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文經、羅逸平、蔡曉楓 評Dewey釋三類不當課程觀念　85

教育研究集刊
2025年3月，71（1），頁85-131
https://doi.org/10.6910/BER.202503_71(1).0003

評Dewey釋三類不當課程觀念

單文經、羅逸平、蔡曉楓

摘要

研究目的

鑑於正面表述課程理念，以直指應興應革的事項固然重要，然藉由負面陳述

導正課程觀念，甚至逕行揭示負面事項，以匡正不當課程觀念，亦具重要意義，

因此本研究藉多方文獻探討後確認：Dewey所闡釋之不能見容於一般事理的不當
課程觀念，可歸結為外在化的課程、反教育的教學以及不用心的學習三類。本研

究目的即於認定這三類不當課程觀念的前提下，針對Dewey就其等所做有關闡釋
進行學術評論。另外，本研究並於討論Dewey的闡釋與當前課程實施之間的關聯
後，試著推斷Dewey會怎麼看當今臺灣推動的課程改革。

主要理論或概念架構

有鑑於Dewey一向主張自課程的上位概念，亦即從教育的立場出發，採取整
體與寬廣的視角看待課程，因而本研究在針對其課程觀念進行概念分析時，即不

限於一般內容為考量的課程之本身，而能進一步將課程實施的另兩項要素，亦即

教學與學習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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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方法／對象

以Dewey論著及其他文獻為據，本研究採用Dewey未言明但常用的概念分析
法，針對三類不當課程觀念做合理、適切與確當的說明和評析；進行概念分析

時，並依詮釋循環原理，確實掌握Dewey所做闡釋的意義與真諦。

研究發現或結論

就外在化的課程而言，先後針對其目標與組織進行原因的解析與事實的舉

例，並據此確認這大多是因為包括教師在內的成人，在忽略學生的情況下，由外

而內所做安排，因而成為Dewey所闡釋的第一項不當課程觀念。
就反教育的教學而言，則於闡明Dewey合教育的教學應具有經驗為本、積極

參與、學習興趣、反省思考、意義理解等五要件的內涵後，指出不合五要件的灌

輸及動物訓練等不當課程觀念依然存在。

就Dewey所闡釋的第三項不當課程觀念，亦即不用心的學習而言，先確認用
心的學習之要在由誠心入手，次以虛心廣納所學，再以專心持續為之，終以責任

心整合之；另並指出有些學生本末倒置，只求迎合教師，卻不認真學習，以致被

動接受與機械記憶等學習方式，仍不為鮮見。

理論或實務創見／貢獻／建議

1. 獨特性：至少在中文世界未見與本文選題相同者，一也；在配合Dewey
著作電子資料庫的搜尋，因而確保所引用Dewey文字皆真實無誤的前提下，以
Dewey未明言的概念分析為方法，說明與評析三類不當課程觀念，二也；配合新
近研究文獻，推斷Dewey審慎樂觀以待臺灣推動的課程改革，三也。

2. 整合性：以廣義課程概念為本，將Dewey著作中論及課程目標與組織，教
學、教導、訓練與灌輸，經驗為本、積極參與、學習興趣、反省思考、意義理

解，誠心、虛心、專心、責任心，被動接受、機械記憶等有關概念，加以分析與

討論後，並在綜合整理之同時，以負面提示的角度撰成包含課程、教學與學習三

類不當課程觀念在內的論文。

關鍵詞： Dewey、不用心的學習、反教育的教學、外在化的課程、課程的概
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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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Dewey’s Interpretation of 
Three Improper Curriculum Ideas

Wen-Jing Shan, Yi-Ping Lo, Hsiao-Feng Tsai

Abstract

Purpose
While it is important to articulate curriculum ideas positively to highlight the 

issues that should be addressed, it is equally critical to correct curriculum ideas through 
negative statements, or even to reveal problematic issues to rectify improper views. 
This article draws on a wide range of literature to confirm that Dewey’s interpretations 
of improper curriculum ideas which cannot be accommodated in general can be 
categorized as externalized curricula, mis-educative teaching, and mindless lear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ritique Dewey’s interpretations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improper curricula. In addition, after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wey’s 
interpretations and current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trapolate 
how Dewey views curriculum refor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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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Theories or Conceptual Frameworks
Dewey consistently advocated for a higher-order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approaching it from an educational standpoint with a holistic and broad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with its conceptual analysis of Dewey’s curriculum theory, 
does not confine itself solely to the content-based notion of the curriculum. Instead, 
it extends the scope to incorporate two additional essential elements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Design/Methods/Participants
Based on Dewey’s writings and other related studies, we adopt Dewey’s 

unexpressed but commonly used conceptual analysis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appropriate, and accurate analysis of three types of improper curriculum ideas. The 
conceptu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hermeneutic cycle, 
so a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significance and meaning of Dewey’s interpretations.

Research Findings or Conclusions
In the case of an externalized curriculum, the reasons and facts for the 

curriculum’s goals and organization are analyzed. It is confirmed that most of them are 
organized from the outside by adults, including teachers, without regard for students, 
thus representing the first improper curriculum ideas commented on by Dewey.

In terms of mis-educative teaching, it is clarified that Dewey’s ideas about 
educative teaching should emphasize experience-base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terests in 
learning, reflectiv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meaning. It is pointed out that mis-
educative curriculum ideas which do not conform to the five elements still exist.

With regard to the third improper curriculum idea commented on by Dewey–
mindless learning– it is firstly recognized that mindful learning starts from sincerity, 
followed by an open mind to learn, then continuation with dedication, and finally 
integration with responsibility. Some students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only 
seeking to satisfy teachers without serious learning, resulting in passive reception and 
mechanical memory, which is not un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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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Insights/Contributions/Recommendations
1. The first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its unique perspective. First, there is 

not yet one previous study, at least in the Chinese-speaking academic world, which 
shares the same topic as this paper. Second, the study employs conceptual analysis of 
ideas not explicitly stated by Dewey to explain and critique the three types of improper 
curriculum concepts, ensuring the authenticity of all cited Dewey texts through 
verification against electronic databases of his works. Third, the study incorporates 
recent research literature to infer Dewey’s likely cautious optimism towards Taiwan’s 
curriculum reform.

2. The other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its integrative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n a broad sense, Dewey’s writings on curriculum 
goals and organization, teaching, instruction, training and indoctrination, experience-
base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terest in learning, reflective thinking, understanding of 
meaning, sincerity, open-mindedness, dedication, responsibility, passive reception, 
and mechanical memory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synthesized analysis is 
presen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types of improper ideas, namely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learning.

Keywords:  Dewey, mindless learning, mis-educative teaching, externalized 
curriculum,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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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首度文獻探討初步引發本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以「十二年」、「課程綱要」為關鍵字進入各資料庫搜尋2014年1至

2024年間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綱）有關的論文與研
究報告900餘篇，並就其等的主題進行判讀後，確認與這些研究文獻之性質有關
的三項事實：1. 所探討的問題絕大多數皆屬課程實務，而少涉觀念探討者；2. 其
中論及Dewey課程觀念者，僅見單文經（2020，2023）及蔡盈慈（2023）三篇；
3. 單文經二篇較早發表的論文，受到若干稍後發表的論文引用，其中，蔡盈慈更
直指其寫作主因是為回應單文經所述及的Dewey課程觀念。2這三項事實初步引

發了長期關注課程理論與實務的筆者們，就此三篇論文的內容進行深究的動機。

（二）再度文獻探討進一步增強本研究的動機
筆者們深入分析上述三篇論文的內容後，確認了本研究針對Dewey闡釋三類

不當課程觀念這項主題進行學術評論3的意義與價值，現說明如下：

1  這一年，教育部正式公告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由國家教育研究院發布 
  《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建議書》及《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展開《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規劃。

2  筆者們於進入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CETD電子學 
  位論文資料庫、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得約400篇各式論文，同時，並進入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搜得各式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約500篇後，確認其等關注的主題應可 
  歸結為課綱研修的機制與政策檢討（如吳清山，2024；周淑卿，2015；許育典、許文 
  耀，2018），特定學科領域內容與教學走向的評估與修正（如莊德仁，2018；黃茂在、 
  吳敏而，2016；葉錫南，2019；蔡曉楓、單文經，2024；盧台華等，2016）、課綱實施 
  經驗的調查（如張錫勳，2018；潘慧玲、洪瑞璇，2022）以及對課綱的詮釋（林永豐， 
  2017）等與課程實務有關的四類研究。

3  依集刊2025.01.15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的徵稿辦法第三條第二款，作為集刊徵 
  稿類型之一類的學術評論（Academic Critical Review）之定義為：就特定教育學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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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文經（2020，頁1）聚焦於課綱，「針對其中課程理念與Dewey思想的關
聯，進行學理的分析與詮釋，以及實務的推衍與闡明」。單文經（2023）及蔡盈
慈（2023）二文，則皆係在體察到課綱強調探究式課程與教學的前提下寫成：前
者針對「Dewey以經驗為本的課程論、以思考為本的探究論，以及其對專題計畫
及有關事宜的提示」（頁64）進行學理探討；後者則以「Dewey建基於經驗的教
育、以小組合作養成民主公民品格、將知識作為手段而非唯一目的」（頁123）
等理念為據，針對某高中校訂必修課程的發展與執行做實務研究。

