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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大綱（簡版） 

                        ○○○年○○月○○日 ○○○學年度第○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課程基本資料 

師 資 類 科 

□1.幼兒園師資類科                 ■2.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3.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3-1.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3-2.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 

□3-3.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3-4.幼兒園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中文課程名稱 教育哲學 

英文課程名稱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課 程 屬 性 ※必修   □英文授課  □教材教法  □教學實習 

學 分 數 2 每週授課時數 2 

預計開課系所 大三教育學程 

校內科號或永久代碼 Z1477 

課 程 類 別 

(若為跨類別

設計，請填學

分佔每一類別

比例，以核算

整體開課量)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             

(若為跨類別設計，請填學分佔每一類別比例，以核算整體開課量) 

※基本課程：學分數 2   □方法課程：學分數        □實踐課程：學分數          

□教育專門課程：學分數          

□普通課程：學分數       

先 修 課 程 
先修課程 1：                              

先修課程 2：                           

課 程 概 述 

(簡述本課程

目標，以 150

字為限) 

教育哲學課程設計理念：使學生了解教育理念背後之哲學觀點，以增強學生之教

育論述能力，並建立自我之教育哲學觀點。 

課 程 大 綱 

(課程設計內

容) 

1.以教育哲學的重要探討議題為核心，使學生認識到心靈論、知識論、道德哲學、

社會哲學所衍申的教育觀點，以建立學生對教育哲學的基本認識。 

2.接著介紹現代教育思潮，使學生了解到現今的教育受到這些思潮的影響，以認

識到教育理念與實踐的連結。 

3.最後是要學生運用本學期所學的教育哲學思維來表達自己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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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相對應素養指標/核心內容/融入議題 

專業素養 
素養/指標 

(每門課程至少須符合 1項) 

核心內容 

(每門課程至少須符合1項) 

融入議題 

(至少須融入 1

項) 

※1.了解教育

發展的

理念與

實務 

※1-1.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

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

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

容 

※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 

□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學校與教育行政制度的

理念、實務與改革 

□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

及實務 

四項重大議題： 

□ 1.性別平等

教育 

□2.人權教育 

□3環境教育 

□4.海洋教育 

十五項重要議

題： 

※1.品德教育 

※2.生命教育 

□3.法治教育 

□4.科技教育 

□5.資訊教育 

□6.能源教育 

□7.安全教育 

□8.防災教育 

□9.家庭教育 

□10.生涯規劃

教育 

□11.多元文化

教育 

□12.閱讀素養 

□13.戶外教育 

□14.國際教育 

□15.原住民教

育 

 

□1-2.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

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1-3.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

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

的基礎。 

□2.了解並尊

重學習

者的發

展與學

習需求 

□2-1.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

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

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

教育應用 

□主要學習理論以及教育

應用 

□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

教育應用 

□學習策略 

□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

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

的關係。 

□學生特質與需求之辨識 

□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與

鑑定歷程 

□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

育計畫／個別化輔導

計畫 

□2-2.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

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

展。 

□2-3.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

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

育與支持。 

□3.規劃適切

的 課

程、教

學及多

元評量 

□3-1.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

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

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 

□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

理論 

□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

與評量 

□我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

重要政策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

導向(單科/跨領域統

整/跨科統整)課程、教

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

踐。 

□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

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3-2.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

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

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

學及評量。 

□3-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

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

能，以進行教學。 

□3-4.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

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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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素養/指標 

(每門課程至少須符合 1項) 

核心內容 

(每門課程至少須符合1項) 

融入議題 

(至少須融入 1

項) 

□3-5.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

材及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

有效學習。 

□領域/學科(或科目)/群

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

教法 

□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3-6.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

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4.建立正向

學習環

境並適

性輔導 

□4-1.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

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

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好品

格及有效學習。 

□主要輔導理論 

□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 

□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 

□學生輔導倫理與主要法

規 

□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

內容與方法 

□學生自律與自治 

□親師生關係 

□4-2.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

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5.認同並實

踐教師

專業倫

理 

※5-1.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

以維護學生福祉。 

※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 

□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

與義務 

□教師角色與社區關係 

□服務學習與實務體驗 

□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

與解決問題 

□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

習 

□5-2.透過教育時間關懷弱勢學

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

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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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與系所課程核心能力之關連性： 

系所核心能力 

相關性 

(依本課程與核心能力之相關性進行百分

比分配，合計為100%) 

教育專業知識與實踐能力 65% 

語文溝通與展演能力 5% 

資訊與媒材運用能力  

分析組織與反思能力 30% 

＊以上系所核心能力以資訊科學系為範例，並填寫相關核心能力百分比分配 

 

本課程與教育學程課程核心能力之關連性： 

教育學程核心能力 

相關性 

(依本課程與核心能力之相關性進行百分

比分配，合計為100%) 

