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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德教育的生活體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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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活體驗模式旨在突破傳統品德教育缺失，倡導創新、前膽的三核心三維品德教育

理論。生活體驗模式以學生為本，以生活為用，以體驗反思實踐為法，交融道德認知、

情感與行動等三個層面，強化尊重、責任、公正、信任、關懷戚恩與公民責任六主軸，

深化自我發展、社會和諧與自然永續等三個層次，來陶塑知善、愛善與行善三善及自

我、社我與物我三我之健全人格。

關鍵詞:品德教育\生活體驗模式\體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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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是個知識爆炸、科技發達的時 息沉浸、全腦貫通與激發生命潛能，並陶

代，是個物質享受快速成長的時代，更是 養健康人格。此圓融互攝自然生態、類生

個道德沉淪、品格低下的時代。為此，世 態和內生態的三重生態模式，乃品德教育

界各國紛紛著重品德教育，積極運用各種 的創新、可行模式。筆者基於臺灣推動大

教育的作為，提升人民道德涵養。然而， 學、中小學課程與參與教育改革的經驗，

道德依然沉淪、品格依然低下，究其因乃 參酌劉驚鐸「生態體驗論」及國內外學者

未能窺知傳統品德教育之失，沿襲誤導的 的論述，提出陶塑知善、愛善與行善三善

品德教育方式，未提出具體可行的模式。 及自我、社我與物我三我健全人格之「生

以往品德教育主要缺失有三: 活體驗模式」。

一為「八股說教 J 教師本著好東西 「生活體驗模式」以學生為本，以

要和學生分享的態度直接灌輸學生接受， 生活為用，以體驗反思實踐為法，交融道

父母、師長、同學、大眾傳播工其常用八 德認知、情戚與行動等三個層面，強化尊

古式的直接說教來灌輸學生，但經常造成 重、責任、公正、信任、關懷感恩與公民

道德認知與行為實踐的脫節、理論與實際 責任等六大主軸，深化自我發展、社會和

落差、說教內容與事實出入，衍生學生更 諧與自然永續等三個層次，來陶塑三善三

多困惑。 我之健全人格。生活體驗模式的三核心三

二為「放任不管 J 極少數教師因為 維架構，如圖1 。

管教學生動則得咎，乾脆放任不管，僅要 生活體驗模式強化「以學生為本 J

求學生獨立自主與自我負責，未予積極協 品德教育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與評量均從

助、方向導引或適切約束，使得學生求助 學生角度出發，力求符合學生身心發展，

無門或無師長討論，衍生更多行為偏差。 提高學習興趣。著重「以生活為用 J 品

三為「不當模仿示範 J 模仿示範本 德教育起自生活、承之生活、轉用生活及

是良好教學方法，然若僅停留在示範者的 合於生活，從生活出發，在生活體驗、在

價值觀未討論其深層意義，可能發生示範 轉化反思及在生活統整實踐。秉持「以體

者的言行不一致或不同示範者的行為不一 驗反思實踐為法 J 採取從生活體驗出

致的現象，將使得模仿示範流於淺層表象 發、從反思體悟、從實踐內化的模式，破

未能深究其意義。 除傳統從講述出發、從示範灌輸、從法規

劉驚鐸( 2006 )提出「生態體驗 外爍的方式。

論 J 從自然生態、類生態和內生態之三 而除揭藥「以學生為本，以生活為

重生態圓融互攝來反思、重構道德教育過 用，以體驗反思實踐為法」的三核心思維

程，營造兼顧知識學習、人格健康成長的 外，生活體驗模式更提出三六三的生活體

教育文化氛圍，使導引者和體驗者雙方全 驗模式的三維架構及三善三我的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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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歷史文化而異，教師應審視學生的