此三文的內容可歸結為二類：一為如單文經（2020）全然正面表述課程理
念，藉以引領眾人注意必須努力的要項有廣義課程理念、學習者導向、充實核

心素養、連結生活情境、真實明智地做中學等五項。二為隱含正面理念的負

面事項，藉以導正不合理的課程觀念，如單文經（2023，頁71）指陳「思考絕
非⋯⋯，更非⋯⋯，而是⋯⋯；探究絕非⋯⋯，也非⋯⋯，而是⋯⋯」，而蔡盈

慈（2023，頁142）則說「學生習於被動地接受知識、大量機械式考試練習，學
習的主動性闕如，學習動機低落」。

此一歸結讓筆者們聯想到：正面表述課程理念以直指應興應革的事項固然重

要，藉由負面陳述導正課程觀念，甚至逕行揭示負面事項，以匡正不當課程觀

念，亦具重要意義；此一想法乃進一步增強本研究的動機。

（三）多方搜尋Dewey著作後確認本研究目的
上述動機促使筆者們於多方搜尋《Dewey全集》（以下簡稱《全集》）電子

資料庫4後確認：Dewey針對不能見容於一般事理的不當課程觀念，所做不為少

  題，對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性、綜整性回顧與評析（請見http://bulletin.ed.ntnu.edu.tw/ 
  content/?parent_id=21）。

4  （1）本研究所引用Dewey的文字係出自《全集》電子資料庫（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ition, 2nd release）。該全集係由美國南伊利諾大 
  學杜威研究中心編成，共分三類：論著，早期（Early Works, EW）5冊、中期（Middle  
  Works, MW）15冊、晚期（Later Works, LW）17冊、補綴（Supplementary Volume, SV） 
  1冊，另加於2012年出版的新近發現的一本眾人（包括Dewey自己在內）都以為早已遺 
  失的手稿等共39冊；信函（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 C），4冊；課堂講稿（The  
  Class Lectures of John Dewey, CL），1冊。（2）本文於引用《全集》時，悉以英文簡稱 
  行文，並在其後加上頁碼（論著及課堂講稿）或年月日（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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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闡釋可歸結為外在化的課程、反教育的教學以及不用心的學習三類。本研究

目的即針對這些闡釋，進行說明和評析，並於討論Dewey的闡釋與當前課程實施
之間的關聯後，試著推斷Dewey會怎麼看當今臺灣推動的課程改革。

二、研究方法

在《全集》配合其他有關文獻的支持下，本研究汲取了Dewey「以『解析與
整合』的執行而達成『批評就是判斷』功能」（1934e, p. 313）之批判精神，採
用Dewey未言明但常用的概念分析法（石中英，2019），針對三類不當課程觀念
進行合理、適切與確當的說明和評析。

本研究於進行概念分析時，並參酌朱啟華（2013）有關詮釋學方法的提示，
在細加檢索與批判式閱讀的前提下，精選Dewey闡釋三類不當課程觀念的文本，
執行「把部分當作一個整體的部分加以揭露」（Dewey, 1934e, p. 313）為本質之
分解，以及「創造性地整合並提出洞見」（p. 317）為本質之整合，並於同時透
過「詮釋學的循環」（朱啟華，2013，頁4）之做法，確實掌握Dewey所做評論
的意義與真諦。

三、研究限制

誠如Bruner（1979, p. vii）所提示，筆者寫作這一篇「包含一個論題和一系
列限制，且這些限制規定了我們可能的敘述方式」的小論文（essay），因而必
須顧及這些限制，否則就會「顯得鬆散、不夠嚴肅且無章法」。現簡述如下：

（一）在本研究題目〈評Dewey釋三類不當課程觀念〉與第二節「外在化的
課程」標題中的課程一詞，其所涵蓋的範圍廣、狹不同。前者是將課程置入作為

其上位概念的教育做整體的掌握，因而納入學生所學習的課程、所接受的教學與

所進行的學習；而後者則是在將整體分為三個部分之後，只納入了學生所學習的

課程一項。

（二）本研究針對Dewey釋三類不當課程觀念所做的「評」，聚焦於Dewey
對外在化的課程、反教育的教學以及不用心的學習三類的說明和評析，而未及於

當代其他教育學者觀點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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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述生涯長達71載5的Dewey，經常嘗試表達一些新觀念，卻無足夠
詞彙可用，只好一再地「以偏離既有用法的方式來使用既定的詞彙」（Murphey, 
1983, p. ix），甚至造成同一語詞的用法前後有所差異。因應此一情況，本研究
持特別謹慎以對的態度，仔細核實Dewey在各關鍵詞彙的用法，在做出必要考證
與辨析的前提下，忠實傳達Dewey的本意。

貳、外在化的課程

一、課程與外在化

（一）課程
本節所論為前述的「學習課程（course of study）」而非黃政傑（1991，頁

93）所理解的「學習科目」，是因為Dewey早已主張，學生所習課程不應限於傳
統科目，而應包含能滿足學生「談話或溝通、探究或發現、製作或建造、藝術表

達」（1899, p. 30）等興趣的課程。Dewey早年在實驗學校推動的「遊戲和工作
活動」（p. 59），乃至於後來「愈來愈多地進入學校課堂⋯⋯的『專題計畫』」
（1933b, p. 291）等也都納入學習課程中。
經過百餘年的演變，學習課程與傳統的學習科目之間的分野，已經不如過

去般固定不變。當今一般學校早已將包括遊戲、工作活動和專題計畫等著眼於

學生興趣、特質與需求而設置的各式活動融入，甚至取代了只是「將知識按照

學習者年齡大小進行分門別類，並按照年、月、日的順序加以安排」（Dewey, 
1930, p. 132）的做法，而能夠顧及較具內在化性質之「一種活生生的個人經驗」
（Dewey, 1897b, p. 168）。
既然一般學校多已將具內在化性質的經驗融入課程，為何還要藉Dewey之

說，指出外在化課程的不當呢？請看以下的說明。

5  自Dewey（1881）發表平生第一篇論文〈唯物論之形而上假定〉（The Metaphysical  
  Assumption of Materialism），以迄Dewey（1952）為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及教育哲 
  學課的助教E. R. Clapp（1879-1965）所撰《教育資源的運用》（The Use of Resources in  
  Education）一書所撰的序言為止，共約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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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在化的
Dewey（1925, p. 179）論及具內在化性質的經驗時指出，一般人總是說

「『我』經驗著⋯⋯」或「『我』思考著⋯⋯」，但此說既不準確也不恰當；比

較合適的是「『它』經驗著或被經驗著，『它』思考著或被思考著」。Dewey主
張：「經驗，是有著它自身所具有特性和關係之一系列事態的過程，它發生、出

現、存在著」。

Dewey（1925）認為，只有經驗過程才是內在的，一旦變為成品，就成了外
在化的存有。因此將經驗轉化為任何形式的材料，包括教材、科目，乃至課程

等，也都成為外在的存有；換言之，外在化的課程是一項實然。但此一實然並不

代表其為必須接受的應然，也正因如此而形成了在目標與組織方面的不當觀念。

二、外在化的課程目標6

Dewey（1916）指出，「若某活動有時間跨度，且有持續累積的成長，目標
即是活動的結局或可能行動的事前預知」（p. 108）。套用於課程活動，既然整
項課程活動是連續的存在，則其目標本即內在於活動，而不應有外在化的問題。

其實不然，現舉例說明其原因與事實。

（一）原因
1. 一般訂定課程目標時，多未以兒童內在需求與潛力為主要考量

（1）課程目標多由成人依己身想法、權威壓力或社會時興而訂定
Dewey（1916）認為，作為教者的成人，無論家長或教師，多把「自己」

（p. 114）的目標設定為兒童成長的「正確」（p. 114）目標。他們這麼做，明
顯違反「目標須以受教者內在的行為和需求為根據」（p. 114）之原則，因為它
們都是「成年人自己所重視的事物，卻未顧及受教者的潛能便訂定下來」（p. 
115），因而都變成外在化。

Dewey（1916）進而指出，教者會這麼做多是「受上級權威的指示；上級權

6  究應以「目的」或「目標」行文，本文同意黃政傑（1991，頁184）所稱，若明乎「各 
  個層次的目的是連續地存在」之理，即「不致獨斷地區分目的和目標」之說，以「課程 
  目標」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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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接受這種目標，則是因為社會上正在通行」（p. 115），因而帶來一些不良後
果：教者既已習於接受上級權威交辦的目標，就無法自由地運用智慧，以致不但

難以擺脫權威的監督，又不易解開方法類教科書及規定了的學習課程之束縛，因

而難讓自己的思維接近學生的想法。

Dewey（1916）又明示，一般課程目標總是訂得太過一致化，且大都以十分
抽象的文字表述，因而「既忽視兒童個人的特長與需要，又忘記所有學習都是在

特定時地發生於個人身上的事情」（p. 115）。Dewey提示，若以文字表述課程
目標，卻未能針對兒童達成目標的具體做法提出合適的建議，則無論所表述的文

字多麼「確鑿有效」（p. 114），相對於兒童內在的行為和需求而言，仍是「外
在強加或依憑權威而接受的目標」（p. 114），因而害多於益。
（2）成人多對兒童的經驗、能力、需求、興趣等內在的潛力存疑
Dewey（1916）認為，兒童的經驗不受信任，連鎖反映出對學生言行回應

的沒信心，因為學生所遵循的是來自「雙重或三重的外力施加而成的目標」（p. 
115），又有符合自己當下經驗的目標，多方的衝突令學生不知所措；困惑中只
好默默接受外在化的課程目標，勉強應付而無法安心參與課程活動。

Dewey（1916）指出，成人總是擔心兒童的能力不足，因而不讓兒童嘗試為
自己的學習訂定目標，卻只要求兒童按照規定與指示採取行動，甚至一成不變地

複製現成的模板，如此似甚安全不易出錯。然Dewey警示，有些成人過度保護兒
童，要求兒童避開會犯錯的行動，反而讓兒童失去考驗自己能力的機會，更平白

地放棄了「以錯為師」（p. 204）的可能性。
Dewey（1916）主張，若從正面的方式重敘上述說法，則可為有關課程目標

的準則，歸結成一般理解為學行兼修原理之「達到理智化的成效及養成社會化的

意向」（p. 204）。
2. 一般訂定課程目標時，多漠視其作為優質的整體之應然

Dewey（1916, p. 206）認為，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學行兼修的原理，就是訂定
課程目標時，必須視其為優質的整體。學與行皆非「有形的事態」，它們作為一