1.教育基本理念與專業倫理 80% 

2.評量鑑定與輔導學生能力  

3.課程設計與教學創新 10% 

4.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能力 10% 

5.資源運用與團隊合作能力  

＊以上核心能力以教育學程課程暫訂核心能力為範例，並填寫相關核心能力百分

比分配 

一、課程簡介（文字描述） 

教育哲學課程設計理念：使學生了解教育理念背後之哲學觀點，以增強學生之教

育論述能力，並建立自我之教育哲學觀點。 

說明： 

1.以教育哲學的重要探討議題為核心，使學生認識到心靈論、知識論、道德哲學、

社會哲學所衍申的教育觀點，以建立學生對教育哲學的基本認識。 

2.接著介紹現代教育思潮，使學生了解到現今的教育受到這些思潮的影響，以認識

到教育理念與實踐的連結。 

3.最後是要學生運用本學期所學的教育哲學思維來表達自己的教育理念。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1.了解各派教育哲學理論。 

2.了解各派教育哲學所主張之教育目的、教材、教法、道德教育。 

3.對各派教育哲學之教育主張具有選擇能力，能說出贊成或反對之理由並寫成心

得。 

三、課程進度或主題（可依各週詳列）（條列式） 

（一）教育哲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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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哲學問題的探討 

指定教科書一：吳俊升（民 77）：教育哲學大綱。台北市：商務。 

1.心靈論與教育 

2.知識論與教育 

3.道德哲學與教育 

4.社會哲學與教育 

（三）不同哲學派別的教育哲學 

5.分析哲學與教育 

6.存在主義與教育 

（期中考） 

期末分組報告： 

7.進步主義、永恆主義、精華主義、重建主義與教育 

參考資料一：葉學志（民 82）頁 159-184。 

參考資料二：吳靖國（民 89）：教育理論。台北市：師大書苑。 

8.結構主義與教育、後現代主義與教育 

9.現象學與教育、詮釋學與教育 

10.批判理論與教育 

11.文化主義與教育 

四、學習活動 

(請老師依課程檢核是否安排學生進行下列學習活動，並請直接於格子內打勾) 

學習 

活動 

課程 

名稱 

專
心
聽
講 

多
媒
體
學
習 

討
論
回
饋 

發
問
回
答 

主
題
報
告 

專
書
閱
讀 

蒐
集
資
料 

心
得
分
享 

合
作
學
習 

訪
談
心
得 

反
覆
練
習 

實
務
體
驗 

實
驗
操
作 

其
它 

               

 

五、多元教學法調查表 

(請老師依科目檢核是否有使用下列的教學法，並請直接於格子內打勾) 

教學法 

 

 

 

 

 

科目 

講
述
法 

角
色
扮
演 

案
例
討
論 

(

小
組
合
作
、
分
組
討
論) 

學
習
社
群 

專
題
報
告 

專
書
研
讀 

多
媒
體
輔
助 

問
答
法 

專
家
演
講 

訪
談
人
物 

反
覆
練
習
法 

實
務
操
作 

實
驗
操
作 

其
它 

               

 

六、教材或參考書目（條列式） 

邱兆偉編（民 92）：當代教育哲學。台北市：師大書苑。 

張光甫（民 92）：教育哲學。台北市：雙葉書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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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廣孚（民 78）：教育哲學。台北市：五南。 

曾漢塘、林季葳譯（民 89）：教育哲學（Nel Noddings著）。台北市：弘智。 

詹棟樑（民 88）：教育哲學。台北市：五南。 

賈馥茗（民 77）：教育哲學。台北市：三民。 

歐陽教（民 76）：教育哲學導論。台北市：文景。 

林永喜（民 83）：三大學派教育哲學思想概論。台北市：文景。 

林永喜（民 83）：理想主義教育哲學思想研究。台北市：文景。 

葉學志（民 82）：教育哲學。台北市：三民。 

伍振鷟（民 78）：教育哲學。台北市：師大書苑。 

 

七、課程要求或評量方式（條列式） 

課程多元評量方式表（請選） 

方式 時機註 2
 層面 備註 

紙

筆

測

驗 

實

作

評

量 

檔

案

評

量 

動

態

評

量 

觀

察 

面

談 

註 1    安

置

性 

診

斷

性 

形

成

性 

總

結

性 

認

知 

情

意 

技

巧 

 

                  

期中考 50﹪期末報告 50﹪ 

課堂表現：加減總成績三分，全勤加三分，請假一次加兩分，請假兩次加一分，

請假三次不加分，請假四次扣兩分，請假五次扣四分。曠課者每次扣

五分。 

 

 

 

 

 

註 1：如有其他評量方式請授課教師自行填寫。 

註 2：安置性評量：確立學生具備學習新單元的起點行為。 

形成性評量：了解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各項訊息。 

診斷性評量：分析診斷學生學習困難的原因。 

總結性評量：教學一段時間後(如期中或期末)，評定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課程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