心理特徵與行為衡量發展階段，方能適切

實施品德教育。品德教育課程設計應以學

段，約5至10歲的兒童屬此階段，兒童們對

道德行為的思維判斷，多半是根據別人設

定的外在標準;三為「自律道德」階段，

|三層紅 | 

生為中心，使其有深入省思、情戚分享及

反覆練習之機會，並引發其內在動機以達

自治自律。在品德教育過程中，可藉由論

辯、價值澄清、角色扮演、戲劇、閱讀、

合作學習、服務學習等多元教學方式，促

使學生由外在動力引發其內在動機，由他

律進而自律(李琪明， 2004) 。

Vygotsky的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vism) 改變以往客觀主義認為

「知識乃由教師直接傳授給予學習者」的

說法，而注重以學生為中心，主張學生必

須主動參與學習歷程，建構屬於自己的知

識 (Vygotsky， 1986) 。教師已經不再是

知識的提供者，而是輔助者或引導者的角

色，在學生學習的歷程中適時地給予機會

去組合 (combine) 、批判( criticize ) 

澄清( clari方)知識，進而建立自己的新知

約9至 11歲以後的兒童屬此階段，兒童對

道德行為的思維判斷，多半能根據自己認

可的內在標準(張春興， 2007 ;歐陽教，

1974 )。可見， 10歲左右是兒童由他律邁

向自律的關鍵期。

Kohlberg (1969) 道德發展的三期六

段論乃以習俗( convention )為標準，習俗

乃社會習俗或社會規範'合於社會規範的

行為，就是道德行為。 Kohlberg道德發展

的三期六段論如表1 '此表的年齡劃分不是

嚴格區分，而是約略區分，教師實施品德

教育時，可掌握三期六段的順序，循序漸

進地引導學生涵養品德素養。

Piaget道德發展理論、 Kohlberg道德發

展的三期六段論提出道德發展乃遵循「他

律而後自律」、「循序漸進」兩原則，然

各階段年齡之區分會因不同國家所處地理

三
層
面
Y

德發展必須兼顧知善、愛善與行善三善，

循序顧及自我、社我與物我三我，方能成

為強化自我發展，並善盡社會與自然的責

任的健全人格。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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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責
任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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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道德認知、情感與行動」為品德

教育三層面，以生活體驗交融此三層面，

可彌補知意行分離的品德教育缺失，強化

學生可用、能用、有用的道德實踐信念與

能力。「尊重、責任、公正、信任、關懷

感恩、公民責任」為品德教育六主軸，以

生活的體驗反思實踐來深耕此六主軸，避

免盲然失焦，以聚焦深化的方式有效地提

升學生的品德涵養。「自我發展、社會

和諧與自然永續」為品德教育三層次，從

生活體驗串連自我、社我到物我的道德發

展歷程，推動品德教育從自我發展、社會

和諧到自然永續的歷程，避免傳統隨興而

為、雜亂無章的推動歷程，由內而外地循

序漸進提升學生的品德發展層次。「三善

三我的健全人格」為品德教育總目標，品

責
任

生活體驗論的三核心三維架構

尊
重

自然永續

六
主
軸
X

社會和諧

自我發展

圖 1

一、以學生為本的品德教育
Kohlberg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論

心理特徵

只從表面看行為後果的好壤。盲目服從權戚，旨在逃

避懲罰。

只按行為後果是否帶來需求的滿足，以判斷行為的好

壞。

尋求別人認可，凡是成人讚賞的，自己就認為是對

的。

遵守社會規範，認定規範中所定的事項是不能改變的

了解行為規範是為維持社會秩序且經大眾同意而建立

的，只要大眾共識社會規範是可以改變的。

道德判斷係以個人的倫理觀念為基礎。個人的倫理觀

念用於判斷是非時，具有一致性與普遍性

註. *表中三期所列年齡不是嚴格劃分，只是概約區別。引自由。ges in development of moral 
thought and action, by L. Kohlberg, 1969.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_IO~踏足

3.尋求認可取向

(乖孩子取向)

