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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的歷程中，幸福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努力……，依靠自己的勤奮、

自我修養、自我磨練和自律自制；但首先是依靠誠實、正直和不折不扣履行自己的職責。」

著名作家斯邁爾因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告訴年輕人的這一段話至今仍然適用，亦即人生的幸

福要靠品格的修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89年討論人類面對二十一世紀挑戰並研擬對策時點出新世紀教

育特色－讓學生變好比讓學生變聰明重要的多。針對二十一世紀人才所需要的能力，國外專

家學者討論結果認為有三大能力： 

  一、學業能力：讀寫算、邏輯推理、科技應用、資訊處理、外語知識等能力。 

  二、個人能力：包括溝通能力、獨立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適應能力、終身學習能

力等。 

  三、公民能力：即負責、自律、誠信等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對他人尊重和對多元文化理

解與欣賞的能力。 

  有別於傳統品格教育偏重第一項能力，世界各國陸續將新的品格教育列入學校教材，課

程強調多元整合，從體驗著手，落實生活，並培養道德實踐能力。我國對此趨勢亦不敢掉以

輕心，在最近這幾年由教育部不停推行各種品格教育運動可以看出政府對此的重視，從一些

社會事件如拾金不昧大受讚賞，索取三成報酬的行為雖不違法但受與論批判後多不敢再要求

等等，顯見社會對高道德標準的期待；此外大專院校也陸續開始推動服務觀念，要求學生需

有一定時數的社會服務才能畢業，此舉無非是想喚醒學生對社會的公民責任。 

  品格該怎麼教呢？大人以身作則就是最佳示範，「教育無他，愛與榜樣而已」，小孩最常

接觸的生活環境除了家庭外，就是學校，所以除了社會這個大環境外，家庭、學校對小孩道

德的養成影響非常深遠，故社會上政治人物及新聞媒體、電視節目也都需注意對小孩道德層

面的影響，可惜我國社會在這方面多的是負面效應，因此在家庭及學校方面需付出更大的心

力。在學校方面的品格教育也需因應時代需求採用適合的教學模式，對此美國學者瑞安提出

一個新的教學模式供教師們採用： 

一、 榜樣：老師本身成為道德示範，在課堂上介紹值得學習的歷史英雄或社會人物

典範。 

二、 解釋：與學生誠實對話，解除其疑惑，啟發他們的道德認知。 

三、 勸勉：從感情激勵學生的良善動機，鼓勵道德勇氣。 

四、 環境：創造讓學生感受到彼此尊重與合作的環境。 

五、 體驗：教會學生一些有用的助人技巧，安排校內外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讓他們有機會親身體驗自己對別人或社會的貢獻。 

    這些教學模式的應用在國內已被推動多年，如在慈濟中、小學，品格教育不是口號，而

是化約在生活教育中實施;從掃地到吃飯，從安靜打菜用餐到感恩打飯菜同學，禮儀就從這些

小地方學起。這幾年國內推行的行善運動，服務觀念等無一不緊扣著生活體驗教育與公民責

任。未來的企業會把品格當作人才晉用的優先考量，未來的社會品質也決定於國民的道德品

質，政府廉政指標甚至是國家競爭力的表現。 

  從週遭的人事物去體會及尋找值得學習的行為，並由生活中的細節開始，落實於生活習

慣當中，讓自己一天比一天進步，明天比今天更好，未來的勝負關鍵就在品格，培養好品格

就從養成好習慣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