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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學》 

試題評析 

第二題：第二題是時事相關的哲學題，反應出許多哲學家近年來對人權和文化議題的關注。如市

北師的一些教授向來便相當關注此一議題。這類議題雖然在哲學上已不是新的論述，但

由於文化公約條文有其特定內容，是學生在答題時較難的地方。 
第三題：此題又是典型的分析哲學考題，歷年來占高考考題一半以上。這題與Peters的分析哲學也

有關係，考生應熟悉其分析哲學的核心論述，才能融入考題之中，拿到高分。 

高分命中 第三題：此題是上課中常提到的分析哲學考題，在講義中的第31-45頁。 

 

一、教育哲學的研究主要有兩種途徑，一種是從某個哲學派別來引申其教育涵義，另一種是針對教

育活動做哲學思考。然而，兩者皆有其缺點，請加以說明。（25分） 

答： 
教育哲學本基於哲學基礎理論支持，透過思辨與內容彰顯，從而應用至教育實務領域；同時，也因為教育實務

應用，從而藉此驗證哲學理論之正確性。因此，以下分別從哲學派別申論教育涵義與針對教育活動進行哲學思

考的雙向角度，進行二者在論述上可能缺失的範疇。 
(一)從哲學的思考層面進行分析 

1.哲學就是愛智 
2.哲學是科學的科學 
3.哲學是規約 
4.哲學是思辨 
5.哲學是分析 
6.哲學是一門學科或學問 
7.哲學就是一部哲學史的總體發展 
8.哲學是回家 

(二)哲學與教育的關係 
1.哲學的發生乃基於教育的需要 

研究社會人生問題為對象的有意義哲學，可溯自希臘時代的哲人學者的行走各邦，教導人們道德、政

治、管理與技術等。各個時代的教育理論與實施是當時主要哲學思潮的反應並隨之變遷。 
2.教育活動啟發個人與社會互動 

在實際教育活動中發生個人與世界、個人與社會、知識與行為，以及戒訓與反省的各種問題與省思。當

時的哲人學者提出的教育思想，包括：提出研究人的重要性、宣揚文法與修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注重

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等。 
3.哲學與教育的應有關係 

「無哲學的教育是盲的，無教育的哲學是空的」代表教育和哲學存在密不可分的關係。哲學因於教育需

求而發生、教育的理論與實施隨各時代哲學主要思潮而變遷、教育目的之決定需要哲學導引、教育內容

的選擇需要哲學的批判，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哲學是教育的普通原理，以及教師需要哲學的基本概念

等層面。 
4.教育內容的選擇需要哲學的批判 

教育內容係由各科理論與教材構成，其價值必須經由認定的規準判斷，而正確的價值判斷正是哲學的主

要功能。唯有不同哲學見解下的不同判斷，在不同的規準下才能對於不同課程與教材產生不同評價。 
5.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 

哲學是重視實踐的學問，若學而不行則理論將流於空泛。因此，檢驗哲學合乎真理否，就是透過教育將

之付諸實行，而成為哲學的實驗室。 

二、試說明「文化多樣性」的意義，並闡述公共教育應如何回應文化多樣性的要求。（25分） 

答：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早於2001年通過『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2005年，又通過「保護文化內容多樣性暨藝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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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公約」（簡稱為文化多樣性公約）。此舉意味著世界各國已開始正視文化單一化的危機，極力推動文化多樣

性。個人先從文化多樣性的意義先說明，再論述公共教育如何回應此一議題。 
(一)根據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文化多樣性主要有以下幾個精神 