4.遵守法規取向

5.社會法制取向

期別 發展階段

一、前習俗道德期1.避罰服從取向

(9 歲以下) * 
2.相對功利取向

6.普遍倫理取向

二、習俗道德期

(10至20歲)

三、後習俗道德期

(20歲以上)

表l

「以學生為本」的生活體驗，強調實

施品德教育應符合學生身心發展，課程設

計、教學方法與評量均應參酌Piaget道德

發展理論、 Kohlberg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

論，教師不宜違反道德認知發展施教。

Piaget將道德發展理論分為三階段:一

為「無律道德階段 J 約1. 5至7歲的兒童

屬此階段，兒童道德意識還未產生，沒有

一定的規則，行為既不是道德，也非不道

德，屬於無律階段;二為「他律道德」階

j紛至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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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意義或價值。

美國波士頓大學Ryan (2002) 提出

'6E J 的品德教育教學模式，乃擺脫說教

串書的傳統方式，善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

學模式，此6E教學方法為:

(一)楷模學習 (example)

教師除以身作則為道德示範者外，可

介紹歷史、文學或現實社會中值得學習的

楷模(如英雄或人物典範) ，亦可透過角

色扮演讓學生去體會楷模的內在戚受。

(二)氣氛或倫理環境 (ethos or ethics 

environment) 

.可

(五)體驗( experience ) 缺失。

Dewey ( 1929) 區分經驗為日常生活

的初級經驗與反思的次級經驗，生活經驗

是反思性經驗的材料，對於不同思維所建

構的獨特概念化世界，只有回到生活經

驗，才能看清各自的發源點，疏通對話的

管道。 Dewey認為，人不能直接經歷、親

身感覺的概念難以深化，概念體系或高度

抽象的概念與理論，只有還原到生活經

驗，才容易被人理解。生活經驗是個人直

接參與生活世界而得的經歷與見聞，保留

了生命成長的完整軌跡，具有基礎性的價

值，它是反思性經驗的起點與終點;沉緬

在抽象思維的學者，只有溯源生活經驗，

才能避免專斷的謬失。概念化經驗抽離其

實的生活情境，很容易變成顯微鏡下的橫

斷切片，雖然能夠彰顯經驗的部分內容，

卻也遮蔽了經驗潛藏的可能性。若習得的

抽象知識無法回溯到自身的生活經驗來體

驗，知識將只是智性的遊戲，不僅缺乏生

活實踐的意義，亦將造成人與生活世界的

疏離。

生活體驗模式呼應Dewey的理念，著

重「以生活為用 J 品德教育起自生活、

承之生活、轉用生活及合於生活，從生活

出發，在生活體驗、在轉化反思及在生活

統整實踐。實施品德教育應抱持「品德即

生活，處處皆品德」的最高原則，以「四

教」融入生活教育實施，身教」乃教師

於日常生活以身作則，著重師生交凰互

動，言教」乃教師善用成語、名言佳

道德不應停留在認知，而應從體驗中

力行道德行動;教師教導學生習得有效的

助人技巧，安排校內外活動，鼓勵其積極

參與，有機會親身體驗自己對別人或社會

有所貢獻。

(六)期望卓越 (expectations of 

excellent) 

道德不是媚俗或外塑的行為，而是

不斷自我提升的歷程，教師應鼓勵學生為

自己設定合理、卓越的目標，並盡力去完

成，以持續提升自己的道德涵養。

學校或教師推動品德教育不能只是實 二、以生活為用的品德教育

施一個方案，而應統整所有方案，營造出

暢所欲言、傾聽、尊重、公平、合作的倫

理環境。

(三)解釋( explanation ) 

教師教學不能靠灌輸式的記誦或遵守

規範，而應與學生真誠對話，解除其疑惑

並敢發其道德認知，促其確實了解各規範

背後隱含的意義與價值。

(四)情感 (emotion)

