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3

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的危机

与因应策略之研究

姜 得 胜
国立嘉义大学教育学系所 教授
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摘要：本研究主要目的，旨于探索台湾自2001学年度起正式推动「九年一贯课

程」，删除其前国民中小学课程中的「道德教育」相关科目后，当前学生「道德认知

基本素养」的表现。

冀期达成主要研究目的，首先采用文献分析初步验证「道德」相关研究之重要

性，并以哲学思辩切入厘清人类伦理道德规范之本质；进而采自编之「日常生活道

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问卷」，以台湾云嘉南县市高中职一、二年级学生为施测样本，

随机取样六所学校，共154班，总共抽测样本6244份，无效样本578份，有效样本

5666份，进行初步统计，探索高中职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核心伦理道德「四维八德」

之认知基本素养。

研究结果发现，受测学生表现极为不佳，于有效样本中，有2609人(46.05%)

不知「四维」的名称，有5040人(88.95%)不知「四维」的意涵；至于「八德」则有

3067人(54.13%)不知其名称，有5322人(93.93%)不知其意义；当前台湾高中职道

德教育之危机，可见一斑。

面对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之危机，根据前述研究结果，乃从家庭、学

校、社会与政府此四层面提出合理性因应策略如下：

（一）、家庭层面：主要策略为父母以身作则，进而需建立家庭生命共同体伦理观、

营造学习型家庭氛围，同时需合理辅导子女交友、上网时间与用途，俾以发挥

家庭之伦理道德教化功能。

（二）、学校层面：各级教育阶段间具有前后因果关系，亦即高中职的道德教育危机

与国中小阶段攸关密切，故对于高中职之因应策略需中小学（含国中小与高中

职）统合兼顾，始具有意义；主要策略为学校师长之身教与言教兼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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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行政之境教与制教并重、兼顾正式课程与融入其他课程策略、德育教学目

标具体可行且避免过度理想化、德育教学内容生活化且避免流于空洞化、德育

教学方法适应个别差异以多元采用且避免过度教条化；除此外，德育教学评量

需认知、行为、情意等兼顾具体可行且需避免偏重认知范畴。

（三）、社会层面：学生离开家庭、学校后，很难以避免地会受如大染缸般的外在大

社会环境所影响，故面对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的危机，社会层面之主要策

略除强化媒体自律能力外，且须顾及媒体光明面与黑暗面新闻宜平衡报导；同

时，期待社会正派团体组织，多举办具有教育成长学习意义的康乐性与社交联

谊性活动，俾以导引青少年远离网咖、不正当场所、毒品与不良帮派。

（四）、政府层面：面对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的危机，有关前述家庭、学校与社

会层面所提出之因应策略，有许多面向亟需政府同步提出相符应政策以配合，

始得达成目标；换言之，政府面对此教育危机，除需积极具体落实家庭教育法

以强化家庭教化功能与将道德教育列入国中小正式课程外，政府也需严格审定

教科书与强化教师选择补充教材之专业素养；同时，亦当修法以合理辅导媒体

正常化、修法严禁未成年者不得进入网咖与不正当场所且严惩未严格管控的商

店业者、修法以严惩利用「毒品」与「不良帮派」引诱青少年犯罪者。

除前述外，作者也根据整体研究流程与结论，从研究对象、研究区域、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此四层面提出合理性建议，以资为未来相关研究之参考。

关键字：道德、高中职、四维八德

壹、绪论

一、研究动机

人类任何族群，为利其社会各类制度之公正、公平、客观与合理推动，人类行

为规范之必要性，实为任何人在任何时代皆不容否认的。自古迄今，维系人类社会

正常运作之主要规范有「伦理道德」、「法律」，其次为「社会舆论」、「风俗习

惯」与「宗教」，而其最根本源头乃在于人类的「良心」（即「知识论」所谓之「理

性」），足见当人类尚未制定「法律」前，人类社会行为之主要规范为人类与生俱

存「良心」所逐渐建构而成的「伦理道德」规范(姜得胜，2010)。

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流长，深具文化包容性，内涵博大精深，屹立亚洲，自成特

色，与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文化有许多差异。回顾中华民族教育发展史，

我国最早的教育制度，似可揆诸于《尚书》〈舜典〉。舜典曰：「帝曰：『契，百

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五教」即指「父义、

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王凤喈，1979，p. 27）；而「五品」则意指五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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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子、兄﹑弟此五种伦常关系（教育部，1994），足见自古以来，我国即极

为重视「道德教育」。而中华民族「新教育」(西式教育)之发展时期，可谓自清光

绪28年(公元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新学制起，其时也规定约「初等教育」

阶段的「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约「中等教育」阶段的「中

学堂」，甚至「高等教育」阶段的「高等学堂」等皆须修读具「道德」内涵的「修

身」、「伦理」科目；民国元年，时任民国成立后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教

育宗旨」，更揭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

育完成其道德。」当时对「道德教育」之重视，可见一斑（王凤喈，1979）；其后，

因应社会变迁，途经多次教育改革，国民中小学虽或以「生活与伦理」、「道德与

健康」、「公民与道德」等相关不同科目名称呈现，然其核心意涵雷同，甚至是一

致的，足见「道德」教育一直为国人所重视，尤其国民中小学阶段，只是以不同的

科目、领域名称展现（姜得胜，2003）。

「教育基本法」可谓是台湾当前教育实践，除「宪法」外之根本大法，其第二

条明指：「教育之目的」在于：「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

涵养、爱国教育、乡土关怀、信息知能、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

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

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而冀期此教育

目的之达成，师生道德之良窳可谓居于成败之关键。

继去年(2013年)，台湾发生极严重的特级橄榄油违法添加铜叶绿素的「大统油

品事件」后（刘时均，2014），今年（2014年）九月初台湾又暴发严重的「强冠公

司馊水油（地沟油）事件」（杨欣洁，2014），十月上旬又发生「顶新集团以饲料用

油混充为食用油案件」；前述相关案件，到底有多少「公吨」的劣质油及其相关食品，

长期以来一直残害着台湾社会大众的健康，实在难以估计（因很难完全查得清楚），

也非「金钱」所可弥补；同时，许多餐厅饭店糕饼食品业者与小吃店也连带损失重

大，而台湾形象所遭受的重大伤害更难以估计（黄诗凯，2014；何炯荣与林宛谕，

2014）；因此，对当前台湾社会「道德沦落」问题，遂再度引发国人忧心；然而，真

正大企业家是很重视「商业道德」的，因那是其公司产品的「品牌」与「形象」，也

是该公司的「聚宝盆」；如台湾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就认为「世界一流企业，首重

道德」，因此台积电的「经营理念」第一条即明指：「坚持高度职业道德」（姜得胜，

2010）。

回顾几年前，中国大陆也曾暴发严重的「毒奶粉事件」，引发海峡两岸民众的愤

怒；当年（2008年 9月）中国大陆总理温家宝，刚好于美国访问，针对当时中国大

陆所生产「毒奶粉」，对广大中国大陆与台湾社会产生极为重大冲击，以其总理身

份的高度、责任与智慧，曾特别强调「社会道德建设」之重要性，而深感痛心地指

出（傅依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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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引导企业发展的内层因素是

理念、道德与责任，须与外层因素之技术、产品管理等结合，才

能构成企业的DNA。

其实，不仅「ㄧ个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社会各行各业者皆当如此，

因那是「人」异于「禽兽」之主要分野！冀期此目标之达成，非仰赖教育无法竞其

功。而「教育的本质」，根据台湾当代教育家嘉义大学第一任校长杨国赐指出，乃

在于（杨国赐，2010，p. 4）：

教人如何「做人」之道，让人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进

而思考生存的目的、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俾以让人成为「真

正的人」的活动历程。具体言之，现代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培

养「有教养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除了能清晰而有效的思考，

对自然、社会和人文有批判性的了解，尤其要能了解与思考道德

和伦理的问题。因此，受过教育的人，面对道德伦理两难抉择的

困扰问题时，要能作出智慧的判断，从事道德的抉择至为重要。

统合前述，足见「道德教育」之重要性；惟有关人类个体道德之培育，宜从小

幼苗扎根奠基，实为古今中外教育思想家所不能否认者；然而，台湾于公元2001学

年度正式实施「九年一贯课程」，推动近百年的国民中小学阶段原有「道德」相关

科目或被删除、或被淡化（如删除国小的「道德与健康」乙科、国中的「公民与道

德」乙科改为「公民」）(姜得胜，2003)；虽随后政府亡羊补牢，于2004年提出「品

德教育促进方案」，积极投入大量经费，采取「道德议题」融入其他课程的方式以

教学，期待提升国人的道德素养，惟从每天社会媒体所报导乱象观之，成效似乎很

有限，甚至不彰！亟需深度研究，重新检视，图谋新政以因应。

学校为人类传递「合理性文化财」的神圣殿堂，主要教导下一代「认知」（即「知

识」层面）、「技能」与「情意」(含态度、意志、情感等)，而其重要核心乃在于「伦

理道德教育」；然而，自政府2001学年度实施「九年一贯课程」后，近13年来，国

民中小学的「道德教育」，藉由「课程融入」方式教学，几乎完全欠缺合理性、系统

性、连贯性、统整性、全面性的教学，有些、甚至许多老师因赶课程进度，根本未

将「伦理道德」融入其课程，终致教学成效令人质疑。由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

「四维八德」可谓为推动「九年一贯课程」前，国高中生所耳熟能详者，且几乎含

括了人类日常生活所有复杂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基本准则，正如古贤管仲所言：

「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汤

孝纯，1995）；复加中华民族固有优质文化「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

平」，乃激发笔者以其做为「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之依据。而高中职阶

段为国民中小学之延伸，国民中小学之教育成果显现于高中职，因应调查问卷题型

较不适合于国民中小学生，乃以高中职为样本取样的母群体，俾以合理性探索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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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小学，尤其高中职道德教育实况。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旨于探索台湾自2001学年度起推动「九年一贯课程」，删除其