1.文化多元主義 
文化多樣性認為不同文化皆為人類共同資產，如同生物多樣性對於自然生態運作的重要。所以採文化多

元主義，也就要讓不同文化的人類公民皆能參與公共事務，凝聚社會活力，使不同文化的人們能和諧的

互動，借以達成文化多樣性。如此，亦能促進人類社會的經濟、知識、情感上的發展。 
2.文化多樣性及人權 

文化多樣性不免涉及人權的維謢，特別是少數民族和原住民等弱勢民族。因為這些民族的人權和文化常

常是沒有受到尊重，故文化也常被漠視。在文化權為基本的人權下，世界應尊重不同族群的文化使用、

表達和創作權力，提供足夠的教育以使其有能力使用其文化，和認同其文化。 
3.文化多樣性及創造 

為使文化及社會創造力結合，文化資產須被保存、改進和交流對話。社會應承認文化創造者的社會貢獻

與權力，保障其文化創作內容的權利。政府應提出相關政策，使這些作品能更自由的流通，並受更多保

障。 
4.文化多樣性及世界團結 

為使全球文化有更多交流和創造，各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應彼此強化之間的文化交流，可透過公

部門、私部門和公民社會組織等方式來推動。而國家組織也應把這些文流視為是其發展策略的重點之

一。 
(二)公共教育應如何落實文化多樣性 

根據上述文化多樣性的精神，公共教育可從以下方式著手： 
1.提昇教育活動的文化多元性 

以批判教育學的角度來看，教育活動向來是國家霸權傳遞意識型態的最佳途徑。在文化多元主義的精神

下，教育活動不應再只是少數主流文化代表的單一發聲工具，而應讓更多不同文化的使用者，皆有權力

對公共教育的課程內容發展。 
2.應特別重視原住民、新住民等少數和弱勢族群的人權 

傳統教育是漢人文化為主，若欲發展文化多樣性，勢必就要讓原住民和新住民等少數族群有更多的人

權。當這些人受到保護和尊重，其文化發聲對機會自然增加。故公共教育中，國家可強化對少數和弱勢

族群的人權與尊重。 
3.公共教育是促進文化保存和交流和創作的推手 

文化的保存是多樣性的基礎，文化的交流是豐富文化的開始，文化的創造是文化多樣性的社會力展現，

但它們的運作都非簡短時間能完成。公共教育可做為推手，例如將文化透過教科書內容來保存，將文化

對話融入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並鼓勵學生的創作文化。 
4.建立不同文化的交流平台與機制 

公共教育是國家框架下的產品，其實國際之間並沒有有效率的交流機制，若欲使文化交流對話更可行，

各類組織(包括國家教育系統、私部門、非政府組織)應協助建立更具體可行的機制，使教師更容 

 

 

三、試申論教師權威的類型及其正用與誤用。（25分） 

答： 
以Peters的角度來看，教師權威的運用目的在於使學生能認識合理的權威，也讓學生能在民主的社會有其自主

性。以下便就教師權威的種類，及其正用和誤用的可能做說明。 
(一)教師權威的種類 

1.傳統的權威 
此權威來自傳統文化的賦予，如中國文化中，認為師者為傳道、授業、解惑者，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對教師賦予相當大的社會地位。 
2.法理的權威 

法理的權威來自社會結構制度中賦予教師此一角色的法定權威，如教師有權為學生打分數便是最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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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理權威。 
3.人格的權威 

人格權威來自教師個人表現出來的感召力，其力量影響到學生內在對教師的尊重和信任，進而尊從和信

服教師的要求和命令。 
4.專業的權威 

專業權威是來自教師個人在課程內容專業的表現，例如數學老師在數學方面高超的數學知識和能力會使

學生對教師所教的數學產生高度的認同。 
(二)可能的正用與誤用 

1.傳統的權威 
正用：教師若利用傳統權威的形象，強化學生對自已此一權威角色的社會責任和合理性的批判，便為是

一種傳統權威的正用。 
誤用：教師若利用傳統權威塑造個人的不可冒犯感，要求學生一味的聽從自已的命令，不需思考，便是

傳統權威的誤用。 
2.法理的權威 

正用：教師若利用法理權威懲罰學生，不過是以全體的學習為前題，並考慮學生犯錯的因素，也反省自

已教學上是否有需改進之處，該法理權威的運用便為適當。 
誤用：教師若用法理權威來不當的懲罰學生，做為表達個人情緒或班級管教的唯一方式，便為誤用。 

3.人格的權威 
正用：教師若運用人格權威，建立起良好的身教典範，或激勵學生向上努力，便可強化學生的學習動

機，是為正用。 
誤用：教師若運用人格權威，做為分化學生和孤立學生的手段，無法讓犯錯的學生能在更具良好情感關

係下反省與學習，則為誤用。 
4.專業的權威 

正用：教師若運用專業權威，示範專業學習過程中的正確學習態度和方法，則為正用。 
誤用：若是教師在展示專業權威時，強調的是專業上的不可被質疑性，使學生不敢質疑知識的合法性和