教師採取指責的方式只限於重大、必

須的事件，平時應從情感、真誠層面來勸

勉( exhortation ) ，勸勉乃真心地讓學生知

善( to know the good) 、愛善 (to love the 

good) 及行善 (to do the good) ，激發其

良善的動機與行為。

Dewey ( 1916) 認為，教育不等於學

校教育，強調「教育即生活 J 主張教育

應生活化，含括家庭、學校、社會等全面

的生活內涵;強調「教育即生長 J 主張

經驗是不斷的更新與追求進步，不斷的向

上與向善，而學生經驗是教學的起點，經

驗的改造與重組是教學的終點，所以，教

育可視為連續的智性成長歷程。

Dewey (1938) 實驗學校課程以生活

為中心，利用活動方式將學習內容融合在

活動過程中，不僅提高學生學習意願，更

讓學生的校外經驗與校內經驗連成一線，

達到經驗持續成長與改造的目的。其以

「教育即生活」理念，運用活動課程來建

立學生學習經驗的完整性，避免傳統課程

學習經驗零碎片段、籍制學生經驗發展的

謀‘種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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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記憶背誦，境教」乃學校營造傾聽、

尊重、公平、合作的倫理情境，制教」

乃學校建置推動品德教育完善機制，透過

法制化、制度化來提升學生品德涵養。

三、以體驗、反思與實踐為法的品德

教育

Dewey (1938) 著重「生活經驗是

反思性經驗的材料」、「反思的次級經

驗」、「回溯到自身生活經驗來體驗」的

生活經驗與實踐觀點，強調經驗不斷重組

與改造歷程的「反思思考」

Dewey (1916 , p. 89) 視「教育為經

驗不斷重組與改造的歷程 J 然經驗的重

組與改造若缺乏理性導引，將淪為盲目改

造，衍生失序與混亂。教育要拓展學生的

經驗，導引其成長，不能忽視思考相關因

素，更不應忽略反思思考的培養。

Vygotsky ( 1986 )強調，兒童時期的

學習可經由兒童與成人的對話來理解事物

的意義。兒童的學習是先由成人的示範教

導後，逐漸地透過參與活動，來感受活

動的意義;再將活動中所犯的錯誤進行反

思，以重新建構新的概念;最後，將活動

中的體驗內化為自己的基模知識，做為往

後學習時的基礎知識。

Do l1 (1993) 強調課程結構的內在聯

繫'旨在聯繫透過「做與做中反思」過程

來發展課程的深度，反思過程讓課程隨

時間的推移變得愈來愈豐富。 Dol1認為，

「反思要返回自身 J 思考是「回歸」的

句、好文和詩詞來潛移默化學生，而非要 「重新討論 J 第二次看或想，即是一種

-71//;戶寸 靡一些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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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生產、發展的產生。 較傳統教學生動活潑、較能提高學生學習