前国民中小学课程架构中的「道德教育」相关科目后，当年高中职学生的「日常生

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之表现，以资为提供家庭、学校、社会、政府此四层面之参

考。本研究主要目的探索过程，许多相关问题需先依序探索，始得完成主要目的，

乃并同列入研究目的中。进而言之，详细研究目的如下：

（一）、初步探索验证「道德」是普受学术界所关心的课题。

（二）、厘清人类伦理道德规范之本质。

（三）、初步了解目前高中职学生「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之表现概况。

（四）、依据当前高中职学生「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表现概况，对家庭、学

校、社会、政府此四层面提出合理性因应策略。

三、名词界定

台湾许多社会大众，对伦理、道德、品格、品德之意涵常混淆，爰亟需厘清。

据笔者多年钻研与深度反省思考探索后，发现伦理、道德、品格、品德等意涵，虽

其表面语词不同，意涵也有些微差异；但内在主要核心本质意涵实相通雷同，故于

本研究中将此四个名词，因应文脉语气连贯以合理措辞变通运用；至于由该类专有

名词延伸之「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品格教育」、「品德教育」等等亦然

（高树藩，1977；国语日报出版中心，2000；姜得胜，2010，2011a与 2014a）；鉴

此，本研究仅界定伦理、道德、品格、品德之意涵，其他雷同衍生者，则据此以类

推；除此外，与本研究有关之其他关键词亦同步界定，俾利读者合理性统整理解，

兹分别将前述相关名词，予以合理性界定如下：

（一）、伦理：据作者研究发现，「伦」者，「类」也；「理」者，秩序也；统合

两字为「伦理」，即指人际间相处之道德准则等各种规范，与「道德」之核心

意涵相通，故一般常将「伦理」与「道德」视为异词同义，于日常生活中，依

讲话措辞或行文文脉之需以合理适当运用，有时甚至以叠词重复使用，以强化

其意涵，如「伦理道德」。

（二）、道德：又据作者研究可知，「道」是指「个体所应当遵循之合理规范」，

而「德」是指「个体所应当表现之正当行为」，统合「道德」乙词，即指「个

体所应当遵循与表现之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行为规范」。而「法律」为最低层次

的规范，「道德」为较高层次的规范；进而言之，遵守最低层次的规范──「法

律」是迈向较高层次的规范──「道德」之基础；而「科学真知」是现代人类

判断是非、对错、善恶之重要根据，自然亦为「道德」论断之重要基础。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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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之基准，除根据与生俱存之「良心」（「知识论」称之为「理性」）

外，亦需以「科学真知」为依据，以「法律」为基础，其次偶尔参酌符合当代

社会所认同之合理性「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与「宗教」等规范。至于「道

德」之表现面向则包括道德「认知」（即「知识」层面）、「行为」与「情意」

（含态度、意志、情感等）此三层面。

（三）、品格：复据作者探索可了解，个体的行为、个性与特质曰「品」，亦即个

体之言行举止态度曰「品」；而个体言行举止态度之规范标准曰「格」，统合

「品格」乙词，即为个体言行举止态度表现合乎社会规范标准之程度，即俗称

之「品行」、「操守」。而社会规范之标准主要包括道德与法律，其次为参酌

当代社会所认同之合理性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与宗教；惟社会舆论、风俗习惯

与宗教亦需以道德与法律为基础。

（四）、品德：作者进而深究发现，「品德」之「品」，其意如前述，乃指个体的

行为、个性与特质；而「德」则指「道德」规范；统合「品德」乙词，则意指

个体言行举止态度合乎「道德」规范之程度；不仅重视遵守最低层次之「法律」

规范，更进而期许提升至较高层次之「道德」涵养；简言之，「品德」即意指

个体言行举止态度表现，合乎「道德」与「法律」此两大规范及当代认同之社

会舆论、风俗习惯与宗教等次级规范的高低与良窳程度。

（五）、道德教育：盖言之，道德教育包括「认知」（即「知识」层面）、「行为」与

「情意」（含态度、意志、情感等），惟本研究因限于篇幅，仅探索「认知」层

面，未触及行为与情意面向。

（六）、国民中小学：指台湾当前教育体制内，国民小学与国民中学之合称，简称国

中小学或国中小，但不包括自2014学年度开始实施的「十二年国教」中学后段

学制──高级中学与高级职业学校。

（七）、高中职学生：「高中职」指台湾当前教育体制内，国民中学毕业后所就读的

高级中学与高级职业学校之简称，而其学生即称之为「高中职学生」，年龄约介

于16-18岁间。

（八）、明星高中：意指于台湾所划分的国中生升学高中职之学区内，一般情况，该

高中为该学区内国中毕业生升学之第一志愿；且该高中学生毕业后，大部份升

学就读台湾较优质的大学。

四、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文献分析法，以了解验证中外研究者对「道德」相关课题颇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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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企达「研究目的一」；并善用哲学思辩厘清人类伦理道德规范之本质，以完成

「研究目的二」；进而以「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问卷」，调查了解高中职

学生对中华民族核心伦理道德「四维八德」之基本素养，以达成「研究目的三」；最

后，根据高中职学生于「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问卷」之表现，对家庭、学校、

社会、政府此四层面提出合理性因应策略，以达「研究目的四」。

（二）、研究工具

作者为达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三」，乃因应研究目的，自编「日常生活道德认知

基本素养调查问卷」（如附录）；而「礼、义、廉、耻」此四维之重大价值已如前述，

复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八德为中华优质文化固有菁华，统合

「四维八德」可谓含盖个体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基本原理原则，爰以「四

维八德」为问卷内容；且因政府于2001学年度推动「九年一贯课程」以前，国民中

小学课程标准有「道德」相关科目设计时，「四维八德」是昔日国中与高中职学生所

耳熟能详者；同时，为期真正深度了解学生之道德认知基本素养，兼顾受测学校主

客观环境与学生填答意愿，乃采开放简答题方式，且只分为两大题，施测时间为20

分钟。

为确保施测周全与成效，乃进而采「专家效度」，询问6位学者专家，兼顾学术

伦理与政府「个人资料保护法」，乃仅列出其姓氏，惟因职称攸关其对本问卷之专业

素养，遂并同列出以验证，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共2位（许教授与余助理教授）、高中

职校长共2位（高中的郭校长与高职的林校长）、高职学务主任1位（陈主任）、高

职公民老师1位（王老师），了解其对本问卷施测内容之观点，以及分别对「四维」

与「八德」名称、意涵之「对」或「错」判断规准的意见，因限于篇幅，细节不予

赘述，统合修订成现在之问卷内容（如附录）与判断规准。

至于填答内容，「对」或「错」之规准，第一题「请问『四维八德』的『四维』

是指什么？且请问其主要意涵是什么？」其判断规准有三：

1、「四维」的名称，必须全部写出「礼、义、廉、耻」四个字，才算「对」。

2、「四维」的意涵，由于自2001学年度以来，「道德」领域未列入正式课程，对「四

维」意涵之理解，乃采取较广义宽松之「合理性核心意涵」为认定原则，而不

限于传统性所谓「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就是清

清楚楚的辨别、耻就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之「标准答案」；亦即只要能分别写出

正向合理性有关「礼、义、廉、耻」之个别又合乎「四维」整体合理性语词或

诠释者即算「对」（如「礼」写「礼貌」算对，但写「婚礼」算错，因不合乎「四

维」之整体合理性意旨），未以传统所类似诠释者为唯一规准，但也必须「礼、

义、廉、耻」全部皆正确才算「对」。

3、不论「四维」之名称或其意涵，因虑及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索学生之「道德认

知基本素养」，而不在于测验其「精确语文学术能力」，且当前高中职学生多用

电脑选字等等因素，故只要能写出「礼、义、廉、耻」该四字名称或其相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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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语词意涵之「字形」，即使写简体字或笔划有些微瑕疵，也算「对」；但

