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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本期共刊登四篇學術論文與一篇書評，前四篇涵蓋本刊徵稿範圍中的課程

與教學、教育政策與行政、教育哲史領域，書評則偏向教育社會學關切的重要

議題。此外，本期收錄的學術論文也有展現跨域研究特色者（如學科課程史研

究），研究議題牽涉的教育階段，也縱跨了國小、中學、職業教育體系等階段，

盼與各界關心教育議題的學者、教師與實務工作者一同對話。

第一篇為課程與教學領域學術論文，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吳

毓瑩教授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全觀心理健康中心黃柔嘉諮商心理師合撰之〈班級

導師之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實踐知識：做人體貼做事用心雙實踐原則〉一文。

該篇論文旨在探討班級導師如何在班級運作過程中，針對處於生涯發展成長期的

國小學童進行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協助學生探究個體獨特性並為之負責、瞭

解生涯發展的變動性並培養適應的彈性、明瞭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並培養人際互動

能力。基於若干理由，該文選擇以前述之第三項目標為研究焦點。該篇論文意在

彌補既有學術文獻未見系統性探究國小導師在學生生涯發展上的作為與功能之不

足。研究方法與分析上，該篇論文採取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結構層次

的架構（意象、實踐原則、實踐規則），關注個案班導（專家教師）在班級生活

整體脈絡中的教學實踐歷程，藉由14次計56小時入班現場觀察與17次訪談，詮釋

這位資深個案導師在國小學童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上的實踐層次與內涵，提供讀

者相當詳實的案例，以及深具啟發性的實踐知識，以供參考。

第二篇為跨課程與教學及教育哲史兩個領域的學術論文，為國立宜蘭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鍾鴻銘教授所撰〈探究教學的教育關懷：安默斯特課程方案研究〉。

該篇論文運用歷史研究法探討美國在1960年代新社會科運動中源於麻州小鎮安默

斯特（Amherst）的歷史科課程改革方案。該課程方案援引J. Bruner（1960）在

《教育的過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書中的「探究」概念與學習理論，
作為此方案的理論基礎。該方案視學生如同扮演歷史學者的角色，係歷史議題的

主動探究者，而非有待被歷史知識所裝填的容受器。安默斯特課程方案以確立歷

史中恆存的開放性普遍性問題（如兩難困境、價值衝突），作為編製課程單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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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再據此蒐羅相關的歷史材料編製為課程單元。其中，課程材料僅是學生學

習的資材與媒介，學生藉由課程材料進行探究、實作歷史（doing history）後的

所得才是課程內容。該方案最終無意提供一套完整的套裝課程或教科書，而是發

展模組化課程單元，可供教師自由安插進其既有學程中使用。文末，植基於此一

方案經驗，作者針對臺灣現行108課綱社會領綱，提出數點建議以為參考。

第三篇為教育政策與行政領域學術論文，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

比較教育學系張源泉教授所撰〈德國培訓教師制度之法制化建構及其挑戰與變

革〉。該篇文章以業已成為其他國家仿效典範的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指產業界

與職業學校兩端學習場所）為探討主題，特別聚焦探討產業端提供的培訓教師

（近似國內所稱業師或業界專家，作為負責學徒培訓工作的靈魂人物）在德國職

業教育體系上的法制化建構過程。該文兼以歷史回顧以及文件分析法，進行德國

培訓教師體系法制化歷程的爬梳與論析。該文提供的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典範有

其相當獨特的歷史發展脈絡，以及環環相扣的諸多制度環節。誠如作者所言，作

為一篇比較教育的學術論文，誠然心懷「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借鑑意念，希

望能對臺灣職業教育未來發展與變革帶來重大啟示。惟作者也強調，照搬硬套是

不可行的，能否有效地借鑑他國的教育制度與措施，實需將孕生此一制度的歷

史、社會、文化、政經等背景因素一併納入考量才行。

第四篇為教育哲史領域學術論文，為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簡成熙

教授所撰〈兩種本真理念對自主性作為教育目的之反思〉。該篇論文著眼於

存在主義與社群主義開展的兩種本真（authenticity）理念之意涵，藉以反思英

國1960年代以降由R. S. Peters為首的倫敦路線繼承啟蒙理性傳統而高舉自主性

（autonomy）作為教育目的之潛在問題。藉此辯論與相互論詰，可望體現教育

哲學關於教育目的與教育理想之厚實研討做出的積極貢獻。文末作者以H. G. 

Frankfurt強調以意志的必然性（volitional necessity）來重構與建立自主性，以及

A. Sarid的三個問題作為綜合評論的架構作結。作者重申本真與自主實宜相互吸

納，共構人類教育文明的價值。例如臺灣108課綱強調的自主學習方案，如何兼

顧自主又不失本真，亦可從教育哲學研究的務本反思中獲益。

本期書評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葉珍玲助理研究員撰寫

〈評介《轉型正義與教育：讓年輕人參與和平建設與和解》〉一文。該書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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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由Georg Eckert國際教科書研究中心及國際轉型正義中心聯合舉辦為期一週

的「促進永續和平的教育」國際夏令營的研討成果，由奧斯威辛集中營研究中

心渥倫教育政策計畫主任C. Ramírez-Barat與漢堡應用科學大學國際辦公室主任

M. Schulze共同編輯而成，總計收錄八篇論文，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教育

媒體與材料，如教科書、圖像小說、漫畫、報告書、電影、紀念石、攝影集等，

在轉型正義計畫方案中的角色、使用與設計等議題；第二部分探討教育在轉型正

義背景下的情境，從行動者與實踐角度切入，探討轉型正義教育的各式實施方式

與面臨的挑戰與難題。以上八篇論文提供多個國家的各式案例，深究教育在促進

轉型正義與促成和解過程中，能夠發揮的多重作用，事涉幅度廣泛，包含教育制

度、教師培訓、教學活動與教材設計等。最終，作者回歸臺灣脈絡，提出有關轉

型正義教材設計與教學原則、培養教育工作者轉型正義教學技能與情意、推動原

住民領導與民間組織參與的轉型正義策略三項啟示，以供各界有心人士參酌。

副總編輯　陳伊琳　謹誌
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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