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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世紀的教學環境

林碧霞

 本章探討以下三方面的內容：（一）東西方教育的哲學基礎及其與現代

教育的關係；（二）儒家教育思想的優勢及衰落；（三）21世紀中華文化環

境下的課堂教學改革。本章旨在為教師教育打下堅實的哲學和文化基礎，

使他們能夠成為全面發展的專業人士，並且為當下教育改革倡議的成功提

供更大的可能性。

 學習本章內容後，讀者能夠：

• 理解指導教學的主要哲學思想；

• 認識各種教學哲學背後的價值觀；

• 發展組織概念性規劃以組織各種教學方法；

• 為香港中文課堂環境的教學定位；

• 解釋儒家教育思想對香港人的影響，以及
• 反省儒家教育思想的歷史性衰落，並積極地看待那些改善各地文化環

境中的教學。

 作為本書的開篇章節，本章將為讀者理解教師職業提供基礎認識。

 本章首先介紹現今香港教育改革的背景，為全體教師特別是華人地區

的教師設定教學環境。接着參照儒家思想，介紹各種關於教師思維和行為

的定義，包括教學的哲學基礎和理念；描述教師思維如何受一系列價值觀

和喜好的指導，並討論東西方共通的教育觀點。然後探討中華傳統教育思

想的起源、發展和衰落，及其對當今華人社會的影響。結論部份鼓勵讀者

放開地思考他們的教學實踐，並且置身於相應的文化環境及世界潮流中，

成為在教育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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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1世紀的教育改革

 由於香港、新加坡、台灣和中國內地的教育，主要都是採用精英教育

和考試選拔的形式，所以教學方法比較着重操練。台灣、中國和香港有死

記硬背學習和操練的文化傳統（Biggs 1990）。但是1990年代各個地方都提

出了一系列有遠見的教育改革，使學習和教育的中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教育被重新解讀為致力於培養人才，並且保證為學生更佳的發展和國家更

美好的前途提供有效的手段。從亞洲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改革聲明中可以看

出，本世紀教育改革是個全球現象（表1.1）。

香港 「終身學習與全人發展是時代對每一個人的期望。教育，對每個人起著舉足輕重
的影響。為了培養青年一代迎接知識型社會與千變萬化的環境帶來的挑戰，僅
僅傳授『知識』是遠遠不夠的。相反，我們必須幫助培養國際視野，用各種技能
武裝自己，培養尊重知識、學會學習的積極態度。」（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在這樣的大變動之中，每一個人都需要迎接新的挑戰。溝通、自學、應變、合
作、創新等能力，已是每個人在社會立足的必備條件。而品格、胸襟、情操、
視野和素養，又是個人進步、成功與傑出的重要因素。『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是時代對每一個人的期望。教育，對每個人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課程發展
議會 2001）

新加坡 「新加坡教育部旨在以幫助學生發現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並實現其潛能，培養
學生終身學習的熱情。」（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6）

台灣 「創新變革已經啟動，以保證所有學生獲得接受教育的平等機會，減輕考試壓
力，為校本管理提供更多空間，並提高教學質素。修訂了許多教育相關的條例
以創造一個更加寬鬆的教育環境⋯⋯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教育部自2004
年以來一直在推動一項新的四年教育計劃，以順應社會的新發展。懷著建設『具
備國際視野的創新台灣』的美好願景，在未來四年內將會按照以下四條官方指令
制定一些教育政策：培養現代公民、促進台灣身份認同、培養國際視野、增強
對社會的關懷。隨著對台灣獨特性認識的不斷增強，與國際學生交流的機會逐
漸增多以及個性的不斷強化，政府將會採取措施鼓勵學生欣賞文化多樣性，尊
重普遍價值觀。能夠更好地滿足社會、經濟與全球發展趨勢的教育機制是提升
台灣全民競爭力的關鍵。」（行政院新聞局 2005）

表1.1 幾個亞洲國家與地區教育改革條文節錄

 本世紀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全球化影響而激發產生的。全球化是

個複雜的概念，最簡單的理解就是從它的經濟角度──通過貿易、外國直

接投資、資本流、移民，以及技術傳播，各國經濟相互融合發展成國際性

經濟。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間聯繫與交流日益密切。為了在新經濟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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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存，各個國家都必須提高生產力以保持競爭，隨着全球市場網絡的發

展，公司需要升級產品，以及運用新的技術和方法。在這種環境下，許多

政府都對教育體系做了重大調整，旨在為滿足全球需求而發展勞動力。香

港特首1997年的施政報告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七月一號我說過教育是香港未來的關鍵，它為全體港人提供了平等

共享的活動平臺，為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我們的教育

體系必須緊緊植根於香港的需求，必須能夠為國家發展做貢獻，必

須能夠給我們提供國際視野。它必須利用東西方的優勢，實現多樣

性。必須激勵我們做得盡善盡美。我會為實現這一目標制定計劃。

（香港特區政府秘書處 1997）

2000年香港教育委員會稱「全球化視野」的質素包括適應能力、創新能力、

交流能力、自學及合作能力。同年，課程改革起步，在學校、教師教育機

構及媒體中宣傳「學會學習」的課程文件。「學會學習」的口號清楚地表明

了一個與「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型一致的教育哲學，簡而言之，學生是教

育過程的中心，老師應將學生視為學習的主體，而非機械學習者。

n	 理解教與學

 為了全面理解教與學的過程，建議先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 對你來說教學意味着什麼？

• 你教學時希望學生學到什麼？

• 教師在集體中主要關注什麼？

回答這些問題時，你應當試着廣納一些角度和概念來解釋教學過程，從而

證實你的觀點，並發展出一個指導課堂實踐（教學）的哲學思想。如果教

學是「藝術」的話，那麼老師應當創造性地運用各種知識、手段和技能輔

助教學。

 無論你是準教師，或是在職教師，抑或是教育領域的其他從業人員，

以上的問題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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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教學的哲學基礎

 關於教學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反映了不同人對教學的理解。教學哲學

取向指教學的本質，包括教學的意義、教學內容、期待的學生行為，以及

教師和學生的角色。不同的教學哲學思想對於學生成長的影響並不一致。

 下面概括一些主流的教育哲學取向。

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由注重個人主觀性的哲學思想發展而來。採用存在主義方

法的老師會鼓勵學生發揮他們的創造力和獨立思想，他們的教學導向性

不強，而且會給予學生充份的自由去為自己做決定。這種思想強調學生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不允許其他人為他們做決定。

Alexander Sutherland Neill（1883–1973）倡導這種方法（Neill 1995）。

馬克思主義

 基於現實是變化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教學思想關注社會中長期存在的

矛盾，特別是那些和經濟、社會不平等相關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以建立一

個更美好、更和諧的社會為訴求，讓人們可以在更人性化的社會中工作和

相處；提倡反思和主動參與學習，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知識，鼓勵學生學習

能夠幫助他們積極地為社會轉型服務的知識和技能。馬克思主義旨在改變

社會的物質條件，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Jürgen Habermas（1987）提

倡這種教育取向。

行為主義

 行為主義認為通過適當控制學習環境，運用獎懲機制可以有效地管理

學生的行為。此外，適當刺激學生可以使學習最優化。這種思想經常和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90）的思想聯繫在一起，是1900–50年美國

心理學界主要的研究框架。行為主義在當今仍有影響，設計教學方法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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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諸如條件設置、行為塑造和社會學習等行為主義方法（見第三章）。其

他行為主義影響包括及時反饋和使用行為合約。行為主義以控制環境達到

學習效率最大化為宗旨。

認知主義

 鑒於行為主義的局限性，認知主義在20世紀中後期影響甚大。它主

張認識不可觀察的認知因素（如意向、動機和認知複雜性）對學習很重要。

這種學說主張，老師主要通過把有挑戰性而又不超過學生認知發展水平的

概念呈現給學生，從而刺激他們的認知發展。除了傳授知識，還應當教

會學生思考和學習的能力，使他們成為獨立的終身學習者。Jerome Bruner

（1915–）是著名的認知心理學家之一，他對1960至1970年代的教育理論與

實踐發展有重要影響。

永恆主義

 永恆主義強調真理永恆不變，主張教授經典著作能夠使學生掌握永不

過時的知識和原理。它不主張使用課本，而是指導學生使用典範作品。

永恆主義學者認為直接學習各個地區傑出人物的經典著作，是學生獲得全

面發展的最佳辦法。由於永恆主義學說以掌握經久不變的真理和價值為

宗旨，學習的基本目標可以說就是掌握這些真理和價值。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的永恆主義教育論文為1920到1940年代中期芝加哥

大學本科學歷結構的創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要素主義

 要素主義強調傳授基礎知識和道德觀的重要性，它認為「傳統」的直

接指導、重複練習和測試是有效的教學方法。這種學說主張，教師的職責

就是傳播重要的知識和價值觀，從而使學生發展成為有責任心及對社會有

用的人。William Bagley（1874–1946）是上世紀早期要素主義教育學說的代

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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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主義