如明显写错别字则算「错」，因错别字之意涵可谓完全不同矣。

问卷之第二题为「请问『四维八德』中的『八德』是指什么？且请问其主要意

涵是什么？」其「对」或「错」之判断规准，如同前述第一题之三个规准：

1、「八德」的名称，必须全部写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八个字

始算「对」。

2、「八德」的意涵，亦采取较广义宽松之「合理性核心意涵」为认定原则，而不限

于传统性所谓如「忠就是忠于长官、孝就是孝顺、仁就是慈悲心、爱就是关怀、

信就是信用、义就是正义、和就是和气、平就是公平」之「标准答案」；亦即只

要能分别写出正向合理性有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个别又

合乎整体合理性语词或诠释者即算「对」（如「爱」写「爱心」算对，但写「爱

情」算错，因不合乎「八德」之整体合理性意旨），未以传统所类似诠释者为唯

一规准，但也必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全部皆正确才算「对」。

3、不论「八德」之名称或其意涵，因虑及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索学生之「道德认

知基本素养」，而不在于测验其「精确语文学术能力」，且当前高中职学生多用

电脑选字等等因素，故只要能写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该八

字名称或其相符应合理性语词意涵之「字形」，即使写简体字或笔划有些微瑕疵，

也算「对」；但如明显写错别字则算「错」，因错别字之意涵可谓完全不同矣。

（三）、研究对象与样本取样

国民中小学学生之可塑性与依赖性较高，也是道德教育扎根的关键阶段；而高

中职阶段虽自主性渐强，且日渐转换成为「成人」、「社会人」，但心理的矛盾、

冲突与不安，却也常见忐忑徬徨；尤其，对当前台湾的多元复杂社会，充斥许多相

当混乱的价值观，亟需讨论、辩证与厘清。作者冀期了解自2001学年度以后，当前

台湾道德教育推动之成效，爰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探索，惟考量施测时程与学

校配合度等主客观因素，调查问卷内容乃采简答开放题方式，对国中小阶段学生稍

嫌较难，对大学生又稍嫌较易，题型较适合高中职阶段，且高中职阶段为国中小之

延续，由高中职学生之道德素养，实可合理逆推国中小学生之表现，对整体中小学

道德教育实况之理解是深具意义的，遂以「高中职」为母群体以探索之。

由于研究时程紧迫，且考虑受测学校配合度，乃以作者较熟悉之台湾云嘉南县

市（包括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为抽测县市，且因三年级升学压力很

大，未列入施测样本，仅以抽测县市随机取样愿意协助之六所高中职，其一、二年

级为施测样本，配合受测学校主客观环境以施测相关班级，惟顾虑测验之实质意义，

样本学校有「智能不足」之特殊班级者，该班级不列入抽测范围；抽测时程于2014

年 6月至9月（7月与8月为台湾的暑假无法施测）积极进行，总共取样154班，

总共抽样6244份，无效样本578份，有效样本5666份，如表一，进行初步统计，



191

以了解高中职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核心伦理道德「四维八德」之基本素养。

表一、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抽样学校样本统计表

抽样

学校

抽测

时间

抽测

班级数

抽样

样本数

无效

样本数

有效

样本数

备注

甲校 2014.09.10

（星期三下午）

23 966 294 672 明星

高中

乙校 2014.09.10

（星期三上午）

21 824 56 768

丙校 2014.09.12

（星期五上午）

50 1871 73 1798

丁校 2014.06.18

（星期三下午）

17 674 21 653

戊校 2014.09.13

（星期六上午）

29 1348 72 1276

己校 2014.09.23

（星期二上午）

14 561 62 499

合 计 154 6244 578 5666

（四）、资料处理与研究伦理

本研究自今年（2014）6 月启动，因逢 7月与 8月暑假期间，无法施测，

又迫于十月中旬需完稿；施测时间又需配合受测高中职主客观环境；且希望以

较多样本为依据，让「数字说话」，根据事实以探索当前台湾「道德教育问题」

之实况，乃与抽测样本学校研商，尽可能取得较多受测样本，且兼顾有高中和

高

职，也有台湾的「明星高中」受测，而不完全以高职为样本，以力求多元且深

度

广度之探索（尤其对明星高中之了解）。

如同前述，最后总共抽样 6244 份；其中有些问卷未缴回或缴回但未填写基

本资料与作答者，视为无效问卷；惟有缴回问卷且有填写基本资料者，虽未作

答，仍视为有效问卷；亦即历经审视统计无效样本有 578 份；有效样本 5666 份；

进而根据前述「研究工具」之「对」或「错」判断规准，作者亲自对有效样本，

逐一进行合理性专业判断与统计。由于时程紧迫，最后一所取样学校之施测时

间为 9月 23 日，距离论文缴交时间，只剩半个多月；鉴此，本研究乃仅针对受

测有效样本进行初步统计，俾以初步了解当前台湾「道德教育认知问题」之真

正实况，至于其他有关道德「行为」、「情意」面向、研究相关复杂变项间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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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索，则待后续再深入探讨。

同时，基于学术研究伦理，对于协助受测取样学校与其班级名称，不以原

真实名称呈现，「学校」以甲、乙、丙、…..等顺序代称之，而「班级」则以 1、

2、3、4、5、….等顺序代称之。

五、研究范围与限制

（一）、研究范围

1.研究对象层面：本研究样本「教育阶段」取样范围，以台湾高中职学生

为范围，不含括国中小与大学以上教育阶段学生。

2.研究区域层面：本研究样本「区域」取样范围，基于地缘之故，以台湾

云嘉南地区（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为范畴，未包含台湾其

他县市。

3.研究内容层面：本调查研究以「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问卷」为工

具，调查受测样本对中华民族固有优质文化「四维」与「八德」之名称与

其意涵之「认知」，仅属初步基本调查，暂未触及道德「行为」、「情意」面

向、其他复杂变项间（如性别、年级、学校类型等变项）之关系。

（二）、研究限制

1.研究对象推论层面：本研究对象虽仅以台湾高中职学生为范围，惟因国

中小学生与高中职具有学历与智能前后衔接之既成事实，故本研究结果，

可相当程度回溯逆推回国中小阶段之表现；但对后续尚未到来之大学层级，

则不宜扩大过度推论。

2. 研究区域推论层面：本研究取样母群体局限于台湾之云嘉南县市，未包

括台湾之其他县市，故研究发现之推论自亦限于台湾之云嘉南县市，对台

湾其他县市，以及其他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自然也不宜过度推论。

3.研究内容推论层面：本研究内容主要以中华民族固有优质文化「四维八

德」为道德认知问卷内容；惟中华民族优质文化，除「四维八德」外，也

可由其他角度切入；且「道德」之表现，除「认知」外，亦尚包括「行为」

与「情意」面向；另外，其他复杂变项间（如性别、年级、学校类型等变

项）之关系，也值得了解，凡此皆是重要研究课题；然而，因限于时间等

因素，未列入本研究内容，故于推论诠释内涵时，不宜过度解读。

4.研究方法层面：本研究为达研究目的，除采用文献分析与哲学思辩外，

主要采「问卷调查法」，以了解高中职学生对中华民族核心伦理道德「四维

八德」之基本素养，惟由于囿限于研究时程紧迫，乃仅做初阶量化统计，

未进行复杂变项间（如性别、年级、学校类型等变项）相关问题之高阶统

计分析，故对于其他变项间之关系，不宜过度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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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道德」是普受学术界所关心的课题

「道德」之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倍受相关领域研究者所关心，虽由于本

论文篇幅之限制，无法详细深入探讨，但由「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

之相关研究数目概况可略窥一斑。

于 2014 年 8 月 17 日，作者查询「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数据库，

得知与「道德教育」相关研究有 2,520 笔；同日查询「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A & I」（美加地区博硕士论文索摘数据库），亦发现有 410,422 笔

相关研究，足见中外研究者对「道德教育」之重视。

除中外博硕士论文广为关注「道德教育」此主题外；作者同日亦查询与「道

德教育」相关之中外期刊论文或专题研究，也有类似发现，诸如从「台湾期刊

论文索引系统」数据库，可了解其相关研究不少，其中与「国民小学」相关研

究有 186 笔（例如邱玉玲，1999；但昭伟，1999；林俊杰，2004）、与「国

民中学」相关研究有 130 笔（例如李琪明，2008；陈育琳，2009；王振辉，

2012）、与「高中职」（含高级中学、高级职业学校）相关研究有 300 笔（例如

陈聪文，1988；丁凤碧，1995；何金针，2002；陈建宏，2007；沈硕彬，

2008；郭怡立，2011），至于与「大学院校」之相关研究则有 32 笔（例如梁

福镇，2003；李真文，2012；方凤山与洪梦梓，2013）。

如同前述，同日进而查询「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英文期刊论文数据库所得，与「moral education」之相关期刊论文与

专题报告很多，其中与「primary school」相关研究有 235 笔（例如 Arum, 2011;

Temli, Sen, Akar, 2011; Ersoy, 2012）、与「elementary school」相关

研究有1298笔（例如Rozycki, 2009; Kilic, 2012; Morris, Clark, Potter,

2012）、与「junior high school」相关研究有 132 笔（例如 Russell, 2002;

Wansheng, Wujie, 2004; Gervais, 2006）、与「senior high school」相关

研究有42笔（例如Vincent, Meche, 2001; Feng, 2007; Shaogang, Huihong,

2008）与「college」相关研究有1073笔（例如Seider, Gillmor, Rabinowicz,

2010; Beuttler, 2012; Warner, Caudill, 2013）、与「university」相关

研 究 有 902 笔 ( 例 如 Aridag, Yuksel, 2010; Brady, 2012;

Aalberts, Koster, Boschhuizen, 2012)。

统合前述可知，「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向来是广为中外各相关领

域研究者所共同关切的重要课题！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82%B1%E7%8E%89%E7%8E%B2$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4%BD%86%E6%98%AD%E5%81%89+Dan%2C+Jau-wei+$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E%97%E4%BF%8A%E5%82%91$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D%8E%E7%90%AA%E6%98%8E+Lee%2C+Angela+Chi-ming+$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99%B3%E8%82%B2%E7%90%B3$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7%8E%8B%E6%8C%AF%E8%BC%9D+Wang%2C+Chen-hui+$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99%B3%E8%81%B0%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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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人类伦理道德规范之本质

