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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反省思維法及其在「教育哲學」課程之實踐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一、課程名稱：「教育哲學」 

二、授課教師：游振鵬 

 

參、前言 

一、有鑑於「教育哲學」課程兼重理論與實務層面，且注重相關議題及論點的思辨、反省，故本計

畫藉由「反省思維法」（reflective thinking），進行教學與實踐，旨在讓學習者確實掌握本課程

重要的理論、議題與論述，並能在學習過程中反思、辯證、批判。 

二、「反省思維法」源於 J. Dewey 思想，反省思維並非雜亂無章的「意識流」，亦非不切實際的空

泛「想像」，也不是未經驗證之「信念」，而是心智產生困惑，決心面對疑難，並採取行動、解

決問題的過程及方法。 

三、申言之，本計畫嘗試以「反省思維法」的教學/學習模式，透過各項主題的探討，包含莊子美

學與教育、哲學是什麼/哲學家常思考哪些問題、哲學家如何思考問題/古希臘及中世紀哲學、

由思維歷程透視教學原理、非道德化社會之德育處境、教育的美感向度、近代西方哲學、當代

西方哲學、理性主義與教育、經驗主義與教育、I. Kant哲學與教育、實驗主義與教育等，期對

教育哲學能有全面而深入的瞭解，進而運用於教育實務中。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本計畫所採行的「反省思維法」適用於各領域（特別是人文、社會學科）的教學，不僅可培養

學習者主動思考的能力及習性，並在討論過程中，獲致理解的深化。其基本預設是：教材的編

寫和教學的設計，應善用思維的「向問題性」，使學習轉變成動態歷程，亦即發現問題→提出

問題→尋求解答→考驗解答→求得解答→獲取知識。 

二、在「反省思維法」融入「教育哲學」教學過程中，授課教師將導引學生主動思考、反省思考，

當其開始察覺自己有不了解之處後，進而讓修課同學共同對話、討論並尋繹可能的見解。 

三、本計畫讓學生在修習「教育哲學」課程中，針對該週的上課主題（如：非道德化社會之德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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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主動提出問題，再進入討論、省思階段。在此階段中，所有同學經由提問、分析問題，從

而檢視所提出的解答。同時，授課教師將從旁引導學習者在尋求解答的過程中，須依據個人日

常經驗或觀察到的事實來舉述例證。 

四、綜上所述，「反省思維法」應用於「教育哲學」課程中，主要秉持 Dewey認為思維的反省性來

自於解決問題或克服困難的需要，正因為有解決問題之需要，思維才會活絡起來，同時思維必

須系統化。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一、量化成效及影響：本計畫讓38位修課同學既可學到「教育哲學」的理論與內涵，也能習得如何

藉由「反省思維法」，進一步活化所學，並應用於日後的實際教學之上。 

二、質化成效及影響：在執行本計畫的過程中，「教育哲學」課程除了有教師講解、期末考外，亦

包含學生分組對話、報告與研討，如此能讓本課程更臻豐富、完整。同時，本計畫能使學生確

實掌握本課程重要的理論、議題，並在學習過程中反思、辯證、批判。 

 

陸、結論 

一、由上可知，在「教育哲學」教學過程中，授課教師透過「反省思維法」，藉由代表某一問題的

具體經驗例證之探究，分析經驗中學生採取的核心判斷為何，從而揭露判斷中隱藏的預設，並

由此預設的檢視，尋求解決問題之看法。 

二、本計畫於課程進行的過程中，依每週上課主題所需將修課同學分成 10 組，每組 3-4 人，授課

教師協助且引導學生反省思考、對話討論，當同學遇到疑難時，教師從旁適時提供相關訊息。 

三、具體而言，本計畫將「反省思維法」應用於「教育哲學」課程中，執行/實踐方法如下： 

（一）聯想（suggestions）--在陷入或面臨疑惑，根據感覺、觀察、及過往經驗，進行綜合反省

需依當下的觀察對如何解決問題產生若干聯想。例如：在後現代情境或「非道德化」社會中，

人的思考與行為模式均產生變化，教育/教學需如何因應？ 

（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係指排除非理性的情緒反應，也是對問題性質做客觀分析與界