 進步主義教學提倡知識是由經驗建構而成的，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全力

發展個體潛能。它認為傳統學科知識是身外之物，進步主義的教師鼓勵學

生積極動手學習，處理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在互助合作的學校群體氛圍

中，學生的能力得以發展，需求得到滿足，為日後成為民主社會中的活躍

公民做準備。進步主義與實用主義一致，強調實用知識和民主社會。上世

紀John Dewey（1859–1952）的著作是這種教學取向發展的濫觴。

社會重建主義

 社會重建主義旨在通過教育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它主張教育學生充

份認識和批判地思考不平等、貧窮、污染等社會問題，並找出創新性的解

決方法。社會重建主義學者認為必須打破社會現狀，系統地改革，創造更

加美好的社會。為了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必須鼓勵下一代主導發動社

會運動。Theodore Brameld（1904–87）是社會重建教育學說的重要倡導者，

畢生為這種教育取向的發展做了巨大貢獻。

n	 教師教學信念

 表1.2顯示了行為主義和存在主義兩種學說教師教學取向的差異。前

面分析過，行為主義的教師將學生置於預先設定的條件程序中，指導學

生向適當行為發展；教師們呈現給學生的是一個主要由外部結果決定的世

界。相反地，存在主義的教師強調學生的自我發展，為學生自我探索提供

機會，幫助學生發揮潛能去為自己做決定。很明顯，持有不同教學取向的

教師會根據自身對知識的理解進行教學計劃、師生互動和學生表現評估，

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對教師角色所持的觀念。然後，我們必須認識

到這樣不同的哲學取向只是一種觀念上的傾向，而不是對個人思想行為的

教條化的定義。

 表1.3歸納總結了中小學教師教學信念的研究結果。研究結果表明，

教師中存在着不同的教學觀念，反映了不同的教育哲學，最終形成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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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課堂教學方法。第一種方法強調學科知識學習；第二種注重學生

發展，認為學生自己負責汲取知識；第三種方法主張教學是為了社會的利

益而培養學生的手段，強調汲取知識和掌握技能是為了經濟發展、社會進

步及其他以社會為導向的原因（例如為了社會及其人民的生存而尊重生態 

發展）。
 以學科知識為中心的教師主要傾向於要素主義和永恆主義學說，主張

知識的不變性確定了學習的內容。他們對於學習的定義，可能只是簡單地

讓學生獲得那些被認為是重要且正確的東西，例如學習經典成為對社會有

用和負責任的人。另一方面，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師大多受認知主義、進步

主義和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強調人類主要是從認知、自我價值實現、生

活目標和價值幾個方面來發展的。這些教師盡力支持學生成為具有高等智

力水平的獨立學習者，通過提供發展、成功和超越的機會，使學生全面發

揮自己的潛能。教育過程以學習者為中心，因為教學的目標不是簡單地傳

授知識，而是促進個體的全面發展。

 奉行馬克思主義和重建主義學說的教師以學生和社會為中心。學習者

是社會重建的參與者，必須培養他們批判性思維、辯論、討論和調查的能

存在主義的教師 行為主義的教師

傑西卡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中學藝術教師。
但是在外行人看來，她的課堂顯得有點混
亂。這一刻你可能會發現有學生站在椅子
上，下一刻可能所有學生又都在集體撕報
紙。她經常坐在一群學生中間，聆聽並分
享他們的觀點。而其他學生也在與他們的
組員討論問題。

傑西卡喜歡讓學生自己探索並理解事物，而
不是向他們一味地灌輸公式與知識。

存在主義的教師強調學生的個體性，並且自
己負責一切。他們認為學生應當學習自己
思考，並且負責任地作自由選擇。他們很
少直接教授知識，而是與學生一起討論，讓
學生思考並證明自己的想法。

用傑西卡的話說，「向學生直接傳播知識對
他們不利，會讓他們對身邊的事物和問題變
得麻木。教學中我想讓他們自己理解並思
考對自身和實現自我價值的問題。這對社
會中的任何人都至關重要」。

萊斯利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中學藝術教師。
上課時，他會首先介紹主題，然後按照準備
好的教案授課。他會重點明確且清晰地講
解一些學生應當掌握的技能。他還會把一
些動作分解成若干細節以幫助學生學習掌
握。

課堂活動時，萊斯利一定會表揚那些表現
得好的學生，而對犯錯的學生會做及時糾
正，以幫助他們掌握正確的知識。他相信
重複練習能夠幫助學生記住學到的知識，因
此，他給學生安排很多功課。

行為主義的教師認為，通過有意識地控制學
習環境，適當運用獎懲手段，評估可觀測的
學生表現等，可以促進學習過程有效進行。

萊斯利說，「我盡可能清晰地向學生講解哪
些是他們需要掌握的技能，哪些是不需要
的。然後，我會重點提出及時反饋——根
據表現好壞作相應獎懲。這很重要。」

表1.2 存在主義與行為主義的教師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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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解決階級鬥爭、種族、污染和不平等等社會問題。他們認為通過教

育，年輕一代能夠為社會的完善發展發揮作用。

 上述分析強調了運用不同教學方法的教師對學生成長的影響各異。如

果教師一味強調知識學習，教學局限於控制、操練、程式化的非因人而異

的方法，對學生而言，學習可能就是非常機械、約束且乏味的任務。然

而，倘若教師關心學生成長，允許他們利用有意義的真實任務，學習就會

變得充滿挑戰。另外，師生互動會從學業和情感上對學生產生寶貴的促進

作用。學習還可以擴展到更廣闊的社會領域，學生把自己看作負有社會責

任感的公民，從而參與處理社會事務。

 那麼，對於不同的教學理念，教師們又應該注意些什麼呢？他們應當

認識到各種教學方法在實現人類潛能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過

份強調學科知識而忽略培養認知能力就可能會限制學習成就。最糟的是，

學生會被制約着僅僅進行記憶、背誦等極其低水平的認知活動，因而變成

消極被動、思維遲鈍、缺乏批判精神和創造性的學習者。

 如果沒有學習期望去促進智力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也可能

是有害的。而且，儘管教育幫助培養有光明學術前程的一代，我們還要銘

記，學生的性格塑造和個性發展也很重要。學生應該把自己看作是社會的

參與者，思考生命的意義，培養與其他個體和整個世界交流的社會技能。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教學信念的形成受到包括過往學習經驗和關鍵的

人與事（Mok 1994）在內的各種因素影響。然而，由於學校課程大綱、測

試方法和學生能力等環境因素的影響（Lam and Kember 2006），教師的教

學方法可能會與他們所持的教學信仰和觀念有一定差別。

n	 指導教學的思想流派

 上文介紹過教學的各種哲學傾向後，本節會探討指導人們認識世界的

哲學學科流派，旨在加深大家對教師教學思維的理解。本節包涵課堂教學

相關的六個領域，每個流派都解答一些關鍵的問題，例如：「現實的本質

是什麼？」、「知識的本質是什麼？」、「真理存在嗎？」、「生活的價值是什

麼？」、「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美麗的本質是什麼？」、「哪種推理能

夠得出有效不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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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物理流派

 成長過程中，你可能會問過這樣的問題：「生命是什麼？」、「生活的

目的是什麼？」、「什麼是真的？」元物理研究事物的本質，旨在理解詮釋

現實的本質，這包括現實是如何存在的、現實是什麼、為什麼存在，以及

人類如何計量其價值。教師們可能認為元物理與他們沒有關係，但是對於

情境化教學來說，這是很重要的基礎。學校課程受我們對於現實理解的

影響，例如，如果現實為神靈服務，宗教學習就會成為孩子學習生活的主

導。事實上，課程中包含什麼內容反映了我們為孩子建構一個怎樣的現

實，因此對於教師而言，探尋元物理對於驗證教學課程和學校生活（開設

這門課程的目的是什麼？我想要學到什麼？）都是很基本的。

認識論流派

 認識論哲學流派探討知識的本質和範疇，主要涉及以下幾個基本問題：

• 什麼是知識？

• 如何獲得知識？

• 人們認識什麼？

• 我們如何瞭解我們認識什麼？

• 用什麼來區分真知識和偽知識？

• 有沒有永恆不變的真理？

• 什麼知識最重要？

 在確定如何教學的問題時，教師們可能都需要回答這些問題，他們的

答案也會影響如何選擇恰當的教學內容與方法。Parkay and Stanford（2007）

提出了五種對教師制訂教學大綱與計劃的有趣方法：

1. 基於權威的認識（例如：聖人的思想，如孔子、詩人、專家、統治

者、課本與教師）；

2. 基於神學啟示的認識（例如：超物質形式的思想，如古人類的太陽

神、古希臘諸神）；

3. 基於經驗主義的認識（即由感官獲得的知識，非正式收集的主導大多

數日常行為的研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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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於推理與邏輯分析的認識（即由邏輯思維推論獲得的知識），及
5. 基於直覺的認識（即不經過理性思想獲得的認識）。