一、人类社会规范之本质

人类社会之主要规范包括「道德」（或伦理或伦理道德）、「法律」、「社会舆

论」、「风俗习惯」与「宗教」此五层面，其中「道德」与「法律」最重要，其

次为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与宗教；惟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与宗教亦需以道德与

法律为基础。至于「道德」与「法律」虽同属人类社会行为之最主要规范，唯

此两类规范于「规范本质」是有重大差异的，盖言之，道德是柔性的规范，重

在自律，较无强制性，约束力较松弛，但境界较高；而法律是刚性的规范，重

在他律，较有强制性，约束力较严谨，但境界较低，因而有所谓「法律乃系最

低的行为规范」之论述（姜得胜，2010）。除此外，关于「规范内涵」、「规范制

裁」与「规范价值」等层面，「道德」与「法律」间之异同，作者于《人类社会

最主要的规范：「道德」与「法律」之辩证研究》乙文等相关研究中有较深入之

论证（姜得胜，2010＆2014b）；本文因限于篇幅，暂无法详细研讨。

人类由于各民族、族群、地理、历史、时空变迁等主客观环境之差异，致

使人类对于前述价值规范之内涵，有某种程度、甚至相当程度之差异；但有些

价值规范内涵却又是不同种族、不同族群、不同时代所共同认可的。换言之，

人类价值之规范，在相对中，仍有相当程度的绝对性；在主观中，仍有相当程

度的客观性；在特殊性中，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在变迁中，仍具有相当

程度的永恒不变性。简言之，即在多元价值中，仍具有相当程度的「人之所以

为人」的核心价值性。例如：不论任何时空、不论任何族群，在正常情况下，

随意杀人是不对的（姜得胜，2010）。

人类社会的「现在」是「过去」的延续，而「现在」也是「未来」的基础，

故人类冀求「当代」能生存，进而永续发展，可谓为人类之「本能」。惟如人人

皆奉「唯利是图」为圭臬，枉顾伦理道义法律而不择手段，非但有失「做人之

道」，而将沦为「禽兽社会」，且将严重危及人类社会之生存与发展！而有走向

「集体自我毁灭」之虞！是以「人类社会规范」之建立，乃属应然与必然之所

需。

唯虽人类ㄧ些、甚至许多行为规范，往往因不同民族、族群、地理、历史、

时空等变迁，而有某种程度、甚至相当程度之差异；但适如前述，人类也有ㄧ

些、甚至许多行为规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本质，则是属绝对、客观、

普遍、永恒不变的核心价值。进而言之，虽人类很难寻找以建立一套古今中外、

永恒不变的价值规范，但却可寻找建立一套适合于「当代」该族群所需的核心

价值规范。而「核心价值规范」之建构，回顾历史发展过程，很难、甚至无法

取得该族群每个人认同，尤其身处自由民主多元变迁的时代，牵涉的群众越多

或涉及政治、各种族群利害关系时，越难获得每个人的认同。鉴此，于自由民



195

主时代，只能寻求多数同意以决定之，因我们人类似乎可谓是活在一个「集合

众多主观所形成的客观，而又不是真正绝对客观的客观之变迁社会历程里」

（ibid.）。

二、人类伦理道德规范之本质

人类之「伦理道德」规范为人类社会所有规范之根源。如前述，「伦理」意

指人际间相处之道德准则（国语日报出版中心，2000），足见「伦理」与「道德」

为一体之两面。根据作者研究「道德」之意涵，发现「道」字由其造字原理可

窥，「道」是由「辵」与「首」组合而成，「辵」谓「长行」；「首」谓面之所向

与行之所达；亦即长行于面之所向与行之所达之途，此途即谓「道」；换言之，

「由此达彼所行经之路，称之曰道」；如衍生其义，「辵」谓「长行」；「首」意

涵「最主要」者，统合其意为个体、家庭、社会、国家、甚至全人类于生存发

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方向与目标之所在。统合言之，「道」是指「宇宙万物依其

与生俱存属性，主动或被动所应当遵循之合理规范」；以人类而论，即指「人类

行为所应当遵循的方向与目标」、「人类行为所应当使用的方法或策略」。简言之，

「道」即是「路」；即是「人类社会所应当遵循之合理规范」（姜得胜，2010）。

从巨观角度观之，常见「天」有「天道」，所以有「天文学」等学科；「地」

有「地道」，所以有「地理学」等学科；「物」有「物道」，所以有「物理学」等

学科；「人」有「人道」，所以有「伦理学」等学科。从微观角度观之，常闻之

「道」有「茶道」、「书道」、「剑道」、「花道」、「医道」、「国道」、「省道」、「县

道」、「隧道」、「人行道」、「机车道」、「汽车道」、「火车的铁道」、「飞机的航道」、

「船舰的水道」、「河川的河道」、「径赛的跑道」、「饮食之道」、「君臣（长官部

属）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兄弟之道」、「朋友之道」、「为官之道」、

「执政之道」、「求学之道」、「工作之道」、「师生之道」、「企业经营之道」等等；

各有各的「道」要遵循，不能随意率性偏离其该走之「道」；否则，将衍生许多

「麻烦」──例如：不懂「茶道」就泡不出「好茶」；不懂「书道」就写不出「好

字」；不懂「剑道」就舞不出正义之「剑术」；不懂「花道」就插不出漂亮的「花

束」；不懂「医道」就无法成为「良医」；「行人」不走「人行道」，则易发生车

祸；「学生」求学未能理解「求学之道」，则很难把书读好等等；足见「道」与

我们人类关系之密切，几乎无所不在。进而言之，人类世俗行为之「道」的基

准应是「正面的」、「向善的」且「向上的」，而其最主要规准是以「良心」为根

源，以「科学真知」为依据，以「法律」为基础，其次偶尔参酌符合当代所认

同之「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与「宗教」等规范（ibid.）。

至于「德」，据作者研究发现，「德」字之右半部结构「十罒一心」与「十

目一心」，原本是一样的，今通用之「目」字，在原造字时是横式的「罒」，略

像人眼形状，而今正楷书写之「目」字，乃是历经演化为造其他与「眼睛」相

关字之部首而来；「十罒一心」意指「十目所视皆同一观点」之心为「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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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为「正直之心」，乃「从心」会意，衍生义为大多数人所共同认同的行为，

即为正当的行为；而加「彳」字意涵为「向左迈小歨」，乃进而见诸「行事」会

意。亦即现在普遍通用的「德」，不仅意指「直心」（正直之心），而且意指「直

行」（正直之行），俾以「心之所思」与「行之所为」皆能合于正直、正当，足

见「德」之本意，是要求「内在思想动机」与「外在行为结果」皆为善，始得

称之为「德」！进而言之，以人类而论，「德」即是指「人类社会所应该表现的

正当行为」（ibid.）。

从人类行为而言，「道」与「德」为一体之两面，彼此关系极为密切；至于

两者并用以展现其深层意涵者，正如古云：「道者，物之所由；德者，物之所得。」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道是宇宙的原理，是体；德是万

物的表征，是用。」足见「道德」是以「道」为人类行为之规范依据，以「德」

为人类行为展现之目标理想，故「道德」之基准也如同「道」一样，应是「正

面的」、「向善的」且「向上的」，而其最主要规准也是也是以「良心」为根源，

以「科学真知」为依据，以「法律」为基础，其次偶尔参酌符合当代所认同之

「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与「宗教」等规范。统合「道德」意旨，着重于个

人内在的「良心」与外在的「良行」，也是人类异于其它动物之内在「理性」综

合判断力与行为表现；以现今通俗义论之，「道德」概指「人类社会所应当遵循

与表现之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行为规范」；具体言之，即是指「人类某族群社会于

某时空所应当遵循与表现之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行为规范」（ibid.）。

肆、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的危机

本研究于 2014 年 6 月至 9月期间（7月与 8月为暑假，无法施测）取样六

所高中职（含一所明星高中），总共 154 班，总共样本数为 6244 份，无效样本

有 578 份，有效样本为 5666 份，如表一；根据前述「研究工具」该调查问卷之

「对」或「错」判断规准，逐一进行初步统计，探究当前台湾高中职学生，对

于中华民族核心伦理道德「四维八德」认知之基本素养；根据统计结果，六所

学校「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结果」个别实况如表二至表七，而表八

为统合六所学校之总体表现。

根据表二至表八研究结果，发现受测学生表现极为不佳，于 5666 份有效高

中职学生样本中，有 2609 人(46.05%)不知道「四维」的名称是指「礼、义、廉、

耻」，而其核心意涵则高达 5040 人(88.95%)不知道；至于有关「八德」的名称，

亦有 3067 人(54.13%)的学生不知其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而其核心意涵更高达 5322 人(93.93%)不知其意义；进而言之，于本研究有效样

本中，有近约九成学生不知道「四维」的核心意涵、超过九成学生不知道「八

德」之核心意旨；整体受测样本之道德认知素养可谓极为低落；甚至连学术能

力极强的明星高中有效样本 672 份中，也分别有 253 人、292 人不知「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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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之名称；一叶知秋，足见当前台湾学校「道德教育」之危机。