定的過程。例如：在進行「教育的美感向度」教學時，先針對「美」內涵義與外延義（優美、

壯美等）予以分析，同時就「教育美學」和「教學藝術」加以界定。 

（三）假設（hypothesis）--此階段的思維是依據初步聯想所得的各種可能假設，進行資料蒐集與有

系統的思考，以建立假定、不斷修正假定；換言之，需就不同面向進行思考、評估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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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假設。例如：在進行「教育的美感向度」教學時，教師提出問題—美可教嗎？抑或審美

能力可教嗎？學生接著以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從多種角度蒐集相關資料，進而思考、討論，

最後形成若干假設，如假設 1-美可教，假設 2-美不可教，假設 3-美不可教，但審美能力可

涵養…等。 

（四）推理（reasoning）--選定比較圓熟的假設後，學習者依其經驗與知識，在想像的情境中就假

設的方案做沙盤推演；質言之，推理是針對假設付諸實行後所可能衍生的狀況，加以想像、

詮釋、判斷，可說是假設所涉及的各種因果聯結之深入思維。例如：針對假設 1-美可教，

倘若美的所有範疇皆可教，則美的主觀感受又該如何教學？假設 2、假設 3…亦以此方式進

行推理。 

（五）所達成的「辯證綜合 1」同時轉變為另一階段的命題或立場，即「正題 2」。 

（六）假設之實際或模擬驗證（testing the hypothesis by overt or imaginative action）--意指用實際行

動或模擬教學對思維所預測的內容予以驗證，並對不確定因素進行探索之歷程；在此歷程

中，不僅假設可得到證明，一些新的、未經思慮的因素也可能浮現，進而引發新的問題，產

生另一循環思維。 

（七）當週課程若有剩餘時間，可就上述（五），進行另一循環的反省思維，或就對話歷程進行反

思。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1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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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3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4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5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6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7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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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9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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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反省思維法及其在「教育哲學」課程之實踐 

 

教育四 江京璇 A2285293 

 

一、聯想（suggestions）--在陷入或面臨疑惑，根據感覺、觀察、及過往經驗，進行綜合反省需

依當下的觀察對如何解決問題產生若干聯想。請先選擇一項教育哲學你/妳所要探討的議題，例如：

美的內涵，再聯想美的概念、特性、內涵等。 

主題:理性主義與教育 

(一) 理性主義以三個理論為主，以下分別說明之: 

1. 心靈實體說: 

(1) 靈魂論兩個基本概念為主，以下分別說明之「靈魂主窄一切思想」，理性主義者認為靈

魂是真實存在的實體，而人的一切思考及行動，都是受到靈魂的控制。而「靈魂決定

人性特質」，則是以柏拉圖的靈魂論做為依據，對人而言靈魂因所在位置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以頭部、胸部、腹部分為三種特質，頭部為理性的人，具有智慧之靈魂，發

展其使之成為哲學家，以負責領導國家，胸部則為情性的人，具有意念之靈魂，發展

其使之成為勇士，以負責保家衛國。而腹部是欲性的人，具有欲念之靈魂，發展其使

之成為負責生產工作的百姓。 

(2) 教育:理性主義的教育為貴族設計的教育，其目在於培養博雅之人，重視理智的教育，

並認為理性所表現出來的心靈是一種形式能力，而不是生活上實際操作能力，故主張

「形式目的」，排斥「實質目的」，教育內容上也反映出重理論科目，輕實用科目的，

造就博雅教育及職業教育的分別。透過教育實現柏拉圖的靈魂論，針對不同特質予以

不同教育內涵，使每個人都能在社會中，各司其職、各盡所能實現社會正義。 

2. 先天觀念說: 

(1) 基本概念:理性主義認為人本身具有先天觀念，而知識的基礎源於先天自明的觀念，而

非外界的經驗，故知識來自於自身。觀念世界是超越現象世界的，因為現象世界是短

暫紛亂而虛假的，觀念世界卻是永恆統一而真實的。人們的感官只能知覺一種個別的

素材，惟有透過理性才能獲致真理，並不被現象世界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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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追求真、善、美，須先啟迪心智，才能透過理性獲得真正的

真、善、美。在教育在相當重視知德合一，由教育啟發道德知識以實踐德性。博雅教

育則是強調理性發展的重要，所以在教育內容重人文、理論和傳統學科。 

3. 永恆價值說: 