項整體的存在，「取決於人們對其真心關注或全力投入；其為整個學習情境所產

生之優質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會帶動人們全心全意的學習。換言之，正是學習

者所領會的整體，亦即課程目標發揮了這層影響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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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ey（1916）指出，在課程活動中常見的一項關於簡單和複雜（簡或繁）
這兩項觀念的誤解，就是一些教者不明白這層道理。其實，對受教者而言，最能

以簡馭繁的做法，就是以課程目標將看似繁複的活動細節串連起來，並在掌握預

定學習的內容以及能使用的方法、步驟、材料、工具的配合下，按部就班地進行

學習，直到達成階段性的目標為止，再為下一階段目標的達成進行必要的學習。

此一做法呼應了一般所理解的：由淺入深、由簡而繁、循序漸進的道理。

Dewey（1916）認為，相對於受教者，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早已經過以「撿
拾」（pick up）（p. 11）的方式進行學習的階段；他們讀書寫作發為議論，總是
開門見山直入精微之處。對他們而言，一開始就進入複雜的正題，乃是最簡單不

過的做法。但兒童則截然不同。Dewey以兒童與專家的地理知識為例，說明簡單
與複雜的對比：「兒童的經驗是繞著他的實際興趣中心組成的，家便是兒童地

理知識的組織中心」（p. 192）；地理學家則不然，其地理知識是「是根據各種
不同事實之間的關係而組織，因為他們已經把那些較小型經驗的含意擴大」（p. 
192）。二者差異不少。
吾人須明白，不論兒童的切近經驗，或專家的遙遠知識，就作為課程目標而

言，都應該是優質的整體；訂定目標時，不可不知此種應然的存在。

（二）事實
Dewey明示，一般成人：「總是不考慮當前的目標，而只追求高效技能的形

成，必然會設計出與目標脫節的課程活動」（1916, p. 206）。茲舉二例說明。
1. 實驗室偏重技術步驟，卻忽略真正的科學課程目標

一般學校實驗室的課程活動多是由精確測量的任務組成，其目標是習得物理

學基本單位的知識，但不妙的是，這些課程活動既不考慮這些單位之所以重要

的原理，又不考慮操作儀器更便利的方法。其實，「實驗活動真正的目標在於習

得發現與檢驗為特質的科學精神與方法」（Dewey, 1916, p. 206）。然而，不這
麼做的結果是形成了只著重技術步驟而不講究原理，又忽略科學精神與方法的偏

差。

2. 幼兒園偏重零星知識，卻忽略真正的幼兒課程目標
Dewey（1899）指出，一般幼兒園的課程活動都是精心計劃，試著要教幼兒

認識立方體、球體等訊息，並養成某些使用材料的習慣。但是，僅此而已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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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恰恰忽略了真正的幼兒課程目標，亦即應藉各項遊戲和工作活動，讓幼兒體

會這些訊息及各種材料在生活中的用處，並且藉由理解其中蘊含的「手段與目的

之關係」（p. 81），為其日後心智更成熟時進行以「因果關係」（p. 81）為本的
「能思考」（教育部，2016）這項公民資質，做好應有的準備。

三、外在化的課程組織

Dewey在論及組織時指陳：「我們生活在有著大量組織的世界中，但那是
外在化的組織，而非成長經驗的有序組織」（1934e, p. 87）。由此或可推知，
Dewey以為外在世界與成長經驗二者，似有外在與內在的對立之分。或因如此，
我們很容易習慣於把「只為方便和權宜而設的學校組織和管理的機制看成相對外

在、與教育目的和理想無關者」（1901a, p. 267）。由此或可進一步推知，以成
長經驗為重要考量的課程目的和理想似較具內在的性質，而作為制訂和規定學習

課程機制的課程組織則似具有外在化的性質或傾向。本小節即試舉例說明其原因

與事實。

（一）原因
1. 忽略多元的觀點，只從狹義觀點看待課程，難免課程組織外在化

Dewey以多元的觀點，廣義地將人們以情境、狀況或環境為依託，採取互動
的方式而形成的經驗視為課程的基本單位；這種以經驗為本的課程組織應能「使

人指導或掌握後來經驗的力量持續增加」（1916, p. 83），並能「促使後續的經
驗充實成長」（1938a, p. 48）。
然而，許多人卻把原本由人們的內在意願與外在世界互動而構成的課程經

驗，錯誤地以碰巧寫入教科書本中的「某些特定事實」（Dewey, 1902b, p. 276）
代之，使課程組織變成了與個人內在思想或觀念不再有任何關係之「現成的存

在」（Dewey, 1916, p. 141），更因而變成外在化的課程組織。
2. 只從教師觀點看待課程、忽略了學生的觀點

Dewey（1916）一向認為，課程活動不可能完全依靠教師實施，學生在教師
的「指引與輔導」（p. 28）下全心參與，更是課程活動施行的必要條件。本此，
Dewey別具一格地將教材分為「教育者與學習者的教材」（p. 188）二者，藉以
喚起大家注意到「習材」（Dewey, 1916/1996, p. 203）的重要性。

06-3_單文經+羅逸平+蔡曉楓_p085-132.indd   97 2025/6/27   上午 09:58:00



98　教育研究集刊　第71輯第1期 

然而，許多教師卻忘記Dewey（1916, p. 191）所叮嚀的：「教師的知識不能
代表學生經驗的生活世界」，以致教師視為易解的內容，卻可能讓學生視為難懂

的畫符。於是，這種只從教師觀點看待課程、忽略學生觀點的不當觀念，把原本

應是內化而成為學生心靈中的內容，一變而成不折不扣的外在化課程組織。

3. 只從邏輯知識觀點看待課程、忽略了心理經驗的觀點
Dewey一向反對「非此即彼，但非二者都是」（1938a, pp. 336, 340, 343）的

做法，因而於〈學校課程的心理學層面〉中，表述一般課程組織偏於邏輯化的

事實之同時，亦針對其必然造成的缺失，亦即「沒有活力、機械化，又死氣沉

沉⋯⋯抽象而形式化」（1897b, p. 176），稍做提示。
Dewey又在《兒童與課程》（Child and Curriculum）（1902b）及初、再版

的《我們如何思考》（How We Think）（1910, 1933b），以相當多的文字演繹此
說。蓋Dewey認為，只從具有「遙遠、概括、客觀、抽象」（1902a, p. 48）等特
性的邏輯知識觀點看待課程，卻忽略具有「切近、個別、主觀、具體」（1908, 
pp. 170, 216）等特性的心理經驗的觀點，正是課程組織外在化的另一重要原因。

（二）事實
Dewey明示，這類忽略多元、廣義、學生、心理經驗等觀點，而只從一元、

狹義、教師、邏輯知識等觀點看待課程的不當觀念，難免造成課程組織外在化的

缺失。茲說明如下：

1. 形式化和符號化
（1）形式化。Dewey認為，外在化的課程組織總是充斥著專家學者以自己

熟悉、但學生甚至教師都感到十分陌生的理論，或者與學術研究有直接關係、但

與人們的實際生活經驗卻十分遙遠的內容；又，這些內容表述的方式與用語，也

往往因為不夠具體化，且又遠離個人的經驗，而讓人無法立即理解，因此感到抽

象而形式化（1910, pp. 286-292, 1933b, pp. 293-300）。
（2）符號化。Dewey提示，即使我們可以「一種活生生的個人經驗模式或

形式」（1897b, p. 168）來理解課程，卻也可能因為語言文字的運用而成為片段
的符號。這是因為人們有彼此交流的實際需要，所以「把經驗的本體割斷為無數

小的片段，語言文字就是代表這一片那一片、這一段那一段的符號」（1920, p. 
223）。課程材料一旦符號化，即可能與原本主體化、心理化或個別化的內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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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產生距離，造成隔閡與阻斷，以致反轉而成具有外在化性質的東西。

2. 機械化和呆板化
Dewey（1902b）總是將機械化和呆板化放在一起討論。他認為，成人在設

計與組織課程時，往往「遠離了兒童立場和態度，因而與兒童的動機格格不入」

（p. 288），把課程變成不得不「透過課堂形式直接提供的學習⋯⋯（以及）機
械化和呆板化的教學」（p. 287），因而將整個課程活動所應該具有之引發「學
習熱望、求知需要、解決問題」（p. 287）等想法和做法的性質喪失殆盡。既然
內在的引發力量不再，就只好「借助偶然的槓桿作用推入，借助虛構的鑽頭鑽

進，借助人為的賄賂誘惑」（p. 288）；一旦這些不當做法失效，其機械化和呆
板化的困境即更為惡化。

3. 空洞化和貶值化
（1）空洞化。Dewey認為，空洞化的課程組織源自所訂定的目標「是先

驗的，亦即親身體驗認知以外的東西；就經驗而言，它是空洞的」（1916, p. 
63）。這種「先驗的，或完全非自然、非經驗的知識模式，⋯⋯乃是空洞的」
（1908, p. 282）。具體而言，任何課程材料，無論多麼重要，無論選擇得多麼明
智，「在轉化為個人自身的活動、習慣和願望之前，都是空洞的」（1897a, pp. 
77-78, 1909, p. 286）。
（2）貶值化。Dewey（1902b）認為，課程邏輯化的本意在透過有系統、有