價值論

 價值論研究人的價值觀。教師的價值觀應當與學校、課程以及其他學

校活動相關。教學中應當體現怎樣的價值觀？教學中應當鼓勵學生採用怎

樣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論問題都強調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學生掌握的知

識應當幫助他們提高生活質量——知識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因此，

回答這些問題有助於教師完成教學使命，發展職業追求：教師不僅僅要完

成例行工作，而且還要強調教學對學生生活的重要性，及證明學校課程中

提倡的生活質量的合理性。價值論有三個主要價值觀分支：

一、 道德論：教師可能需要證明什麼是善惡、正誤、公平與否的問題。

道德觀或道德論知識能幫助教師解決課堂難題，特別是遇到道德兩

難困境時。決定分班還是合班教學亦要求教師用道德判斷去合理解

決問題。

二、 美學論：雖然教的未必是美術、音樂、文學或舞蹈，但是教學本身就

是一門藝術。美學指對美與高質素的藝術標準的判斷，它能夠幫助教

師在課堂及其他師生互動中有出色的表現。例如，課堂秩序可以當做

指令列出，也可以用貼近學生的對話語氣來描述：課堂說話已經是一

種藝術。

三、 邏輯論：教師經常與學生一起解決問題，在找出答案或得出有效結論

的過程中向他們介紹推理的過程。他們通常都懂得兩種的邏輯推理方

法：演繹推理與歸納推理。前者要求從整體原則或命題向具體結論思

考，後者則是通過具體案例發現多數人接受的規則。蘇格拉底的提問

方法是典型的歸納推理，被廣泛應用於教學。

n	 知識的定義影響教學

 知識論指人們對知識的認識及這些認識如何影響教學。這種哲學主要

關注人對知識的認識（即什麼是知識？）。本節通過參照知識的不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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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綜合講述迄今為止知識的各種觀念；同時還通過探討人們對知識的不

同理解，釐清了人們行為差異的原因。以前，人們認為知識是絕對的、靜

止的，學習者是被動的。然而，人們現在認為知識是依情況變化的，由人

與世界的互動而建立——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概念仍將不斷發展變化。

 公元4世紀，柏拉圖將知識定義為「獨立於任何試圖理解它們的個體

之外的、絕對的、統一的思想或形式」（Rorty 1991）。後來，經驗主義從

絕對主義中脫離開來，認為知識是感官認識的結果，而不是客觀的存在。

18世紀，康德否定了獲得絕對知識的可能性，通過綜合理性主義與經驗主

義，他認為知識是理性反思的產物，這種觀念對思維方法論產生了強大的

影響。他認為，知識來自於對感知數據的組織，基於稱作「類別（範疇）」

天生的認知結構，包括空間、時間、事物與因果。這種認識論承認基本概

念如時間與空間的主觀性，否認了事物本身能夠代表其客觀本體。

 20世紀實用主義的出現是知識認識的另一個重要發展，它在認知科

學與人工智能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實用知識論認為，知識由各種模型組

成，這些模型以「最大限度地簡化解題過程」的方式，嘗試反映周圍環境
（Heylighen 1993）。儘管沒有一種模型能夠涵蓋所有相關信息，也即使各

種模型之間存在矛盾，它們卻是可以並存的，因為任何能夠解決問題的模

型都可以當作解釋問題之用。基本的原則是這種模型應當簡潔精確，能夠

做出正確的（或近似的）預言（可測試的）或解決問題的方法（同上）。實用

知識論並沒有明確回答知識源於何處的問題：實用知識可以通過試誤法、

直覺或研究測試來建立。

 建構主義對知識客觀性這個問題的回答很激進。顧名思義，建構主義

認識論認為所有知識都是個人從無到有建構而成的。因此，這種觀念不承

認任何「賦予的事物」，包括客觀研究資料或事實，以及天賦或認知結構
（同上）。建構主義認為，我們能夠認識的唯一的現實是由人類思想表徵

的，它不贊同知識由權威或神的啟示賦予的說法。因此，它批判客觀主義

與絕對主義，建議意義或知識是由人類的建構形成的（Watzlawick 1984）。

甚至物理和生物現實的表徵，如物種、汽車和桌椅等，都是社會建構的知

識（O’Neill 1981）。

 建構主義曾經在哲學發展史上很輝煌，並且已經發展成幾個流派，廣

泛應用於心理學與教育領域。建構主義學家嘗試把各種知識片段連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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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排除不一致的片段。激進的「個體建構主義」認為，「如果環境中存

在充份的條件，那麼，（個體）都可以自發形成概念、模型、理論等」（von 

Glasersfeld 1995）。而且，這種建構主義還認為知識有「自發性」的特徵，

具有很強的個體性。

 另一方面，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各種知識與現實都是通過社會關係與

互動而形成的，其中，社會符號資源形成了一種共同的生活形式（Searle 

1995）。這些互動也改變了科學認識論的組成。

 建構主義心理學家認為，人類創造了一個有意義的理解世界與經驗的

系統。例如，心理治療時，心理學家通過瞭解病人的世界觀來擴展其生活

的意義。建構主義的教學方法提倡突破行為主義教學模式的限制，而且要

突破實證主義與理性主義所要求的教學圍繞外部知識與科學實驗展開的模

式的限制。建構主義教學法鼓勵教師反思不同的學習需求、認知與經驗，

反對以學科知識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強調學習者在知識的建構中起積極

作用。主要的建構主義教育家有 John Dewey（1859–1952）、Lev Vygotsky

（1896–1934）及 Jean Piaget（1896–1980）。如今，建構主義仍在影響着認知

科學、語言學、人類學、神經生理學和計算機科學。本書將在第二章中討

論各種建構主義的教學方法。

 認識論的另一個重要分支是「進化認識論」，主要代表人物是Karl 

Popper（1902–94）。它從生物進化的角度理解人類知識的增長，提出「人們

理解知識以適應廣義上的環境」的觀點（Heylighen 1993）。這個知識建構

是持續的過程，在三個層面進行：生物層面、心理層面和社會層面。進化

認識學家認為知識，尤其是科學理論，是根據「物競天擇」的原則進化演

變的。例如，疾病病菌理論——知識的主題發生變化，理論的可信度也

隨之發生變化（Popper 1972）；知識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着時間的推移不

斷演變。

 上述幾種主要的認識論觀點對知識和世界本質的理解不一，爭論主要

集中在是否有一個獨立存在的本體世界（或有客觀的原則規律或先天的認

知結構），或現實與人的思想和環境變化無關。這兩種觀點的差異使人們

對於知識或學習的理解截然不同。絕對主義學家和客觀主義學家：

⋯⋯相信世界上存在可信的知識。學習者的目標是獲得知識，而教

育者的目標是傳播知識。客觀主義進一步認為學習者對所教授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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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理解是一樣的。因此，學習就包括吸收理解那些客觀現實。教

