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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概要 

黃天老師 解題 

一、教育目的訂定的依據之一是掌握教育發展思潮。在西洋教育演進過程中，觀念論（idealism）、

實在論（realism）、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及實用主義（pragmatism）對於教育目的之主

張為何？（25 分） 

一、《考題難易》 

★★★（難度適中） 

二、《解題關鍵》 

本題偏向基礎試題，「教育目的」誠屬教育概論中基礎而重要必須加以準備的素材。而本題

較為重要的是必須完整論及題目中四個教育思潮的教育目的觀。 

三、《命中特區》 

AH131 教育哲學(2024)/黃天/志光出版社/第 3～5 章。 

【擬答】：  

教育目的蘊含著教育的核心價值，對教育政策之研訂、教育行政工作之推動，有著深遠的影響，

而往往某一時期的教育哲學思潮也會深深影響教育目的之凝聚與提倡，而當吾人探究教育目的

時，無論對思潮、對目的價值均應抱持著開放省思的思維態度，不斷反省教育目的之適切性，

以下茲就題意說明如下。 

觀念論（idealism）之教育目的： 

觀念論（idealism，或譯為「理想主義」）主要源自柏拉圖(Plato)對人完美理性之推崇，因

此觀念論重視培養學生理性運思能力，重視學習永恆知識、永恆而抽象的真理觀，掌握普遍

真理共相，運用理性思維以破除易變、不真實的感官經驗。 

實在論（realism）之教育目的： 

近代十六世紀實在論（realism，或譯為「唯實論」），反對之前文藝復興時期過度重視人文

主義的古典語文，因此除了母語教學外，也強調衛生保健等生活習慣，提倡參觀教學或實物

教學，傳授百科全書式的內容，總之均以傳授實用知識為主，以適應社會生活，例如康米紐

斯（Comenius）《世界圖解》。整體而言，比較偏向感官經驗，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學生

能適合自然法則與社會環境，重視科學教育，使用科學思考教學法，培養適應現代社會需求

科技人才。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之教育目的： 

存在哲學提出「存在先於本質」，反對將人設定為先天、固有的客體存在，沙特認為人生下

來只是虛無，沒有任何先天固定本質和規定，本質和規定全部都是通過後天自由選擇而逐漸

成為自己。沙特認為人擁有絕對自由，且訴諸每個人的內在體驗。因此，存在哲學的教育目

的強調：培養學生認識自己，了解自我，透過自我選擇不斷成為自己。教育目的側重個人為

創造觀念的參與者，重視個人主體之自我開展，強調情感層面的教育，引導學生養成介入生

活的責任感，兼顧自由與自律。 

實用主義（pragmatism）之教育目的： 

實用主義重視個體與環境之交互作用，如杜威（Dewey）重視以個體自我生長、正向連續自

我更新作為教育價值與內在目的，並強調學生中心、適性發展與做中學，而實用主義「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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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真」的知識觀，也讓其教育目的提倡課程教學上應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之能力。 

 

二、社會及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近來相當受到重視。那 些社會及情緒技能對

於學生現在和未來的成功及福祉具有關鍵的作用？學校如何有效地實施社會及情緒教育？（25

分） 

一、《考題難易》 

★★★★（偏難的新趨勢試題） 

二、《解題關鍵》 

「社會及情緒學習（SEL）」是今年來教育心理學面向較為新穎的考題，目前台灣學界有豐富

的研究成果，而本題題意主要必須寫出關鍵或重要的社會及情緒技能，還要論述如何實施，本

題未來具有重複出題的可能性，建議考生可透過本題加以準備。 

三、《命中特區》 

黃天(2024)《教育概要 課堂第一本講義》台北：志光。 

【擬答】：  

美國「學業與社會情緒學習協會」（CASEL）主張：社會情緒學習為培養學生自我覺察、自

我管理、社會覺察、人際溝通及負責任的決定。重視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需求，以及自主的行

動能力。以下茲先說明有哪些重要的社會及情緒技能，進而論述如何有效地實施社會及情緒教

育。 

重要的社會及情緒技能： 

CASEL 將社會及情緒學習（SEL）分為五個面向，分別為：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