組織，且既有理論基礎，又有實徵證據的課程內容，讓兒童的「推理、抽象和

概括能力」（p. 288）能夠得到發展。然Dewey提醒教師：「即使最科學、最合
邏輯的東西，若以外部的、現成的方式呈現予兒童時，也會失去這些性質」（p. 
287）。教師為尋求補救，施教時往往會在避難就易的情況下，而把「最重要
的、在實際探究和分類的邏輯中最有價值的東西」（p. 287）排除在外，只剩下
一些兒童不得不死記硬背的內容，因而讓課程流於貶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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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反教育的教學

一、教學及有關語詞

（一）教學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以下簡稱《辭典》）解釋教學為：1. 教師把知識

與技能傳授給學生的過程；2. 教誨、感化。此說顯然偏於「教」，然而，在英文
裡，是以單數名詞「teaching」與教學對稱；Dewey（1933a, p. 59）亦表示，教
學為「『教』和『學』」的結合。為聚焦起見，本節將僅及於「教」的討論，

「學」的部分留在下一節再議。

Dewey常將形容詞加在教學前，藉以說明其性質的好壞、有效或無效、真實
或虛假；經搜尋後，確認在《全集》中，除下文將專論的「educative teaching」
外，並見「effective teaching」（1909, p. 282, 1916, pp. 130, 191）、「good 
teaching」（1904a, p. 262, 1911, p. 474, 1913a, p. 180, 1937c, pp. 541-544, 1951, p. 
53）、「proper teaching」（1912-1913, p. 339）和「real teaching」（1933b, p. 
140）等；尚有以「bad」形容「teaching」（1931b, p. 434）者。為聚焦起見，本
研究將不討論它們的意涵。

（二）與教學有關的語詞
1. 教導

《辭典》並未為教導下定義，但由其所列教誨、教訓、教育、訓導、訓誨、

指導等相似語詞看來，其等多為教導者由上到下對於受教導者所做言行的指點。

由Dewey（1900, p. 140, 1904b, p. 282, 1910, p. 335, 1912-1913, p. 210, 1933b, p. 
323）在《全集》中類似定義的文字，亦可歸結為：教導主要是採取文字或口語
所進行的傳輸、解釋、指導、敘述或訓勉，與《辭典》之說同。

由Dewey（1938c, p. 277）「運用於對他們施行教學時，所採用的教導方
法」之說，可看出他應會同意一般所知的：教導乃是教學實踐過程中可資採用的

方法。另有兩點補述：（1）與教導相對應的英文名詞似只有「instruction」，而
不像下文所討論的，訓練與灌輸二詞有不同的對稱英文；（2）一般而言，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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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負有教導責任的人之存心，亦不思及教導的內容，純粹就其方法而言，教導

的性質皆是正面的。因此，下一小節探討合教育的教學時，將教導一併計入，而

不單列一項專論之。

2. 訓練
《辭典》將訓練定義為經由有計畫、有步驟的指導，使受訓者具有某種特長

或技能的教育方法。與訓練一詞相稱的英文，除「training」外，尚有「drill」、
「practice」及「drill and practice」等，為聚焦起見，此地僅論及「training」。
由《全集》中可見Dewey論及之讀、寫、算訓練（如1917a, p. 146）、手工

藝訓練（如1916, p. 206）、技術訓練（如1928, p. 234）、文學與藝術訓練（如
1907-1908, p. 173）、紀律的訓練（disciplinary training）（如1916, p. 206）、品
格訓練（如1934d, p. 186）、心智訓練（如1933b, p. 161），乃至於為教師職業進
行訓練等，可知Dewey心目中的訓練所涵蓋的施為範圍相當大。為聚焦起見，本
研究將不討論它們的意涵，僅在反教育的教學這一小節中，針對Dewey對動物訓
練一詞稍做討論。

3. 灌輸
《辭典》內灌輸有二釋義：一為（水的）灌注輸送；二為將思想觀念灌注

給他人。如下文所述，Dewey的看法與後者相同。又，與灌輸相對應的英文名
詞除「indoctrination」外，尚有「inculcation」，另有動詞型態的「instill」、
「impregnate」及「hammer in」與「pour into」兩個「片語動詞」。為聚焦起
見，下文論及Dewey有關灌輸看法的討論，只限於使用「indoctrination」者。

Dewey既以「indoctrination」表述前科學時代（1920, pp. 96-97, 1921, p. 
399）、德意志帝國（1918, p. 54），以至蘇聯（1928, p. 249）、布爾什維克及法
西斯計畫（Bolshevist and the Fascist schemes）（1932, p. 328）及希特勒時代的
德國（1933c, p. 148, 1935, p. 344）之不當（或下文所述之反教育的教學）做法；
又以其指陳美國的類似狀況（1930, p. 328, 1933a, p. 56, 1934a, p. 4, 1934b, p. 167, 
1934c, pp. 179, 181, 182, 1935, p. 343, 1936, pp. 201, 211, 1937c, pp. 574-575）。

二、合教育的教學

先說明四點。（一）本研究視「反教育的」（mis-educative）為「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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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ducative）之相反詞。（二）一般較熟知Dewey（1938a）於《經驗與
教育》以「educative」、「non-educative」與「mis-educative」分別描述合教
育、非教育與反教育的經驗（p. 31）。事實上，Dewey於〈教育中的興趣與
努力〉（1913a）即已論及「反教育的」和「無教育意義的」（un-educative）
（p. 178）等語。（三）Dewey（1940, p. 108）在描述經驗的類別時，還曾將
「educative」與同具反教育意義的「maleducative」一詞並列。（四）為聚焦起
見，本研究僅就「educative」與「mis-educative」二者加以論列。

（一）�本研究在Dewey合教育的教學四要件說，另加一件而成五

要件說
1. 四要件內容簡述

遍尋《全集》後，本研究確認「educative teaching」一詞，僅在《民主與教
育》出現一次（Dewey, 1916, p. 16），但除以其表示與訓練不同外，7Dewey並未
多所討論；不過，在另處所示之「積極參與、學習興趣、反省思考、意義理解」

（1937b, p. 415）等四者，則表述了「taught educatively」要件，此或可謂合教育
的教學之四要件。

2. 四要件加上經驗為本的教育或課程理念，即成五要件
Dewey於《經驗與教育》書中至少有九次（1938b, pp. 7, 8, 13, 17, 21, 31, 52, 

55, 56）以各種表述方式陳明對於經驗為本的教育或課程理念之重視。因此，筆
者乃據以確認可將其加入四要件說而成五要件說。

（二）細說五要件的意涵�
1. 經驗為本

由Dewey（1938b, p. 59）「教學是經驗持續不斷重組的過程」之說，可知經
驗為本教學的真諦。茲分析為二項要點：

（1）教學「過程」應受重視
Dewey對於過去一直以來，一般學校教學獨重成果，亦即只計較績效卻不

重視過程的評量做法，深表不同意，因而提出教學應力求「過程與成果」（如

7  其原文為：So far, however, we are dealing with what may be called training in distinction  
  from educa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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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p. 309, 1916, p. 81, 1933b, p. 177）並重或連結的呼籲。
（2）教學是「經驗」「不斷重組」的過程
Dewey（1916, p. 146）明示，經驗是「主動試驗」與「被動經受」的結合，

亦即「我們經驗某事，就是以它先做某些事，然後承受它帶來的後果」。據此，

Eames（1977, p. 28）以Dewey（1925, p. 16）所用「直指的（denotative）方法」
簡述「經驗包括所有現存的、曾經存在的以及具有蛻變潛力的事物」所具有的連

續性質；而Smith（1978, p. 94）更以「一生遭遇」與「學會技能」說明經驗的兩
項內涵。

所以，教師應在盡全力帶領學生順利地「學會技能」，以便獲致良好的「一

生遭遇」之同時，「自己的經驗也要與時俱進」（Dewey, 1916, p. 114）。師生
共同成長，乃合教育的教學之最高境界！

2. 積極參與
Dewey明示：「只有直接積極參與生活事務，人們才會熟悉其他人類和構成

世界的『事物』」（1946, p. 244）。Dewey又說，參與者在事物的進程中會形成
雙重的態度：「對未來的後果感到擔心和焦慮，並傾向於採取行動以確保更好的

後果，且避免更壞的後果」（1916, p. 131）。因此，Dewey特別針對積極參與的
做法，做了二點提示：

（1）宜鼓勵師生共同積極參與
Dewey認為，這種積極參與的做法宜提高層次，將「師生共同參與」（1951, 

p. 53）包含進去。若果真是如此，即更為理想，因為這時「教師成了學習者，相
對地，有時候學習者也會在不自覺的狀況之下，成了教師」（1916, p. 167）。如
此，《禮記‧學記》所言「及其久也，（師生）相 以解」之境，雖不中，亦不

遠矣！

（2）共同的積極參與強調心理傾向的調整
依Dewey之見，參與既非只是參與者「身體方面的接近」（1936, p. 209），

亦非只是朝向一個共同目的而學習（1939, p. 325），更是唯有在「認識到這項共
同目的，並且亟欲達到這項共同目的」，才會有真正的參與，而且唯有此種參

與，才會「讓參與者的心理傾向有所調整」（1916, p. 8）。
由此可知，積極參與之要在於，教師除應激發學生積極「參加」（Dew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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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p. 78）於學習生活，還應「有智慧或有目的地認真投入」（Dewey, 1916, p. 
145）於其中。
3. 學習興趣

Dewey（1916, p. 134）認為，從詞源學來看，興趣（interest）可解為「介於
兩者的當中」（between）。這有兩層意思：（1）從興趣的性質看，它是內在於
人們所從事活動當中，不假外求；（2）從學習的運用看，它是在學生現有能力
之起點和預先想定的學習目標之終點兩者當中，而這正是「努力」或「意志」可

