功勞。

子路與顏淵，都呈現其無私的品格，但是孔子所展現的懷抱就不一樣了。孔子的

志向有三：第一但願老人家都能安養天年，第二朋友們也都能有所誠信的互相交

往，第三就是少年人都可以得到父母的恩，受到父母的愛。孔子的懷抱是能對老

年人盡孝道，對朋友講信和睦，對少年人能夠盡教育愛。這就是孔子體天道無私

的心。 

     基金會的宗旨與孔子的志向是接近的，要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壯有所用。

與道之宗旨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目標都是無私的心。 

    《道德經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

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太

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

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66 

 

    若將人分為三等人，聖賢愚，即是代表的根器不同，老子在道德經上將人分

為上士、中士、下士。上等的賢人，因為根基深厚，見識超群，志量廣大，所以

一聽到「道」，就志與道合，努力的實踐。中等根器的人，由於見識的不足，對道

的認識也不清，所以雖然有緣聽到道，但是道心總不能堅持。下等人，因為見識

淺薄，不知「道」為何，而且本身自性迷昧，喜貪享受，對道是不能接受，就會

 
6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 ∙論語集注》，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82。 
66 余培林：《生命的大智慧─老子》，台北，時報文化，1982 年，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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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大笑。67聖人就是上士之人，賢人就是中士之人，愚人就是下士之人。實踐宗

教之後的人生觀分為以下幾點： 

（一）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當自己已經可以開始服務大眾的時候，也就是一種回饋與報恩的行為。只要

有利於眾生的事情，都願意去做，這代表心中已經無私，將小愛轉成大愛的行為

表現。《道德經 ∙無私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

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68 

 

    自古以來，天還是天，地仍然還是地，天地可以長久的原因都是因為不自私，

不會只顧到自營其生。聖人知道這個道理，也學著天地一樣，將自己的事放在後

面，把別人的事情放在前面，雖然聖人將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自己的不自私，造

就其偉大。很多家長願意繼續留來參加讀經班與基金會活動，一開始並不是帶領

的人多會講很多道理，往往都是被志工無私的自我所感動。這就是所謂一開始動

之以情。讓更多人感受道場的溫暖。 

 

       第一次參與基金會的課程─心靈講座是重要關鍵，讓自己重新思考生命

的價值，讓自己願意撥出時間學習如何修行，如何付出。
69 

 

五教聖人皆要眾生修「心」，在基金會可以接觸到諸天仙佛及古聖先賢的

慈語聖訓，依此而身體力行以達到聖凡雙修。 70 

 
67 上善若水家族 鄭堯章：《老子不難：易解道德經》，屏東縣，優尼旺企業，2017 年，頁 185-186。 
68 余培林：《生命的大智慧─老子》，台北，時報文化，1982 年，頁 50。 
69 志工李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2 日。 
70 志工陳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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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崇正課程和活動後，我覺得人生更有意義，人生不是只有工作和家

庭，能將自己的力量回饋給社會，讓社會更正面，更溫暖，這是一件更有

意義的事情。 71 

 

（二）立身行道報父母恩 

    養兒才方知父母之恩，手抱孩兒才知父母恩。都是說明當自己擔任父母時，

才能去體會父母的恩情。基金會的教育首重孝道，沒有父母哪有我們。聖賢之道

也再再強調孝才是為人處世的根本。 

《孝經 ∙開宗明義》：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

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72 

    中國人最重孝道，身體的養護是最基本的孝道，可是現在人往往連最基本的

孝道將身體照顧好，也都有困難。想要彰顯父母之大德，子女若能修道則能庇蔭

父母，揚顯父母的大恩德，就是盡最大的孝道。想要行孝，第一步參加完心靈講

 
71 志工王太太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72 中華經典研究學會：《幼學瓊林系列─三字經等十種合刊 ∙孝經》，台中，中華經典研究學 

會，2018 年七版，頁 75-76。 

https://ctext.org/book-of-poetry/greater-odes-of-the-kingd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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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後，接著參加七年學制的進階班，73若能清口茹素 74，設立佛堂 75，廣渡有緣人，