(1) 永恆價值說有三個基本概念，理性主義認為價值具有永恆的本質，是從以前就有的，

至今仍不變未來也不會改變。價值是客觀外在的，不因人事時地物而改變，且非個人

的。理性主義以真善美的價值為引導人生追求的最高目的及理想，故價值是「永恆的」、

「客觀的」、「崇高的」。 

(2) 教育:永恆不變的知識為最高的價值，教育的材料必須為具有普遍性及必然性的知識真

理，而永恆價值就在古代經典及歷史之中。其教育的最終目的為真善美，故教育的重

心在智慧、道德、藝術培養。教育方法重視領悟，故為啟發式教學，如蘇格拉底的產

婆法及柏拉圖的辯證法，透過問答的方式，以澄清複雜的概念，鍛鍊思考推理的形式

能力。 

 

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係指排除非理性的情緒反應，也是對問題性質做客觀分析與界定

的過程。例如：在進行「教育的美感向度」教學時，先針對「美」內涵義與外延義（優美、壯美等）

予以分析，同時就「教育美學」和「教學藝術」加以界定。 

(一) 進步主義:受杜威影響而成立之，使教育趨向兒童中心的弱式教育，以較為鬆軟的學習方式進

行教育。 

(二) 永恆主義: 永恆主義在理性的本質之中加入了當代思想，以追求永恆的真理建立教育理論。新

人文主義哈欽斯等人反對進步主義所強調變遷的普遍性，主張回歸知識為絕對的原則，教育應

基於一種普遍的真理，且人性是不變的，所求的幸福基本上也是一樣的，以理性的方式追求永

恆的知識，重視人文學科及推行古代經典。 

(三) 精華主義:同樣的對進步主義提出了質疑，強調要重新權衡課程的價值，區別課程中精華與非

精華的部分，學生應熟習精華的知識，重視學科知識及勤勉的學習過程，並重建教師在教學中

的重要性，強調教師的功能，為理性主義的翻版。 

 

三、假設（hypothesis）--此階段的思維是依據初步聯想所得的各種可能假設，進行資料蒐集與有系

統的思考，以建立假定、不斷修正假定；換言之，需就不同面向進行思考、評估後，才能形成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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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關「教育的美感向度」，針對問題—美可教嗎？抑或審美能力可教嗎？嘗試從多種角度思

考，進而形成若干假設，如假設 1-美可教，假設 2-美不可教，假設 3-美不可教，但審美能力可涵

養…等。 

(一) 假設 1- 知識是來自自身 

(二) 假設 2- 知識不是來自自身 

(三) 假設 3-價值是永恆的 

(四) 假設 4-價值不是永恆的 

 

四、推理（reasoning）--選定比較圓熟的假設後，學習者依其經驗與知識，在想像的情境中就假設

的方案做沙盤推演；質言之，推理是針對假設付諸實行後所可能衍生的狀況，加以想像、詮釋、判

斷，可說是假設所涉及的各種因果聯結之深入思維。例如：針對假設 1-美可教，倘若美的所有範

疇皆可教，則美的主觀感受又該如何教學？假設 2、假設 3…亦以此方式進行推理。 

(一) 假設 1-知識是來自自身，靈魂是存在的，且具有先天觀念的，所以每個人都擁有先天知識，

只是出生的時候被靈魂矇蔽了，所以如果我們要獲取知識，不是在生活獲取經驗，而是透過理

性的思考不斷反思，回憶過去在觀念世界中的各種概念。而過去靈魂的分類，也將限制現在自

身的發展。 

(二) 假設 2-知識不是來自自身，並不受限於靈魂或是過去世界的一切影響，甚至根本沒有觀念世

界或是現象世界，現在的生活經驗及知識才是真理，並非否定理性的思考，而是知識的建立與

來源，會是從外界獲取較多，而自身可能會先從經驗學習建立知識後，才進行理性的思考，由

現在自身的努力，來決定未來的發展。 

(三) 假設 3-價值是永恆的，價值及知識具有永恆的本質，知識真正的價值從以前就已經存在，至

今仍不變，未來也必然不會改變，且不會隨人及環境而有所變化，教育將以古代典籍為主，研

讀所謂的偉大鉅著，注重哲學、文學、科學及歷史，由這些著作獲得永恆知識，建立所謂的價

值觀。 

(四) 假設 4-價值不是永恆的，知識的價值將隨時空及地點甚至是人，而有所變化，不在具有普遍

性及客觀性，隨著時代的變遷，價值觀及學校教材也都會被不斷更新，代間的差距將擴大，衝

突也可能，隨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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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思維法及其在「教育哲學」課程之實踐 