以發生作用之處。Dewey並有二項明示：
（1）由學習起點到終點所構成的興趣，正是努力的過程
Dewey（1916, p. 134）認為，興趣之所至即是努力之所為；這些努力包括起

點到終點所應該採取的行動、必須克服的困難，乃至可以使用的器具。唯有通過

「當中」這一段，起始時期的努力才會轉化為令人接受的結局。

（2）興趣與努力為一體的兩面
在Dewey看來，興趣與努力有著「起始引導—發生作用」（gene t i c -

functional）（Dewey, 1941, p. 139）的關係。在「興趣」的起始引導下，「努
力」發生作用，帶領各種可用「手段」，齊向「目的」落實前進。因此，「手

段—目的」與「興趣—努力」都具有逐步形成、不斷發展而成的性質，而且皆非

固定不變的。

師生都應明白，興趣與努力皆非外力所加，而是包含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

所以，教學安排的重點應該置於學習活動的本身，而不應假借外力；舉凡糖衣式

的興趣或是帶有不當壓力的努力，皆非正途。

4. 反省思考
Dewey（1910, p. 182, 1933b, p. 113）主張，思考乃是「在心中反覆想著一個

問題，並對它進行認真而連續的考慮」。此說可分二點解釋：

（1）在心中反覆而認真地思考問題
Dewey（1933b）指出，不只是「在心中胡亂遐想、隨意回憶、沒頭沒腦的

空望、浮光掠影、模糊的印象」，思考之要在針對問題多方琢磨反覆探究，而非

只是「在腦海中閃過」（p. 114），唯有認真以待思考，方能切中核心，解決問
題。

06-3_單文經+羅逸平+蔡曉楓_p085-132.indd   104 2025/6/27   上午 09:58:00



單文經、羅逸平、蔡曉楓 評Dewey釋三類不當課程觀念　105

（2）連續的考慮
連續考慮之要在於針對問題，做連動而持續的思前想後，亦即前面的思想帶

動後面的思想，後面的思想承接前面的思想，不斷前行，有序進展；如此，思考

的活動方可順遂行之，而所考慮的事項方才得以循序處理。誠如Dewey（1933b, 
p. 114）所示：「任何思考都有著明確的成分，這些成分聯繫在一起，向著共同
的目標持續前進」。

本此，教師應依Dewey「間接與及早」（單文經，2021，頁110）的原則，
「妥善布置環境條件」（1916, p. 18, 204, 1938b, p. 43），設計合適的課程活動，
多方激發學生積極參與，以便施行適切的思考教學。

5. 意義理解
Stevenson（1978, p. xxix）評論Dewey：「思想豐富但常不夠清晰；許多觀

點還須加以淬鍊，方能窺其堂奧」。不過，關於「意義」這個語詞的意義這一項

不容易理解的議題，Dewey（1908, p. 102）的說明就可謂言簡意賅：「一個對象
的恰當意義或觀念是什麼？意義就是這些給定對象所產生的後果」。Dewey並針
對意義的重要性做了兩點說明：

（1）意義會帶動人們明智地採取手段以獲得後果
Dewey指出，「意義涉及手段—後果的關係」（1912-1913, p. 386）。人們

為獲得意義，會「積極尋求手段，以便達成某種後果」（1933b, p. 233），而這
種選用手段、達成後果（目的）之法，正代表人們「在理智上有巨大的進展」

（1933b, p. 232）。
（2）意義的手段—後果關係原理乃是解決（生活或學習）問題的要領
Dewey（1933b）指出，Edison、Langley及Wright兄弟等發明家，都是想到

電燈、飛行器等生活上「某些需要的或希望有的事物」等後果，便在積極運用手

段的前提下，多方試驗各種材料和方法，終於成功串連了手段—後果的關係，妥

善解決問題。Dewey因而說：「若欲解決（生活或學習）問題，就要把它們放到
手段—後果的關係中，使它們獲致意義」（p. 233）。Dewey並明示，在電燈發
明且普及之後，碳絲或後來其他類似的材料就獲得了新的意義。其中的重要啟示

或可由Dewey所言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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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兒童學會閱讀，紙上任意的符號對他們來說就有了意義；而且他們

更掌握了進一步擴展自己經驗的手段，從而將在空間和時間上與他們相

距久遠的其他人經驗也包括在內。（p. 232）

綜上所述，在Dewey看來，符合上述五要件者方得稱之為合教育的教學。

三、反教育的教學

本小節分灌輸及動物訓練兩點解釋反教育的教學做法。

（一）灌輸
1. 多方考量下Dewey為灌輸一詞做了概念分析

Dewey（1937b）察覺到，當時有人主張，值此社會變遷日趨快速之時，學
校理當發揮積極引領的作用，甚至應該「透過灌輸來承擔這一指導性的角色」

（p. 408）；但是，讓Dewey納悶的是，灌輸乃是（如前所述）絕大多數極權獨
裁的國家或政權，才會用以對待其人民與子弟的不當做法。Dewey多方反思之
後，確認了這項事實：灌輸一詞「確實存有歧義，（而且）詞典中的定義之一，

就將其視為教學（teaching）的同義詞」（p. 415）。Dewey乃為此做了概念分
析。

Dewey（1937b）認為，灌輸是指系統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學生
的心靈中留下一套特定的政治和經濟觀點，而將其他一切觀點排除在外」（p. 
415）。Dewey並說：「『inculcation』這個字為『indoctrination』的意義做了暗
示，強調的是以重重的動作在心靈中留下印記」（p. 415）。這種由教師在學生
心中「留下印記」的動作，對於學生而言，是一種排他的、強迫的、單向的、重

複的，且只能被動接受而不容許批評的不當做法。

Dewey（1937b）因而指出，「灌輸與教育截然不同，因為教育涉及學生積
極參與而得出的結論，還關乎態度的形成」（p. 415），接著，Dewey又說：

即使是像乘法表這樣已經定型並且達成共識的案例，如果是以合教育的

方式進行教學，而非採取動物訓練的形式，受教育者的積極參與、學習

興趣、反省思考、意義理解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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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特別指出，讀者應可看出，本研究前述所提五要件之說，其中有四要件源

自於此。

2. 學校屢見大量灌輸的實然，並不代表其應然
Dewey（1937b, p. 415）指出：

灌輸的擁護者之所以堅持此一做法，部分原因在於目前學校屢見大量灌

輸的情況，特別是以愛國主義為名的狹隘民族主義⋯⋯。不幸，這些

「都是」（are）事實。但這些事實的存在，並不能證明固守灌輸做法
是正確的。

3. 灌輸不可欲，亦不可能長存於民主社會的學校內
Dewey（1937d, p. 574）在一項「今日教育座談討論會」上明示：「我認

為，對新的社會秩序進行灌輸既不可取，也不可能長存於民主社會的學校內」。

4. 培養智慧以增強對灌輸的免疫力
Dewey（1935, p. 344）在〈智慧的關鍵作用〉（The Crucial Role of 

Intelligence）中指出：「面對新聞媒體與無線電廣播等宣傳的影響，學校應極力
培養智慧，以增強對宣傳的免疫力」。此說應可套用在面對灌輸時的應對之道

上。

（二）動物訓練�
相對於灌輸，Dewey關於動物訓練的討論很少，如下所述，《全集》只見四

處。不過，Dewey（1910, p. 192）在初版《我們如何思考》於論及思考的重要
時，即已認同：「一直以來，人們皆以人是唯一『會思考的動物』，因而將思考

固定為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之說。

就是因為Dewey認同此一人與動物之別，在於是否能運用思考，因而若將培
養學生思考能力這項任務排除在教學活動之外，即都有可能淪落而成：將人當作

動物，進而施予不當的訓練。也正因為如此，Dewey（1922, p. 428）在一次訪談
中這麼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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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將訓練與教育混為一談的做法，是教育體系中許多嚴重錯誤的罪魁

禍首。許多人認為動物可以接受行為訓練，兒童應該也可以。⋯⋯但這

種訓練的基礎是擔心他們若不接受訓練會做出什麼事來。然而，當我們

試圖激發人類的智慧時，就絕不能有這種擔心。⋯⋯一旦我們規定兒童

應該思考什麼，其結果就是我們會讓他根本無法思考。把人的智力當作

僅僅是動物訓練的問題來處理，這就是Lusk Laws8等措施的真正惡毒之

處。

由這段話可知，Dewey對於任何剝奪人們思考機會的做法都深惡痛絕！
Dewey於初、再版《我們如何思考》論及此一主題時，亦有語氣雖不那麼嚴

厲，卻也十分嚴肅的說法：

在某些教育教條和實踐中，訓練心智的理念似乎無可救藥地與幾乎不觸

及「心智」的操練混為一談⋯⋯，因為操練完全是為了訓練外部執行

的技能。這種方法把人的「訓練」降低到動物訓練的水準。我們必須明

白：實用的巧藝、有效的技術，只有在智慧的作用下才能「獲得」智慧

的、非機械的「運用」。（1910, p. 221, 1933b, p. 162）

在此之前，Dewey在（1917b, p. 177）〈審判中的公眾教育〉（Public 
Education on Trial）中已做了「凡是不屈服於權威的教師，不會向學生灌輸：要
『像狗一樣』忠誠地盲從各種權威」的表述。Dewey亦以此說間接表示動物訓練
做法之不可取也！

8  1919年3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由於擔心以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代 
  表的「激進主義」的傳播，紐約州議會組建了一個以參議員拉斯克C. R. Lusk（1872- 
  1959）為首的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激進主義」嫌疑為名搜查了許多機構和學校，並於 
  次年4月出台一份報告，在長達4千多頁的篇幅中歷數其發現的所謂「激進主義」跡象。 
  以此報告為背景，紐約州議會在1921年通過了一系列限制自由出版、私人辦學等方面的 
  法令，總稱為“The Lusk Laws”。後來，經過當時的紐約州長A. Smith（1873-1944）等人 
  的努力，於1923年終將這些法令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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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用心的學習

