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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學》 
 

一、杜威（John Dewey）曾言：「哲學是教育的普通原理，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試依此申論哲

學與教育之關係。（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算是基本題，考生只要確實掌握Dewey的理念，並分別從哲學與教育之關係談論，便能得高

分。 

考點命中 
1.《高點教育哲學講義》第一回，金耀基編撰，頁15-16。 
2.《高點教育哲學講義》第三回，金耀基編撰，頁7-11。 

 

答： 
Dewey承襲其師實用主義的觀點及Darwin生物學的漸近主義、心理學、Hegel的辯證邏輯與Emerson的先驗哲學

影響，促使他的學說不僅重視理論原則之外，亦很強調與實務面之聯結，以其破除理論與實務之差異。所以

「哲學是教育的普遍原理，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一語，可窺知Dewey欲減少哲學與教育之間的差距。以下即

依題意，論述Dewey此話的哲學與教育之關係： 
(一)哲學作為教育的基礎原理 

1.對傳統理性主義教育的批評 
Dewey認為過去對教育本質的看法有兩種極端： 
(1)是認為兒童內在有其天生且完美的心靈，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開展兒童這些內在的能力，將內在外在

化。這種看法以福祿貝爾的開展說為代表。 
(2)是認為教育的本質在於從外在對心靈進行塑造。他們認為兒童的心靈就如一塊白板，既然是塊白板，

那麼教育的目的就是把有系統、有組織的東西放在兒童的心靈。 
2.對經驗雙重判準之強調 

(1)經驗的連續性 
每種經驗既從過去經驗中採納了某些東西，同時又以某種方式改變未來的經驗。但連續性是否具備教

育價值還要考慮到它是否符合生長的方向。因此，Dewey還說，生長的經驗是連續性的，但連續性的

經驗卻不一定是生長的。 
(2)經驗的交互作用 

經驗產生需有外在的客觀條件和內在心理條件，而經驗的交互作用就是考慮到這種因素的交互作用，

也就是經驗只有在這兩種因素交互作用下才能產生。而符合上述這兩種判準的經驗，就會達成Dewey
所說：「教育即經驗的不斷重組。」 

(二)教育作為哲學的實驗室 
1.教育即成長 

在《經驗與教育》一書中，Dewey說，生長，或者是發展中的成長，不僅是指身體的生長，而且還指智

力和道德的生長。這樣的生長是一種過程，因為它會不斷的重組、開展與轉化。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保

留住這樣的生長力。 
2.教育無目的 

Dewey認為教育無需用成人的標準來框定兒童，兒童的生長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無需用一個外在

的，成人的目的來約束自已。所以Dewey才會說道：「教育的過程中，沒有它自身以外的目的，它就是

它自己的目的。」 
3.教育即生活 

1897年，Dewey在＜我的教育信條＞一文中宣稱：「我認為教育是生活的過程，而不是為將來生活做準

備。 
4.教育是學校、自然與社會生活的一體 

傳統教育把兒童的學校學習從家庭與社區、自然環境中分離，也因此使得兒童的生活支離破碎。而

Dewey認為學校生活、自然生活、社會生活，都是學生生活的一部分，應將之統一，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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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以看出Dewey的企圖在於將哲學與教育融為一體，此概念也深深位臺灣教育學者所熟稔，所以，

歐陽教才以「沒有哲學的教育是盲的，沒有教育的哲學是空的」回應之。但本文卻認為Dewey此番話的缺點在

於將哲學與教育視為符應的觀點在表述，這與Deleuze的流變與哲學即創造的間性觀有極大差異。所以哲學與

教育之關係，仍舊值得吾人所深思。 

 

二、試闡述盧梭（J. J. Rousseau）的自然觀與人性觀，對於今日教育的意義。（25分） 

試題評析 
此乃基本題，考生只要清楚說明Rousseau的自然主義及對人性的看法，最後將之運用到教育場

域。最後，並注意相關的缺失，便會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教育哲學講義》第五回，自然主義，金耀基編撰，頁2-4。 

 