「数字会说话」，如此较大量样本所显现的结果，如果政府教育领导阶层还

「装聋作哑」、「粉饰太平」、「文过饰非」，虽暂不致于有如古贤管仲所言「四维

不张，国乃灭亡」之立即危险，但对人民之生活、社会之生存、国家之发展，

一定将产生直接间接、有形无形之重大危机，则属不能否认之事实。

如果一个人连很基本的「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之道，都无法理解，

面对人生价值观重大矛盾、冲突、困惑与抉择时，极易顿失所依，茫然不知所

措；鉴此，由本研究发现，实可略窥当前台湾中小学（因高中职为国中小阶段

之延伸），尤其高中职学生「道德教育」之严重危机，政府教育政策如不知尽快

修正、亡羊补牢，则社会大众、政府的许多努力与投资是会被抵消的！

十几年前，常闻有些人、甚至许多人（含学者专家），对于中华民族「新教

育」自清光绪 28 年(公元 1902 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新学制起，以迄 2001

学年度正式推动「九年一贯课程」，认为中华民族「道德教育」推行近百年来，

教导许多道德「知识」（知），却不见得「实践」（行），真正实质成效有限，甚

至不彰；有「法律」就好，不需要「道德」；就在当时主政者「不关心」，甚至

「漠视忽略」的似是而非氛围中，国民中小学「道德教育」被默默地「删除」，

最后被舍弃于正式课程领域范围之外，而改采「道德融入相关课程」的方式以

推动。

事实上，如果因为道德之「知」不一定「行」，而将「道德」从正式课程予

以删除，这于「逻辑」与「现实」层面皆不通。因若据此准则以推论，则是否

也要将「交通规则」予以废除，因「知道」交通规则而「不遵守」者太多了；

同理，是否也要将「刑法与民法」废除，因学过刑法与民法而犯法的人也太多

了；足证因道德之「知」不一定「行」，而将「道德」从正式课程予以删除，于

「逻辑」与「现实」面向是不对的。至于或谓只要有「法律」就好，不需要「道

德」，实乃不知两者之「规范本质」、「规范内涵」、「规范制裁」与「规范价值」

等层面是不同的，足见此论调亦犯「逻辑」与「现实」范畴推论之谬误。

近百年来，政府推动道德教育，虽未能尽善尽美，但真正原因很复杂；惟

亦不能谓完全无成效；事实上，社会现实情境所展现：有道德者比缺德者，相

对较多；遵守交通规则者比违规者，相对较多；守法者也比违法者，相对较多；

虽这些事实，不能完全归功于「道德教育」之成效；但尽管个体对道德基本素

养之「知」不一定会「行」，但「知」有助于行，且可避免盲行、愚行、乱行与

狂行，则属不能否认者；否则，就等同于否定了人类所有的教育实践与价值。

鉴此，面对「道德教育」推动之困境，解决之道，当全方位统整检讨、强

化家庭、学校、社会、政府此四层面之功能，以提出合理性因应策略；尤其，

对「学校教育」，主要当改善者应是反省其教育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评

量方式，而非完全废除于正式课程之外，唯有如此，方为正本清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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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甲校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结果

班级

名称

班级

人数

四维名

称

答对人

数

四维名

称

答错人

数

四维意

涵

答对人

数

四维意

涵

答错人

数

八德名

称

答对人

数

八德名

称

答错人

数

八德意

涵

答对人

数

八德意

涵

答错人

数

备注

1 42 6 20 1 25 5 21 0 26 294

份

未

列

入

统

计

者

为

无

效

样

本

2 42 29 4 7 26 28 5 5 28

3 42 16 20 2 34 12 24 0 36

4 42 13 18 3 28 18 13 2 29

5 42 10 21 5 26 14 17 2 29

6 42 16 20 4 32 13 23 2 34

7 42 8 23 4 27 22 9 4 27

8 42 16 20 3 33 19 17 0 36

9 42 8 23 1 30 4 27 0 31

10 45 27 1 6 22 27 1 3 25

11 45 19 10 6 23 17 12 2 27

12 45 24 3 9 18 24 3 5 22

13 45 33 5 9 29 20 18 2 36

14 45 9 2 2 9 8 3 0 11

15 45 23 1 7 17 22 2 3 21

16 45 22 1 8 15 17 6 2 21

17 45 30 6 4 32 24 12 1 35

18 45 17 22 2 37 13 26 1 38

19 45 38 4 4 38 21 21 2 40

20 45 16 22 4 34 18 20 1 37

21 31 23 1 1 23 21 3 0 24

22 31 8 2 0 10 7 3 0 10

23 31 8 4 4 8 6 6 4 8

合计 966 419 253 96 576 380 292 41 631

表三、乙校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结果

班级

名称

班级

人数

四维名称

答对人数

四维名称

答错人数

四维意涵

答对人数

四维意涵

答错人数

八德名称

答对人数

八德名称

答错人数

八德意涵

答对人数

八德意涵

答错人数

备注

1 39 4 34 1 37 5 33 1 37 56 份

未2 40 28 12 7 33 17 23 0 40



199

列

入

统

计

者

为

无

效

样

本

3 40 8 26 0 34 7 27 0 34

4 39 6 29 0 35 7 28 0 35

5 38 13 24 0 37 11 26 0 37

6 38 15 19 0 34 10 24 0 34

7 38 2 35 0 37 2 35 1 36

8 39 1 36 0 37 1 36 0 37

9 35 1 32 0 33 4 29 0 33

10 38 5 33 0 38 3 35 0 38

11 39 0 36 0 36 1 35 0 36

12 43 38 2 6 34 33 7 8 32

13 42 24 16 7 33 23 17 3 37

14 40 38 2 6 34 40 0 7 33

15 41 28 7 2 33 29 6 2 33

16 37 32 3 14 21 34 1 0 35

17 39 31 5 5 31 29 7 0 36

18 40 38 1 2 37 38 1 2 37

19 41 25 15 1 39 21 19 0 40

20 36 20 8 0 28 18 10 0 28

21 42 18 18 7 29 11 25 4 32

合计 824 375 393 58 710 344 424 28 740

表四、丙校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结果

班级

名称

班级

人数

四维名

称

答对人

数

四维名

称

答错人

数

四维意

涵

答对人

数

四维意

涵

答错人

数

八德名

称

答对人

数

八德名

称

答错人

数

八德意

涵

答对人

数

八德意

涵

答错人

数

备注

1 40 13 27 1 39 10 30 0 40 73 份

未

列

入

统

计

者

为

无

2 39 5 33 0 38 2 36 0 38

3 44 31 12 9 34 17 26 6 37

4 38 24 14 8 30 21 17 1 37

5 38 3 34 1 36 2 35 0 37

6 39 4 35 1 38 2 37 0 39

7 38 36 0 11 25 16 20 1 35

8 39 9 30 0 39 5 34 0 39

9 41 9 32 3 38 35 6 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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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样

本

10 42 9 33 0 42 7 35 1 41

11 39 16 23 2 37 7 32 1 38

12 38 8 30 1 37 7 31 0 38

13 38 11 27 2 36 12 26 1 37

14 39 4 30 0 34 1 33 0 34

15 37 2 32 0 34 2 32 0 34

16 36 2 34 0 36 3 33 0 36

17 34 4 30 0 34 4 30 0 34

18 36 7 27 0 34 5 29 0 34

19 37 3 32 0 35 0 35 0 35

20 34 14 16 0 30 8 22 0 30

21 37 0 36 0 36 0 36 0 36

22 39 18 19 1 36 10 27 3 34

23 38 35 3 15 23 3 35 12 26

24 38 18 19 0 37 6 31 0 37

25 13 5 8 0 13 5 8 0 13

26 39 31 7 4 34 24 14 2 36

27 40 31 8 3 36 27 12 1 38

28 39 25 14 3 36 23 16 2 37

29 39 24 15 4 35 22 17 1 38

30 36 30 5 2 33 28 7 2 33

31 41 35 4 3 36 35 4 0 39

32 37 31 2 11 22 5 28 4 29

33 40 32 6 4 34 26 12 3 35

34 41 19 20 1 38 16 23 0 39

35 39 33 5 25 13 33 5 19 19

36 41 32 8 3 37 32 8 1 39

37 41 40 0 24 16 38 2 21 19

38 40 13 27 3 37 3 37 1 39

39 33 28 0 11 17 27 1 8 20

40 34 26 3 10 19 24 5 4 25

41 37 6 31 1 36 1 36 0 37

42 38 28 5 6 27 24 9 0 33

43 35 17 13 7 23 12 18 3 27

44 33 10 16 2 24 7 19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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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4 34 9 7 36 33 10 3 40

46 49 47 0 11 36 40 7 7 40

47 35 25 9 1 33 19 15 0 34

48 32 14 17 1 30 7 24 0 31

49 39 20 19 2 37 13 26 1 38

50 18 17 1 8 10 16 2 7 11

合 计 1871 938 860 212 1586 725 1073 121 1677

表五、丁校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结果

班级

名称

班级

人数

四维名

称

答对人

数

四维名

称

答错人

数

四维意

涵

答对人

数

四维意

涵

答错人

数

八德名

称

答对人

数

八德名

称

答错人

数

八德意

涵

答对人

数

八德意

涵

答错人

数

备注

1 40 34 4 16 22 26 12 6 32 21 份

未

列

入

统

计

者

为

无

效

样

本

2 40 35 4 11 28 30 9 5 34

3 39 31 5 12 24 28 8 3 33

4 40 34 4 20 18 33 5 20 18

5 41 25 12 7 30 15 22 4 33

6 37 35 1 8 28 35 1 3 33

7 40 24 16 7 33 18 22 5 35

8 40 33 6 5 34 23 16 6 33

9 40 21 19 3 37 16 24 1 39

10 39 18 20 4 34 11 27 2 36

11 41 30 11 11 30 30 11 11 30

12 40 28 12 1 39 13 27 0 40

13 40 18 20 3 35 6 32 3 35

14 38 30 7 7 30 21 16 7 30

15 39 20 19 3 36 9 30 0 39

16 39 32 7 7 32 26 13 8 31

17 41 20 18 1 37 16 22 0 38

合 计 674 468 185 126 527 356 297 84 569

表六、戊校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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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名称