一、學習

與學習相對應的英文有「learn」和「study」二詞。不過，此二詞在教育領
域還有一些衍生的語意。就「learn」而言，其動名詞「learning」當名詞用時，
還可解為目前為止自己所學習到、或自他人處學習而得的知識、技能、觀念等；

而「study」則有如前述，還可解為科目。
然而，經搜尋《全集》後確認，Dewey使用「learn」或「study」二者時，所

表達的意思雖有些微差異但基本相同，誠如Dewey（1916, p. 344）所明示，二者
都指個人的「所作所為」（does），且所強調的是「主動、身體力行的事務」。
由此可知，學習之要在於主動，惟主動學習方可有所得；而主動學習的關鍵

則在於是否用心！

二、用心的學習

Dewey（1916, p. 180）於《民主與教育》所設〈教學方法的性質〉專章中，
名為「個人方法的特徵」之第三節，實為探討個人如何用心，方能「運用智慧妥

予面對科目內容」，完成學習這項師生共同關注的任務。析而言之，曰：誠心、

虛心、專心、責任心。

1. 誠心
Dewey（1916）認為，誠心或可以其對立面理解之，亦即不誠心的學習者

將會陷入「自我本位的意識」（p. 180），以致在學習時顧慮太多而無法面對學
習任務，勇往直前；或者，因為不夠真誠，以致缺乏「自信」（p. 181）而緊張
不安、過分拘束，因而難以充分發揮實力。Dewey建議，放下顧慮，直面學習任
務，力求自然，方為上策。

2. 虛心
Dewey（1916）指出，虛心並非「空心」（p. 183），而是打開心扉，放大

眼光，遠眺學習目標，近望學習手段，為實行現階段的目標，直面各項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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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廣納一切（來自書本或人們）有助解開疑問的意見，以及可能幫忙確

認行為後果的想法」（p. 182）。
3. 專心

Dewey（1916）提示，專心是「心之所趨的『完整』與學習旨趣的一致統
合」（p. 183）。旨趣專一，全心全意，投入學習，集中注意，無所旁騖，氣定
神閒，貫徹始終，必有所成。

4. 責任心
Dewey（1916）以十分簡潔的陳述明示了責任心之要在「對於自己包括思考

在內的行為後果能夠負起責任」（p. 187）。而其具體做法則為：「安排一些可
憑真實經驗而獲得信心的情境，讓學生指認情境中必要的舉措與預見的結果」

（p. 186）。唯有如此，積累經驗，儲備實力，方能在直面學習任務時，貫徹實
踐所學，進而培養學生在智慧方面的責任心。

綜上，由誠心入手，先以虛心廣納所學，再以專心持續為之，終以責任心整

合之，可謂為用心的學習。

三、未用心的學習

（一）有些學生捨本逐末，不用心學習，卻只求迎合教師
1. Dewey直指有些學生力求讓教師滿意卻不用心學習

Dewey（1910, pp. 219-220, 1933b, pp. 160-161）於初、再版的《我們如何思
考》提示，有些學生「一心一意地想弄清楚教師的癖好、對學生的期望，卻不盡

力去掌握科目內容中的問題」。這些學生關心的是「這樣的答案或解答的過程能

讓教師滿意嗎？」，卻不考慮「這樣做能滿足解答問題的內在條件嗎？」因此，

Dewey評論道，這種一味迎合教師要求、卻不把心思用在學習實力提升的做法，
實在不足為訓。

Dewey（1916）在《民主與教育》所設〈教育中的思考〉專章中，專論思考
教學的要領時，更直白地指出一般學校所安排的教材和活動多無法激發學生的思

考，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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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A pupil）思考的問題並非自己提出的；更確切地說，它們「只
是」他作為一名學生所碰到的問題，而非作為某個人所面臨的問題⋯⋯

學生所思所想，都是如何達到教師的特定要求。他所關心的問題是，教

師的要求是什麼，上課、考試、言行舉止如何才讓教師滿意⋯⋯他在意

的並非算術或歷史、地理等科目，而是如何⋯⋯技巧地用這些科目達

成教師的要求。於是，學生雖然在學習，但「學習的對象」並非名義

上的「科目」，而是學校教育體系和校方權威遵循的常規和標準。（p. 
163）

那麼，造成學生不用心實學的緣由何在？Dewey亦早有提示！
2. Dewey認為直接教育易導致此種本末倒置的情況
其實，Dewey（1904a）早在〈論直接與間接教育〉（Education, Direct and 

Indirect）中，即已有相同的提示。Dewey認為，在直接教育的過程中，人們讓學
生永遠提醒他自己是來上學的，且他「上學是為了讀完課程和履行任務，卻忘了

是來學習」（p. 240）。於是，學生誤以為把教師交代的功課做好，就是一名好
學生的要務，至於是否真正地用心學習反而不重要。更嚴重的是，真正應該關注

的本是學習內容，卻扭曲而成了來自教師的各項外在要求，真可謂本末倒置！

（二）被動接受
1. 被動接受的觀念源自不當的神學教義
誠如Dewey（1901b）所示，被動接受之所以不當，關鍵在於一些教者仍然

持有「徹底墮落的神學教義」（p. 216），因而視所培養的人皆在求知方面「無
所謂天生的本能或欲望」（p. 216），因此，所學習的一切皆必須從外部灌輸或
敲打進來，而不顧及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特質，以致讓學生缺乏主動學習的意願與

能力，終而只能被動接受，別無選擇。

2. 自心理學解析被動接受的觀念之不當
Dewey早年即從心理學角度解釋被動接受這項觀念之不當。Dewey（1887）

指出，人們誤以為人類的感覺或知覺，純是被動接受外在刺激後不得不做出的反

應。其實不然，因為「感覺是積極的機體活動結果，是產出而非接受的過程」

（p. 43），又，「知覺並非被動的接受，而是心智主動的建構」（p. 180）。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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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Dewey（1896）在〈心理學中的反射弧概念〉（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中，以兒童乃是在主動掌握整個狀況的同時，習得「看到—燭光—
意思是指—碰觸之時—會痛」（p. 98）的經驗，駁斥並修正過去一直以為兒童是
接受刺激之後的被動反應之說。

3. 漠視自發學習的三個要件為造成被動接受的主因
Dewey（1937a）於〈何謂學習？〉（What is Learning?）專文中論及年輕

人學習成功之道，除「藉由學習求取成功的主動需求」（p. 239）之外，尚須有
「可取得之有助於達成學習目標的材料、物件及工具」（p. 240），以及年輕人
自己「持續而漸進的內在激勵」（p. 240）。惟具備主動需求、充實條件以及內
在激勵等三個要件，方得成就「自發學習」（p. 239）。
依Dewey（1937a）之見，一般學校教育就是對於這三項環節有所疏忽，並

且配合漠視了這種學習的「自然過程」（p. 240），一味地以「外在成就的標
準」（pp. 240-241）做出錯誤的引導，此為造成學生以「被動接受」的方式面對
學習任務的主因。

4. 以被動接受的方式學習，必會帶動機械記憶的做法
Dewey（1903b, p. 236）明示，以被動接受的方式學習，會讓學習者「總是

以最容易處理的」方式接受一切現成的教材或其他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學習者

只好採用「機械記憶」的做法，應付所學。

（三）機械記憶
1. 欲理解Dewey有關機械記憶的主張，當先看Dewey對記憶的看法

Dewey（1887, p. 154）早年從心理學角度探討記憶，將其界定為：「關於先
前曾出現過，但目下不在面前的特定事物或事件之知識」。在將知識的發展階段

分為知覺、記憶、想像、思維、直覺的前提下，Dewey認為記憶比知覺高，比想
像低；與知覺比較，記憶不限於眼前；與想像比較，記憶與未來無緣。又，知

覺的特徵是空間關係，記憶的特徵是時間關係，而想像則不受時空所限。不過，

Dewey明示：「知覺與記憶當中，都包含有想像的成分；同時，知覺當中，也包
含有記憶的成分」。

Dewey（1887）指出，「觀念的聯想法則加上過去的經驗」（p. 156）並不
足以解釋關於記憶的諸多事實，因為徒有聯想不足以成就記憶之事功，尚須以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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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於對象之「注意的活動」（p. 159）配合方可。唯有在全心注意的情況下進行
聯想，讓「心智以特定的感覺與資料進行主動而積極的建構」（p. 156），才會
使這些感覺與資料轉換成我們曾擁有過之經驗的信號，進而於準確地出現有關條

件時，再度擁有這些經驗。

2. Dewey從教育立場針對記憶做了較仔細的解析與辨別
（1）解析
Dewey指出，「記憶並非單獨存在的一項官能」（1901b, p. 323），而是在

不同發展階段所呈現的「學習方式」（1901b, p. 218, 1913a, p. 185）。
論及於此，Dewey（1901b, p. 324）將我們或多或少「無意識地」適應周圍

環境而獲得之「有機或生理的記憶」，排除在一般理解的記憶之外。此乃因這

些有機或生理的記憶已經成為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就不會特地去記得

（remember）這些事情。不過，他提醒我們，這些無意識的記憶正是發展更有意
識的記憶能力之基礎。

Dewey（1901b）確切地指出，在無意識階段的基礎之上所進行的「有意識
的再現或再認」（p. 324）即成了進而探討此一問題的主軸。然而，其中「有許
多更細部的劃分。⋯⋯此地不多介紹⋯⋯只提點對教育工作者而言，必須辨別的

