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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本期共收錄四篇研究論文，首篇為教育哲史類，後三篇為跨領域論文，另有

一篇書評。

第一篇文章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郭展有博士所寫〈由J. Rancière知

性解放觀點論教師的啟蒙實踐〉。該文藉由當代法國哲學家Rancière「知性平

等」與自我解放的觀點，析論作為啟蒙者的教師如何可能在教導學生的過程中，

不侷限於僅只是使之被照明，而是能使之自體發光，意即不讓學生總是以有待被

啟蒙、受監護的不成熟姿態持續仰賴教師，而能在體認到自身知性與所有人平等

下，克服怯懦與懶惰，轉而具備獨立探究與試誤冒險的勇氣與動力，藉此打破長

久以來假定之師生間永恆的不平等關係。

第二篇文章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王俊斌教授所

撰〈臺灣1990年代後師資培育改革的本體論政治初探：一種非工具性思維的觀

點〉。該文採取受後結構主義影響下，講求多重實體（multiple realities）及非工

具性思維的本體論政治（ontological politics）觀點，省察我國師資培育問題，尤

其聚焦於探討師資培育理念的矛盾化、師資培育素質管控的技術化，以及課程意

識型態的再概念化問題。文末針對後續研究議題提出包含重新思考教師角色如何

在教與學中取得平衡、如何避免客觀證據本位的數據治理變成新霸權、後結構取

向的教育政策研究有待開展等三點建議。

第三篇文章為中國文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單文經教授所撰之〈J. Bruner〈貧

窮與童年〉的述要、增述與補述及其帶來的教育反思〉。述要以Bruner〈貧窮與

童年〉為起點探討貧窮對兒童的深刻影響，繼而於增述部分探究後續貧窮概念歷

經的定義流變，由此論及可協助兒童脫貧的概念框架，再於補述部分探討貧窮與

童年關聯性的相關研究，以及英國貧童逆轉勝的個案研究。文末作者提出三點建

議（實施教育介入細則、關係為本的逆轉勝原則、實施隨機控制試驗與大腦生理

學量測措施）與對未來研究的期許。

第四篇文章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研究所博士生賴志展所寫〈當前生命教育核

心素養之檢討：對「哲學思考」的考察〉。該文針對教育部生命教育五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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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共同講求以「哲學思考」作為生命教育的方法提出批判，再以中華傳統儒、

釋、道三家有關生命學問的方法進路—重視直觀、覺察、觀照、體認心性—

以為替補，最末針對生命教育核心素養方法之展望，提出以「自我覺察」為取向

的生命教育，並提出頗具創意的自我覺察練習法示例，以為讀者參照練習修養。

本期邀請英國愛丁堡大學黃鈺棠博士就K. Bhopal與M. Myers合著的新書《菁

英大學與特權的塑造：探索全球教育經濟體中的種族與階級》撰寫書評。該書特

意挑選英、美各兩所菁英大學共49位研究生進行訪談，旨在探討高等教育的「全

球品牌」概念，特別是菁英大學崛起後如何善用手中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影響力

持續護衛自身品牌的排他性與高度競爭力。該書的另一重點是全球新自由主義高

等教育經濟體中，透過學生實質的校園經驗探討續存的種族主義與白人特權、

壓迫結構下有色人種學生的適應性與身分認同建構歷程，以及菁英階層的社會再

製。文末，書評作者提出研究視角須由分配正義轉向對實質教育歷程的關注，以

及運用CRT（批判種族理論）中「利益趨同」概念理解全球品牌的可能性及其限

制。

一份學術刊物能刊登出高品質的論文，並穩定、持續提供開放對話的學術平

台，以供專家、學者與所有關心教育的人士一同研討，著實有賴投稿者、審查委

員、編輯委員與助理編輯的共同付出。炎炎夏日享受這一期學術盛宴的同時，謹

向所有辛勞付出的學術夥伴致上最誠摯的謝忱。

副總編輯　陳伊琳　謹誌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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