班级

人数

四维名

称

答对人

数

四维名

称

答错人

数

四维意

涵

答对人

数

四维意

涵

答错人

数

八德名

称

答对人

数

八德名

称

答错人

数

八德意

涵

答对人

数

八德意

涵

答错人

数

备注

1 45 0 40 0 40 0 40 0 40 72 份

未

列

入

统

计

者

为

无

效

样

本

2 44 35 8 1 42 35 8 1 42

3 46 9 37 0 46 9 37 1 45

4 43 13 30 1 42 10 33 2 41

5 47 36 11 23 24 21 26 8 39

6 46 14 31 2 43 18 27 0 45

7 42 22 18 3 37 31 9 2 38

8 42 0 41 0 41 1 40 0 41

9 43 33 9 8 34 34 8 5 37

10 49 9 37 1 45 26 20 1 45

11 45 41 3 1 43 36 8 0 44

12 46 35 3 6 32 37 1 6 32

13 49 39 8 4 43 36 11 5 42

14 48 21 25 1 45 23 23 1 45

15 48 37 8 6 39 23 22 7 38

16 50 48 0 34 14 45 3 6 42

17 42 40 1 2 39 33 8 0 41

18 47 30 16 15 31 16 30 3 43

19 51 3 44 0 47 1 46 0 47

20 51 45 6 0 51 44 7 0 51

21 46 37 5 6 36 39 3 5 37

22 48 1 45 0 46 1 45 0 46

23 49 2 44 0 46 2 44 0 46

24 47 30 14 3 41 31 13 1 43

25 46 2 40 0 42 0 42 0 42

26 47 35 8 1 42 27 16 2 41

27 48 34 7 0 41 23 18 0 41

28 50 29 16 3 42 23 22 2 43

29 43 38 3 7 34 39 2 1 40

合 计 1348 718 558 128 1148 664 612 59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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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己校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结果

班级

名称

班级

人数

四维名称

答对人数

四维名称

答错人数

四维意涵

答对人数

四维意涵

答错人数

八德名称

答对人数

八德名称

答错人数

八德意涵

答对人数

八德意涵

答错人数

备注

1 50 5 45 1 49 1 49 1 49 62 份

未

列

入

统

计

者

为

无

效

样

本

2 48 2 32 0 34 0 34 0 34

3 44 2 33 0 35 3 32 0 35

4 31 8 18 1 25 6 20 0 26

5 42 6 26 0 32 8 24 1 31

6 37 17 19 0 36 13 23 0 36

7 32 25 3 1 27 26 2 0 28

8 49 4 40 0 44 2 42 0 44

9 29 18 10 1 27 23 5 1 27

10 54 8 36 0 44 8 36 0 44

11 34 1 33 0 34 2 32 0 34

12 37 7 27 2 32 11 23 8 26

13 32 13 19 0 32 9 23 0 32

14 42 23 19 0 42 18 24 0 42

合

计
561 139 360 6 493 130 369 11 488

表八、六所学校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总结果

学校

名称

有效

样本

人数

四维

名称

答对

人数

四维

名称

答错

人数

四维

意涵

答对

人数

四维

意涵

答错

人数

八德

名称

答对

人数

八德

名称

答错

人数

八德

意涵

答对

人数

八德

意涵

答错

人数

甲校 672 419 253 96 576 380 292 41 631

乙校 768 375 393 58 710 344 424 28 740

丙校 1798 938 860 212 1586 725 1073 121 1677

丁校 653 468 185 126 527 356 297 84 569

戊校 1276 718 558 128 1148 664 612 59 1217

己校 499 139 360 6 493 130 369 11 488

总 计 5666 3057 2609 626 5040 2599 3067 344 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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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分项有效

样本数÷全部有

效样本数）

53.95% 46.05% 11.05% 88.95% 45.87% 54.13% 6.07% 93.93%

伍、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危机的因应策略

长期以来，「道德教育」最受人诟病者，就是有些人认为许多人「道德教育」

考试得高分，甚至满分，但具体实践却不及格，遂直接、间接否定了「道德教

育」的知识层面价值，而认为有关「伦理道德」的知识不重要；且有「法律」

规范即可，毋庸「道德」，此种论调，适如前述，于逻辑与现实是不通的。因事

实上，「知」可能「行」，也可能「未行」；「未知」可能「行」，也可能「未行」；

「知」只具有「行」的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知」而「未行」之原因，可能

由于「未真知」等其他复杂因素；至于「不知」而「行」，则易导致「盲行」、「愚

行」、「乱行」、「狂行」，乃属常见现象。进而言之，虽「知」不一定会「行」，

但「知」却有助于「行」，且有利于个体分辨是非善恶对错以利「正行」，此为

无人会否定的。

回顾一个人从幼儿到老年，影响一个人行为的重大因素，除了政府的制度

规范外，其他主要者不外乎家庭、学校与外在大社会，而这三大主要环境中有

许多人、事、物、规范会产生交互作用，彼此关系非常密切且持续地相互影响，

有时是正面的相辅相成、相加相乘；有时是负面的相互抵消、相减相除的作用。

因此想要深耕「道德教育」，除了政府研拟优质政策以推动外，主要者就是要从

这三大面向来切入，其中有关「人本身」的是「身教」与「言教」，有关「事物」

的是「境教」，有关「规范」的是「制教」，亦即在家庭、学校、社会与政府此

四层面的身教、言教、境教与制教是「道德教育」成败的关键；然而，因局限

于篇幅，本文仅针对台湾实况，列举荦荦大纲之具体推动策略以因应。

一、 家庭层面

「家庭」可谓是个体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对个体身心灵之影响极为深远；

然而，当前台湾由于复杂的主客观环境，导致离婚率飙高，根据内政部统计，

台闽地区近十年（2004－2013 年）的离婚率为每约 8或 9分多钟就有一对怨偶

离异，如表九所示，如此高的离婚率，虽国内大多数人仍然维持一般正常婚姻

关系，但台湾这样高的离婚率委实令人忧虑，根据杨湘钧指出，2012 年台湾的

离婚率是世界第三位；而如此高的离婚率，非但不是荣耀，反而是社会梦魇的

开始(杨湘钧，2013；内政部统计处，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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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2004 年—2013 年台湾社会离婚实况

年别

（公元）

离婚总对数

〈单位：对/年〉

平均每天离婚对数

〈单位：对/天〉

平均离婚速度

（单位：分钟/对）

2004 年 62,796 172 8.4

2005 年 62,571 171 8.4

2006 年 64,540 177 8.1

2007 年 58,518 160 9.0

2008 年 55,995 153 9.4

2009 年 57,223 157 9.2

2010 年 58,115 159 9.1

2011 年 57,008 156 9.2

2012 年 55,980 153 9.4

2013 年 53,604 147 9.8

附注：1.平均每天离婚对数之数字，采四舍五入取到整数。

2.平均离婚速度之数字，采四舍五入取到小数点第一位。

正如前述，台湾居高不下的离婚率，除影响小孩子的身心灵健康等并发症

外；另外，如果再加上小妈妈、非婚生子女、隔代教养、父母皆曾离婚的重组

家庭、弃婴或无依儿童、外藉配偶、包二奶、包二爷等等所连带产生的家庭复

杂问题，益可见当前台湾家庭问题之严重性。而家庭问题对个体身心灵成长影

响之重大，实无人可否认的；易言之，以当前如前述国内相当多元复杂家庭中

成长的小孩计之，实有一些、甚至满多者，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之内在心灵深处，

可能都潜藏着些许或严重的伤痛、缺憾与不愉快，这些小孩随着年龄成长进入

学校此「微型社会」，尤其国中与高中职阶段，学生身心灵正处于青春狂飙期，

有一些、甚至满多者可能会产生许多偏差行为，造成校园学生问题根源之一。

面对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的危机，当前台湾家庭层面需强化努力者如

下：

（一）、父母以身作则：父母可谓为其子女之最原初与最重要的「老师」，其身

教与言教影响其子女一生，故父母之合理性身教与言教，对青少年伦理道

德认知、行为、情意，自然具有正面影响。

（二）、建立家庭生命共同体伦理观：夫妻需了解家庭存在的真谛，同甘共苦，

相互尊重，分工合作，降低离婚率，减少破碎家庭，增加幼儿、青少年之

身心灵健康，建立属于全家生命共同体的特殊家庭伦理关系。

（三）、营造学习型家庭氛围：学校经营、企业经营、国家经营等是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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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需共同学习与成长；「家庭经营」何尝不也是一门学问？