那父母甚至祖先都會受到庇蔭。 

 

     在自己即將出社會前父親因病驟然離世，為減低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   

憾，進入道場明理之後發愿清口安堂，三施並行且將母親帶入道場一起

修辦，期能有點滴功德迴向給父親。 76 

 

    進入道場後，了解到道的好處。在爸爸的晚年生活也帶爸爸到佛堂上課，  

讓爸爸也清口茹素，讓他的生活精采而快樂。這是為人子女感到欣慰的地

方。更希望能多佈施，回饋社會，讓身邊的人，也能多多做善事，到佛堂

上課，越多正面的力量，社會會充滿更多正能量。  

能盡量以父母公婆的名義做好事，有好東西的時候想到公婆。持續做善事，

讓父母能以我為榮。希望以自己做好事的力量，也能感化公婆也能多做善

事，希望公婆到佛堂上課，多聽好的道理，善知識，讓晚年生活更有意義。

77 

 

  《禮記 ∙祭義章》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78 

 

 
73 崇正基金會有七年學制的進階課程：禮行、義理、仁德、智勇人才、智性人才、信立講員、

信德講員、講師班。 
74 立愿清口茹素，呈奏清口表文，稟報上天將吃素一輩子。 
75 一貫道的先天佛堂，可引渡有緣人求道。 
76 陳小姐志工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77 王太太志工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78 〔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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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夫子在此篇談到孝道，認為孝有三種，尊親、弗辱、能養。所謂的尊親就

是指自己能立身行道且有大功大德，使人民尊敬其父母及讚美父母。揚名聲顯父

母是我們修道的其中一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修道沒有盡到孝道，就是人格

上有所缺失，所謂達人道才能盡天道。 

 

父母把我養育成人，望女成鳳，極盡財力精力，兒行千里母擔憂，冷暖

成敗均在父母惦記之中，父母大恩終身當報。隨時緊記至少要做到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不讓父母擔憂。 79 

      

帶領父母來上道場的課程聆聽真理，瞭解生命的意義與真相，將道理用

在生活，鼓勵父母愛惜生命調整飲食，晨昏定省，多打電話與父母聊

天，關心父母，多探望父母，多說一些道場前賢成道事蹟。
80 

 

二、使命的力量 

    人與人之間強調緣份，有緣有份才能長久。當人與佛的因緣俱足之後，內

心那份感動會化作行動，表現出來。使命乃是確認上天給予的一份責任。當心

中有認定這是我該做的事就會不延緩，心中時刻都有道。因為知道「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 81將這份職責使命的認知，非我不可，就心中有股力量會去完

成。 《論語 ∙述而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82 

 
79 呂小姐志工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 
80 志工李小姐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2 日。 
8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67。 
8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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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話是孔子在六十三歲的時候，帶領著眾弟子週遊列國近十年，其理想