 

教育四 李妍蓁 

 

一、聯想（suggestions）--在陷入或面臨疑惑，根據感覺、觀察、及過往經驗，進行綜合反省需

依當下的觀察對如何解決問題產生若干聯想。請先選擇一項教育哲學你/妳所要探討的議題，例如：

美的內涵，再聯想美的概念、特性、內涵等。 

 

在杜威的<思維術>中有提及，當我們遇到困難或新的疑難時，會用過往的經驗或是觀察進行聯想，

使之能找到方向。 

例如在野外遇到猛獸襲擊，如果沒有過往的經驗，也可以進行觀察，這猛獸是因為保護孩子還是什

麼原因，而這原因也許解決就沒事了。 

在學校的美感教育亦也能靠聯想法，當我們在欣賞不同的作品時，可以運用之前學過的經驗，或是

觀察此作品，知道其風格，而進而欣賞，最後讓學生學習。 

 

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係指排除非理性的情緒反應，也是對問題性質做客觀分析與界定

的過程。例如：在進行「教育的美感向度」教學時，先針對「美」內涵義與外延義（優美、壯美等）

予以分析，同時就「教育美學」和「教學藝術」加以界定。 

 

理智才能看清問題。就如在外遇到猛獸，有人因害怕而直接尖叫或逃跑，那只會引來危機而已，錯

誤的判斷可能會導致喪命。 

而對於美感教育，如果只是感性的欣賞作品，只能看出用色或是個人喜好偏見，那就不是客觀理智

的欣賞了。我們應該要了解作者的動機與背後的涵意，分析後才能更了解美。 

 

三、假設（hypothesis）--此階段的思維是依據初步聯想所得的各種可能假設，進行資料蒐集與有系

統的思考，以建立假定、不斷修正假定；換言之，需就不同面向進行思考、評估後，才能形成假設。

例如：有關「教育的美感向度」，針對問題—美可教嗎？抑或審美能力可教嗎？嘗試從多種角度思

考，進而形成若干假設，如假設 1-美可教，假設 2-美不可教，假設 3-美不可教，但審美能力可涵

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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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我們在做理智判斷時免不了假設，猛獸的襲擊，我們會先預設情況才能做下一步動作，而這預

設情況，就是假設。 

當我們在進行美教育時，因為美是沒有標準的，不管優美、壯美…….美人看法不一，因此我們要

假設各種情況，與學生所看到的東西，是否有出入，才能全面的教育。 

 

四、推理（reasoning）--選定比較圓熟的假設後，學習者依其經驗與知識，在想像的情境中就假設

的方案做沙盤推演；質言之，推理是針對假設付諸實行後所可能衍生的狀況，加以想像、詮釋、判

斷，可說是假設所涉及的各種因果聯結之深入思維。例如：針對假設 1-美可教，倘若美的所有範

疇皆可教，則美的主觀感受又該如何教學？假設 2、假設 3…亦以此方式進行推理。 

 

最後選擇完假設後，理智判斷最符合情況的假設，再進行解決問題。 

例如學生對美的感覺有下定義後，我們進能給他欣賞作品，或是進行他那方向的美感教育 

 

 

反省思維法及其在「教育哲學」課程之實踐 

 

教育四 吳尉竹 

 

一、 聯想（suggestions）--在陷入或面臨疑惑，根據感覺、觀察、及過往經驗，進行綜合反省

需依當下的觀察對如何解決問題產生若干聯想。請先選擇一項教育哲學你/妳所要探討的議

題，例如：美的內涵，再聯想美的概念、特性、內涵等。 

 

  康德的倫理學所提到的道德律，是產生於理性充分發展的人，而其具有普遍性與必然性，且作

為個人行為箴規的基礎，然後具體的運用在個別生活中。而在這些道德的運作中，意志自由是康德

最為重視的前提，他認為真正的道德行為是來自於道德律，也就是定言令式，無所謂行為的結果，

助人的行為動機就是在於助人，別無他求。 

 