察、人際關係技巧及負責任的決定（CASEL, 2022），分述如下： 

自我覺察：理解自己的情緒、想法和價值觀如何影響跨環境行為的能力，如：辨識自己的

長處與限制； 

社會覺察：在不同文化背景、社會情境中，了解不同觀點與同理他人的能力； 

自我管理：在不同情況下有效管理的情緒、想法與行為並實現目標的能力，如：延遲滿足、

管理壓力及堅強面對困境與挫折； 

人際關係技巧：建立並維持健康的人際關係，與他人有效地溝通，如：清晰地溝通、積極

地傾聽、與他人共同解決問題、調解衝突以及尋求協助的能力； 

負責任的決定：在不同情況下個人行為和社會互動做出關懷和建設性選擇的能力（CASEL, 

2022）。 

實施社會及情緒教育之相關措施： 

以下吾人結合並擴充美國「學業與社會情緒學習協會」（CASEL）曾提出的 SAFE 指標的

教學方法，說明實施社會及情緒教育的相關活動： 

循序漸進（Sequenced, S）：面對剛接觸情緒課程的孩子，課程設計需調整難易度，從簡

單到困難，並可以用逐漸堆疊的技巧，確保孩子學習。 

積極參與（Active, A） ：課程教學活動要能確保孩子在課程內、教室外對於社會情緒學

習有感，並積極在生活中練習。 

專注投入（Focused, F）：專注和投入能使社會情緒學習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直接明確（Explicit, E）：老師能和同學明確說明學習情緒教育的好處，像是能帶來什麼

樣的幫助，應用在什麼地方。 

透過體驗學習的安排：安排社會情緒的具體經驗，透過教師或他人的引導，培養孩子進行

反思經由內化形成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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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幼兒可安排遊戲或黏土等主題式美勞活動：安排幼兒參與戲劇性遊戲或扮演遊戲、鼓

勵孩子主動探索環境，挫折時給予協助和安慰。 

※資料引自： 

洪麗卿、林佳慧(2023)。融合體驗學習與社會情緒學習之攀樹課程發展。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12(3)，頁 148-154。 

 

三、108 課綱強調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其實踐有賴校長的素養導向領導。何謂「素養導向的領

導」？素養導向的領導如何在學校落實？（25 分） 

一、《考題難易》 

★★★（難度適中） 

二、《解題關鍵》 

素養導向是近年來我國教育革新的重要趨勢，因此，本題考出學校經營中的「素養導向的領

導」，也實為重要的領導面向。此外，本題多方面論述素養導向的領導如何在學校落實，例如

結合文化領導及轉型領導。。 

三、《命中特區》 

ED62 教育行政學(2024)/黃天/志光出版社/第 5 章。 

【擬答】：  

邇來我國隨著十二年國教課程之轉型革新，基礎教育已從過去提倡「基本能力」的養成，轉變

為強調培養學生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之「核心素

養」。而校長身為學校教育領航者，不但是傳統的學校經營管理者，也是課程革新的落實和推

動者，校長必須實踐課程教學領導，以營造校園「核心素養」之學校願景文化，進而培養學生

核心素養，以下茲論述如下。 

「素養導向的領導」之意涵： 

臺灣發展「核心素養」係參考 OECD、UNESCO、EU 及本土之研究成果，將核心素養之架

構包括有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三層面。而核心素養係指人應具備知識、能力與

態度，以符應生活中所帶來的考驗與挑戰，其內涵可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不僅以學科知識

作為學習的唯一範疇，而是關照學習者可整合運用於生活情境其主要強調生活中能夠實踐力

行的特質。 

進而，核心素養領導（leadership for key competencies），係指校長運用其領導能力，致力提

升學生的知識、能力和態度，以培養學生成為具有教養、涵養和責任感的公民。 

學校落實「素養導向的領導」之相關策略： 

結合文化領導及轉型領導，營造核心素養導向校園文化：經營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共學共

同體，具有專業對話、共同學習、彼此信任、合作分享、團體共識、精進成長、共存共榮、

多元回饋的學習型文化。以核心素養為導向，校長以教學領導者、課程領導者、學習領導

者之角色，從學校願景與校務發展，融入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視角，透過文化領導及轉