答：  
將Rousseau自然主義觀點闡述淋漓盡致的莫過於1762年的《愛彌兒》一書，扉頁處的「天生萬物皆為善，一經

人手便為惡」一語，更道盡了他對社會文明與社會不公平的憤恨。在其主張的人應服從自然規律與法則的學說

下，究竟對教育產生多少火花，即是本文欲闡述之理。以下即依題意，分述相關內涵： 
(一)Rousseau對自然與人性的觀點 

1.自然與文明的對立 
Rousseau（1762）在《愛彌兒》一書中開始便說：「凡自然者皆善，一經人手則惡」。在他的看法裡，

自然包涵了整個世界萬物，而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應服從自然的規律與法則。而自然的善之所

以被破壞，就是因為人類社會文明所產生的問題，特別是他所謂的社會不平等問題。 
2.自然狀態說 

Rousseau研究人在自然狀態的情況下究竟會是怎樣的狀態，也就是在沒有來往、家庭、語言、技能……

等情況下，人類的最初狀態為何。結果他發現，自然狀態下的人具有自我生存和同情憐憫的本能。此外

也有服從或反抗的自由，而這也是人類精神所在；故他認為：人生而自由，但進入社會後就逐漸失去自

由。 
3.社會不平等說 

人雖自由，卻也包含著喪失自由的原因。因為人在生理上是不平等的，會因年齡、心智、與體力而不

同，因此在社會上就會造成人在技術、知識、聲望、財富上的差異。而這就是社會不平等的來源。 
4.性善說 

(1)自然性善說 
性善說和自然主義是一致的，正如上述自然狀態裡也包含著同情憐憫的本能，所以Rousseau認為：良

心是天賦的自然感情。 
(2)良心在道德，也在知識 

Rousseau認為自然狀態的人沒有理性與知識，只有良心。而良心不只對人的道德起作用，它同時也對

人類知識活動的判斷起著作用。所以Rousseau宣稱他的知識論其實就是良心原則。他說：「凡是良心

不能加以拒絕的知識都是明確的，而與這些知識相關的知識都是真實的，而對於其它的一切則都存

疑，既不拒絕，也不承認。 
(3)理性需基於良心 

Rousseau沒有隨著其他當時的哲學家高歌理性，他反而還明確的說：「人之高於動物，不在理性，而

在良心；無良心的理性是一種無規範的特權，依靠它，只會使我們錯上加錯。」而這種看法也因此突

顯他對大多數人民的重視，而非少數菁英所提倡的那種理性。 
(二)對今日教育的啟示 

1.教育的目的在保護並發展兒童自然的天性 
不讓他們受到成人與社會的傷害。兒童有其自然天性，而且從嬰幼兒、兒童、到青少年、成人……，是

一連貫的發展過程。其天性應受到尊重，而非受成人的控制與規範。 
2.消極教育說（negative education） 

為了保護並發展兒童自然的天性，Rousseau提出消極教育說。因為他認為當時歐洲的教育與教材都是違

反兒童的天性，而且與現實生活脫離。因此他主張不要給兒童世俗的教材，而要以自然現象為教材，例

如：他在《愛彌兒》中提到，十二歲前不要學拉丁語或古典名著。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3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3