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係指排除非理性的情緒反應，也是對問題性質做客觀分析與界定

的過程。例如：在進行「教育的美感向度」教學時，先針對「美」內涵義與外延義（優美、壯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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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分析，同時就「教育美學」和「教學藝術」加以界定。 

 

  康德之意志自由乃是為了尋得道德實踐規範，並透過自我獲得的規範而建立執行的自律意志。

但由於現在的社會環境與思想價值相較於以前，是過於複雜的，因此要培養學生服從規律進而體認

道德有諸多方式，不管是打罵教育、放任教育、高壓政策……等等，都各有利弊，但康德之思想，

無上的道德律是具有先天性、普遍性、必然性與強制性的特質，而要使學生遵守這些律令，乃是出

自於自由意志，而處在多元社會的現在，要施行實屬不易。 

 

三、假設（hypothesis）--此階段的思維是依據初步聯想所得的各種可能假設，進行資料蒐集與有系

統的思考，以建立假定、不斷修正假定；換言之，需就不同面向進行思考、評估後，才能形成假設。

例如：有關「教育的美感向度」，針對問題—美可教嗎？抑或審美能力可教嗎？嘗試從多種角度思

考，進而形成若干假設，如假設 1-美可教，假設 2-美不可教，假設 3-美不可教，但審美能力可涵

養…等。 

 

假設 1-教育真的可以做到讓學生出於自由意志而學習。 

假設 2-教育沒有辦法去使用特定哪種方式來進行。 

 

    或許在現今我們所能夠掌握到的教學方式，並不能夠使所有的學生都將教師所要傳授的知識百

分之百的接受到，並且內化成自己的知識之後，提出自己想要獲得的其他部分。此種類似的情節，

通常在一個班內只能見到少數幾人，他們的求知慾往往不是由教師所培養的，而是由小到大的環境

教育所影起的，或許是競爭的動機、純粹好奇……或者各式各樣的「長期養成」的結果。 

 

四、推理（reasoning）--選定比較圓熟的假設後，學習者依其經驗與知識，在想像的情境中就假設

的方案做沙盤推演；質言之，推理是針對假設付諸實行後所可能衍生的狀況，加以想像、詮釋、判

斷，可說是假設所涉及的各種因果聯結之深入思維。例如：針對假設 1-美可教，倘若美的所有範

疇皆可教，則美的主觀感受又該如何教學？假設 2、假設 3…亦以此方式進行推理。 

   

  針對假設 1-教育真的可以做到讓學生出於自由意志而學習，在傳統的教室中其實很難做到，

我們要做的是將教室擴張開來，跳脫鐵窗與黑板的框架，將學生的視野打開，以實地學習或者是機

會教育來進行教學，將能夠激發學生較多的興趣與求知慾。 

    我們所能做到的是設計困難使其遭遇，並且嘗試去解決，那為了跨過這些難關所習得的知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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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才會是永遠的收穫。 

    例如給予學習者一則社會案例，採用辯論的方式，使其進行正反的辯論。在辯論的過程之中，

為了要將自己的立場站穩踏明，必須要蒐集各方面的資料與資訊，自行補足知識的不足，讓學習者

自行查閱所需要的資料，以求取周全。 

    而在進行的過程中，一定會有學習者不知道該如何下手，這時教師的角色除了在提供方向性以

外還要誘導，如提供其他新聞時事、法院判決……等等。 

  當然此種有目的性的教學法並不一定能夠增強學習者的求知欲望，故也可以改變方式，要求學

習者設定有興趣之題目，並且製作街頭訪問、問卷調查來滿足自己對於此議題的需要，並練習上台

發表或搜尋相關議題以及解決方法等等，目的是要讓學習者們任何事都親力親為，以自己學習的結

果為目標，翻轉傳統教師在台上演講的狀態。 

    而針對假設 2-教育沒有辦法去使用特定哪種方式來進行。對於自我意識明確的學習者，可以

利用環境教育或者機會教育來進行教育；而對於自己的學習沒有慾望，僅能依靠外在因素威脅利誘

的學習者，應要施予較為強制的管教式教育；對於有特殊情況的學習者來說，沒有辦法使用特殊的

教育方式來進行教學。總而言之，每一種教學方式，都適用於不同的學生。當然再施行的時候，學

生會進行或多或少的反彈，所以在教學前，要熟悉學習者的個性，找到最適合的教學方式。 

    如對較聰慧的學習者，就使用問答教學法，使其利用已知的知識來進行更高端的知識探求，這

時教師就要引導其方向，誘導他尋獲真理；對基礎知識較為不足的學習者，應該適度調整較學內容，

並且採用個別指導的方式，針對不足的部分加以練習，使其熟稔並靈活運用。 

 