事項」（p. 325）。
（2）辨別
在此脈絡中，Dewey（1901b）即針對記憶這個重要概念做了很是重要的辨

別，亦即記憶可分為三類：A. 真正符合組織井然且條理分明等嚴謹條件的「記
得」（p. 325）；B. 相對較不嚴謹而十分鬆散的「回想」（p. 325）；C. 等而下
之的「純粹重複」（p. 325）或「機械記憶」（p. 326）。茲簡介如下。
首先，Dewey（1901b, p. 325）以拆解「remembering」而成的「re-」及

「membering」二者指出，「這個詞的本身即清晰地傳達」了「記得」的要領在
於：「將事物重新組合在一起；亦即將經驗中的事實組合而成為一個有生命有組

織的整體」。又，「真正的記得」意味著「對我們過去經驗的掌控；加以整理、

分類，並加上我們的觀點，成為心智的一個部分（member）」。
其次，Dewey（1901b, p. 325）指出，相對於記得，回想則「將大量或多或

少瑣碎的事件按照它們最初發生的方式重新走過一遍」，既不整理、分類，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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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觀點，純粹倚賴「外部連結和暗示」以及「接近律」（law of contiguity），
以致無法充分掌握過去經驗的全貌，更無法「真正的記得」。

論及純粹重複或機械記憶時，Dewey（1901b, p. 326）以其小時候學習字母
表及地理的經驗為據指出：前者讓他體會到，以這種方式記憶事物的結果是，它

們「並未真正成為我們工作資本的組成部分，因為它們並未成為我們自己的組成

部分」；後者則讓他體會到，它們「確非我們知識習得的一部分，因為這只是機

械記憶，而從未真正系統地記得過」。

3. 機械記憶的事例
Dewey以為，學生採用機械記憶的方式應付所學，皆非無由而生；《全集》

當中即不乏做此探討者，茲舉一例以明之。

Dewey（1903a, p. 223）論及教導幾何學應兼及學生心理發展，而不能只顧
及幾何學的邏輯組織時提到，有些中學生的數學素質並不很適合於嚴謹的幾何學

學習，因此就這些人的心智而言，過早地引入邏輯的嚴密性和學理的精確性，只

會增加其等「理智和情感上的厭惡，以致養成依賴純粹的記憶與背誦，甚至⋯⋯

逃避⋯⋯作弊等習慣」，使得後來討厭進一步從事任何與數學有關的學習，因為

這些學習讓他們有著不愉快的經驗。

伍、討論

茲將反思所得歸結而成二項問題：一是Dewey的闡釋與近年臺灣課程實施之
間的關聯若何？二是Dewey會怎麼看當今臺灣推動的課程改革？

一、Dewey的闡釋與近年臺灣課程實施之間的關聯

本小節所根據的文獻為卯靜儒（2019）以21世紀初發表之與臺灣教育改革有
關的論文，配合作者後來的回應短文編輯成之文集。其等以教育改革政策在學校

課程實施現場近20年的觀察為據，就政策說辭、學理論述與實踐行動等方面的對
照，做了省思，恰為可資運用的最佳素材（以下簡稱《素材》）。茲以三個問題

之解答，探討Dewey的闡釋與近年臺灣課程實施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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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ewey所闡釋的不當課程觀念，仍見於《素材》者，何

也？
1. 學校課程
周淑卿（2019，9頁254-255）觀察當今許多學校的特色課程（校本或校訂課

程，即前文所述校訂必修課程）之設計與實施，多自外在的行銷需求，亦即以

「符合風潮或最受家長青睞⋯⋯（而）不⋯⋯符合學生的需求⋯⋯（甚至）設法

為升學考科暗渡陳倉」等為考量。李奉儒（2003/2019，頁178）稍早亦有教師於
課程事務：「盡是在『適應』他人的要求」之同樣觀察。

周、李二人的觀察說明了Dewey所闡釋之外在化課程的現象依然存在。於
是，在「學生的主體性」（周淑卿，2019，頁254）仍未受充分尊重、教師專業
權能亦未大幅提升的情況下，「課程（應）是師生互動經驗」（周淑卿，2019，
頁257）的理想仍難確切落實。
2. 教師教學
簡成熙（2003/2019，頁213）直指，當年若干建構式數學教法的推動者，視

其為唯一「一種」數學教學方式，若干教師甚至「不准」學生背誦九九乘法表；

周淑卿（2019，頁255）坦言，現今有些教師依賴教科書商提供的教學簡報，
「甚至讓課堂長期淪為『電子教科書的黑暗教室』」。若說簡、周二人前後所做

觀察，應可與Dewey所闡釋之反教育的教學相呼應，當非過也！
3. 學生學習
李奉儒（2019）警示，當今學校實施的翻轉教學，本意原在增進師生間有意

義的提問與對話；但卻有論者指出，一般所謂翻轉教學的實施實多只是提供影片

供學生課前觀賞，但「在教室中仍採用傳統技術性的教學，而非讓學生進行有意

義的學習」（頁187），這豈不正是Dewey所說的、造成學生不得不採用被動接
受與機械記憶等不用心學習的主因嗎？

9  凡是只標示2019年者，皆指《素材》中，作者於回應其早先發表的論文之短文；若標示 
  了21世紀初的年代，例如2003年者，則指早先發表的論文。又，凡未直接引述者，則皆 
  只標示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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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ewey所闡釋的不當課程觀念，未見於《素材》者，何

也？
緣於《素材》較少論及學生的學習，因而關於Dewey所指，有些學生力求讓

教師滿意而不用心學習這項重要的提示，並未多有著墨。殊不知Dewey認為真
正的學生，並非「只是忙著吸收知識，卻不知致力於獲得豐富經驗」（1916, p. 
147），也非只會「例行重複和模仿別人動作的學徒」（1929, p. 60）、聽命「大
師」行事的「門徒」（1926a, p. 58），更非如Fenstermacher（2006, p. 102）所提
出之只會費盡心思討好教師而靈光地表現出「做學生的行動」（studenting），
卻不用心學習的學生。

（三）�見於《素材》，而未見Dewey有所闡釋的不當課程觀念，

何也？
自1952年Dewey辭世迄今的七十餘年來，學術理論與實務在連續發展中有了

相當大的變異：人類對於己身與世界的思考，由現代取向轉而為後現代取向，以

致「後」字在前的理論、學問或主義，紛紛見於各類學術領域。於是，人們的

思考不再只講求理性、科學、客觀、明確、單純、一元、價值中立等要項，更進

而著重非理性、人文、主觀、複雜、混沌、多元、價值介入等取向。在這種背景

下，見於《素材》而未見Dewey有所闡釋的不當課程觀念之情況必然所在多有。
現以關鍵字為代表分兩個部分舉例說明之。

1. 只見於《素材》，而為Dewey生前聞所未聞的關鍵字舉例
因為時代不同，以致《素材》所關注的課程改革議題及立論重點，多

為Dewey生前聞所未聞者。於是，只見Dewey論及重建，而未見解構（甄曉
蘭，2019；簡成熙，2019）；只見Dewey論及批判，而未見後批判（甄曉蘭，
2019）；只見Dewey論及權力，而未見彰權益能（甄曉蘭，2019）；只見Dewey
論及籌劃，而未見課程籌劃（甄曉蘭，2019）。又，只見Dewey論及進步教育，
而未見「後進步教育」（簡成熙，2003/2019，頁202）⋯⋯等等。類此事例不
少。

2. 見於《素材》，且所言超越Dewey有關說法的關鍵字舉例
或亦為時代不同，因而見於《素材》，且所言超越Dewey所論及的關鍵字亦

多。於是，只見Dewey言及民主、自由，卻未見公平、正義（李奉儒，2019；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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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熙，2019）；只見Dewey言及課程、行動、研究，而未見課程行動研究（甄
曉蘭，2019）；只見Dewey言及實踐、理論，而未見課程實踐理論（甄曉蘭，
2019）；只見Dewey言及「理論的教學／論（theoretical pedagogy10）」（1902b, 
p. 102, 1926b, p. 204），而未見實務教學／論，更未見批判教學／論（李奉儒，
2019）；11只見Dewey言及概念化，而未見再概念化（周淑卿，2019）；只見
Dewey言及課程、意識，而未見課程意識⋯⋯等等（周淑卿，2019；甄曉蘭，
2019），不一而足。

二、Dewey會怎麼看當今臺灣推動的課程改革？

（一）Dewey一向審慎樂觀以待各項教育事務的變革
Dewey相信人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藉科學探究的方法進行「合乎理智的

控導」（如1916, p. 192, 1920, p. 133, 1929, p. 4, 1938a, pp. 56, 503⋯⋯），並於問
題經過處理之後，再做嚴謹的後果檢驗，確認解決問題的手段確實有效，進而

成為後事之師，持續控導事件的後續發展。因此包括與Dewey同時或之後的人士
（如Frankfurter, 1949; Sidorsky, 1984, p. xxxiii），皆認為Dewey一向都是在可經
受後效檢驗的前提下，審慎樂觀，以待教育事務的變革。

若是Dewey有機會閱讀《素材》，應會理解：與香港比較，近年臺灣推動課
程改革確實有還算不錯的後效；例如，黎萬紅與盧乃桂（2019，頁325）即指出
「在校本教師發展方面，臺灣較之香港，似乎有較清晰堅實的理念基礎」；又，