生活體驗模式參酌Dewey (1916 , 興趣(李坤崇， 2004) 。因此，生活體驗

1938 )、 Dol1 (1993) 及Vygotsky (1986) 不僅是真實情境的活動，更是深度接觸內

觀點提出「以體驗反思實踐為法 J 採取 心世界的活動，應著重活動的實踐、體

從生活體驗出發、從反思體悟、從實踐內 驗、反思與分享，讓學生進行深入的自我

化的模式，破除傳統從講述出發、從示範 探索與反思意義。

灌輸、從法規外爍的方式。

生活體驗模式強調，品德教育應著重

體驗意義與生活實踐，讓學生接觸真實的

環境事物，掌握體驗事物及現象的戚覺，

(二)生活體驗乃做中學的生活歷程

生活體驗學習應掌握「親身體驗、做

中學、嘗試錯誤」的精神，而非「記憶背

進而將此體驗概念化、實踐化與生活化， 誦、坐著學、一次成功」的概念。學生運

如此，方能符合臺灣2000年來教育改革強 用心到、口到、眼到、耳到、手到、腳到

調「給學生帶得走的能力，而非背不動的 的全方位體驗來涵養道德情操，此較傳統

書包」的精神，亦闡述「給學生可用、能 著重眼到、心到的記憶，較易讓學生深切

用、有用的實踐能力，而非死背、死記、 感受道德情操的意義與內涵，較易保留品

死讀的空泛知識」的理念。 德教育的學習結果，較易覺察真正核心問

題(李坤崇， 2011) 
(一)生活體驗乃真實生活情境的深度接觸

(三)生活體驗應延伸於生活實踐
「體驗」係指在真實情境、與環境

的種種事物接觸而產生的經驗[""生活體 品德教育是為了提升學生道德涵養，

驗」乃在生活情境與人事物的真實接觸產 用之日常生活，創造更美好的社會。體驗

生的經驗。接觸本身就是體驗，而前提是 若僅限於認知、內化，而未能延伸到日常

如何接觸。接觸不能紙上談兵，應親身參 生活具體實踐，將與以往重視知識與概

與實際活動，並經過一段長時間體會、討 念、輕忽能力與行為的陋習無異。因此，

論或反思，才能深切地體認其涵義。現 生活體驗學習乃為生活而學習的「實踐

今學校推動品德教育辦理的體驗活動， 式」學習，並促使學生以更豐富、更多元

通常只是辦理一些活動，活動結束後，再 更具信心的方式來表現自己(李坤崇，

找一、兩位同學發表心得，且僅限於口述 2011) 。

活動心得而未引導實踐、體驗、反思與分

享，導致活動僅能算是一種初步的散發體

驗活動。儘管如此，此種初步做發的體驗

活動在現今國中國小已屬難能可貴，起碼

(四)反思應呼應體驗與掌握四項前提

Sarason (1984 , pp. 224團225 )認為，

「學生不是只靠做中學，而是以思考一

-7I/J);三仔一個

『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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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一思考一行動的模式學習 J 0 Dewey 驗與戶外親驗的結合，可誘發學生的生命

(1916) 依據體驗涉入反思的程度，將 戚動和道德體驗，開歐道德智慧，提升道

體驗分為「試誤式體驗 J (trial and error 德境界。推動品德教育不能停留於體驗與

experience) 與「反思式體驗 J ( reflect 反思，卻未於生活中實踐。體驗與反思乃

experience )。其中[""試誤式體驗」乃嘗 實踐的準備，實踐乃體驗與反思的行動，

試一種方法錯誤後，繼續嘗試其他方法， 經由實踐反思實踐「行知行」的循環，逐

直到成功為止，之後便運用成功方法解決 漸深化品德素養，內化成為品德習慣。

問題。但若未能了解行動與結果之關連，

則此表面成功的方法未必能解決問題。
四、三層面的品德教育:以生活體驗

交融道德認知、情戚與行動
「反思式體驗」則是嘗試一種方法錯誤

後，分析錯誤原因與結果間的關聯，再繼 Lickona (1991 ， 2010) 認為，品格是

續嘗試其他方法，直到成功為止，之後便 一種以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來回應外在情

運用成功方法解決問題。 Dewey ( 1916, p. 境的一種內在氣質，包含道德認知(moral 

170 )強調[""反思乃有意圖的努力，發掘 knowing) 、道德情戚 (moral feeling) 及

所做的事與導致結果的具體關係，力求將 道德行動 (moral action) 等三個相關的元

行動與結果產生連結」。 素(如圖2) 。

CostaWKallick (2000) 認為，反思 道德認知 (moral knowing) 強調認知

歷程中，教師為引導學生成為知識的生產 層面，其內容含括六項:

者而非消費者，扮演「發掘意義的促進

者 J 即扮演學生和學習內涵間的橋樑，

以有效的方式引導學生完成學習活動、檢

(一)道德覺知( moral awareness ) 

面對需要道德判斷的情境時，能利用

視自我的成長、從學習內容與歷程中建構 自己的智能仔細判斷出正確的行動。

意義，並將學習成果遷移至其他領域與情

境中。

教師進行反思教學，至少必須掌握

(二)了解道德價值 (knowing moral 

values) 