 

反省思維法及其在「教育哲學」課程之實踐 

 

教育四 宋玟娟 

 

一、聯想（suggestions）--在陷入或面臨疑惑，根據感覺、觀察、及過往經驗，進行綜合反省需

依當下的觀察對如何解決問題產生若干聯想。請先選擇一項教育哲學你/妳所要探討的議題，例如：

美的內涵，再聯想美的概念、特性、內涵等。 

  每個人對於「美」的定義及感受不不一樣，而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心情下，對於事物的美又

可能會有另一種感受，有時候美可能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而有所不同，像是非洲某些部落認為肥

胖的女性才是美，但是在臺灣社會則是認為纖瘦的女性才是美，兩者之間對於美皆存在著差異，但

我們沒辦法說任何一方試錯誤的，由此可以知道美具有多樣性、主觀性，而這也正是美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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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把美界定為一種「純粹而無私的滿足」，也曾經說過：「自然之美，美在其像藝術；藝術之

美，美在其像自然。」從康德的觀點可以看出康德認為美是沒有目的的、不刻意的，而對於康德對

於自然之美的觀點可以了解美可有二種，一種是沒有目的、不刻意而能讓人感受到美的事物，另一

種則是自然之美，自然之力所造成的壯麗之美。 

  休貘認為「美是能夠製造愉快的事物」，從他的觀點可以知道，令人感到愉快的事物能被稱作

美。而阿德勒將美分做兩種，分別是「令人讚賞之美」及「令人愉快之美」，阿德勒的觀點和康德

相似，阿德勒提到的「令人愉快之美」指得是立即、當下的、不涉及其他目的的無私滿足，具有主

觀性；而「令人讚賞之美」指得則是某物「本身」具有某種優越和完美的特質，舉例而言，像是一

幅有名的畫作，由專業人士評論後說出該畫的優點，因此「令人讚賞之美」除了主觀性外，又多了

一些客觀性。 

  綜合上述，可以了解到美具有：多樣性、主觀性、無目的性、客觀性、能製造愉悅、具有某種

優越和完美的特質等，因此馬勒席爾統整美具有幾個特徵：美是一種好的事物，一種正向價值；美

和快感連結；美討人喜愛，能引發追求的動機；美的鑑賞有賴各種直接感知的過程；美感判斷是一

種獨特的經驗領域。 

 

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係指排除非理性的情緒反應，也是對問題性質做客觀分析與界定

的過程。例如：在進行「教育的美感向度」教學時，先針對「美」內涵義與外延義（優美、壯美等）

予以分析，同時就「教育美學」和「教學藝術」加以界定。 

  上面提到美有二類，分別是「令人愉快之美」及「令人讚賞之美」，此二種美相似卻又有所不

同，「令人愉快之美」和康德所說的美是純粹而無私的滿足相似，也和休貘所說的美是能製造愉快

感受的事物相似。因此可以知道當下能夠讓人感到愉快的事物、而這個事物本身不具有目的時，我

就可以將這事物就稱作是美，舉例而言，這一杯紅酒它的色澤、味道令我感到愉悅，那麼這一杯酒

就可以被稱作是「美酒」，又或者是我在路上遇一位女性，這位女性的外表十分吸引我，看見她讓

我有一種想去追求她的想法，而看見她令我感到愉快，那麼這位女性也可以被稱為是「美女」。 

  「令人讚賞之美」則可以由讚賞二字說起，「讚」可以說是讚美、讚嘆，「賞」則可以說是欣賞、

賞析的意思，由此二字可以了解「令人讚賞之美」具有人讚美、讚嘆、欣賞、賞析的意義，也就是

指某事物具有某種優越和完美的特質，因此當某一件事物能夠被讚美、讚嘆、欣賞、賞析時，這件

事物就可以被稱作美。舉例而言，一篇出自名家之手的書法作品，被人讚嘆、讚美、欣賞，更有專

業人士指出該篇書法作品的優越之處、完美之處時，這篇書法作品就可以被稱作是美，而這個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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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他人所標籤的，並不一定是自己發現的。 