育是為了幫助學生瞭解真實的世界，課程設計人員或教師為他們解

釋這些現實，以期學習者能夠在自己的思想中重複這些知識的內容

與結構。（Jonassen 1991, 28）

然而，絕對主義和客觀主義卻受到一些質疑，因為它們提倡專制的技術管

理模式。學習者被動接受規定好的教程，而無法按其興趣、能力或需要自

主學習。也可能有人懷疑如果學生沒有真正地理解知識（如過份強調記憶

和背誦而形成的知識），他們是否從真正意義上掌握了它們。

 相反，建構主義學家認為：

⋯⋯人們通過經歷及反思形成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我們遇到新鮮

事物的時候，需要協調其與我們以往的經驗和想法，也許還會改變

我們的想法，或拋棄不相關的新知識。任何情況下，知識都是我們

自己積極創造形成的。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提問、探索和評估

自己已有的知識。（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04）

 建構主義將學習定義為「積極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Siegler 2000），

主張個人的認知發展是獲取知識的至關重要的過程。在過去幾十年裏，建

構主義對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使教學與以前的強調知識的數量的行為主

義理論脫離開來。建構主義教學論用來提高人類認知，其主張的學習環境

與以往的課堂有很大不同。以下引用的語句強調了建構主義教學法的精神

實質（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04）：

通過反思自己和反思自己的學習策略，學生成為「學習專家」。這樣

使得他們掌握不斷學習的工具。在規劃好的課堂環境中，學生掌握

如何學習的問題。

n	 綜合理解各種教學觀點

 不同的價值觀和思想對教學的理解多種多樣。例如，如前所述，絕對

主義或客觀主義的支持者可能非常強調與學科相關的知識，按時間表組織

傳授課程內容以確保學生掌握知識。另一方面，建構主義卻認為教育過程

應以學習者為中心，開展各種有意義的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其中。



21世紀的教學環境 15

 事實上，在東西方的教育史上都能找到這些哲學傾向。例如，古希

臘的年輕人會背誦教師念給他們聽的巨著，如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 

德賽》，教師和學生也會一起討論荷馬描述的希臘英雄的壯舉。同樣，

在古代中國，《四書》、《五經》是教育的中心內容。由於重視識字能力，

中國的宋朝（960–1279）更加強調兒童每天學習的字詞和文章的數量（Lee 

2000）。這兩個例子都表明人們非常尊重偉大的著作，認為它們是知識的

權威來源。

 以前，香港的中學教學大綱和會考中文考試中都包含春秋（公元前
770–467）戰國（公元前475–221）至隋唐時期的經典名著的內容。當時所有

的香港學生都會背誦那些文章。某種程度上講，學習這些作品能夠幫助 

培養學生的品質，但是他們是否真的理解這些作品則另當別論。我在香港

讀中學的時候就經常被要求背誦一些中文詩歌。通常，我都沒有理解其含

義和背景，但是教師卻鼓勵我們用心背誦，以避免被提問時背誦不出來的

尷尬。

 到18世紀出現了更多啓蒙教育的思想。古希臘和中華文明都已經承

認，促進學生個人發展是教師必須掌握的重要的價值觀。雅典教育重視教

育是為個人實現自身發展，履行公民義務；儒家教育思想也認為教育是為

了個人實現其自身價值，發展成為「完美的人」。

 表1.3列舉了一些以上提到的教育哲學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認為嚴

師的特點是，使用高壓控制學生的教學方法。絕對主義和客觀主義認為教

師是「權威和紀律的象徵」，是「信息呈現者」（Christensen et al. 1995）、「培

訓師（教練）」（Proventzo et al. 1989）和「機械性的」（Steven and Palincsar 

1992）。另一方面，一些建構主義還認為教師是「思維發展和終身學習的

促進者」、「授權人」（Bennet and Spalding 1991）和「啟示」的源泉（Gurney 

1995）；還主張教師應為學生的發展提供機遇，建立友好的形象。還有些

教師角色是促進「生態融合」與「社會責任感」意識發展的（Ennis, Cothrs, 

and Loftus 1997）。有人認為教師教育下一代以支持社會發展。這些內容各

異的認識論或教育哲學一起影響着不同時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工作

者，而且也在提醒我們，在職業發展的任何階段，教師都應當反思教學理

念，並評估其教學方法是否恰當。

 本章開頭介紹的哲學傾向不僅指導我們思考教學理念，而且反映了不

同認識論間的相似之處。值得注意的是，永恆主義、要素主義與行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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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傾向於認同知識的權威性與客觀性本質，而認知主義、存在主義與實用

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都強調學習者個人的發展。與前兩組重要的認識論不

同，社會重建主義教學傾向則以社會發展為本。這些教學哲學可以看作一

個連續的統一體（圖1.1），始於絕對客觀知識觀（因此，知識也必須傳授給

學生），止於注重學習者個人發展，中間是社會為本的理念，因為這種理

念可能與前述另外兩個終端都有聯繫或都沒有聯繫。

社會為導向
馬克思主義╱社會重組

絕對、客觀
知識發展

行為主義╱認知主義╱永恆主義╱存在主義
學習者發展

實用主義╱建構主義╱進步主義

n	 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是在不同文化環境中進行的。自然地，教學決策與信仰也在某種

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響。然而，這並不意味着華人教師就一定得遵循中國

式的教學風格。相反，檢視自己的教學傾向的長處與短處，對於教師來說

非常重要。具備批判性思維能夠幫助我們發揮課堂上的專業作用。倘若改

善教育能促進文化變革，那麼就可以通過提高本國教育來改善文化。

 中國有四千多年文字記載的歷史，並有獨特的文化。作為世界上最

古老的經濟與文明並行發展的民族之一，中華民族以其決心與勤奮聞名於

世，中國也因其在經濟發展上的傑出成就被其他國家認可。在中華文明發

展的悠久歷史長河裏，中國經過漫長的「製造與發現」過程，已經形成了

自己的文化。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繁榮，不同學派對政治與社會的思想各

圖 1.1 各種教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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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更加突出了這個黃金時期的繁榮景象，其中

就包括著名的哲學家老子、孔子、孟子和荀子。

 這些不同的哲學流派中，以孔子（公元前551–479）創立的儒學思想最

為至高無上，且作為行為準則受到中華民族的尊重。作為兩千多年發展的

產物，儒學思想持續不斷地影響着中國的教育，而且繼續影響香港、台灣

和新加坡的教師們。本章在總體分析華人教育思想的同時，會重點介紹儒

學的核心思想，並補充介紹其他學者的一些觀點。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把畢生精力都奉獻於教育事業的人，世稱
「先師」、「聖人」和「萬世師表」。儘管華裔學生的學習方法、教師的教學

方法受到嚴厲批評（Biggs and Watkins 2001; Chan 2007; Ross 1991），儒家

教育思想的精華中，卻有一些可圈可點的教育觀念反映了華人教育的長

處，可媲美歷史上最自由的教育思想。

 第一，教育作為獲得個人幸福的一種形式的理念，與當代的「個人發

展傾向」相似。孟子（公元前372–289）是拓展孔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人物

之一，他的教學反映了這一思想：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

子•離婁下》，轉引自Lee 2000, 3）

 孔子的另一段語錄也表現了教育對個體的重視。「古之學者為己，今

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荀子•勸學篇》，同上）。儘管寫

於幾千年以前，這段語錄承認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個人道德完善和從學習中

獲得快樂。這表明學習的更深層含義是道德發展而非功利目標。個人發展

是教育的內在價值——這也反映在現代教師的教學理念中（如Christensen 

et al. 1995; Proventzo et al. 1989）——根深蒂固於傳統的華人教育中，也是

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觀點。

 第二，儒家教育暗含了教育對於社會的重要意義。儒家教育思想的核

心是個人完善，而非職業發展或保證個人獲得認可或利益。然而，儒家思

想中的實現自我思想與社會是密不可分的（即有很大的社會價值）。孔子認

為，「君子」是致力於追求個人道德完善的人，牢記其個人道德發展有其社

會意義，即社會裏的每個成員都能理解並感受到這份價值。如《論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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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Lee 2000引用：10）。這

句話是說，受過教育的人會結交朋友，這使他們能夠輔助國家，促進人類

社會發展。對人類社會的推動作用是儒家教育的社會意義，人類社會發展

指文化的完善。《大學》中清晰闡述了教育的社會意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

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大學》，Lee 

2000引用：11）

 以上道德培養的八個步驟，表明儒家諸子對於個人學習與世界和平之

間關係的認識。個人教育成就的最終目標在於其對建立和諧政治秩序的貢

獻，表明個人的道德正直與社會政治和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調節家庭

關係的能力則是統治世界的不可或缺的部份。確切理解儒家傳統教育觀

時，不能將教育的社會目的簡單化，因為這是與學習者的個人道德發展融

合在一起的。這裏有必要強調一下一個容易引起誤會的觀點：儒家思想認

為，教育實現了人的社會價值——個人通過接受教育為國家的社會政治

秩序做貢獻。

 就社會意義而言，儒家教育思想還提倡與朋友一起學習，因為這樣能

夠促進思想交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禮記•學記》，Lee 

2000引用：10）個人通過學習他人得以發展與提高。另外，教育的社會意

義對於家庭發展也很重要，就像華人父權制的家庭生活（patriarchal family）

一樣，家庭對教育的支持已經發展成一個重要的方面（Wu and Singh 

2004）。

 儒學的第三個重要思想是普遍教育的觀點，這個觀點廣泛應用於我們

的教育體系中。孔子曾說過教育為眾生。每個正常的人都應當有接受教

育的機會，因為通過教育，他（她）就能夠促進完善社會政治秩序。這個

觀點不是出於社會利益，而是出於組成社會的個人的利益而形成的。孔子

提出的課程能夠幫助人們實現「人類大同」，這樣人就是「高尚的人」和「君

子」。儘管這兩個詞的基本含義相似，但是「高尚的人」還有「聖人」的意

思，即實現了「人類理想」。

 第四，孔子提出的培養「聖人」的課程並不完全拘泥於「書本學習」，

而是《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包括禮儀與武術（Lee 2000）。

除了主張定期調整課程以確保其是否恰當外，孔子還強調課程傳授中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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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例如，他提到學習算術的目的是教學習者掌握計算的知識，因