3.三位教師 
在《愛彌兒》中，Rousseau還提到人的教育來自三種途徑：一是自然，因為萬物皆來自自然，故它是我

們學習對象；二是事物，也就是透過周遭環境所得到的經驗來學習；三是人的天性，也就是利用所學習

的內容來使人們內在的天性得到發展。 
4.用實物取代符號 

當時教育一向將書本做為知識的主要來源，但Rousseau認為符號過於抽象，應用具體的實物來做為教育

的內容。所以他說：「絕對不要以符號代替所謂的事物，除非人們無法顯示事物本身。因為兒童的注意

力若放在符號上，那他會忘記符號所代表事物的真正意義。」也因此，Rousseau也常鼓勵教師與學生應

共同製作教具，除了有經驗上的收獲，也可用實物進行教學。 
5.重視經驗上的道德教育 

Rousseau的道德教育同樣也和當時社會的方式不同。他認為不應過早把社會的道德規範教給學生，而是

要讓學生在經驗當中體會道德的意義，例如：學生若打破窗戶，他就會受到風吹雨打的苦，所以他可以

進行自我的道德教育。 
綜合上述，可得知Rousseau是以「自然」的方式去除人為的意識與作為，並反批文明對人類的傷害。這些訴求

反映在今日的教育上，演變成了兒童中心說，一切的教育方式要以自然及學童為主，教學過程非常重視實物的

教學與自然懲罰。但自然懲罰的方式卻也受多諸多抨擊，畢竟沒有一位家長敢拿自己小孩的生命當賭注，此乃

Rousseau自然主義運用至教育的弊端。 

 

三、鄉土教育是臺灣地區非常獨特的一項多元文化教育課題，試分析鄉土教育的意涵及其與多元文

化主義的相關性，並論述其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主要考鄉土教育的源起、內容與實施，考生主要需克服的是：（1）鄉土教育與多元文化的關

係；（2）鄉土教育的實施問題。如果考生能順利解答，必能得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教育哲學講義》第六回，批判教育，金耀基編撰，頁15-21。 

2.《高點教育哲學講義》第八回，後現代主義，金耀基編撰，頁8，11-12。 

 

答：  
民國八十七學年度，宜蘭縣首推鄉土教育的方式，開啟了臺灣中央與地方教育分歧的濫觴，也讓諸多有志之士

有了省思臺灣教育長期以來忽略本土意識的機會。以下茲就題意，分述相關內容如下： 
(一)鄉土教育的意涵 

鄉土教育是以當地的兒童經驗為主，探究生活居住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強調因時、因地、因事制宜的一

種教學活動。鄉土教育的實施是以兒童直接進行觀察為主，其所獲取的經驗旨在幫助兒童了解其所生長的

環境、認識家鄉的文化特色，藉以培養認識與觀察鄉土的能力。最後，才能激發熱愛鄉土的興趣與情懷。

在這一系列的教學過程中，其目的除了培養學生萌生多元文化觀與世界觀之外，更重要的是由愛家、愛

鄉、愛國，進而熱愛居住的大環境。所以，鄉土教育是一極具「鄉土特色」與「時代背景」的教育議題，

也符合當前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理念。 
(二)鄉土教育與多元文化的相關性 

1.鄉土教育的理念受到多元文化的啟迪 
多元文化強調每一種文化都具有獨立性與獨特性，透過不同文化的差異與交流去構成一整體。因此，鄉

土教育亦在應尊重在地的各種文化，並鼓勵每一成員都有參與社會各層面的權利與機會。教育的內容便

是從居住的生活環境、歷史文物、自然景觀與鄉土藝術去擷取素材，使之成為一個愛土、愛鄉的好國

民。 
2.兩者都在肯認差異 

多元文化的目的在抗拒族群的大一統文化意識，而臺灣的鄉土教育則在抗衡大中國意識，兩者都是以邊

緣差異的文化為核心，從外到核心內部的批判。簡言之，兩者都是在表達對差異的肯認。 
(三)鄉土教育的實施困境 

1.實施的時間受限 
每週一節（約40分鐘）的教學活動，教師視地方特性，可彈性安排鄉土語言（母語）及有關鄉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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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文化等教學課程，但由於僅有一節課的時間，成效有限。 
2.沒有明列九年一貫課程之中，學科地位不明。 

鄉土教育並沒有明確列入課程綱要中，因此需要靠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及縣、市政府對鄉土教育之重視

與否，才有可能持續推行，否則鄉土教育有被邊緣化的危機。 
3.教師自編課程，內容品質不一 

大部分的教材來源都是教師自編，恐會有內容品質不一的情況，影響學生的學習。加上教師可能對執教

學校的鄉土民情不夠深刻理解，因此教師只有做鄉土知識的傳授，而無法達到情意教學的效果。 
4.課程內容缺乏連貫性 

教材缺乏連慣性，導致學生所獲得的鄉土知識是零亂無章的，且有時亦可能造成太過重視鄉土知識，而

忽略了與其他學習領域的結合。 
綜合上述，臺灣之所以實施鄉土教育有其歷史包袱，但如果由不熟悉此包袱的學者、教師來撰寫相關課程內

容，在教學上勢必會將原本推行鄉土教育的美意大打折扣，此就如同當前的十二年國教一般，立意雖美但配套

措施與政策思慮不足，便會產生很多悲劇。如果要能順遂推動鄉土教育，相關人員的培訓及教師對該鄉土民情

之掌握便顯得十分重要。 

 