Dewey若有機會閱讀陳斐卿（2023，頁52）的研究，就會理解：雖然在推動以學

10  由長期（1961-1990）負責編輯《全集》的Boydston（1976, p. 379）在為Dewey 
  （1901a）〈教育情境第一章有關小學的事項〉（The Educational Situation, Chapter  
  1, “As concerns the elementary school”）進行編輯時所說一段文字，應可明白Dewey 
  視「pedagogy」與「teaching」同，而範圍比「education」小；把「pedagogy」改作 
  「education」，顯然出自一個名中有「educational」字樣的刊物編輯之手，Dewey本人 
  非常仔細地區分了「pedagogy」（即「teaching」）和「education」（一個長時段的過 
  程）。

11  本研究認為，就此地而言，「pedagogy」可理解為「教學」或「教學論」。受篇幅所 
  限，暫不討論「pedagogy」的其他意義和中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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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為主導的變革時，教師仍難免碰到各種難題，但是，（至少個案學校的）

教師確已做到，在所建構的教師專業社群機制下共同面對這些難題，進而相互期

許為帶好學生而盡力；又，有些教師原有的不當課程觀念—陳斐卿稱為「社群

慣有的意識型態」—已經有朝向較為適切之「專業思考的意識型態」轉變的跡

象。

由此或可推斷，若讓一向都是在可經受後效檢驗的前提下，審慎樂觀，以待

教育事務變革的Dewey有機會閱讀《素材》，應會有二項理解：1. 近年臺灣推動
的課程改革確實有其值得樂觀以待的後效；2. 某些教師原有的不當課程觀念已有
轉變的跡象。本此，似應可總結稱：Dewey應會審慎樂觀以待近年臺灣推動的課
程改革。

（二）�舉隅說明Dewey會怎麼審慎樂觀以待近年臺灣推動的課程

改革？
茲以臺灣正式實施課綱的2019年至目前的2024年為範圍，聚焦於受到較多關

注的高中，就其落實課綱的做法，以前述歸結的要項，針對合適的文獻，舉隅說

明之。

現舉例說明Dewey一向審慎樂觀以待美國高中課程改革的例子，作為推斷他
也會如此看待臺灣的高中課程改革之佐證。Dewey（1931a）見到某些進步或新
學校誤認，以「專題計畫、問題或情境」（p. 85）等強調問題發現與探索、自主
學習與研究等注重學生活動的方法，係提升學生學習效果並走出課程困境的「唯

一選項」（p. 85），因而主張審慎以待之，以免走向忽視訊息傳授及課程選擇
的極端。同時，Dewey仍一本樂觀的態度針對這種課程組織失序的情形，提出：
「澄清觀念、重訂目標、企求明晰、更求整合、激發智慧、集中力量、中止衝

突、消弭混淆」（p. 89）等建議，希望能使課程組織有序化。12

1. 就整體而言
（1）Dewey應會樂見者
臺灣推動之以課綱帶動的課程改革，建立於長期醞釀與準備的十二年國教整

12  這篇〈走出教育困惑之道〉論文是Dewey於1931年3月11日在哈佛大學舉辦的「英格利 
  中等教育講座」（The Inglis Lecture on Secondary Education）所發表的講辭，當時，該 
  文是以單行本小冊子的形式分發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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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發展的基礎上逐步計畫與實施。因而課綱在2019年實施前，已歷經十二年國
教的試辦（1980年起）、政策發展推動的研議（2000年起）、啟動（2006年年
起）、實施（2014年起）等階段，再配合自2007年公布之高中優質化政策的一代
與二代的持續施行（吳清山，2022；陳佩英，2023；鄭彩鳳，2023）。
就是這種為確保參與學校在課程、教學與學習等改革成果而從長計議及從實

準備與施行的做法，才會讓筆者們推斷，有著同樣主張的Dewey應會樂見之。
（2）Dewey應會審慎以待者
草根影響力文教基金會（2023）的民調指出，為數甚多的民眾不滿課綱實施

的成效，認為此舉並未如預期地減輕子弟們的升學壓力，學習歷程檔案的做法

不但未能產生原定的正向效應，反而因為配套措施不適切而造成諸多不公平的負

面影響；另外，不少民眾對於教材去中化嚴重以及雙語教學亂象等情況，亦表憂

心。

楊振昇與白穗儀（2024）坦言，雖然政府與學校盡全力推動這項立意甚佳的
政策，也確實為課綱在高中實施鋪墊了良好的基礎，但仍有不少不盡如人意而須

持續改進之處，例如課程組織及目標仍有未能符合學生需求與興趣者、部分教師

以不動如山的態度面對新的課程元素以致教學仍有未合教育原則者、部分學生亦

因多重壓力所帶來的挫折而未能真正用心學習。

就是這些雖然盡全力推動、但仍有不少不盡如人意之處，才會讓筆者們推

斷，曾做過類似評論的Dewey應會審慎以待近年臺灣推動的課程改革。
2. 就細項而言
（1）Dewey應會樂見者
A.課程。在課綱指引下，一般高中比以往更注重學生興趣與需求，教師與行

政人員較少忽略學生的聲音，這從各校的課程設計、教師社群、學習歷程檔案、

自主學習計畫等方面皆可見明確的佐證；例如，高中紛紛以學生的興趣調查與

需求反饋為據，開設「動力機械結構組裝與程式設計」（北市建國）、「翻轉思

維醫學課程」（北市一女）、「手機物理」（北市麗山）、「長期照顧心體驗」

（新北淡水商工）、「AI科技特色班」（嘉縣永慶）、時尚新創特色班（南市光
華）等特色課程。

B.教學。課綱實施後，一般高中教師多採取以探究式學習、問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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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等為要項的素養導向教學，配合大學端審查學習歷程檔案時、強調學生

的學習過程而非死記硬背的學習結果，再加上各校普遍實施多元評量、藉開放性

問題激發學生思考，乃至減少標準答案式測驗等做法，因而較少見不合教育的訓

練與灌輸式的教學（高栢鈴、王耀輝，2023；高栩嫻、黃博聖，2024）。
C.學習。相當多的高中讓學生提出自主學習計畫，學校提供資源（如指導教

師、課堂時數）協助學生完成專題研究，讓學生能真正學習自己有興趣的主題，

進行主動而用心的學習（洪詠善，2024；陳佩英，2023；鍾宜興，2022）。
（2）Dewey應會審慎以待者
A.課程。課綱以核心素養作為組織與目標的主軸，兼具培養學生適應眼前

生活與未來挑戰的知識、技能與態度，因而確具重要意義。但吳清山（2024，
頁52）卻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13所界定的素養似較易行為由，直指課綱所界定的核心素

養「理想性過高，以致在教學現場實施頗為不易」。究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課

綱擬定的過程主要由學科專家、社會人士、各界專業代表等人決定課程發展的走

向，難以將學生的意見納入其中（洪詠善，2022； 蔡曉楓、單文經，2024）。
B.教學。素養導向教學確實皆符合教育的原理，且亦帶來一定程度的成效。

但不容諱言地，這種教學要求教師從過去習慣的學科知識傳授者轉化為學習引導

者的教學，仍具有一定的難度，且這種轉化而帶來的教學負荷使一些教師裹足不

前或無法持久而返回原點（吳靖國，2022；蔡盈慈，2023）。
C.學習。特別強調自主學習的課綱實施後，確實讓學生有更多主動而用心學

習的機會。然而，在概念的界定、意涵的把握、做法的選用，乃至教師介入的

時機等方面，仍存有不少的困難與挑戰，因而造成教學現場的師生有關「自主學

習會讓很多人沒方向就放棄」的議論（李芯，2024；張慶勳，2023；許藤繼，
2022；曾碩彥，2023）。

13  OECD所界定的素養偏重於國民所應具備的素養，包括工具和人的互動，以及自己能掌 
  握的行動與計畫等基礎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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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茲依據多方反思，先做總結，次回顧本研究之所得，再於敘述未及之處的同

時，試提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總結。本研究在遵循詮釋循環原理的前提下，採用概念分析法，針對

Dewey所闡釋的三類不當課程觀念，進行合理、適切與確當的說明和評析，以確
實掌其等的意義與真諦。綜言之，本研究確認了Dewey對外在化課程的原因與事
實之看法，再於合教育教學的五要件、用心學習的四要項的基礎之上，確認其對

反教育的教學以及不用心的學習等說法。

二、所得。一是獨特性：至少在中文世界，未見與本文選題相同者，一也；

在配合《全集》電子資料庫的搜尋，因而確保所引用Dewey文字皆真實無誤之前
提下，以Dewey未明言的概念分析為方法，說明與評析三類不當課程觀念，二
也；配合新近研究文獻，推斷Dewey審慎樂觀以待臺灣推動的課程改革成果，三
也。次為整合性：以廣義課程概念為本，將Dewey著作中論及課程目標與組織，
教學、教導、訓練與灌輸，經驗為本、積極參與、學習興趣、反省思考、意義理

解，誠心、虛心、專心、責任心，被動接受、機械記憶等有關概念，加以分析與

討論後，並在綜合整理之同時，以負面提示的角度撰成包含課程、教學與學習三

類不當觀念在內的論文。

三、未及之處與未來研究建議。首先，因受諸多條件限制，本研究寫作時

不得不聚焦於分析若干特定的概念，因而未及分析之不少Dewey所論及之其他課
程、教學與學習的概念，或可為未來研究者之一也。其次，外在化的課程、反教

育的教學、不用心的學習等不當課程觀念，實皆建立在教者對於亦同為「人」的

受教者所持有的不當理解之基礎上，例如有些教者自以為擁有制約受教者的權

力，因而亟欲依照自己的想法，將受教者教成「小大人」，甚至極少數教者有著

可以依行為塑造的原理將受教者製成「人造人」；此一本研究未及處理的不當觀

念，或可為未來研究者之二也。再次，由「人造人」這項問題延伸而得之「人造

的機器人」或「人所研發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所衍生而成的
教育、課程、教學與學習等問題，則或可為未來研究者之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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