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綜合前述各章節之研究結果，將主要發現歸結為以下結論，並提出相關

建議。 
第一節  結論 

壹、教師較常面臨的倫理議題及衍生倫理困境之因素 

一、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較常面臨的教學倫理議題包括：不當懲罰、公

平對待、隱私權、評分、以身作則、安全的環境、知識的教導、誠實、利

益衝突、教育中立以及學生受教權等，其中隱私權議題普遍遭到忽略 

歸納研究結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較常面臨的教學倫理議題共有十一項，

主要發生於正式課程之中，少部份涉及潛在課程。其分別是：第一，教師以體罰

和公然侮辱等形式，不當或過當懲罰學生，造成學生傷害；第二，教師在教學時

涉及的公平對待議題包含：如何公平考量受教權、對學生的偏愛、作業安排、補

習以及社會剝奪等；第三，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缺乏對學生隱私權的重視與認知，

忽略對學生個人資料的保密；第四，教師在教學時涉及的評分議題主要在於如何

道德地評定學生的學習表現；第五，教師對學生的不當言談以及公開批評同仁

等，對學生產生負面影響，突顯出教師以身作則所蘊涵的倫理意義。 

第六，教師有道德上的責任為學生營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保護學生免

於傷害，其中包括心理上的安全環境以及教室物理空間規劃得宜的安全環境；第

七，教師是否具備充分的學科知能清晰傳達知識，以及教師是否能依據學生需求

選擇教材，不放棄任何學生，皆與知識教導的道德層面有關；第八，教師應否基

於保守學生的秘密而對家長說謊，此在師生互動當下，喚起的倫理困境即是教師

無法同時對學生和家長皆誠實。第九，教師利用學生營利或接受家長饋贈，將自

我利益置於對學生的責任之上，損及專業判斷；第十，教師未能保持教育中立，

任其政治信仰無節制的發酵、擴張，扭曲教學內容；第十一，教師在課堂中，從

事與該課程無關的私人事務，損及學生受教權益。 
上述由實務現場所發現的真實議題，包含了學習與評鑑、輔導與管教、教師

身教以及學習環境等不同向度，可做為建構教學倫理守則之重要參酌，但值得注

意的是隱私權議題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二、衍生教學倫理困境的可能因素，分別來自於超越師生關係的其他重

要他人；以及教師責任與服務範圍的模糊性 

根據研究結果，評分、誠實、作業安排以及如何均衡分配學生受教權等教

學倫理議題，在處理上遭遇倫理困境。研究者發現衍生教學倫理困境的因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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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涉及師生互動之中的人際網絡、情境事件的複雜性質、教師個人所持的道德理