  「教育美學」的理念可以遠溯裴斯泰洛齊的直觀教學原理，以為直觀係所有人類的知識、意志、

情感與行動的一般基礎，教育的主要目的因而在於直觀能力之培養。赫爾巴進一步認為教育家應及

早為兒童將世界作美感的呈現與說明，以增進兒童的多元興趣，消除兒童對世界之不良印象，最終

在使兒童能夠洞察隱微，養成獨立自主之判斷，去惡從善。 

  「教學藝術」就是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運用語言、動作、表情、色彩、音樂、圖像等手段，創

設教學情境、創造性地組織教學、將知識與審美綜合起來，使學生在愉快中能高效率地進行學習的

精湛的教學技能技巧。教學藝術是教師追求的特殊教學境界。 

 

三、假設（hypothesis）--此階段的思維是依據初步聯想所得的各種可能假設，進行資料蒐集與有系

統的思考，以建立假定、不斷修正假定；換言之，需就不同面向進行思考、評估後，才能形成假設。

例如：有關「教育的美感向度」，針對問題—美可教嗎？抑或審美能力可教嗎？嘗試從多種角度思

考，進而形成若干假設，如假設 1-美可教，假設 2-美不可教，假設 3-美不可教，但審美能力可涵

養…等。 

  假設一：美可教。 

  假設二：美不可教。 

  假設三：美可教，教導學生如何賞析美。 

  假設四：美不可教，但可以培養學生批判的能力。 

  假設五：美可教，教導學生如何分辨美醜。 

  假設六：美不可教，但可以培養學生欣賞的能力。 

 

四、推理（reasoning）--選定比較圓熟的假設後，學習者依其經驗與知識，在想像的情境中就假設

的方案做沙盤推演；質言之，推理是針對假設付諸實行後所可能衍生的狀況，加以想像、詮釋、判

斷，可說是假設所涉及的各種因果聯結之深入思維。例如：針對假設 1-美可教，倘若美的所有範

疇皆可教，則美的主觀感受又該如何教學？假設 2、假設 3…亦以此方式進行推理。 

  假設一：美可教。美若可教就喪失了其主觀性，且美將會被轉變成被他人灌輸屬於他人的美的

觀念，而美就不是能夠令人愉快的事物了，和美的特性有諸多違背之處。 

  假設二：美不可教。美若是不可教，則阿德勒所提出之「令人讚賞之美」就會有部分不成立，

因為美是具有客觀性的，因此可以藉由他人提供的觀點而去欣賞事物之美，這樣看起來美卻也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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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 

  假設三：美可教，教導學生如何賞析美。若美是可教的，且這可教的範疇指得是關於美的賞析，

那麼我想是成立的，就如同假設二提到的，美可以透過他人提供得觀點而使自己去欣賞該事物的美。 

  假設四：美不可教，但可以培養學生批判的能力。透過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使學生能夠

對事物更有想法，因此透過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或許可以提升學生得審美能力，對於美會有

更多得看法及見解。 

  假設五：美可教，教導學生如何分辨美醜。若是假設五成立的話，那麼問題又回到了假設一，

教導如何判別美醜，那麼這個美醜的定義是誰所定義出來的？這樣一來便又使美喪失了主觀性。 

  假設六：美不可教，但可以培養學生欣賞的能力。假設六和假設四類似，透過培養學生欣賞的

能力，可以使學生得審美能力也得到提高，對於美就會有更多的見解及看法，而這個欣賞的能力則

是告訴學生可以從哪些角度嘗試切入，使其發現事物的「令人讚賞之美」。 

  透過幾個假設後發現，美可教，卻又不可教，也就是指美若是要教，則其有範疇上的限制，並

非無限制的灌輸學生關於美的事物，強求學生接受，而是要透過能力的培養，使學生對於美有更多

的看法、見解，使學生不但能體會到事物的「令人愉快之美」也能夠欣賞事物中的「令人讚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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