「了解學生思考方式」、「創造一個思考 了解如何將道德價值(如負責、誠

的環境」與「培養學生為一個自律的學習 實......等)表現在不同的情境中。

者」等四項前提(李坤崇， 2011) 
(三)角色取替( perspective-taking ) 

(五)實踐應融入生活並內化為習慣 能用別人的觀點來看事情，即能了解

劉驚鐸 (2006 )強調，生態體驗教育 他人思考、戚受與反應的能力。

乃在實踐中戚動師生的生命，著重室內體

Jq怨氣一



(四)道德推理( moral reasoning ) (四)愛善 (Ioving the good) 

了解哪些是道德的行為之外，更能依 熱愛「善 J 若人們喜歡「善 J 則

據本身所具備的智能去推知、了解為什麼 會因行「善」而戚到愉快。

它們是道德的行為。
(五)自我控制( self-control ) 

(五)做道德決定 (decision making ) 
能抑制自己的衝動或暫時克制自己獲

面對道德情境時，能仔細地思考「我 得慾望的滿足，尋求更遠大目標的心理歷

的選擇什麼?這個決定後的行動可能會產 程。

生什麼結果 J 7 
(六)謙遜 (humility)

(六)自我認論( self-knowledge ) 
乃自我認識的情意層面，除讓自己真

能檢視自己的行為並自我評量，了解 誠地了解事實外，更願意改正自己錯誤，

自己道德的優缺點，並設法予以改善。 藉此克服傲慢。

道德情感 (moral feeling) 著重情意層 道德行動 (moral action) 著重行為層

面， Lickona ( 1991 )強調，知道對與錯的 面，乃道德認知、道德情戚的衍生結果，

判斷並不保證會做出正確的行動，尚須輔 Lickona (1991 )認為，若有良好的道德認

以道德情戚，此包括六項: 知及道德情戚，較可能做出個體所知道且

認為是對的事。然若個體知道或戚覺到應
(一)良知( conscience ) 

如何行動時，卻未付諸行動，常係欠缺下

包含認知面及情意面，前者係指知道 列三項所致:

何者為是，後者則是一種感覺應做「對的

事」的義務戚。 (一)能力( competence ) 

(二)自尊( self-esteem ) 
係指將道德判斷及情感有效轉化為道

德行動的能力，例如:很多人均知道要妥

覺得自己是有價值戚、重要戚及自尊 善和諧地化解衝突，卻往往做不到，此係

鼠的人，能接納自己、喜歡自己。 欠缺傾聽、溝通及尋求雙方可接受方案的

能力。
(三)同理心 (empathy)

指能設身處地地以當事人的立場去體

會當事人的心境與戚受。

(二)意志 (will ) 

在面臨道德判斷情境時，正確的選擇

往往是較困難執行的方案，此時，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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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J 主 i

強烈的意志。而意志是一種自我認為應該

如何做的動力，係道德勇氣的核心。

五、六主軸的品德教育:以生活體驗

深化品德教育六主軸

(三)習慣 (habit)

乃個體從事道德行動時，不會去思考

美國親職組織Josephson Institute 

( 1992) 召集心理學者、倫理學者與教育

界人士，研究提出「品格的六支柱 J (six 
「何者是正確的選擇 J 因此，行動已成

為生活的習慣。 pillars of character) ，現已成為全美及世界

Lickona ( 1991 )強調道德行動乃道德 各國推動品格教育的重要基石。生活體驗

認知、道德情戚的衍生結果，以道德行動 模式以此六支柱為基礎，微修其意涵，提

串連道德認知、道德情戚，如圖2 。

由圖2可知，以道德行動串連道德認

出六主軸的品德教育，如下:

(一)尊重 (respect)

知、道德情戚乃脆弱的連結，無法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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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認知