論以外，尚包含兩項重要因素： 

第一，超越師生兩造之間倫理關係的重要他人，如家長及行政人員，會干

預教師教學當下的師生互動以及倫理決定；第二，教師工作責任及服務範圍因為

富含道德色彩，導致教師的基本責任、道德責任或超義務等界線模糊，許多倫理

困境於焉而生。 

根據上述結果及研究者個人反思，在分析教學倫理議題或倫理困境時，須

從多元脈絡情境、多重位格關係以及多維觀點等，進行省察、認知與詮釋，方能

從中抽絲剝繭，逐層剖析，做出適切的倫理決定。 

貳、教師的倫理決定步驟、依據原則及其影響因素 

一、教師的倫理決定步驟，有兩種形式，其一是直覺式的決定；其二為
非直覺式的決定，包括問題確認、決定並行動、反思與評估、修正行動等
步驟 

研究者歸納本研究四名訪談個案，其倫理決定步驟有兩種不同形式，分別

為： 
第一，在處理學生事件當下，未經審慎的思慮過程，即透過直覺訴諸判斷

並懲罰學生，這類決定之目的在於立即性懲罰及捍衛教師權威，通常伴隨著情感

的色彩，受到個人主觀意識、情緒或偏好所影響。 
第二，非直覺式的決定，並非從個人直覺而發，其決定歷程包括蒐集資訊，

釐清並確認問題、找出原則據以決定並付諸行動、針對行動進行反思與評估、有

必要時修正行動等步驟，是一種較理性的倫理決定。 
 

二、教師從事倫理決定時，所依據的原則包括：公平、耐心、一視同仁、

行為結果的對錯、人性本善、不傷害、慈愛／愛、立即性嚇阻以及關懷等

九種原則，其中愛與公平是普遍被運用到的倫理決定原則 

研究者發現不同教師在進行倫理決定時，所依據之原則略有差異，這些原

則包括： 
第一，教師依照學生相關特質的異同，做為一視同仁或積極差別對待的標

準；第二，教師超越速成的處理模式，基於耐心原則，決定付出時間瞭解學生境

況並探求前因後果；第三，教師遵循一視同仁的原則來進行決定，追求表面的齊

頭式平等，不考慮學生在相關特質上的差異，強調一體適用；第四，教師僅依學

生行為後果的對錯來判斷學生的是非，不考慮行為的動機以及形構行為結果之其

他因素；第五，教師從人性本善之原則出發，相信學生不是故意犯錯，而是缺乏

引導與教育，以此做為倫理決定之基礎。 
第六，教師在處理學生事務及作決定時，以不傷害學生身心以及尊嚴為原

則，尊重學生是理性的道德行動者；第七，教師基於教育愛、慈悲心以及父母之

愛等情感對待學生，以慈愛及愛做為引導決定之原則；第八，教師在處理學生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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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事件時，主要以立即性嚇阻為決定原則，目的在於讓學生獲得立即的報應性懲

罰。第九，教師奉行關懷原則，真心地接近學生的生活世界，瞭解學生的能力以

及背景，關懷並考量環繞於學生週邊之各種互動因素，做為倫理決定之引導。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愛及公平是普遍被運用到的倫理決定原則；在任教初

期教師較強調依據行為結果的對錯進行倫理決定；此外，依據耐心及關懷原則進

行倫理決定時，重視個人關係及情感層面。 

 

三、影響教師從事倫理決定之因素，主要來自於：父母教養方式、複製

在學受教經驗、閱讀的啓迪、學生的反應、學生模仿教師行為的震憾、同

僚的支持與建議、初任教師的壓力、家長的觀念、教學經驗、關鍵事件的

影響、為人父母的同理心以及婚姻狀況等，其中教師個人的受教經驗是最

普遍的影響因素  

歸納研究發現，影響教師倫理決定之因素來源有十二項，包括： 
第一，來自原生家庭父母的教養方式，深深地影響教師對待學生的方式以

及倫理決定的考量；第二，教師通常會沿用或複製受教階段被教育的方式，來教

育自己的學生；第三，教師個人從閱讀中，重構對兒童的觀點，開啟不同的教育

思維，影響其師生互動方式與倫理決定；第四，教師敏於覺察到學生對教師作為

的反應，並進一步思索與調整其倫理決定與行動；第五，教師被學生模仿自己的

暴力行為所震憾，深體身教之影響力，由此轉化對待學生的方式，倫理決定亦產

生改變；第六，教師在一再遭遇類似師生互動問題與困境時，會尋求同僚的支持

與建議，做為個人決定與行動之參酌。 
第七，來自於初任教師的教學經驗不足，教學信念模糊，產生許多輔導與

管教之工作壓力，在情急之下，容易追求速成的處理方式；第八，家長偏差的教

養觀念推波助瀾，要求教師奉行不打不成器，誤導教師動用體罰措施；第九，教

學經驗的累積，促使教師的教學信念成熟，教學技巧提昇，不再興行體罰；第十，

教師歷經到一些深刻改變其教育思維的關鍵事件，發現學生行為背後有更複雜的

因素牽扯其中，尤其家庭因素是作倫理決定之際要特別考量的部份；十一，為人

父母以後，教師更能體會孩子的行為，能從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的角度進行倫理

判斷；十二，教師個人的婚姻狀況影響其對待學生的態度，以及付出給學生的時

間。 
在上述因素中，研究者發現影響教師倫理決定之因素頗為複雜，而且差異

性也頗大，教師個人以往之受教經驗是最普遍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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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國民小學教師教學倫理守則建構過程與內涵 