此，應當教其運用算術知識以解決天象問題。學習書寫可能僅指識字，但

是儒學課程認為寫作應當從書本、類書本讀物、或個人娛樂讀物中學習。

孔子還強調理解的重要性。以儒家模型為思想依據，「六藝」學習的目的不

是學習某些特定的知識或技能，譬如如何駕駛馬車或背誦詩歌，而是「堅

持不懈地理解知識，並用其幫助整合人類最高理想」（Lee 2000, 19）。這

樣幫助學生解決問題，「參與用道家精神實現天人合一的道德磨煉」（Lee 

2000）。事實上，現當代教育都提倡這些觀點，認為學習時，學習者是在

進行一系列有意義的活動。孔子也認為學習是個人興趣的一種形式，能夠

幫助其在「人類社會」（同上）中生存。

 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儒家教育模式有許多深刻的見解。教育面向個人

發展，認為個體發展能夠促進社會進步，這樣可以促進家庭和諧、社會穩

定與世界和平。而且，正如儒家教育所強調的，平等接受教育能夠幫助

人們認識到，每個人都有為社會服務的潛能。如前所述，從教育學的角

度來看，儒家教育鼓勵理解書面文章；通過真實情境進行學習活動，培養

高層次的智力能力；學習是與學習者生活經驗密切相關的；學習提供許多

交流、對話和反思的機會。課程不僅包括書本知識，還應當包括語言、數

學、音樂和其他生活技能的學科。重視道德發展與人性奠定了穩固的道德

觀，有助促進建立和諧社會。實際上，儒家教育體現了非凡的全面教育的

觀點：以個人與社會發展為依據，解決人類發展中認知、思想、社會、道

德與美學發展的所有方面。

n	 儒家教育思想的歷史性衰落

 儘管儒家教育思想有很多積極的方面，但它也有一些不利於華人教育

發展的特徵。這些特徵與華人的考試制度相結合，繼續阻礙華人社會（如

香港）的教育改革。

 封建帝制通過全國考試（科舉考試）選拔各個級別的官員，這種做法主

導中國教育制度長達一千多年之久。孔子及多數儒家學者都認為教育應當

培養個人的道德情操，然而統治者並不完全遵行這種做法。孔子認為，政

府（國家）教育應當以道德發展為直接目標。然而，自從科舉考試制度建立

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就結合了某些傳統的儒家觀點，變得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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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國家與個人所持的教育目標互相對立。出於官員選拔方面的利

益，政府的教育目的通常更為狹窄。中國歷史上，科舉考試因其注重記

憶和背誦文章而受到廣泛批評（Lee 2000）。教學大綱以背誦經典著作為中

心，主要是《四書》、《五經》；受試者則嚴格遵循經典著作的觀點，按照套

路書寫文章。

自從這些考試影響人們產生依賴，這個世界就再也不認為還有書

本的存在了⋯⋯幾百年以來，上百萬的人們都迷惑於如何互相抄

襲，揣測考試內容。這些人都是空殼爛皮，毫無才能可言（《選士制

度》，Lee 2000，169引用）

 以前經常提到考試出題相同的情況，這種情況在明朝（1368–1644）尤

其嚴重。儘管《四書》、《五經》是基本的考試用書，實際上考生都集中學

習其中一篇文章、一種風格和形式。如果考試要求寫議論文，那麼必須完

全遵守相關著作中的詮釋，而不需要任何想像的成份。因此，考試只是強

化了學習的機械性，而不是真正的學習與能力測試。

 考試主題通常都是從經典，特別是《四書》中照搬過來的，因此有很

多可用的段落、語句和短語。大多數考生都會死記硬背一些「事先準備好

的」文章，「⋯⋯一些考生可能並不知道漢高祖或唐太宗是誰，但是卻能

憑着考前背好的好文章順利通過考試」（《日知錄》，Lee 2000, 16）。

 第二，由於統治者掌管着「天下」的教育，考試逐漸變成使君臣權力

關係合法化與重複化的一種手段。由於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官員都要忠於

君主，即「天子」，這樣君主的個人利益得以維護（Smith 1991）。

 讀書人都相信參加科舉考試是保證他們獲得財富的捷徑。如王夫之所

言，「考試越嚴格，作弊手段就越狡猾；政府裏通過考試選拔出來的官員

越多，蒙騙的現象就越嚴重⋯⋯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自尊心強的人不願意

把為參加考試而進行的學習當做真正的學習。但是，什麼樣的學習才是真

正的學習呢？難道做學問的人就不能不謀求一官半職，不為天子們服務以

幫助他們統治天下？」（《宋論》，Lee 2000, 168）

 這種考試體制下衍生出一批特權主義者，他們之間的關係緊密，同宗

同族。儒家傳統觀念做出了讓步，中國教育演變成一場持久戰爭，一方面

統治者為其利益要操控教育，另一方面一些讀書人渴望擺脫這些控制，追

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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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人的教育與其家庭的命運緊密交織在一起，以致於他們的教

育目標退化，變成功利主義者。如果在政府部門工作能夠帶來榮華富貴，

整個家族跟着飛黃騰達，那麼，這種考試體制只會讓學生認為，接受教育

就是為了追求財富。甚至連乾隆皇帝都承認科舉考試體制中存在這樣的 

問題：

追求考試中榜衍生了一些只知道追求名利的人，這在他們的腦中根

深蒂固，很難將其引回「正路」。（Jin 2001, Wu and Singh 2004引用）

 諷刺的是，對個人財富的追求卻超越了儒家教育提倡的為個人發展而

學習的金玉良言。這主要是由儒家思想中提倡的教育的社會意義所造成

的。在封建的男權社會裏，教育的作用是強化等級權力關係。家庭關係與

互相尊重制約着人們的道德行為，家庭與國家之間，長輩與晚輩之間，以

及人民與統治者之間也存在一種等級權力關係。人們附屬於家庭，而被統

治者與統治者之間也存在隸屬關係（Ball 1990）。父母們都會希望子女能夠

通過讀書出人頭地，因為這樣全家都會從中受惠（Jin 2001）。中國古代家

庭對家人博取功名就有很強的依賴性。

 結論是，由於統治者操控着考試體制，及中國社會的男權統治特徵，

教育變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複製這種知識與權力之間關係的政治手段。

君主們為了實現其個人利益，不惜將考試淪為複製聖人經典的工具，死記

硬背也成為中國古代學習的主要手段。不幸的是，這些現象在當今中國

與其他一些亞洲國家仍然存在。如今，人們普遍認為華人教育完全依賴

於不加理解、死記硬背（Chan 2007; Chen, Lee, and Stevenson 1996; Lau and 

Yeung 1996）。這都是因為過份強調應試學習與中華文化過於強調順從權

威所造成的。而且，對於許多人而言，教育仍然是獲得安全感與物質利益

的一種手段（Lee, Wong, and Chow 2006）。教師們通常推動「應試教育」，

重點訓練學生如何在高考中獲得高分。這些做法很多都是與注重快樂學

習、追求高層次教育目標的儒家思想相悖的。

 教育當局應當着手改革，推行素質教育，批判反思文化中的重要因

素。教師則應當幫助學生將學習發展成為其自我發展與進步的手段。

 本節從文化的角度闡述文化對教育觀念的影響，特別是儒家思想對教

育的影響，表1.4對此做了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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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課程 教學方法

• 完善個人道德與獲得個人
愉悅

• 成為聖人（即理想的人）
• 實現「人類理想」（即完
美的人）與理想社會

• 帶來家族榮耀
• 維護正義，實現社會與政
治和諧

• 教學因人而異，實現有教
無類；從而，完善全國的
社會與政治秩序

• 幫助個人發展成「完美的
人」

• 涵蓋課本知識與技能，側
重應用

• 採用綜合方法，教育學生
如何生存與生活

• 提倡合作學習，而不是個
人單獨學習

• 鼓勵思想交流
• 宣揚人文主義，鼓勵通過
合作學習發展個人生活

• 使用真實的教學材料

表1.4 儒家教育思想總結

n	 教育改革時期的教學

 本章前幾個小節介紹了學術界對一些教育理念的哲學爭論與改革運

動。如最近的教育改革所示，隨着認知科學、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和神經

生理學的進步，學習者認知發展的重要性逐漸得到了承認。教育必須為開

發認知能力服務，使人們具備理解與發展知識與社會的能力；教師應當為

學生提供探索與構建知識的學習情境。個體學習者作為教育過程的中心，

應當考慮其動機、自我認識及各個方面的發展。教育的目標是為了幫助個

體開發思維能力，培養生存與享樂的潛能和興趣。教師只有不斷思考偉大

思想家的哲學思想，並且將之設定為努力的方向，這樣才能成為真正專業

的教育工作者。

 現代教育將學生視為主觀能動性的個體，認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

法對其有巨大幫助。如本章前面提到的，過份強調學科知識會忽略認知的

發展。本世紀的學校都不應該僅僅培養學生的低層次認知能力（如記憶與

機械性學習），也不應當變成考試的培訓機構。

 長期以來，香港的教育都因其說教性的教學方法與過份強調考試的

選拔功能而受到批評。應試準備主導教育過程，競爭無處不在（Cheng and 

Yip 2006）。有證據表明這種體系對學生的學習興趣有致命傷害（Wong et 

al. 2001）。如前所述，這種過份強調考試與機械性學習的體系有其傳統根

源，而且對多許多亞洲國家的教育有很大影響（Biggs and Watkins 2001）。

時下推行的教育改革旨在徹底改變這種文化根源，將教育發展成以學生為

中心的方法——當然，這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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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裔父母，包括香港在內，都希望子女對學習持有積極的態度，取得