期待家庭经营之良好成效，自也需仰赖夫妻双方与其家庭成员之共同学习

与成长，始得竞其功。

（四）、合理辅导子女交友、上网时间与用途：高中职生受朋友之影响相当大，

故需辅导其谨慎交友；另外，新兴的网络世界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复杂空间，

对人类之影响，利弊皆有；惟网络虽有很便利信息可资利用，但相对地，

却也是一个充满诱惑、易于令人迷惘的深渊，尤其对尚未成熟之中小学生

价值观与行为会有重大影响，故家长对其子女上网时间与用途，宜合理指

导与管控，避免误入歧途。

二、学校层面

高中职的道德教育危机与国中小阶段关系密切，因国中小阶段是高中职教

育成败之基础。事实上，教育部最近几年来，对「道德教育」之推动不遗余力，

除有「品德特色（深耕）学校」之经费补助与认证外，同时，推出「三品（品

德、质量与品味）运动」、「祖父母节」等具体作为；而且也积极推动友善校园、

正向管教等相关政策。目前台湾各级学校「道德教育」之推动，国民中小学九

年一贯后，不再像其前，国小有「道德与健康」、国中有「公民与道德」等单独

设科的课程，而是与人权、环保、性别、理财等重大议题，采取主题「融入其

他课程领域」及弹性学习节数中实施（但真正成效有限），同时也鼓励学校利用

朝会、周会、班会、导师时间、全年级性活动、全校性活动等多元方式，结合

生活教育、童军活动、环保教育、服务学习等，透过理念倡导、楷模表扬等多

元方式实施，如此推动模式，虽有「道德教育生活化」之优点，但却也衍生道

德教育欠缺「合理性」、「系统性」、「统整性」、「全面性」、「深入性」的严重后

遗症；最近（2014 年 3 月）政府也发现推动成效有问题，「鼓励」国中小进行部

份固定时数或时段之品德教育教学，且将品德教育课程纳入国中小「学校总体

课程计划」中以实施（教育部，2014）；惟仍未全面列入正式课程与固定时段课

程架构中。

至于目前高中职学校道德教育之推动，主要在于将「道德教育」课程列入

「公民与社会」科目之部份章节中，惟虽已正式纳入高中职正式课程，但所占

章节太少；且政府虽也鼓励相关领域采融入教学方式，但因升学压力等因素，

致成效极有限。最近（2014 年 3 月）政府也「鼓励」高中职将品德教育列入「学

校总体课程计划」中以推动（教育部，2014）；而大学院校则朝向正式课程专业

化方向，鼓励于「通识教育」与「系所专业领域」中开设和「道德教育」相关

之课程。目前高中职与大学院校之推动方式，虽高中职仍有课程内容篇幅较少

之问题，但实施方式较无重大争议；主要关键在于国中小扎根阶段，因该阶段

道德教育之成败是其后各阶段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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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是十三年来政府推动九年一贯课程后，道德教育政策推动成果

之验证，其采道德议题融入其他领域之教学策略，长期以来，一直备受争议；

依前述表二至表八研究所得，发现当前高中职所显现的道德认知危机，即可略

窥端倪；事实既已造成，惟有面对现实，针砭时弊，图谋良策，始为正途。具

体言之，虽学校「道德教育」之推动策略，需国中小、高中职、甚至大学院校

等各级学校整体配合，始得成功；但国中小阶段是往上教育阶段之根基，故面

对本研究发现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之危机，除着重高中职阶段之改进作为

外，回溯源头，主要关键仍在于改善目前国中小之推动策略；鉴此，冀期化解

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之危机，学校之因应，主要需从中小学（含国中小学

与高中职）阶段提出因应策略，始得奏效，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学校师长之身教与言教兼备：中小学师长不仅需了解「以身作则」胜于千

言万语或指责谩骂或任何校规，而且，师长也需体悟对学生日常行为之指

导、言语、态度等影响深远，凡此皆需谨慎。

二、学校行政之境教与制教并重：中小学行政作为，不只需做好合理性校园环

境规划，以陶冶学生性灵；同时，对学生之各类行为规定，也需依不同年

龄阶段以合理规范；小学中高年级以上年龄阶段，尤其中学阶段，也可考

虑与学生共同研商制订相关规范，俾使学生能心服口服地遵守相关规定。

三、兼顾正式课程与融入其他课程策略：国中小教育与高中职教育成败攸关密

切，惟如前述，反省当前台湾道德教育之推动，自 2001 学年正式推动「九

年一贯课程」后，国中小「道德教育」不再列入正式课程架构中，而以重

大议题，采融入各领域以教学，然而，其成效一直令人质疑；另配合教育

部「品德特色（深耕）学校」之认证，有申请到教育部补助的中小学，因

需提报成果而较会积极推动，反之，则绩效有限。而高中职主要采列入「公

民与社会」之部份章节以教导，虽已正式纳入高中职正式课程，但内容篇

幅不足，需要改善，惟实施方式较无重大争议，因事实上，高中职道德教

育于有些课程也可采融入方式进行，以活化教学。但这十三年来，国中小

阶段主要采课程融入方式，如前述，直到 2014 年 3 月才又开始「鼓励」进

行部份固定时数或时段之品德教育教学，然而，并未「规范」全面列入正

式课程与固定时数或时段课程架构中，执行与否？充满了不确定性，端赖

学校校长与老师之好恶而定，此为当前「道德教育」推动之最核心缺憾。

换言之，国中小「道德教育」之推动，亟需明确排定时段，且纳入正式课

程领域以授课，俾以传递、厘清与辩证具「合理性」、「系统性」、「统整性」、

「全面性」、「深入性」的基本伦理道德知识，以资为建构合理性道德行为

与情意之基础。

四、德育教学目标层面：中小学的各科或领域「教学目标」导引「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与「教学评量」，「德育」亦然。中小学的德育教学目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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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认知」、「行为」、「情意」此三大面向，大原则为目标之拟定需有「全

国性者」以资建构「台湾的共同核心价值」；同时，也需兼顾地方、学校自

我追求的「个别性核心价值」；依 2014 年政府所提出之共同核心价值包括

正直、善良、诚信、勤奋、进取、包容、廉洁、廉能等（教育部，2014），

至于地方、学校之「个别性核心价值」则因地制宜；惟政府课纲与第一线

教师教学，德育目标之规范需具体可行，避免过度理想化。

五、德育教学内容层面：中小学当依不同年龄阶段，审慎编撰合理性教材，教

材的编撰除以固有传统优良文化财为基础外，也要配合当前台湾，甚至全

球化、自由民主多元社会为取材依据。因应学生不同学习阶段，「适应个别

差异」、「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慎编不同程度类型的实务教材，避免流

于八股、非理性、违背事实、单向绝对权威或过度多元相对混乱的教材内

容，且需与学生现实生活相结合，避免教育内涵流于空洞化，此教材内容，

攸关重大；简言之，教育相关单位亟需妥善规划「课纲」，而台湾中小学教

科书采「审定制」，也需政府严格品管，而教师相关补充教材之选择亦须审

慎。

六、德育教学方法层面：中小学需依不同年龄阶段，审慎灵活善用多元教学策

略，如当前教育部所提出的「6E 教学法」，即「Example」（典范学习）、

「Explanation」（启发思辨）、「Exhortation」（勤勉激励）、「Environment」

（环境营造）、「Experience」（体验反省）、「Expectation」（正向期许）此

六种教学法以灵活应用，或再参酌其他可行的教学策略，以适应个别差异、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地灵活教导学生知善、乐善、行善；因应不同年龄阶

段，着重记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批判、创造等不同认知层次之

辩证与启发，以避免德育教学方法过度僵化或教条化。同时，除着重「认

知」层面之教学外，「行为」与「情意」面向之教导也需兼顾。

七、德育教学评量层面：中小学需依不同年龄阶段，订定合理性道德行为评量

指标，兼顾「认知」、「行为」、「情意」此三大面向，避免偏重「认知考试」

层面；为求具体明确合理可行，亦需由教育相关单位主导整体规划与第一

线教师专业灵活运用。

三、社会层面

「家庭」与「学校」很难、甚至不可能独立于整体大社会环境之外，因此，

较无社会经验的中小学生，走出家庭、学校后，很容易遭受「光怪陆离」大社

会环境之影响，面对当前污染极为严重之大社会风气，如何降低其污染程度，

除前述家庭与学校教育加强教导，培养学生要有分辨社会是非对错善恶之能力

外，整体大社会环境之良窳亦居于重要关键地位。而当前社会层面涉及范围极

为广泛，其中又以「不良平面与立体媒体」、「网咖与不正当场所」、「贩毒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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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帮派」等对学生之伤害最大，由于篇幅所限，面对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

的危机，有关社会层面改进之道，参考姜得胜（2011b）之研究，乃将焦点集中

于这些方面，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强化媒体自律能力：大社会许多暴力、色情几乎多透由「媒体」以传送，