仍不被各國諸侯所認同，但是一心還堅持他的理想，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 

孔子一心關心於自己所珍愛的文化，也就是他的理想，能不能傳播，他所

重視的學問能不能貫徹，這就是孔子的的強烈使命感。 83葉公是楚國的賢者，必

然敬重孔子；但是一般人沒有接觸過孔子的，會覺得孔子的德行中庸而平凡無

奇，子路所以不回答葉公所問，是不敢輕易議論老師。孟穎認為因為聖人之心

存於道，不落於俗；神在天，不在凡，故覺得養腹不如養心，學文不如學理，

捨末逐本，故能樂天知命，活潑自在，達此境者，神遊太虛與道同在，剎那即

是永恆，故不知老之將至也。84 

（一）志同道合 

    人生四大樂事之一，他鄉遇故知。人的一生若能找到一個團體，發揮自己

的所長，貢獻己力，為大眾服務，也是人生一大樂事。 

   《論語 ∙衛靈公篇》子曰：「 道不同，不相為謀。」85凡宗旨不一樣，想法也

會不樣，志向更會不一樣，行道之趨向亦分岐。正所謂的人各有志，不能強人所

難。「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觀念及想法，當要凝聚一群來自

不同的觀念、思想、人生志向、家庭背景、人生經驗的有志一同的志工，靠的就

是大家的志向是一樣的，目標是一致的，這才能完成一件件任務。在團隊當中雖

然每個人的能力都不一樣，所學也不一樣。 

    在基金會上課，雖然每個人的身份背景都不一樣，學歷也都不一樣，生長環

境更是不一樣，但是卻能秉持著孔子的入太廟每事問，學習不間斷，精進的精神，

如《論語 ∙里仁篇》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86楊伯峻認為，

 
83 杜維明作，陳靜譯：《儒教》，台北，麥田，2002 年，頁 110。 
84 孟穎：《四書心得 ∙論語全》，台南，靝巨書局，1988 年，頁 497-498。 
8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68。 
8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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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賢人，應該想向他看齊；看見不賢的人，便應該自己要反省，有沒有同他一

樣毛病。87孔子是最能改過的，見一過便改一過，所以最後才能做到「從心所欲不

踰矩」。88曾昭旭認為改過在道德上是如此重要的事，所以孔子屢屢勉勵人要勇於

改過。人除了可以在自己的過失上有最親切誠懇的反省之外，還可以借重別人的

經驗去反省。89在學習儒家的精神，在反省的這件事上，是非常重要的。雖然現代

的人要達到古代君子的內省標準有些困難，但是只要自我不斷的反省及自我評估，

對自己及團隊也都會有加分的效果。在基金會的組織是採分區制，也就是各人員

都有一個專屬負責的經理，也稱為點傳師。雖然每位負責人的管理方式不一樣，

大方向是遵照著基金會所指示的原則去實行的。在不同區域大家也為了團體，一

樣會聽從基金會只要執行的工作去執行，因為大家的志向都是一樣的。 

    孔子在他的德氣感召之下，建立了一個學術社群，這群學生就是志同道合，

雖然年齡不同，背景差異，還來自不同的國家，他們會願意跟隨著他們的老師，

就是因為他們認同孔子的見解，並且在不同的程度上參與孔子的使命，也就是把

當時道德倫理的缺失帶入了日益崩離的政體當中，孔子的使命，可以說是既艱辛

也很危險。《論語 ∙子罕篇》 

 

      子畏於匡。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90 

 

    孔老夫子雖然受到了死亡的威脅，但是他堅信他所珍愛的文化是能夠可以延

存，此一信念是如此堅定不移，所以是孔子的學生願意和他一樣堅信天道與他們

 
87 楊柏峻：《論語義注》，新北市，遠流文化，1982 年，頁 42。 
88 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論語義理疏解 ∙曾昭旭存在的命限》，台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推行委員會臺灣分會，1982 年，頁 49。 
89 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論語義理疏解 ∙曾昭旭存在的命限》，台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推行委員會臺灣分會，1982 年，頁 73。 
9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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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在。91孔子這樣的信念，也充分表現對道統自在，以承當及發揚文化的責任自

許。92當初一貫道也不被社會給認同，在各道場的前輩努力之下，獲得政府及社會

大眾的認同，才有今天的一貫道，也才有今日崇正基金會在社會上繼續，幫助許

多家庭，讓人重回生命的意義及價值，可說功不可沒。 

     

（二）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團隊中的步伐讓人堅穩紮實，可脫離現實窘境。團隊的互助，利用技巧操

作，可少走彎曲的路徑。團隊的耕心，可以完美培訓，成就善美的價值。團隊

中無形的生命力，展現精神常在，團隊中有明確的使命感，其鎖定目標不是享

受，而是前進的方向，有強烈的責任心，就不會受阻。有強烈的責任心，就是

每個明日進步的我所自來。跟著團隊走，加強群己並重，面對選擇的時候，也

不會迷失方向，因為同修永遠都是志同道合齋。這就是團隊的精神力量。 

    參加過心靈講座後，進德班，培德班，行德班，這些班期讓家長更知道自

己的責任在那，更知道每個人的任務是不一樣的。這種由內心的發菩提心，進

而化為行動力，是自己內心已經知道修道這條路，是自己終身要走路，不但要 

堅定自己的信心，更要帶動更多人的參與。《論語 ∙泰伯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 93仁者，仁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