優良的成績（Chen and Stevenson 1989; Lau and Yeung 1996; Phillipson and 

Phillipson 2007）。因而，父母的期望是影響教育政策與實施的關鍵因素。

香港的父母仍然抱着「望子成龍」的觀念；華人的傳統觀念強調教育的重

要性，通過考試，個人與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亦會隨之提高（Lau, Chan, 

and Lau 1999; Lau and Yeung 1996）。香港現時的經濟與社會狀況更強化了

這種觀念。

 儘管教育改革旨在減少教育體系中的競爭，其中卻有一些因素妨礙其

往該方向發展。由於出生率下降，1990年至2004年期間已經有14.1%的

小學被迫關閉（政府統計處 2005）。為了避免學校倒閉，政府鼓勵所有學

校之間相互競爭去爭取生源，於是在校生的學業成績成為了最大的賣點，

特別是在高小階段，學業成績的要求就更高，因為這能確保學生有更多深

造的機會。因此，教師的基本職責是，在正常課堂外，給學業欠佳的學生

提供「補習」課程，而給多數成績不錯的學生額外輔導，以提高學生的學

業成績。表1.5列舉了一些更深層次批評香港教育體系的例子。

「我們觀摩的課堂通常都是以教師為中心的，除了粉筆與黑板外很少使用其他教學輔助手
段。在『不需要考試』的年級，學習氛圍非常輕鬆，但是需要準備考試的班級裏，所有人
都很刻苦，學生們都在做筆記，認真完成模擬試題，背誦文章（順便提一下，在我們參觀
過的一些大學裏，這樣的現象也同樣存在）。」（Llewellyn Committee 1982）

「學生很少進行批判性、分析性思考。圖書館象徵著『學會學習』的教育理念，但是，
從圖書館的數量與使用情況來看，對其功能與重要性的理解好像還不夠。」（Llewellyn 
Committee 1982）

「大多數課堂的特徵都很相似。師生關係強調信息傳播。教師主要講課，而學生則忙於記
錄講授的知識點。」（Morris 1984）

「以前，香港的教育非常注重學術性與選擇性，向學生灌輸幾個學科的專業知識，選拔優
異的學生升入大學。而如今的香港教育則以考試與課程內容為主導。」（Lam 2004）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測驗與考試一直佔據香港學生學習的主要位置。考試採用常模參照
評定的形式，競爭非常激烈。」（Lam 2004）

「香港的學校普遍認為，無論從概念上還是功用上，教學與測試都是獨立的。教學的作
用是傳達課程內容，而測試則是用來判斷學生成績排名的⋯⋯教學與測試的這種獨立性
亦有其現實表現，香港有兩個功能不同而相互獨立的部門：教育局負責課程與教學，而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負責所有的公開考試，其管理與財政狀況也相對獨立。」（Biggs and 
Watkins 2001）

表1.5 學界對香港教育的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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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的研究發現，有相當數量學生的成績表現相對低於其智力潛能應

達到的水平（Lam 2008; Phillipson and Tse 2007）。然而，一些關於華裔學

生認知策略運用的研究結果卻建議，重新看待以前對他們的被動性與機械

性學習模式的批評。例如，Grimshawa（2007）在回顧了過去10至20年間

的相關文獻後，提出華裔學生以認知為中心、以聽為本的學習方法與西方

學生的更多口頭運用為主的學習方法一樣，能使其主動參與學習活動。另

外，Leung, Ginns, and Kember（2008）的研究也指出，外界認為華裔學生的

學習既機械且膚淺的觀念是一種誤解。修訂版的學習過程調查問卷的結果

表明，華裔學生的學習風格不只是簡單的「表面的」或「深入的」學習，而

是把這兩者相結合的中間方法——也就是說，記憶與理解相結合——這

與受訪者中澳洲學生的學習方法類似。

 Dahlin and Watkins（2000）的研究發現，記憶過程中的重複現象對提高

理解能力有很大幫助。然而，以應試為導向的文化中，如果教師只是一味

地「開快車」，鼓勵記憶，而不提倡思想多樣性與創造性思維，那麼，被動

性的機械學習就會成為主導性的教學方式。只有對學校課程與考試制度進

行根本性的變革，才能保證課堂教學實踐有所變化。
 倘若你想成為一名教師，你會僅僅沿用以往的教學模式，還是堅持使

用另一種儘管有挑戰，但是你認為會對學生有益的方法？你將如何解決課

堂上會出現的難題？這是本章結語必須探討的問題。

 教師是改革的執行者。如果運用不同的方法推行學校改革，那麼教師

應當思考這種方法是否對學生有益且恰當，而且在目前的文化制約下，這

種方法是否可行。他們應當堅持實驗、參與業內交流，並採取行動研究。

香港教育起源於以考試為導向的文化傳統，學校之間競爭激烈，父母「望

子成龍」的觀念嚴重，因此，教育改革就成為香港所有學校與教師的一項

主要任務。

 評估學校改革有兩種方法。第一，是否應當證實新的教學方法適用於

我們的學生？——答案是肯定的。如上所述，教育哲學研究很多都贊同改

革中運用積極的教學方法（第二章將進一步闡述改革方向的正確性）。然

而，儒家教育思想的經驗提醒我們考慮，學校能否有效實行這種新方法，

是否需要教育下一代從全球角度思考問題。學校是否要採取捷徑說服公

眾，學校正在進行教學改革？學校、家長與教師是否要「重新包裝」精英

教育模式，開發一種新式的精英教育模式以適應21世紀的需求？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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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政策中規定，學校有培養個體獲得成就的職能，但學校是否會忘卻這項

職能？在思考與決策教育改革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時，教師需要密切省視其

教育理念。儘管教師無法改變政府政策、學校課程指引與公開考試，但是

在課堂裏他們必須獨立地做職業判斷，採取有益於學生的恰當的措施，以

合適的速度和正確的方向為指引推行改革。

n	 結語

 本章從多個哲學角度綜合評述了幾個主要理論。這些理論在概念上形

成一個連續統一體，一方面認為知識是絕對的、客觀存在的，可以教授給

學生，另一方面，要關注學生的個人發展。與上述兩個終端有些許聯繫的

是以社會為導向的教學方法。本章還探討了中華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觀，

思考了在注重效率和生產率的全球化發展的當今社會，金錢成為衡量成功

與否的標準，強調個人發展的教育觀也逐步退化，變成了以經濟為導向的

目標。本章還提出在為下一代發展一種有益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傾向時，教

師作用的重要性。本書其他章節會繼續探討教學中的知識與技能，將如何

幫助你有效地為學生或這個社會的利益進行教學。

n	 學習活動

1. 倘若你是準教師或在職教師，請與同伴分享你的教學理念。你認為教

學的目的是什麼？如何理解學習者、知識與教師？這些概念將會如何

指導你的教學？比較你們的答案。

你的想法 同伴的想法

學習者

知識

教師

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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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課程、學習者與教學方法的角度列舉存在主義與行為主義之間的不

同之處（見表1.3）。其中哪項與你的教學理念最為接近？指出這兩個

老師的觀點不對的地方。

3. 熟悉了幾種主要的教育觀點後，你有什麼樣的感想？你贊同這些觀點

嗎？用下表總結儒家思想對課程、教學與教學目的的理解。

4. 你上學時是否經歷過一些教育改革？這些改革都有哪些起因與措施？

儒家教育思想總結

概念 儒家教育思想

課程

學習╱教育

師生關係

學習╱教育目的



詞彙表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標題的抽象性（abstractness of titles）指表達思想時直白描述的抽離程度，同時又保持其
基本信息。

具有學業獨裁主義（academic authoritarianism）的家長對不良和良好的成績的反應都很 
獨裁。

口音（accent）指一種語言的有特點的發音，通常由說話者的地域或社會背景決定。
順應（accommodation）指現有基模按照新信息轉變的過程。
成就目標理論（Achievement Goal Theory）將個人的目標定向、認知過程和成就聯繫起來。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指從專業實踐中生成知識。它是從思考中發展而來的，強烈

推薦教學界用其來解決日常的教學問題。
適應性思維（adaptive thinking）是精進力、標題的抽象性和創造力的複合體。
情意領域（affective domain）主要指態度和價值觀的發展。涉及情感、喜好和厭惡，可

能會影響學生對待學校、學習和未來生活的看法。
《論語》（Analects）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教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經典著作。
同化（assimilation）指新信息適應已有基模的過程。
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主要指個人對其各種活動中所獲得的成功或失敗的解釋。
獨裁型家長風格（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強調服從，不可以質疑規矩。
權威型家長風格（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嚴厲卻富有愛心，會解釋規矩，對子女有

很高的期望。
行為主義動機觀（behavioural perspective on motivation）強調用行為的結果來解釋人類 

動機。
行為主義（Behaviourism）認為學習依賴於理解可觀察的行為模式所產生的變化。研究

行為主義的科學家稱作「行為主義學者」。
信念（belief）指個人對有充份效度、真實性或可信度的現實的表徵，可以指導其思想和

行為。
時間系統（chronosystem），根據Bronfrenbrenner的生物生態發展模型，時間系統是指隨

着時間推移影響個人發展的環境因素。
科舉考試（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的目的是納入有道德感及有能力的人士在政