一、國小教師教學倫理守則之建構過程，係基於文獻探討以及從實務界

訪談所得之教學倫理議題與教師倫理決定過程，編製教學倫理守則問卷，

再經過德懷術問卷調查法及實務工作者座談與工作坊等焦點團體訪談歷

程，建構完成教師教學倫理守則 

本研究建構教師教學倫理守則之主要過程有三： 
第一，透過文獻探討及訪談實務工作者，聚焦於重要的、較常發生以及容

易對學生造成傷害的倫理議題，並分析教師的倫理決定，以做為建構守則問卷之

基礎，據以編製教學倫理守則第一次問卷。 
第二，經由實施三次德懷術問卷調查，透過徵詢諮詢委員的意見，針對守

則進行詳實增刪與修訂後，擬訂出初步的國小教師教學倫理守則。 
第三，舉辦實務工作者座談及工作坊，進行焦點團體訪談，從實踐、實用、

應用與可行程度等角度切入，針對初步擬訂出的守則，進行檢視及修訂，研究者

綜合上述之修訂意見，復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所需，審慎分析思考，建構完

成本研究的教師教學倫理守則。 
上述過程，是建構教師教學倫理守則的可行途徑之一。  
 

二、國小教師教學倫理守則之架構包括前言、守則條文以及守則說明等

三部份。守則條文有十五條，分別包含於：懲罰與正當程序、公平對待、

師生關係、尊重學生隱私、學生受教權以及教室民主歷程等六個向度 

本研究所建構之教學倫理守則，發軔於目前實務現場中較常遭遇的倫理議

題或較直接傷害學生之境遇，力求簡明實用，且以不傷害學生及促進學生福祉為

規範目的，以下是本研究所建構的教學倫理守則：  

懲罰與正當程序的守則： 

第 一 條  教師對學生的懲罰不應涉入個人的負面情緒。 

第 二 條  教師應該經過謹慎查證並釐清因果關係後，再判斷學生行為的對錯。 

第 三 條  教師不應以造成學生身心傷害的方式懲罰學生。 

公平對待的守則： 

第 四 條  教師對於不同背景或特質的學生，都應在輔導管教或資源分配上予以

公平對待。 

第 五 條  教師應該因材施教，避免以統一標準來強制要求每個學生。 

第 六 條  教師應綜合學生的學習表現，客觀公平地評定其成績。 

師生關係的守則： 

第 七 條  教師不得利用職務之便，媒介、推銷或收取不當利益。 

第 八 條  教師應以身作則，發揮身教和言教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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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學生隱私的守則： 
第 九 條  教師對有關學生的個人或家庭資料，除依法律規定之外，不得對外談