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

規矩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

勝重任而遠到。」 94 

 
91 杜維明作，陳靜譯：《儒教》，台北，麥田，2002 年，頁 110-111。 
92 孟穎：《四書心得 ∙論語全》，台南，靝巨書局，1988 年，頁 661。 
9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04。 
9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月刊社，2009 年，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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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伯峻認為讀書人不可以不剛強而有毅力，因為他負擔沉重。路程遙遠，以

實現仁德於天下為己的的任務，這一負擔能夠說不沉重嗎？到死方休，這一路能

說不夠遙遠嗎？ 95 

「天命」二字，就是上天的命令。孔子肯定了人具有一自由的心靈，就是「仁」。

仁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一個團隊要能夠永續經營，人佔了很重要的部分。當初設

立讀經班到目前將近二十年，這二十年當中團隊的團結組織是需要運作及管理。 

 

因為要瞭解生命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而崇正基金會剛好提供這樣一個    

平台，可以對生命注入更大的能量，一般人對生命也許僅求對自己或家

人好，且只求這一世好。其實今天能來到這世界上，又能身為人就是有

其使命，如何能達成自己的使命，才能賦予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96 

 

 因為感恩基金會對社會國家的付出，自己只要跟著基金會舉辦的各種活

動多加參與就能奉獻一己之力回饋基金會、社會乃至於國家。 97 

 

    社會瞬時萬變，一般人一直在追求流行的，新的東西，忽略也遺忘最原始

最重要的道德倫理觀念，有點本末倒置。社會新聞二十四小時一直在報導

負面新聞，如果社會上能有多一點的正面能量的傳播，良善的力量，將會

帶給社會更不一樣的體悟和覺醒。大部份家長都覺得品格比學業重要，關

於品格，真的不是一句口號，應該是面對它，重視它，付出行動，讀經班

的小孩真的不一樣，在小孩的成長過程中，好的道理要不斷地持續地灌溉，

 
95 楊柏峻：《論語義注》，新北市，遠流文化，1982 年，頁 87。 
96 呂小姐志工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 
97 陳小姐志工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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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小孩正確的行為。大部分人都活在別人的眼裡，我覺得這是一條對的

路，我不想活在別人的眼裡。 98 

 

     生命的價值，由自己決定。基金會的課程及志工運作，一直在讓自已可以 

提升自己的生命價值，這是對的方向，讓自己覺得每天都有目標，生命有意

義。 99 

 

    上天給予每個人的時間都是相同的，凡人與聖人也都是人，為何聖賢可以造

就聖賢，凡人卻只是凡人。凡人只要透過學習，去體察天心，就會讓原本就良善

的本性，更加的顯示出來。可見人的觀念是可以由潛移默化當中，一步步的去改

變，人的良善是可以引導的。這個社會更需要一股的清流，來讓整個社會更良善。

研究者多年來，秉持的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為中心思想。努力推廣讀

經教育，讓藉由讀經教育的家庭，也能更多的家庭，接受基金會的教育，讓更多

家庭來基金會修行，改變自己與家庭，讓社會更加祥和，家庭更加溫暖有愛。 

 

 

 

 

 

 

 

 

 

 
98 王太太志工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 
99 李小姐志工訪問於西元 2020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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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崇正基金會在眾多道務推廣管道中，其中以兒童讀經班的推廣，作為道務推

廣管道為研究。探討眾多方向中，為何可以從兒童讀經的方式，一步步地引導家

長可以由一位讀經的參與者，慢慢的成為一位宗教的實踐者。崇正基金會本著教

化人心為良善，參與諸多社會教化活動，教育社會各階層的人員，在注重社會教

化工作當中，推動兒童讀經就是一個最好的教化工作了，讀經又是社會當中最容

易也最能讓人接受的社會教化活動之一了。藉由讀經班的活動當中去推廣公益活

動是最容易銜接上來的，因為讀經班本身就是一個公益活動了。這是最容易跟一

般大眾容易接軌的地方，宗教要融入社會，必須走入大眾，藉由研究者實地的參

與推廣兒童讀經教育二十年的推廣，推論出藉由兒童讀經的管道是可以引導更多

的家人來參與崇正基金會的，讓修行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很多團體都有在推廣兒童讀經，每個團體的特色也都不一樣。很多文獻論文