1.道德覺知

2.了解道德價值

3.角色取替

4.道德推理

5.做決定

6.自我認識

道德情戚

1.良知

2. 自尊

3.同理心

4.愛善

5.自我控制

6.謙遜

道德行動

1.能力

2.意志
3.習慣

圖2 良好品格的三元素 O 引自Educating for character: How our schools can teach 陀spect and 

responsibility (p. 53), by T. Lickona, 1991. New York, NY: Bantam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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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認知

1.道德覺知

2.了解道德價值

3.角色取替

4.道德推理

5.做決定

6.自我認識

道德情戚

1.良知

2. 自尊

3.同理心

4.愛善

5.自我控制

6.謙遜

道德行動

1.能力

2.意志
3.習慣

圖3 以生活體驗為核心的道德三元素 D 引自Educating for character: How our schools can 

teach respect and responsibili紗~ by T. Lickona, 1991. N ew York, NY: Bantam Books. 

(二)責任( responsibility ) (五)時懷成恩 (caring)

培養學生表現應做本分的行為，即盡 深化學生展現關懷感恩的行為，即待

力做好自己該做的事，負責盡職、不推讓 人寬厚、幫助有需要的人、對別人的感受

卸責，以及三思而後行為自己的行為後果 敏銳、絕不刻薄或傷害別人、從做好事中

負責。 變成好人、以及感激並回饋他人。

(三)公正 (fairness) (六)公民責任( citizenship ) 

強化學生展現公平正宜、沒有偏私的 培養學生要展現善盡公民一份子的行

行為，即待人公平不偏私、公平對待不同 為，即盡己力讓學校社區和世界變得更美

族群、不古別人便宜、不搞小圈圈、行事 好，對身邊的事物盡一份責任、參加社區

正直正義、廉潔白持。 服務、幫忙照顧環境、做個好鄰居，以及

遵守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法規。
(四)信任( trustworthiness ) 

落實品德教育「尊重、責任、公正、

增進學生表現信賴可靠的行為，即誠 信任、關懷感恩與公民責任」六主軸，應

實無欺(說真話，做實事，反對欺詐、虛 掌握生活體驗模式的三核心，即以學生為

偽)、信守諾言(說到做到，切思大話、 本，以生活為用，體驗反思實踐為法。

空話、假話) ，以及言行相符值得信賴

(不背信忘義或失信於人)。

一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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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層次的品德教育:以生活體驗 發展、社會和諧到自然永績的歷程，避免

串連自我、社我到物我的三層次 傳統隨興而為、雜亂無章的推動歷程由，

內而外循序漸進提升學生的品德發展層
Dewey ( 1938 )主張，實驗學校的假 也

";1\ 。

設係結合學習與生活，在自然情境中達成
「自我發展」層次著重引導學生負責

學習與教化之功，學生在學校大社會結構
盡職與不推設卸責，遵守法律規定與道德

與活動中，逐漸學習克己自律，而非純
規範，追求創新創意與邁向卓越，做事刻

粹追求自我發展。 Dewey不僅以學生為中
苦耐勞與勤上進，力行儉樸潔並有羞

心，重視個人能力的培養，更以社群為
恥心，做人誠實無欺與信守諾言，探索自

中心，強調群體生活的社會責任。上述與
我潛能與發展自我價值，增進自我管理知

Josephson Institute (1992) 強調「公民責
能與強化自律負責，尊重自己與他人生命

進而體會生命的價值，追尋真善美與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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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因此，生活體驗模式提出「自我 七、三維統整的品德教育:以三維交