論、公開或洩露。 

學生受教權的守則： 

第 十 條  教師不應基於個人的政治，宗教立場或意識型態，扭曲教學內容。 

第十一條  教師在不影響其他學生的學習權下，其教學的實施應盡可能照顧到弱

勢學生的需求。 

第十二條  教師不應採用剝奪學生受教權的方式來懲罰學生。 

第十三條  教師不應在上課時間，從事與該課程教學無關的個人事務。 

教室民主歷程的守則： 

第十四條  教師應讓學生在民主的情境中進行學習，並允許他們有表達意見的權

利。 

第十五條  教師在合於教育的意義下，應尊重學生擁有不同立場與個別觀點的權

利。 

肆、國民小學教師教學倫理守則之可行性 

一、教師對教學倫理守則具有積極正向的認同，其理由有六，分別來自

於守則的下述功能：制約與提醒的作用；修正教師的教學行為；進行教學

批判；解決教學倫理困境；發現與改善教學中的無心之過；開啟師生之間

的關懷關係 

研究者發現教師對教學倫理守則普遍積極認同，其認同理由有六，包括： 
第一，倫理守則對教師行為扮演著制約與提醒的作用，促使教師在行動當

下有所規範；第二，參照倫理守則，可以協助教師修正個人的教學行為；第三，

將守則內容與個人之教學情況進行對照，有利於教師批判自己的教學；第四，倫

理守則中某些規範，可以協助教師解決教學現場中面臨的倫理困境；第五，倫理

守則協助教師發現與改善教學慣性中常犯的無心之過，並且認識到處理學生問題

時應注意的細節；第六，倫理守則協助教師轉化態度，開啟師生之間的關懷關係。 
 

二、教師對應用與實踐教學倫理守則之看法與建議，主要包括：強化認

知、練習實踐、團體約束以及職前教育等四大類 

歸納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對應用與實踐倫理守則之建議有四大類，包含七

個做法，分別為： 

第一，在強化認知方面，建議透過各種進修研習，協助教師充分認知倫理

守則內涵；第二，在練習實踐方面，包括：經由案例討論，練習倫理決定；找出

常犯錯誤，參酌倫理守則進行改善；運用實踐檢核表，進行反思與批判；培育種

子教師，於教學現場中推廣等；第三，在團體約束方面，主張透過教師聘約或行

政機關及專業團體等形塑約束力量，規範教師確實力行倫理守則；第四，在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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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建議透過師資培育，加強教導師資生認識倫理守則的實踐與應用。 

 

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及上述歸納之結論，研究者針對教師、教育行政機關、教

師專業團體以及後續研究等，提出下列幾點建議以供參酌。 

壹、關於教師教學層面的建議 

一、教師宜發展足以辨識倫理議題的倫理敏感度，以一顆願意接納新事

物、新挑戰的心，勇敢地反思與重構自己的教學 

 本研究從訪談過程中所歸納的十一個教學倫理議題，受訪者所談的多半是

已發生過的、傷及學生的事件。經由不同受訪者所陳述的不同事件，逐漸地拼湊

出一幅一幅教學現場中權力運作誤用的圖像，在這些圖像中，描述著許多不同的

教學故事。許多教師也許正認真地從事著知識的教導與紀律的訓練，在求好心

切，恨鐵不成鋼的境遇下，做出許多自認為「愛之深，責之切」傷害學生的事卻

習以為常，例如，不當懲罰就是最明顯的例子。 

也有許多教師可能不知不覺地複製著過去的受教經驗，以不合宜的行為模

式架構著不友善的師生關係；當然還有一些教師，只是抱持著當一天和尚敲一天

鐘的心態，消極地度過日復一日的教學生涯，磨蝕著每一個孩子可能發光發熱的

機會，這樣的教學故事，多半是以損及學生受教權收場。在上述這些圖像中，不

同的故事雖然上演著不同的戲碼，牽扯著不同的倫理議題，但它們的共同點皆是

教師是權力的擁有者與運作者，而學生則是權力階層之下的犧牲者。 

本研究從訪談過程、資料分析以至歸結出研究結果，走過這整個歷程，感

受最深的就是許多教師本身並未意識與思索到自己教學作為中的道德向度，正如

學生隱私權嚴重地被一些教師當作發洩情緒的出口或茶餘飯後的話題一般。然而

研究者認為教師並非故意或惡意傷害學生，而是缺乏對教學中倫理議題的覺知與

辨識能力，導致他們始終渾然不覺這些作為隱含的傷害性。 

基此，教師要發展的是個人的倫理敏感度，在每個教學決定的當下，喚起

道德的意識，檢視一下這個行為的正當性。教師要突破的是自己以往的教學框

架，以一顆全新的心，勇敢地、真實地批判自己走過的教學生涯，唯其能從批判

中承受錯誤，才有勇氣破繭而出，重構自己的教學思維，將每一個教學行為都置

於道德的架構下細細檢視，重組師生之間的權力關係，演活一部部富含道德色彩

的教學生命。 

 

二、教師在從事倫理決定的當下，必須善用道德想像力，推想各種行為

的可能結果；在倫理決定之後，宜從反思中負起情緒責任 

人是情緒的動物，情緒可能影響與支配著人類的許多作為，但並非人人都

具有理性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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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深切地瞭解到教師經常淹沒於教學工作、學生常規、