四、請說明當今媒體發達後對價值教育所造成的衝擊及可能的對策。（25分） 

試題評析 
考生須留意的是「價值教育」的意義，媒體如何形塑他/她們的報導，這些內容如何影響我們。釐

清這些關係，才可能會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教育哲學講義》第十回，對道德教育的分析，金耀基編撰，頁25-31。 

 

答： 
隨著1987年的解嚴，接續的是一波波的自由民主化運動，並逐漸取消黨禁與開放言論、報章雜誌的自由言談，

讓臺灣真正朝著民主國家的步伐邁進。但當我們高喊媒體自由的當下，卻也額外延伸出許多值得思考的道德判

斷的議題，因為當下臺灣的閱聽人對媒體的態度即是：沒有腥羶色的內容便不會去看或聽，於是各大媒體寧願

扭曲事實也不願報導有意義的事情，長期累積下來的結果便是如今日所言的「媒體治國」。以下便依題意，針

對相關內容一一敘述： 
(一)媒體發達下對價值教育的影響 

1.倫理道德價值的怦壞 
現今的媒體報導，大多以腥羶色的內容為主，充分危害到人們的閱讀選擇權及青少年的身心發展，不僅

造成道德價值的脫序，更讓人們無視倫理綱常的存在。 
2.失去了對倫理道德價值的衡量判準 

在媒體報導下的「只要我喜歡有何不可以」，已成為諸多青少年的口頭禪，這讓倫理道德價值的衡量判

準變成了個人主義的喜樂判斷，很容易造成人際關係的緊張。 
(二)因應對策 

1.加強傳媒相關系所學生的價值教育 
所謂治標治本，為了避免日後媒體報導的偏誤，可先從相關系所的學生進行相關的價值教育，培養他/她
們具有道德的價值使命。就如Dewey認為課程內容要與生活能串連的用意一樣。 

2.培訓傳媒人員的道德感 
從事傳媒相關工作的人，除了拼收視率外，共重要的是為這個社會負責。所以，針對這些從業人員，可

透過在教育的方式培養他/她們正確的播報新聞的態度，而不是一昧迎合大眾的口味，有選擇性的播放。

此外，在播報內容時，言語的表達內容與方式亦很重要，要特別注重受害者的隱私，如日前巴西球員內

馬爾受傷，便有護士將相關影片流出，甚至還比「勝利」（Ya）的手勢，此行為便非常不可取，須加以

懲戒。或許這就如同Dewey重視道德價值的實用與實踐，而非僅是學習原理原則而已。 
3.改善民眾對媒體的信賴 

臺灣媒體之如此變調，閱聽人也是要負一大責任。所以任何的教育，都應該重視價值教育一環，不應該

放任學生或社會大眾的目無法紀，而民眾在閱讀相關報章雜誌的內容時，亦必須審慎，不要全然相信，

要持有批判與反思的精神與態度，就如同Sandel所尋求的共善一般。 
4.重視公民的能力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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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ssbaum結合美學與正義的詩性正義，關注的是公民能力的發揮，並要求我們能關心他人並想像與解決

複雜的問題，這些都可作為日後價值教育的培訓基礎。 
綜合上述，由於媒體資訊已成為人們日常接收訊息的主要一環，媒體如果一直播送負面或不好的訊息，勢必影

響人們的身心發展甚至是過家安全，這也就是為何教育部於2002年會公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的原因。而本文亦

提及三方面作為因應，分別從相關系所的學生、相關從業人員與閱聽人的習慣方面著手，期望透過加強相關從

業人員的道德感以改善媒體治國之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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