相關研究兒童讀經部份，大都是以兒童行為改變、品格、學習、課業作為探討，

本論文是針對由讀經參與後，轉變為推廣讀經及宗教實踐成效已經有所成果，將

其歷程加以探討展現出來。 

 

    社會大眾可以接受讀經為有益的，從中國歷代教育當中，可以窺探歷代讀

書人就是要讀四書五經，從政為官科舉考試，一律都是以經典為依據。且自古

的皇帝皇朝子弟皆都以聖賢的經典教育為主要教材，經典就是聖賢所留下的聖

言，遵行其經典內容處事，可建立良好的人格，既可以修身到治國皆可。歷朝來

所有的教育的教材皆以經典教育為主，到了清朝末期，國家逐漸衰落，被西方

國家侵入，教育方向也逐漸改變，認為自古以來所讀的經典已不能適應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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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西方教育才是王道，讀經典就被人們給遺忘了。經典既然被遺忘了，那臺

灣讀經教育的推廣，那是如何可以到現在被社會大眾給接受。從明朝鄭成功時

代，就開始將經典在臺灣深根，到清朝接管臺灣之後，清朝對臺灣人民經典教

育也相當重視相當。那時臺灣人民一樣是可以到大陸參加科舉考試，對臺灣教

育制度也與清朝經典典章制度都是一樣。清朝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統治，

日本政府想盡辦法使臺灣人民受日皇教育，剛開始一樣也是保留漢文教育，經

典部份是逐漸從學校當中慢慢減少。雖然日本政府打壓臺灣民眾在漢文經典教

育部份，但是民間團體一直極力將漢文經典教育的根僅抓住，也讓中國經典文

化繼續保留下來。臺灣光化之後，由國民政府接管之後，臺灣人民以為脫離日

本統治之後，一切都會變更好，但是因為政治因素使得整個社會氛圍都是緊張

的，讓臺灣也進入了所謂戒嚴時期。臺灣解嚴之後，社會環境國家競爭力提升

的要求，讓臺灣教育也進入了改革的時代。民國八十三年（西元一九九四年）是

臺灣首次發動教育史上第一次的教育改革運動，其中一樣教育鬆綁，也讓兒童

讀經在此鬆綁教育體制之下，獲得了發展的機會。讓我們有重拾老祖宗的智慧，

讓我們從回到聖賢的世界，我們一切都要歸功於極力推廣讀經的團體，其中崇

正基金會在推廣讀經方面也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基金會雖然是一個宗教團體，對社會教育關懷一樣是不遺餘力。崇正基金會

在黃董事長世妍睿智領導之下，教化人心不忘從兒童開始教育，在全省推廣兒童

讀經，讓更多家長受惠，使其家庭美滿。中國文化歷史悠久，中國傳統文化經學

典籍，蘊含了人類高尚的情操思想，這些經典教育內容的本質是包含，中國人培

養良善與安穩的特質，及自修的教育，也造就中國文明豐富的人文涵養與長久不

衰的實力。中國傳統教育最重道德品格，視為最高的教育理想，在今日普世觀價

值，道德的淪喪，經典教育更凸顯為重要性。基金內部的教育系統規劃，讓一般

民眾由淺而深的潛移默化當中，了解其宗旨。基金會推廣讀經過程當中，能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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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時間集合社會資源有效且順利，將兒童讀經推展開來，對社會的啟發與影響

有很大的助益。且讀經教育近年來受到了社會各界賢達人士的重視，把握兒童時

期是道德的黃金時期，若能在兒童時期加強讀經，長大之後人格發展對其個人、

家庭、學校、社會、國家都有其正面的影響力。 

 

