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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哲學基礎 

壹、教育哲學的意義 
伍振鷟，民 ；邱兆偉，民  

育的意義 

育是人類為 善生活 實現理想 進 展 追求進 而實 的 種有意

義 有價值的活動  

各種活動 人 積的知識傳遞給 使之綿延不斷 日 又

善的最高境地  

哲學的意義 智之學 科學的科學 規約 思辯 析  

育哲學的意義 

黃建中的 義 

1. 育哲學為實踐哲學之 乃從 體人生經 部民族文化 解 整

個 育 程之意義 價值 批 整個 育活動之理論 實  

2. 綜 各 育科學及 相關科學之知識 研究 育 之 本假 概念及

本質 而 求 最高原理者  

費尼克 D. Phenix 主張 

1. 育哲學即在應用哲學的方法及展望 育的經  

2. 育哲學包括了 些概念的確立  

3. 了解整個 育理論中的各 概念  

4. 清 育用語的意義  

5. 示 育理論 依恃的 本前 或假  

6. 展 連接 育 人類 經 的範疇  

觀念 析學派 

1. 赫思特 P.H.Hirst 則說 

(1) 利用哲學研究法 來討論 育理論的各 問  

(2) 謂的哲學方法 實即應用語言及觀念 析的方法 就 育理論中的相關

問 研究 而非思辨性的創 育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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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銳 K.Price 的主張 

(1) 育的 析研究 期使 育 形 學 倫理學 知識論有 關連  

(2) 清 育中各 詞的意義  

(3) 從形而 學的見地來解 育中的 實 面  

(4) 從倫理學為 育中 包括的評價 包括澄清 鑑 是否 標準之 用  

(5) 力 從知識論中 申出學習理論  

四 實用主義的觀點 杜威的看法 

1. 育哲學是 當 杜會生活的困 形 確的心理及 德習性問 出

明 的立論  

2. 現實的 育經 系統化 理論化 抽象化 並使之 理化  

※ 育哲學的意義綜論 針 育問 的 為  

(1) 形 學 知識論 價值論的 容 討 育問  

(2) 自覺 洞察力 兼容並蓄 權 變的態度 思考 育問  

(3) 綜 思辨 規範 析的活動 解決 育問  

言之 育哲學 指 哲學的理論 方法 析 育的現象 制度

解決 育問 充實 育學的理論 增進 育的 展革 有獨特性

邊 性 理論性 實務性 統整性 應用性 系統性的 門學科 學問

及學術系統  

※ 育哲學 育理論 意識型態的 本認識 陳靖，民  

依據 鐵克的 哲學 意識型態 育的啟示 類表列如  

意識型態 育哲學 育理論 

自 主義 

保 主義 

烏托邦主義 

馬克思主義 

極權主義 

觀念主義 

實在主義 

實在主義 

自然主義 

實用主義 

存在主義 

析哲學 

永恆主義 

精粹主義 

進 主義 

社會 建論 

說明 1. 育哲學 形 育理論的活水源頭  

2. 育哲學本身就是 育的 理論  

3. 育哲學 育理論而落實  

4. 育哲學 整 不 的 育理論  

5. 育哲學 形 育理論的 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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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論及其哲學來源的關係 

陳靖，民 ；簡成熙譯，民  

哲學思想 育理論 

觀念論 

 精粹主義 

實在論 

 為主義 

實證主義  

士林哲學 永恆主義 

 建主義 未來主義 

實用主義 進 主義 

 人文主義 

存在主義 反學校化 

四 灣 育哲學的 範類型 

陳靖，民  

範特色 殖民 範 實用 範 民主 範 建 範 

育訴求 統治者的需求 效論 主體意識 自 決  主體考 觀條件 

課程 維護統治者的威權 講求效率 實用 主體意義的  多元化的 展 

學 灌輸 記誦 模仿 操 熟練 強調表 想像 解 批 創  

評鑑 僵化的認知 能 體 動 為目標 自評 互評並  多元評  

教育哲學的學術地位 

陳靖，民  

  
形 學 本體論 論 世界觀  

人生價值論 知識論 德論 實證論 哲學  

育科學 育實  相關科學及人文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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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與哲學的關係 
伍振鷟，民  

哲學是 育的 原理 

育目的的決 需要哲學的  

如個人 社會 文化 實用何者為  

育 容的 擇需要哲學的批  

如心靈 實體 狀態 利 實用如何 擇  

育方法的應用需有哲學的依據 

如理性 經 性善 性 如何應用  

育是哲學的實  

中外哲學家兼為 育家  

哲學家有賴 育的實 而 證 哲學見地的價值 並藉 體的 育設 實現

人生 社會的理想  

參、教育哲學的功能 

師 育哲學的需要 

哲學在日常生活 的需要 

1. 思想 為的  

2. 智慧的啟 增進 

3. 意 的訓練 鼓舞 

4. 情性的陶冶 育 

5. 群體生活的增進 和諧 

6. 人性 嚴的保護  

哲學在 育工 的需要 

1. 心靈實體說 育目的 訓練 能 育 容 訓練價值 育方法 思考

理 辯證  

2. 心靈狀態說 育目的 體經 的充實 育 容 實質價值 育方法

觀念的類化  

3. 唯物心靈論 心靈只是神經系統 育的 用在 就是 制並支配 神經系

統 養 激反應的習 育理論建立在生理 礎  

4. 人性論 善 非善非 亦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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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 育 主 主外 德憑 麼決 善是 麼 善如何認知 善如何

獲得權威使人實  

6. 師的角色 如何 響學生 修養 備的條件  

7. 育 社會本 中央 權制 個人本 地方 權制  

育哲學的 能 

檢討 育 本的假 概念 原理 

如檢討 自 實現 做中學 是否符 育實務  

解 育的意義 價值 本質 

如解 人性的本質是 性善 抑或 性 ？ 育的 為 如何設計 符

人性本質  

解決 育 理論的 實 的困 盾之學 

如追求 機會均等的 育 義的 育 之 是否有衝突 盾的

現象  

肆、教育哲學的範圍與研究途徑及方法 
伍振鷟，民  

育哲學的範圍 

包括科學 育科學 社會學 倫理學人類學文化學 史學 治學經濟學統計學

育學等各領域  

育哲學的研究途 方法 

研究 育哲學的途  

1. 哲學理論 育有 關 的各主要問 如心靈論 知識論 社會哲學及

德哲學等等為 各派哲學 些主要問 的解答為目 然 述各

派哲學 等主要問 的解答 在 育實 生的 響  

2. 各派哲學 如自然主義派 實用主義派 社會主義派 個人主義派為

各派 育有關 的各個主要問 的解答為目 然 述各派哲學體系

在 育 生的 響  

3. 育本身的 本問 如 育本質論 目的論 方法論 價值論 課程論

為 和 等 本問 相關 及的各派哲學的解答為目 期闡明何派哲

學 育本身何種問 有何解答 有何 響 最 更就 育 的實 結

果 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