合理性，則為誤用。 

 

 

四、價值問題的反省在教育過程的規劃上具有基礎性的意義，但是學者對於「事物有價值是因為我

們欲求它們，或是因為它們本身有價值我們才欲求？」這個問題有不同的見解，遂又可分為價

值主觀論和價值客觀論。試分別說明價值主觀論和價值客觀論的基本論點，並析論這兩種理論

在教育上的意義。（25分） 

答： 
價值論，本屬教育哲學內涵領域之一。然而，價值的建立，往往又有主觀與客觀取向之異。尤其，當價值涉及

事物與個體之間交互作用，卻往往牽扯個體欲求與事物本質的起源關係。以下，先以主客二觀論述內涵，再溯

及個體與事物之間互動的判斷，析論如下： 
(一)價值主觀與客觀二者內涵論述 

1.價值是伴隨著人類的出現而出現，是由人類的主觀意識來定義的。“對象＂有無價值，主要在於它能否

引起快感，價值是一種“有效＂的觀念，是主觀假定、主觀滿意、主觀興趣或占有情感的表達，因此價

值只存在於人類的意識中，而根本不存在其他的價值本原，也就是說，只有人類才是價值的最終本原。 
2.價值來源於自然界，並是隨著人類的進化而化，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價值的終極本原只能是運動著

的物質世界和勞動著的人類社會。 
3.事實上，價值既有其客觀的存在形式，又有其主觀的反映形式。主觀價值又有價值觀與情感兩種具體形

式。其中，價值觀是人對絕對價值的認識，或者說是人對價值絕對性的認識；情感是人對相對價值的認

識，或者說是人對價值相對性的認識。因此價值觀（或情感）與價值的關係在本質上就是主觀與客觀的

關係。 
4.顯然，客觀價值由客觀價值標準來確定，主觀價值由主觀價值標準來確定。客觀價值標準就是主體的本

質力，主觀價值標準就是主體的欲望、感情、情緒、興趣等，它們是客觀價值標準在人腦中的反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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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5.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的關係在本質上就是主觀與客觀的關係：一方面，客觀價值決定和制約著主觀價

值，主觀價值是對客觀價值的反映，是以客觀價值為基礎，並圍繞客觀價值上下波動；另一方面，主觀

價值具有一定的相對獨立性，並對客觀價值具有一定程度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表現在對客觀價值的誘

導、強化或限制。 
(二)個體欲求與事物本質互動關係 

1.商品不是人類社會自始至終都有的，它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勞動產品成為商品，只因為他們是在社會

分工的條件下彼此獨立進行的私人勞動或個別集團勞動的產品。 
2.社會分工使商品生產者的勞動成為社會總勞動的一部分，但它們卻直接的是私人勞動而不是社會勞動。

生產者之間勞動上的社會聯繫，他們勞動的社會性質，只有通過交換勞動產品才表現出來，從而生產商

品的勞動才表現為價值。 
3.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料並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的時候，每一個人的勞動從一開始就

將成為直接的社會勞動，生產者不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勞動，也就不再表現為價值

了。 
4.在任何社會條件下，勞動產品都有使用價值，但只有用於交換的勞動產品即商品，才不僅有使用價值而

且有價值。 
5.由於勞動產品轉化為商品，人類勞動才表現為價值。因此，價值是一個歷史範疇。勞動產品成為商品的

條件，就是勞動表現為價值的條件。價值的歷史性由商品的歷史性所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