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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說明： 

我國自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以來，便致力在為我國的教育建構新的藍圖。其中

重要的構想為，將知識為導向的課程標準，轉化為以人或能力為導向的課程大綱，

並更進一步建構更寬廣的、以包含知識技能態度的素養導向為目標的課程綱要

（Chen & Huang, 2016）。這兩次的課程改革，均希望朝著培養學生更全面的素養、

更獨立的學習能力、以及與社會與自然環境更多互動的終身學習者。為了培育未

來的公民，學者們積極地展開對於各國的研究。 

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參考澳洲教育指標，列出了十大核心能力，期許學生具備

可以遷移的能力（陳伯彰，2010）。到了十二年國教，則參考了歐盟 OECD對於

世界公民所需具備的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所提出（蔡清田，2011），列出了三大

核心素養以及九個面向。三大核心素養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以及社會參與，

也就是自發、互動、共好的課程理念（教育部，2014）。這些理念奠基於杜威的

經驗教育的哲學理念，並且強調後現代教育中的主體性（范信賢、尤淑慧，2013）。 

這些理念的形塑蘊含了許多近代思潮的流變，相當不易（吳璧純、詹志禹，

2018）。但是這些理念的推動並非沒有挑戰。其中問題之一在於教育現場課綱執

行者對於這些概念的理解。過去實行能力為本位的九年一貫課程中，能力的培養

一直是教師的一大困擾。教師們不太確定知識與能力的差別，也不確定要如何培

養，更不知道要如何評量（方德隆，2010）。在面對新名詞的課綱當中，該如何

去理解與掌握這些概念是學者與教師共同關切的問題。或許在此之時，從另外一

個角度去思考，從我們既有的概念去連結，可以豐富的論述，以及提供理解的管

道。 

我們的歷史與文化中，充滿了對於教育的期許與描述。例如孔子所說的「不

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則是主動思考的例子（論

語述而篇）。例如曾子所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則是提出讀書人

對於世界的責任（論語泰伯篇）。雖然新課綱特別重視結合學生經驗的探究與實

作，以及問題解決的能力，並期許培養出比能力更深層的人格素質與道德素養

（Chen & Huang, 2016），但是目前對於這些素質的理解與培養的相關論述仍然不

足。或許從傳統文獻的回顧與反思中，我們或可以體會新課綱所揭櫫的理想，原

來並非全是新的理念，而與我們熟悉的日常概念習習相關。這樣的反省與分析，

或可為新課綱之執行、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之發展、以及各種特質學生的理解，

建立起與自身文化更具深度的連結與更加豐富的內涵。 

本特刊希望徵求以傳統的文獻中所提及的教育理論，與現代的教育理念與實

踐互相結合之論述，尤其是提出對於新課綱核心素養理念銜接之理論的探索與議

題的闡述之理論性論文；或者透過教育現場之觀察與實證資料，提出對於古典文

獻內涵之重新理解與詮釋、或者與驗證之後加以提問等實證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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