    從研究者本身所參與推廣兩所兒童讀經作為研究對象，其對象就是兩所讀經

班的家長所展現出來的研究。研究者從實地參與及觀察當中，家長對讀經班的參

與程度，是會否影響宗教推廣傳統文化的廣度。因為有些家長即使孩子讀經班畢

業了，亦繼續在讀經班服務，成為志工老師，進而成為崇正志工，再進而推廣至

他地。家長參與到的程度從讀經班當志工老師，有從基金會的最初級的進階班，

禮行班到負責一方的經理都有。在人生路程上找了方向，因為基金會的引導，從

一開始是家長轉變能為自己及眾生服務。這一路上都是靠自己的堅持與團體的鼓

勵，讓家長們在生活習慣上也有了改變，這些改變如：吃素、安堂、開荒…。從

二十年來家長能吃素、安堂、開荒的，不是每個讀經班的家長都有可能，研究者

對於自己所參與的兩所讀經班，家長能成為道場幹部，一路上從一個人修行到齊

家修行，做為一紀錄，因為對象只有研究者所參與的兩所讀經班，所以不能代表

所有崇正所有的讀經班，因研究者本身關係無法擴大研究，僅以兩個讀經班作為

研究。  

               

    宗教組織藉由讀經教育的推動，進行其道務經營的開展，是一個正在發展中

的社會現象。崇正基會藉由此推廣，推廣二十年對其道務發展有其助益性。證明

由兒童讀經推廣道務是可行性的，只是需要時間。望期崇正基金會能投入更多人

力及時間來經營這個區塊，可讓其道務推展增增日上，是指日可待的。 

    研究者囿於學術專業有待加強，但能為兒童讀經推廣及其崇正基會推廣道務

上，留下紀錄盡點棉薄之力，若有此理想人士，期待能一起探討作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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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採訪同意書 

 

____________君您好，我是南華大學文學系在職專班的學生康素玲，此採訪要作

研究論文，題目： 『從讀經參與到宗教實踐─以崇正基金會台中地區推廣為例』，

採訪過程會全程錄音跟筆錄，這些僅供論文相關部分使用，絕不會有任何洩漏個

人資料及訪談真實姓名的情況，若採訪過程當中有不愉快不想回答的問題，不用

回答沒有關係，這些資料都是為了讓論文研究更加詳細而作的採訪。 

     我們的問題若您都可以回答，可以幫忙回答，我們只會使用您同意使用的

部分， 

 真的非常感謝您接受採訪。 

 

 

 

 

 

 

 

 

 

 

受訪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採訪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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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志工訪問卷 

附錄二  

                            採訪記錄 
  

採訪日期：  

受訪者姓名： 

幾位小孩讀經(有小孩者填)：  

讀經教學大約幾年：  

小孩幾歲開始讀經(有小孩者填)： 

職業：  

居住地： 

學歷：  

問題： 

1、參與志工讀經教學當初的動機及理念是什麼？ 

2、在當讀經班志工老師最大的快樂及成就為何？ 

3、支持您來當志工最大的動力及信念是什麼？ 

4、讀經班的氛圍與一般社會團體社團最大的不同特色是什麼？ 

5、因應社會變化，您認為讀經班教學可以在往哪方面改善？ 

6、從參與讀經志工教學當中，對您及家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7、當讀經志工教學，您的使命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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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家長訪問卷 

附錄  三 

                            採訪記錄 
  

採訪日期： 

受訪者姓名： 

幾位小孩讀經： 

讀經大約幾年： 

小孩幾歲開始讀經： 

職業： 

居住地： 

學歷： 

問題： 

 1、在您的記憶中當初是甚麼因緣動機之下來參加那一個兒童讀經班？ 

 2、當初支持您堅持來讀經班繼續上課的原因與關鍵是什麼？ 

 3、讀經這幾年有落實在家與孩子一同讀經嗎？每週與孩子一同上讀經班最大  

的收穫是什麼？ 

5、  讀經班成長營的課程是否有對自己與家庭關係中改善了甚麼？ 

6、 對於讀經班的人、事、物 是否有觸動之處？請舉例。 

6、對於當初參加讀經班接軌崇正邀約的活動是否覺得有宗教色彩？ 

7、第一次參加崇正基金所辦的活動是什麼？當時的感受如何？ 

8、 在什麼因緣之下來參加崇正基金會所辦的宗教類型的活動或講座？當時的

感受如何?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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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人對於自己參加崇正基金會所辦活動認同度？認同原因?不認同原因？ 