行政要求以及家長期待等重重壓力之下，促使他們一直在跟時間競逐，處於這種

時時緊繃的張力之下，一旦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教師很可能情緒失控，僅以直覺

來判斷學生對錯，無法理性地、公平地處理學生的行為，導致懲罰過度或殃及無

辜。 
這類境況是許多教師共同擁有的經驗，研究者認為在處理學生行為的當

下，教師有必要停下衝動的腳步，在那一剎那的停格狀態中，運用道德想像力去

推想教師行為的可能後果：這是最好的處理方式嗎？它是真正解決了問題或只是

暫時壓抑問題，圖個清淨？這樣的處理對學生公平嗎？道德嗎？學生是否從這樣

的處理過程中獲得成長？凡此種種思慮，皆必須在教師允許自己暫時停格的狀態

下，透過道德想像加以運作。因此，教師在面對問題的當下，必需克制立即性決

定的習慣，抑制直覺式判斷的模式，將道德想像嵌入決定當下，方不致於因為尋

求速戰速決而做出不道德的行動。 
此外，情緒是教師在處理學生問題行為時，需自覺且理性控制的重要關鍵。

在任何決定之後，教師要做的一門功課即是細膩地反思，並為自己因為事件產生

的認知而有的情緒負起責任(武自珍譯，1998)。教師要理解的是許多不當處理，

來自於自己個人對情境事件的不完整詮釋或不當認知所引發的非理性情緒，而教

師要修為的即是了解自己的情緒、管理自己的情緒並為自己的情緒負責。 
 

三、教師教學倫理守則可以做為教師教學行為之引導，其目的不在提供

標準答案，而是拓展教師的思考角度 
一套教學倫理守則的建構極為不易，它蘊含著理論的解析與實踐的對話，

在研究過程中，以文獻理論為經，以實務現況為緯，透過兩者不斷互動與協商，

建構出本研究之教學倫理守則。但研究者深體沒有一套守則是完美的，可以放諸

四海通用的，因此，守則只能做為實務工作者教學行動及倫理決定之引導，無法

為教學情境提供標準答案。 

教學之所以具有藝術性乃在於其情境脈絡與關係對象是變動的，教師每天

面對複雜的教學事務，面對不同的學生事件，許多變動特質所交織的倫理特性是

高度個殊化的，無法將固定的守則條文直接套入各種不同的事件之中。因此，守

則的功能不在於如醫師開處方一般，提供某種答案，反而更像是一個心靈導師，

啟迪教師在面對學生問題的解決歷程中，拓展思考角度，跨越認知的、紀律的、

目標導向、以及教師中心的思維，將心比心，納入學生中心的、心靈的以及道德

的向度。 

 

四、基於學校不同、學生不同以及事件情境之差異，教師無法完全依循

守則進行決定。教師在面臨倫理議題時，宜與當事人或其他人一起討論，

協助自己做出更適當的判斷 
倫理守則旨在提供教師教學行為之引導，教師可能面對屬性類似的事件，

但其內嵌的變異卻是任教的學校以及面對的學生不同；教師也有可能面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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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但卻發生迥然不同的情境事件。因此，基於情境脈絡及倫理關係對象等不