型領導，營造素養導向的學校文化。 

重視將「學校創新發展與問題解決」作為校長素養領導之培育重點。 

研訂素養導向領導核心指標，做為校長領導自我評估參據。 

研發素養導向領導課程與教材，提供校長專業學習參考。 

「素養導向的領導」應掌握自發互動共好理念、共同形塑素養願景與目標、營造素養教學

環境、提升教師素養專業、統領素養課程發展、確保素養教學品質。 

將「素養導向的領導」列為校長儲訓課程、校長專業發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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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政策是教育發展方向及教育行政運作的重要依據。以教育行政決定的方式區分，教育政策

形成有那些模式？（25分） 

一、《考題難易》 

★★（基礎而重要的試題） 

二、《解題關鍵》 

教育行政決定模式是教育行政學中重要的章節，也常是各類教育考試命題的焦點，因此，考生

可進一步詳加準備。而本題獲得高分的關鍵在於，須提出較多面向的行政決定模式，進而說明

教育行政決定之相關作為或啟示。 

三、《命中特區》 

ED62 教育行政學(2024)/黃天/志光出版社/第 3 章。 

【擬答】：  

誠如行政決策學者 H. A.Simon 認為「做決定是行政的核心工作，所有行政管理過程就是一連

串的決定過程。」因此，教育行政決定一方面促使行政合理化，另方面也提升教育政策之品質。

以下茲論述教育行政決定之重要模式－「漸進模式」、「綜合掃描模式」、「垃圾桶決定模式」： 

重要的教育行政決定之模式： 

漸進模式：由林布隆（Lindblom）所提出，適用於備選方案無法辨認與預測，只能以現況

為基礎，採取持續漸進與彈性地在不同的備選方案中進行修正與比較，做出決定。「漸進

模式」認為決定是透過參與決定者的社會互動來做成的。互動過程中必會顧慮到現實的狀

況，而現實發展是漸進的，以較好的方案就現實狀況做些微調整，由於強調漸進調適，故

稱為漸進主義。 

綜合掃描模式：「綜合掃描模式」是艾賽尼（Amitai Etzioni），是融合理性模式與漸進模

式而成，主張決定者面臨決定情境時，應將問題分為兩個層次處理：高層次部分宜採用理

性模式，研訂基本方向或方針原則；低層次部分則以漸進模式，詳定執行辦法；換言之，

決定者應該先運用理性模式來決定組織的基本政策與任務，再依其作成無數小幅、個別累

積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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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決定模式：Cohen 等人提出垃圾桶模式（Garbage Can Model），認為在組織的決定

過程中，是經由問題、解決方案、參與者與選擇機會等四種因素，彼此之間相當複雜的交

互作用，而後所作出之決定的一種模式，尤其是當組織處於不確定環境狀態下的決定模

式。垃圾桶模式是非理性的、偶發的決定，主張組織無政府狀態（organized anarchy）的

概念。垃圾桶模式具有三項主要內涵： 目標模糊不明確； 手段方法不確定； 參與者

流動性高。例如： 

目標不明確、不確定：如文獻中的改進教學效率、五育均衡發展、身心健全等字眼，很

難以明確界定。 

達成目標的方法和科技未被充分瞭解：教師常以自身經驗或己見來進行教學，而未能充

分瞭解合作教學法，電腦輔助教學等方法。 

參與者流動性高：校長、教師流動率太高，而家長介入校務程度也增加，很難維持特定

局面。 

當面臨問題隨機、組織混沌不明確的學校組織，很難運用理性系統的決定模式，倒是垃圾桶

決定模式較適合，好比在裝有垃圾案的垃圾桶中隨機抽取某一方案來解決問題；垃圾桶決定

不像是一種普遍的決定模式，而是一種對非理性決定的描述。 

進行教育行政決定之相關啟示： 

教育行政人員宜明瞭各種決定模式之核心概念與適用情境，明白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行政

決模式。 

重視參與並考量時間因素，要讓成員適度參與決定，並掌握進行決定的關鍵時機點。 

採用適當的行政決定模式，循序漸進，降低不確定性及進行風險管理。 

要重視學校內外情境之影響，作決定要兼顧整體與微觀，具備洞察能力與系統思考。 

考量組織中既有的沉澱成本：意即是付出的成本，做決定時常難以放棄已投入的心血。當

組織已投入大量心力、資源設備及技術人力，而形成沉澱成本，這部分成本便不容易轉換

成其他的任務或功能，並會成為影響行政決定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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