10、參與崇正的課程或活動有最大的收穫及感想，對自己跟家庭生活的變化部

分是什麼？改變什麼？ 

11、 影響您進入崇正基金會當修行的重要關鍵是什麼？可否簡述之… 

12、處在家庭與基金會之間，發生衝突時,如何去調配？如何做取捨？ 

13、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何讓自己盡量做到？達到齊家修行目的。 

14、 因應社會潮流不斷的改變，讀經班是否要改變方式，在讀經班方面如何讓

更多的家長來參與基金會?？可否建議之？ 

15、如何使道化家庭推廣的更加普遍？您的看法是什麼？ 

16、何種信念讓您對基金會的堅持到現在？簡述之。 

17、 對自己所擔任職責的承擔如何去做規劃？ 

18、目前修行到現今最大的感想是什麼？ 

19、您認為自己的使命感是甚麼？ 

20、一路走來，最想對自己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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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讀經學童訪問卷 

附錄  四 

                            採訪記錄 
  

採訪日期: 

受訪者姓名： 

幾歲開始讀經： 

目前就讀或職業： 

居住地： 

學歷： 

問題： 

1、當初如何來讀經班讀經？讀了幾年？ 

2、參加讀經班對您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3、若從新選擇您會再來讀經嗎？ 

4、讀經對您的生活、工作、課業上是否有影響？影響是什麼？ 

5、若您有下一代，是否願意繼續讓下一代繼續讀經？ 

6、您認為現在的讀經是否因應目前的社會潮流？為什麼？ 

7、您最想感謝的人是誰？為什麼？ 

8、若有機會您是否願意推廣讀經教育？ 

9、讀經教育對現在社會有何重要性？ 

10、讀經給您有何種的價值觀？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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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師資研習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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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招生簡章 

南屯國小社區中英文兒童品格讀經班第 24 期招生 

0-13 歲是孩子記憶力的黃金時期 

親愛的家長您好: 

歡迎帶孩子來學習品格，藉由老師的引導，經典的啟發，提升品格。  
*面對新世紀(品格)才是最重要的第一堂課,妳要如何薰陶孩子優秀

的品格?請用老祖宗的最佳智慧法門─從小誦讀優質經典文化，學習

聖賢做人處事的經典，可薰陶孩子優秀的品格及知識的潛能開發! 

*我們南屯讀經班的孩子: 

古如巧 讀經 5 年 101 年 考取台北科技大學 

古晉丞 讀經 5 年-103 年 考取台灣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 : 南屯國小讀經班    ◆協辦單位 : 南屯國小  

◆指導單位：中華經典研究學會  ◆主辦單位：台中市南屯社區發展協會  

◆上課內容：書法、 孟子、英文經典、三字經、 品格教育等 

◆上課時間：105/2/19～105/08/05 （每週五 19：30～21：00） 

◆上課地點：南屯國小◆ 招生對象：五歲以上至國小六年級 

◆免費教學，酌收教材費(新生-900 元 舊生-700 元)，請於開課當天繳交。 
◆錄取原則:為顧及晚上小朋友到校園學習的安全性及讀經有效性， 必須父母最少一位參加陪同

上課，並預繳保證金 300 元(全勤退費)， 夫妻一起報名， 只收一位的保證金。  

 ◆報名專線： 張老師/ 康老師 

南屯國小社區中英文兒童品格讀經班第經 24 期報名表 

學生姓名  性  別  費用 
新生 900元 舊生 700元 

  

生  日  學  校  年  級  

電  話 
(家) 

(手) 
住  址  

家長成長營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生日  

學歷  職業  保證金 
300 元 

 

全勤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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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台中市政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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