確定因素，教師確實無法僅僅依賴倫理守則來下判斷、作決定。教師更需要的是

與事件當事人或其他重要他人針對倫理議題進行討論，瞭解不同人的觀點與看

法，彌補單方面決定的不足，以確保自己的判斷盡可能週延地顧及事件的不同角

度，做出較適當的倫理決定。 

貳、對於學校的建議 

一、學校宜透過教師聘約，詳載教師應遵循的教學倫理守則，以策勵並

規範教師落實教學中的道德關注 

教師聘約所載明的權利與義務，乃教師工作之準則，然而一般學校在聘約

內容上，鮮少觸及教學倫理面向，導致教師即使嚴重地違犯教學倫理，做出傷害

學生事件，亦無聘約規範可提供校方處理教師不當舉措之參照。 

因此，建議未來學校在聘任教師之際，宜審慎訂定聘約內容，增列教師工

作中教學倫理向度之要求，將教師教學倫理守則明確列入教師聘約之中，以法定

規範的方式，要求教師關注師生互動中的道德內涵，進而在教學工作中能充分認

知並謹守倫理守則中所載之要求。 

 
二、學校在規劃教師進修活動時，有必要將教學倫理相關議題納入學校

本位進修課程之中，善用團體對話、個案研討或工作坊等方式，強化教師

教學倫理之認知與踐行 

目前在國小場域中，各校皆有校內自辦之週三進修活動，此外，尚有年段

會議、領域會議以及課程發展委員會相關會議等。在這麼多大大小小的會議及進

修活動中，學校有必要善用這些團體對話時間，將以往在實務界中，教育工作者

頗為陌生卻又與教師工作休戚相關的教學倫理議題納入校內進修活動之中，透過

學校本位進修課程之思維與規劃，採用諸如案例研討或工作坊實作等方式，確實

引導教師認識教學倫理的實質意涵與重要性，並在同僚專業互享的過程中，逐步

啟動教師們願意從交互經驗分享之中，開始學習去檢視其個人之教學作為，練習

教學倫理決定，確保教師有信心持續踐行倫理作為。 

參、對於教育行政機關及教育專業團體的建議 

一、進修規劃宜突破以提昇教學效能為目標之導向，轉而關注教學倫理

之道德取向，提供教師知的管道與練習實踐道德義務的機會 

研究者從與參加工作坊的教師們在分享和對話的過程之中，發現這批實務

工作者都是第一次接觸教學倫理相關概念，他們驚異於在教學生涯之中，沒有人

和他們討論過教學的道德議題，也沒有任何進修活動探究過教師的倫理世界。因

此，許多基於無知而造成傷害學生的行為，是在工作坊中被加以探索和揭露出來

的。這些教師們在回首過往教學生涯的足跡，湧現的只是無知的震憾與無心之過

的唏噓，這類故事中，最明顯的場景即是對學生隱私權的忽視，讓學生的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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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無所遁形地流竄於校園角落之中。 

基於此，研究者認為教育行政機關在辦理各式各樣的教師研習時，總是煞

費苦心地從提昇教師教學知能出發，期望教師能追上時代脈絡，創新教學。但是，

與教師真實世界密切相關的師生互動卻經常在這類研習中被消解了，教育行政機

關的進修活動擘畫的是一幅只著重效能而忽略了責任的圖像，導致教師從不知道

自己的教學蘊含著深刻的道德色彩，也從不知道如何檢視自己的教學作為是否損

及學生權益與福祉。 

未來教育行政機關在進修活動之規劃上，宜將知識效能與教學倫理的版圖

重新配置，擴大教師知的權利，並透過各種研習或工作坊，提供教師分享、對話

與練習實踐的平台。 

學生的知識缺口是可以與時俱進逐步彌補的，但受了傷的心靈，即使細細

補綴，仍有一道道揮之不去的傷痕。這是教育行政機關在過度強調教師效能的進

修活動之際，應該深切省思的。 

 

二、由教育行政機關規劃研習及進修課程，培育各校之種子教師，於教

學現場中推廣教師教學倫理相關概念，促進教學倫理守則之實踐與力行 

教育行政機關須體察到教學環節中道德與倫理向度的不可取代性，透過研

習規劃或進修活動，培育各校之種子教師，除了教導其認識教學倫理相關意涵之

外，尚強調透過知情意行四者，促發教師們能自然地內化與認同教學倫理對教師

工作的重要蘊義，從了解、欣賞，進而堅定執著地願意回到教學現場中以身作則

加以推廣，逐步帶動校內其他同儕踐行教師的教學倫理守則。 

 