府部門工作。
古典條件化（classical conditioning）理論是指中性刺激如何與另一個刺激發生聯繫，從

而引起相似反應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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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解構（cognitive architectures）指電腦模仿複雜的認知過程，如語言習得。
認知發展（cognitive development）研究的是個人內在心理過程的發展。
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原本包括六種按難度順序排列的認知能力，即知識、理

解、應用、分析、綜合和評價。知識後來又增加了一個維度，包括事實性知識、
概念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和後設認知知識。

認知注意動機觀（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motivation）從複雜的心理活動的角度解釋人類 
動機。

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y）是說話者影響聽話者行為的能力。
複合社交圖（composite social maps）表示課堂中學生間存在的社交網絡。
概念（conceptions）是指引人們規劃和看待自己在環境中的角色的信念。
驗證性因素分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是一種透過找出潛在的結構來降低信息

複雜性的數據分析方法。
儒家思想（Confucianism）指由孔子教學思想演變而來的哲學和道德體系。在中國古代

和現代對中國人的思想都有重大影響。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知識理論認為人類通過與環境互動來積極地建構意義和獲

得對知識的理解。
接近學習理論（contiguous learning）指緊接著一個既定刺激而產生同樣的反應的學習。
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數值表示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數值位於0至1

之間。0代表沒有相關關係，而1則代表完全相關。
創造力（creative strengths）反映了以下創造能力，包括情感表達、故事敘述、動作或行

動、標題的表達力、合成殘缺圖形、線條或圓形合成、獨特視覺聯想、內在視覺
聯想、拓展或打破界限、幽默、想像的豐富度、想像的多彩度或幻想。

標準參照評估（criterion-referenced assessment）是將學生學習與預先設定的標準比較而
做的一種評估。

晶體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gc）受個人的學習和經歷影響的那部份智力，它應當
隨着個人知識和經歷的增長而增長。

文化（culture）指人們共有的習得行為、信仰和態度，它們一起塑造人的觀點和未來行為。
文化依賴智力測驗（culture-dependent intelligence tests）的試題對某種文化的人不利。例

如，詞彙測驗的詞語可能是有某種生活方式或背景的人經常遇到的。
文化公平智力測驗（culture-fair intelligence）指將文化對個人表現的影響降到最低。這些

測驗的試題通常僅僅是各種文化所共有的。
課程（curriculum）指一套有組織結構的學習，包括教育機構提供的課程內容和所有規劃

好的學習活動。
課程架構（curriculum framework）指各個主要學習領域（學科）的結構，設定了學習的領

域，並指引課程設計和具體學科的教學規劃。
De Bono六個思考帽（De Bono’s six thinking hats）的思維架構包括六個預先設定的不同

的思維方法。使用者處理任務時可以採用其中一個思維「帽」，這使他們能夠從不
同角度來看待問題或情況。

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指事物的事實性信息和屬性。描述此類信息時主要
需要運用記憶。

演繹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是一種基於一般原則來解決或報告某一具體問題的信息
闡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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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離差（deviation IQ）分數指個人智力測驗的原始分在用平均分100和標準偏差15進
行標準化後而得出的個人智力測驗得分。

方言（dialect）指與標準語不同的某個地區的或有社會差異的語言。
發現學習（discovery learning）的學習方法強調學習者應當獨立發現知識和概念。
辨別（discrimination）與泛化相反。該情況下，兩種刺激會引起不同的反應。
生態學角度（ecological perspectives）假設認為各種環境系統以相互關聯的方式影響個人

的發展。
自我中心（ego）是Freud的一種以現實為導向的人格特徵，是個人能夠與社會環境進行

有效互動。
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指兒童無法完全區分自我和世界。他們無法從他們的角度

來思考問題。
精進力（elaboration）指受試者的創造力測驗（如陶氏創造思考測驗）的回應的詳細程度。
認識論（epistemology）指人們如何理解知識，以及對知識理解的改變如何作用於人。它

是關於知識的本質和範疇的哲學分支。
平衡（equilibration）指同化和順應之間保持平衡的動力，從而從認知上對環境形成最理

想的表徵。
外層系統（exosystem）指影響兒童發展的更大的社會系統，但兒童在其中並不發揮直接

作用。
消除（extinction）發生於前一個被強化的行為沒有得到持續性獎勵的時候。其特徵是某

個特殊行為不再發生。
變通力（flexibility）指個人對創造力測驗試題的回應的種類。有變通力的答案通常屬於

不同範疇。
流暢力（fluency）指個人對創造力測驗的回應的相關觀點的數量。這表示能夠提供各種

問題解決方案是創造力的一個重要的維度。
流體智力（fluid intelligence, gf）指抽象推理並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智力應獨立於人的

經歷，過了青少年期後開始下降。
進展性評估（formative assessment）透過向教師和學生反饋某一特定時期學生的學習來支

持教與學，從而對教與學作適當的調整。
《四書》、《五經》（Four Books, Five Classics）是儒家思想的典範著作。《四書》由宋代的

一個學者選編，用於解釋儒家思想，而《五經》據說是孔子自己編著的。
泛化（generalization）指某個非條件刺激由於與某個條件刺激相似，而變得可以引發某

種反應的情況。
生成語法（generative grammar）指少量規則可以產生無數的句子。
共通能力（generic skills）指幫助學生習得、建構和應用知識的基礎能力。（香港新課程

用語）
發生認識論（genetic epistemology）研究知識的起源，解釋如何通過生物學和認知發展來

形成知識。
等級權力關係（hierarchical power relationships）強調實體與實體之間關係的權力差異。

一方對另一方有非常強大的權威，在等級關係中的位置越高，他們所擁有的權
威、權力和資源越多。這種結構決定了人們在社會中的關係，也引起了不平等的
產生。

本我（id）是Freud提出的人格結構中的一種，包括個人出生時所有的無意識的、非理性
的生物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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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 是一種用具體實例來形成一般規則的信息闡述方法。
信息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描述信息如何在人類頭腦中進入、處理、儲存和提取

的過程。
創新性思維（innovative thinking）是流暢力、獨創力和防止思維過早封閉停滯的複合體。
綜合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指按照各種綜合性原則，如主題學習、跨文化課程和

多元智力課程來提供綜合學習體驗的課程。它以學習者為本，強調使用現實世界
發生的活動和學習者的主動探究。

等距測量（interval measurement）表明兩個變量間的差距，最小值並不一定為0，可以有
負數。例如，0攝氏度並不表示沒有熱度，溫度在0度以下也可以用負數來表示。

主要學習領域（Key Learning Areas，KLAs）指成人世界中所需的基礎知識╱概念的八個
知識領域。（香港新課程用語）

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由Noam Chomsky提出的，他的假設認為人
腦中有使語言快速發展的部份。

語言（language）指人與人之間用於傳播信息的規則和符號系統。
學習型社會（learning society）指擅於學習，志在不斷提高的社會。它被認為是在加速轉

型的社會中保持競爭力的必要條件。
學習迴避目標（learning-avoidance goals）的學生處理任務時注重避免誤解，無法學習。
學習接近目標（learning-approach goals）的學生注重學習和掌握手邊的任務。
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強調學習不僅在兒童時期很重要，而且能夠且應當貫穿於

人的一生。它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認為，人類的思想完全由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來決

定。從而，不同的語言決定了可能的思想的種類。
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sm）是語言決定論的一種較弱的觀點，認為語言幫助影響

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而不是決定了人們的思維。
控制點（locus of control）個人關於人生中的成功與失敗的原因的看法，可以用一個從外

部控向發展至內部控向的連續體來表示。
對數（logit）是Rasch測量模型中的一個測量單位。
長時記憶（long-term memory）指人類大腦中長期儲存信息的系統。
宏觀系統（macrosystem）是影響兒童發展的外部系統。宏觀系統包括某一特定文化的 

意識形態、價值觀、風俗習慣和規則。（用於Bronfenbrenner的生物生態學發展 
模型）

磁力共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運用一種強烈的磁場去排列人體中的
分子。將精度調準的電磁波穿過人體，電腦對人體分子發出的電磁波信號解析後
生成三維圖像，這樣人們可以區分不同的細胞組織類型。

心理語（mentalese）是思維的語言，是人們對外部信息的內部表徵。
中間系統   （mesosystem）指個人的微觀系統之間的相互連接的關係。（用於

Bronfenbrenner的生物生態學發展模型）
元語言意識（metalinguistic awareness）是將語言當做物體思考的能力。這種能力使得語

言的使用更加複雜，如詞語有雙重意義等。
微觀系統（microsystem）指環境中與個人產生直接聯繫的因素，包括家庭、學校和鄰

居。（用於Bronfenbrenner的生物生態學發展模型）
模型（model）指事物的表徵。科學界通常用模型來幫助解釋事物的運作過程。由於無法

直接觀察到智力，因此就開發了一些模型來解釋智力測驗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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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modelling）指對他人的行為或特徵同化後所展示出來的過程。
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君臣權力關係（monarch-subject power relationship）指君主是「天子」，