發展、社會和諧與自然永續」為品德教育 集設計課程、教學與評量

三層次，從生活體驗串連自我、社我到物
生活體驗模式提出「道德認知、情

我的道德發展歷程，推動品德教育從自我
戚與行動」三層面 (Y軸)、「尊重、責

際斤2偽i



任、公正、信任、關懷戚恩與公民責任」

六主軸 (X軸)、「自我發展、社會和諧

與自然永續」三層次 (Z軸)的三維架構。

學校或教師推動品德教育應以此三維

來設計課程、教學與評量，例如:教師必

須了解其課程、教學設計主要係三維各個

向度的交集，如甲師設計國小低年級「負

責」的課程，可能為X軸的責任、 y軸的道

德認知、 Z軸的自我發展的交集;乙師設

計高中三年級「負責」的課程，可能為X

軸的責任、 Y軸的道德行為、 z軸的自然永

續的交集。上述甲師、乙師因學生年齡不

同、身心發展互異，雖同屬Y軸的責任，

但在三層面及三層次當有所差異，不應以

同樣的三軸交集教導不同年齡的學生。

八、陶塑健全人格的品德教育:陶塑

三善三我之健全人格

品德教育屬教育本質之基礎工程，必

須兼顧全人教育，涵養學生的健全人格。

Ryan (2002) 與Lickona ( 1991 )均強調

完整的品德教育應包括三善，即知善 (to

know the good) 、愛善( to love the good) 

1I亡于

及行善( to do the good )。品德教育不應，

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必須擴及社群團體、

大自然環境，故應包括三我，即自我發

展、社會和諧到自然永績的品德教育「自

我、社我、物我」三層次，因此，生活體

驗模式以「陶塑三善三我之健全人格」為

品德教育總目標。

九、結語:理論的濫觴，前膽的動力

筆者基於臺灣推動大學、中小學課程

與參與教育改革的經驗，參酌劉驚鐸「生

態體驗論」及內外學者的論述，試著提出

品德教育的「生活體驗模式 J 以三核

心三維的架構涵養學生三善三我的健全人

格。

揭藥「生活體驗模式」的理論模式

只是個開始，而非結束，未來將持續闡述

理論的實踐，尤其是在各級學校的課程設

計、教學方法及教學評量。本文僅拋磚引

玉，期能有更多學者關注此品德教育範

疇，一起為提升學生品德涵養而努力，更

期盼學者專家惠予指導，讓此理論持續改

善，成為前瞻永續的動力。

咱哥

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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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全球化的衝擊，推動國際教育已是各國明顯的發展趨勢之一。臺灣與韓國均

面臨全球化挑戰，在推動國際教育上，有一些可以相互借鏡之措施。本文旨在闡述臺灣

與韓國國教育之發展與展望。

在國際教育現況上，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之推動相對於高等教育國際化而言較晚，

但已透過〈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積極推動中小學之國際教育;臺灣學校推動中

小學國際教育現況偏向國際交流;國際教育實施尚缺全國調查機制;臺灣外籍生人數已

逐年成長。而韓國積極推動之「韓國留學計畫 J 已持續增加留韓學生人數;透過「留

學韓國2020專案計畫 J 以吸引優秀青年來韓留學;韓國外籍生中，中國大陸留學生占

近四分之三比例。

在未來展望上，臺灣與韓國各有其現實需要面對:首先，臺灣正值起步階段，仍

面臨實施內容深度與廣度不足、實施條件資源與支援欠缺等問題;相對地，韓國則設有

國立國際教育院，專責國際教育政策之推動。其次，臺灣有〈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

書} ，以為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展之明確指哥 r ;韓國則尚無類似白皮書。最後，兩國均在

大學國際化持續努力，而韓國招收留學生之比率於近年快速成長。

Themse of 峙位pen…1耐 ISωb忱r昀m吋e翎a

education and tωo promo叫te innovative, forward-looking theories of three-core and three

dimensional moral education. Life experience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students and used 

in reallife, employs a method of experiencing re:flective practice, blends three dimensions: 

moral cognition, emotion and action, strengthens six core values: respect, responsibility, 

justness, trust, caring and gratitude, as well as civic responsibility, and deepens three levels: 

self-development, social harmony and nature sustainability to shape sound and complete 

personality, which consists ofthree aspects of goodness: knowing goodness, loving goodness 

and doing good deeds, and three types of self: real self, social self and physical self. 

關鍵詞:臺灣\韓國、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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