而「媒体人」可能也有子女，即使自己没子女，亲戚朋友也可能有子女，

当具「同理心」，妥善处理血腥暴力与色情变态等等画面，且避免残暴过程

之过度渲染，以降低对未成熟中小学生之负面影响。

（二）、媒体光明面与黑暗面新闻宜平衡报导：如果每天新闻报导是人类一天生

活之缩影，那么光明面与黑暗面新闻之报导当力求平衡为宜，因如报导过

多负面新闻或过度渲染美化演艺圈生活，易误导社会大众，尤其未成熟的

中小学生，很容易误以为人类社会多是「黑暗的」、「丑陋的」、「虚荣的」、

「浮华的」，直接间接会影响其价值观与外显行为。

（三）、社会正派团体需指导青少年从事正当娱乐以远离网咖与不正当场所：青

少年学生身心灵发展正处于「狂飙转折期」；尤其，高中职学生又面临人生

升学之重要关键阶段；如又有家庭经济压力，其内在心灵之矛盾、冲突，

甚至苦闷自然油生，亟需透过各种活动以纾解平衡，而心性不定、社会经

验缺乏者极易遭受网咖、不正当场所等诱惑；职是之故，社会正派团体组

织，宜多举办具有教育成长学习意义的康乐性活动，引导青少年从事正当

娱乐，以远离网咖与不正当场所等。

（四）、社会正派团体需导引青少年从事正当社交活动以远离毒品与不良帮派：

适如前述，青少年学生身心灵正值激烈转折变化阶段，又喜好结交朋友，

寻求认同感，追求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意识；然而，心性不定，社会经验

又缺乏，尤其家庭破碎或中辍学生，极易遭成年歹徒威胁利诱以毒品控制

或被不良帮派吸收；是以社会正派团体需多举办正当社交联谊性活动，以

导引青少年正确价值观与分辨是非能力，俾以避免毒品与不良帮派之诱惑。

四、政府层面

政府拥有最大的公权力与资源，相对也需负最大的责任与义务；面对当前

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的危机，有关前述家庭、学校与社会层面所提出之因应策

略；事实上，主要也需政府公权力同步配合与研拟合理性政策以推动，始得竟

其功；简言之，参酌姜得胜(2011c）之研究，政府应有之作为如下：

（一）、具体落实家庭教育法：目前台湾已制订有「家庭教育法」，惟由于一些

主客观因素，一直未能落实，政府亟需克服万难，具体实践该法中所推动

之亲职教育、子职教育、性别教育、婚姻教育、失亲教育、伦理教育、多

元文化教育等等教育活动，俾以强化提升国人家庭效能，进而尽可能降低

离婚率或不正常「男女关系」，减少破碎家庭比率，降低对学生人格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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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不良冲击。

（二）、具体将道德教育列入国中小学正式课程：古训：「人不学，不知义」，有

关目前台湾「道德教育」之实施，如同前述，当前学校「道德教育」主要

关键问题在于九年国民义务教育阶段，主要采融入式教学，直迄最近（2014

年 3 月）政府才「鼓励」国中小进行部份固定时数或时段之品德教育教学，

且将品德教育课程纳入国中小「学校总体课程计划」中以实施，但并未全

面规定列入固定时段之正式课程中，虽课程融入方式有「道德教育生活化」

之优点，但却欠缺「合理性」、「系统性」、「统整性」、「全面性」、「深入性」

的课程与教学，亟需重新修订相关政策，将「道德教育」列入九年国民义

务教育必修课程，因个体的学习从幼儿、儿童以迄老年，其过程是一贯且

连续的，而往下扎根往往是道德教育成败之基础与关键。同时，对于道德

教育的目标、课程、教学方法与评量方式也需重新检视其是否合理性。

（三）、严格审定教科书与强化教师选择补充教材之专业素养：当前台湾中小学

教科书采「审定制」，由各家合格出版社，根据政府课纲编订教科书，送教

育部审定核可后以出版，再由各校依相关规定选择教科书，而教师亦可自

由选择相关补充教材；然而，却有时发现经政府审定核可的教科书有明显

瑕疵，而老师选用的补充教材也很不适当（如有的老师还选用几十年前的

「二十四孝」给学生阅读），举凡此类问题，皆须仰赖政府积极努力因应。

（四）、修法以合理辅导媒体正常化：现代化的媒体报导对人类的影响极为重大，

媒体虽享有新闻报导之自由，但需根据事实，且需光明面与黑暗面合理平

衡公正报导，俾以确实反映社会实况；而大众媒体相关组织也需共同签署

「媒体自律公约」，强化媒体自律基本涵养与社会责任，凡此皆需立法以合

理规范新闻自由。

（五）、修法严禁未成年者不得进入「网咖」与「不正当场所」：近十几年来，

国内网咖与不正当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尤其，网络虚拟世界比现实实

体世界更复杂，是一个很容易令人迷惘的场所，其游戏软件常充斥着暴力

与色情，除严禁未成年者不得进入不正当场所外，也当严禁未成年者不得

进入网咖；同时，对于未严拒未成年者进入前述场所之商店业者，也当予

以严惩，俾以减少青少年问题。

（六）、修法以严惩利用「毒品」与「不良帮派」引诱青少年犯罪者：青少年之

社会经验相当有限，即使犯错，往往不致于为大恶；如果犯大罪，往往是

遭成年人威胁利诱、指使强迫所导致；是以利用「毒品」与「不良帮派」

等控制学生，引诱青少年犯罪之成年人，实罪加一等，泯灭人性，政府亟

需修订相关法律以严惩，俾以合乎人伦与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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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主要目的，旨于探索台湾自2001学年度起正式推动「九年一贯课程」，

删除其前国民中小学课程中的「道德教育」相关科目后，当前学生「道德认知

基本素养」的表现。

冀期达成主要研究目的，首先采用文献分析初步验证「道德」相关研究之

重要性，并以哲学思辩切入厘清人类伦理道德规范之本质；进而采自编之「日

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问卷」，以台湾云嘉南县市高中职一、二年级学生

为施测样本，随机取样六所学校，共 154 班，总共抽测样本 6244 份，无效样本

578 份，有效样本 5666 份，进行初步统计，探索高中职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核

心伦理道德「四维八德」之认知基本素养。

研究结果发现，受测学生表现极为不佳，于有效样本中，有 2609 人(46.05%)

不知「四维」的名称，有 5040 人(88.95%)不知「四维」的意涵；至于「八德」

则有 3067 人(54.13%)不知其名称，有 5322 人(93.93%)不知其意义；当前台湾

高中职道德教育之危机，可见一斑。

面对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之危机，根据前述研究结果，乃从家庭、

学校、社会与政府此四层面提出合理性因应策略如下：

（一）、家庭层面：主要策略为父母以身作则，进而需建立家庭生命共同体伦理

观、营造学习型家庭氛围，同时需合理辅导子女交友、上网时间与用途，

俾以发挥家庭之伦理道德教化功能。

（二）、学校层面：各级教育阶段间具有前后因果关系，亦即高中职的道德

教育危机与国中小阶段攸关密切，故对于高中职之因应策略需中小学（含

国中小与高中职）统合兼顾，始具有意义；主要策略为学校师长之身教与

言教兼备，同时，学校行政之境教与制教并重、兼顾正式课程与融入其他

课程策略、德育教学目标具体可行且避免过度理想化、德育教学内容生活

化且避免流于空洞化、德育教学方法适应个别差异以多元采用且避免过度

教条化；除此外，德育教学评量需认知、行为、情意等兼顾具体可行且需

避免偏重认知范畴。

（三）、社会层面：学生离开家庭、学校后，很难以避免地会受如大染缸般的外

在大社会环境所影响，故面对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的危机，社会层面

之主要策略除强化媒体自律能力外，且须顾及媒体光明面与黑暗面新闻宜

平衡报导；同时，期待社会正派团体组织，多举办具有教育成长学习意义

的康乐性与社交联谊性活动，俾以导引青少年远离网咖、不正当场所、毒

品与不良帮派。



212

（四）、政府层面：面对当前台湾高中职道德教育的危机，有关前述家庭、学校

与社会层面所提出之因应策略，有许多面向亟需政府同步提出相符应政策

以配合，始得达成目标；换言之，政府面对此教育危机，除需积极具体落

实家庭教育法以强化家庭教化功能与将道德教育列入国中小正式课程外，

政府也需严格审定教科书与强化教师选择补充教材之专业素养；同时，亦

当修法以合理辅导媒体正常化、修法严禁未成年者不得进入网咖与不正当

场所且严惩未严格管控的商店业者、修法以严惩利用「毒品」与「不良帮

派」引诱青少年犯罪者。

二、建议

除上述结论外，笔者也根据整体研究流程与结论，提出合理性建议，以资

为未来相关研究之参考：

（一）、研究对象层面：本研究施测对象，只限于台湾高中职阶段学生，未调查

其他教育阶段学生，故于母群体教育阶段之推论乃随之受限；惟事实上，

其他教育阶段学生亦具有研究价值，值得后续探究。

（二）、研究区域层面：本研究样本取样，仅限于台湾的云嘉南县市，故于母群

体区域之推论亦随之受限；惟事实上，台湾其他县市之类似问题，也值得

进一步研究。

（三）、研究内容层面：因限于篇幅与时间等主客观因素，本研究内容主要探究

学生道德「认知」面向之表现，惟其他有关道德「行为」、「情意」(含态度、

意志、情感等)面向、本研究相关复杂变项间（如性别、年级、学校类型等

变项）等等之探索，也深值后续再研究。

（四）、研究方法层面：本研究因应主要研究目的，主要采用「量化研究」，且

因受限于时程紧迫，仅进行初阶统计分析；惟事实上，其他与本研究相关

复杂变项间之高阶统计分析与不同研究内容之「质化研究」，亦颇值得后续

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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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日常生活道德认知基本素养调查问卷

学校名称： 姓名（可不填）：

年级： 年龄：

就读高中职类型(高职科别或综高或一般高中)：

填卷日期：公元 年 月 日

一、请问「四维八德」中的「四维」是指什么？且请问其主要意涵是什么？

答：

（一）、所谓「四维」是指：

（二）、「四维」的意涵：

二、请问「四维八德」中的「八德」是指什么？且请问其主要意涵是什么？

答：

（一）、所谓「八德」是指：

（二）、「八德」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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