對其臣民有絕對的神賦的權力。
語素（morpheme）是音素的組合。
詞彙形態學（morphology）研究不同聲音（語素）組合對意義的形成有何作用。
動機（motivation）指激發、指引和維持個人行為的驅動力。
先天主義（nativist theories）語言發展理論強調兒童天生有習得語言的能力。
負面增強（negative reinforcement）指移除不可期待的刺激後，行為出現的可能性或頻率

有所增加。
名義或類別測量（nominal measurement）量表標識分數的種類用以鑒別或分類，如1代表

男孩，2代表女孩。
常模參照測驗（norm-referenced test, NRA）由代表性樣本參與測驗，用來確定該測驗的

統計數據特質，如分佈情況、平均值和標準偏差。這使任何參加該測驗的人都可
以與樣本分數的分佈情況相比較。理想情況下，參加考試的人與樣本在各個方面
都應當一致。

常態曲線（normal curve）用一個鐘形曲線描述一個變量的各個分數的分佈情況。曲線中
軸部份表示最常見的分數，曲線兩端表示變量上最不常見的分數。

操作性條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所指的學習類型是，既定行為的發生率因為行為
的結果而產生改變。

順序測量（ordinal measurement）（亦譯作次序）量表通常測量個人對某一種說法的贊同
程度。例如，可以用一個五分制量表來測量贊同度，其中1為完全不贊同，2為部
份不贊同，3為中立，4為部份贊同，5為完全贊同。

傾向（orientation）指個人處理事物時的目標、意圖和方法。
原創性（originality）是創造力中的新穎程度，衡量創意是否罕見、獨創且中肯。
副語言符碼（paralinguistic code）指影響話語意義的非語言因素。
家長控制（parental control）指父母給兒童施加壓力，迫使他們用某種方式去思維、感覺

和做出某種行為。
家長風格（parenting style）指父母控制兒童使其適應社會的各種策略。
父權制（patriarchal family）是以男性統治為特徵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下，男性統治女

性和兒童。
教育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積極融合了學科知識和教育學知識，

如組織學習活動和運用恰當的表達、隱喻、實例、符號和圖片，用於有效傳授學
科知識的能力。

百分位數（percentile）指用0至100的量表將一個分數的位置與更多分數比較後獲得的一
個相對分數。

成績接近目標（performance-approach goal）的學生處理學習任務時注重獲得積極的能力
判斷。

成績迴避目標（performance-avoidance goal）的學生處理學習任務時注重避免消極的能力
判斷。

縱容型家長風格（permissive parenting style）的家長沒有固定的規則，對孩子的期望很有
限，也很少對孩子有要求。

哲學（philosophy）一系列思維模式一致的價值觀和態度，用於指引個人的行為。
音素（phoneme）是人類聲音發出的最小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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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位學（phonology）研究各種語言中使用的音素。
正增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產生的結果是，給予可期待的刺激後，行為的可能性和

頻率有所增加。
正子放射斷層造影術（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臨床過程中，將一種放射性跟

蹤物質注射進人體血管，然後用電腦生成這種跟蹤物質在人體各個部位積聚情況
的圖像。如果使用的跟蹤物質是有放射性分子的葡萄糖，那麼使用的葡萄糖越多
的部位就會有更高的跟蹤物質分子積聚。這樣就可以確定要研究的部位了。

語用學（pragmatics）指人們理解語言的社會環境。
提早關閉，亦譯作早閉（premature closure）指個人不願意或無法思考所有信息。
給予懲罰（presentation punisher）是一種給予不可期待的刺激來阻止某種行為的方法。
假裝（pretence）指將某種東西轉換為現實的比喻能力，如香蕉變成電話。
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指執行習得某個概念的知識。包括將一般原則應用

於具體的情況或問題中。
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是一種教與學策略，源於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理念。這種情

況下，學習者透過收集評價數據、提出並驗證假設、得出合適的結論等過程來探
究學習。自2000年以來，香港的學校課程就一直將之作為主要任務推薦使用。

空間行為學（proxemics）研究不同情境中運用語言所需的個人空間。
技能領域（psychomotor domain）指諸多學習情境中所需的生理活動和協調運動技能。如

使用電腦滑鼠和操作電鑽等。
心理性別發展（psychosexual development）指Freud的發展理論，他假設認為人的發展經

歷一系列連續的階段，其中每個階段中人體的某個特定部位都會產生一些本能的
需要。

社會心理發展（psychosocial development）指Erikson的發展理論，他認為人類發展可以
看做個人與環境間的階段性互動。

懲罰物（punisher）指降低某種行為發生率的行為的結果。
Rasch測量模型（Rasch measurement model）將等級測量量表轉化為等距測量量表。
比例測量（亦譯作等比）（ratio measurement）量表代表一個變量的實際測量數值。這種

量表中的數值可以為0，表示變量可能的最小值。這樣，就不允許有負數值。例
如，測驗中正確答案的數目可能為0（即沒有一個答案是正確的），但是不可能有
比這個更低的分數。

接受性語法（receptive grammar）指句法和意義之間的配對。
相互因果關係（reciprocal causation）指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
反思性實踐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指能夠透過個體或群體反思來提高專業實踐的專業

人士。
增強物（reinforcer）指增加某種行為發生率的行為的結果。
移除懲罰物（removal punisher）指移除不可期待的刺激來排除某種行為的方法」。
反應（response）指隨着特定刺激而產生的行為結果。
腳手架（scaffolding）指以互動形式幫助兒童，從而使他們能夠完成無法獨立完成的事情。
基模（schemas）（亦可譯作圖式）是頭腦中用來組織世界表徵的基本心理結構。
工作計劃（scheme of work）通過制訂預期學習目標、資源和活動來指導教與學的學年或

學期規劃。
科學理論（scientific theories）指解釋複雜的自然現象的各種科學知識。可以用模型的形

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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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一個多位模塊，指我們對自己的總體看法。有時與「自尊」交
替使用。

自尊（self-esteem）指我們對自我概念的評估——我們如何感覺和評價自己。有時與「自
我概念」交替使用。

語義學（semantics）研究詞語的意義。
語句（sentence）是詞語的組合，包含一個主語和一個謂語。
教學順序（sequencing）指對教學和學習活動順序的組織安排。良好的教學順序可以提 

高學習的效率。以下方式用於合理安排教學順序：整體聯繫局部；先具體事實後
抽象概念；堅持「螺旋形」順序；縱向和橫向安排；統整不同話題和科目的相關 
內容。

短時記憶（short-term memory）指記住七個信息方塊的有限的記憶能力。如果不重複演
示並將其儲存於長時記憶中，這些信息很快就會消失。

社會認知主義動機觀（social-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motivation）聚焦人類動機中目標、
期望和自我效能的重要性。

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認為人類學習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中環境、
社會和人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關注文化和社會，以及和更一般的社會互動如何
作用於知識的發展。

社會化（socialization）指傳承一個社會的規範、習俗和價值觀的過程，它對於個體在社
會中發揮的作用非常必要。

特殊教育需求（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的學生需要調整課程或服務，從而獲得學業或
社會性的成就。

話語（speech）是一種語言形式。
標準化測驗（standardized test）指在統一的條件下對大批人群測驗的工具。對年齡、年

級和背景相似的大批人群測驗，有助於建立分數的分佈情況。
刺激（stimulus）指能夠引起個人行為發生變化的某個真實的或感知的實體。
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是一種數學模型，用來描述三個或以

上變量間的因果關係。
總結性評估（summative assessment）是一種在特定時期衡量學生學習的評估方法——它

總結學習者的發展情況。
超我（superego）是Freud提出的人格結構中道德品質的方面，包括個體內化的社會規則

和理想。
象徵模仿（symbolic modelling）是有影響的人對他人行為變化的激發過程。這種行為變

化通常可以與引起該變化的那個人的行為相比較。
語法（syntax）研究語句中詞語間的關係。
分類法（taxonomy）指對某個特殊學科或領域按照等級結構分類的方案。
教師專業發展（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指教師在職業過程中的持續發展。為支

持教師專業發展，教學方面要制訂一些持續專業的發展計劃。
教師作為研究者（teachers as researchers）指不斷檢驗實踐知識的理論，透過行動研究和

其他專業活動來調整教學，從而達到提高專業實踐的目的。
理論（theories）是解釋複雜自然現象的各種有組織的知識結構。科學理論可以用模型的

形式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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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trait）指個人行為中的某種獨特的形式或模式。
特質理論動機觀（trait perspective on motivation）認為人類動機是在情境和時間上相對穩

定的人格特徵。
忽視型家長風格（uninvolved parenting style）中，父母對孩子的生活缺乏興趣，對孩子

沒有期望。
價值觀（values）指信念系統中指導人的決定和行動的至關重要的成份。
替代性學習（vicarious learning）指同化個人或物體的行為的學習方法。
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是兒童在有或沒有幫助的情況下所能完成的

事情之間的差異。
標準分╱Z得分（z-score）是對原始分用平均分為0，標準差為1的分佈情況轉換而得到

的分數。標準分用Z = ——— 計算，其中x是原始分，x̄是樣本平均分，SD是樣
本分數的標準差。

x – x̄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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