三、專業團體在建構教學倫理守則之際，要考量的是實務現場的實況、

聲音與教師應用的意願，守則力求貼近教師的生活世界 

本研究從教師教學倫理工作坊中，接觸到許多處於教學現場第一線的教師

心聲，這些心聲所拼合出來的是一幕幕工作壓力的場景。身處複雜的教學工作之

中，教師們每天不斷地接收著關於學生學習與行為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都有待

教師作決定並予以解決。因此，教師在教學現場中究竟面對了哪些問題，在他們

真實生活中哪些議題是令人困擾且時時出現的，這些都有待深入探查與逐層剖

析，才能織合出完整的教學倫理議題圖像。 

基於此，研究者以為教師專業團體在制定守則之際，宜基於目前教學現況，

審慎詳實調查與分析，從中過濾教師們較常犯的錯誤或是令教師們束手無策的道

德問題，甚或是教師們違犯倫理卻不以為意的無心之過等，從這些與教師真實世

界交織糾葛在一起的倫理事件出發，考量教師的聲音及其應用的意願，以此建構

而出的守則才具有生命力，與教師世界是相通的，不致於因為過度抽象或神聖，

而束之高閣，流於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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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於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 

師資培育機構宜為師資生規劃教育專業倫理或教學倫理相關課程，以

教導準教師認識與認同教學工作中的專業倫理與教學道德 

師生互動中的倫理概念是教學工作的核心，此一部份若闕如，即使教師的

教學技巧再高超，都不能謂之是好的教學。 

目前國內的師資培育機構，在培養未來教師的關注上，大體聚焦於教師知

識、教育理論以及教學技巧之訓練，對於教師未來進入職場中，直接與學生面對

面之言談舉止、教學決定等所必涉及之道德面向，反倒被忽略了，這種匱乏導致

教師在其教學生涯中，對其工作中的倫理感受性普遍偏低，也在師生互動中促發

了許多渾然不覺的無知之過。 

基於上述，建議師資培育機構在課程規劃上，宜將教育專業倫理或教學倫

理相關議題列為師資生必修課程，並審慎規劃課程之實施，兼採理論的引導認知

與實務的操作討論，一來可以啟迪學生對倫理內涵具有明晰清楚的概念；二來，

避免在教師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教學倫理課程，淪為僅是理論的宣稱與背誦，

因此，研究者建議這類課程必須理論與實作並重。 

伍、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在探究教師的教學倫理議題之際，發現諸多教學倫理困境導源於師

生關係架構外的其他重要關係人，如家長或行政人員等。其實若從教學的核心是

學生這個觀點出發，那麼與學生息息相關的重要他人都可能影響教師的倫理決

定。故爾，未來後續研究可超越師生兩造之間的倫理架構，從教師與同仁、教師

與家長或教師與行政等立場出發，拓展教學倫理不同向度之研究。 
其次，關於本研究守則之建構，諮詢委員李奉儒教授建議「本倫理守則已

相當明確、具體、可行，但為避免可能的盲點，仍宜公布後由全國基層教師表示

意見或修正後，提交教師會或教育學術團體共同簽署同意」(940304 第三次德懷

術問卷諮詢委員建議)。此一建議在本研究中囿於人力、物力及時間所限，未能

做到，實屬可惜。但研究者認為其能提供後續有意建構教育專業倫理守則的研究

者一個明確的方向，質言之，經由德懷術問卷調查法而得之初步教學倫理守則，

可透過上述之建議，擴大表達意見之參與教師群體，並提請專業團體認可，這雖

然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但偉大的價值總見於艱鉅的挑戰之中，這仍然是一個值得

嘗試與努力的研究方向。 
此外，本研究在教師教學倫理工作坊的研究設計上，僅透過兩週的時間，

讓參與成員回到實務現場嘗試倫理守則之實踐，時間稍嫌不足，建議未來研究可

以採行下述兩種方式針對此部份進行更周全的研究。其一是在倫理實踐部份的研

究設計上，將時間拉長，以促使教師在更完整與充裕的教學生活世界中，有機會

經驗到不同守則之境遇，拓展其對實踐守則之看法；其二則是進行教師教學倫理

守則實踐之行動研究，透過與教師合作之歷程，更深入地解析教師運用守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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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之困境，如何發現與克服這些困境，並從中建構出實際現場真實的實踐之道。 
再者，倫理守則之制訂需充分考量其適用對象，雖然多數守則可能都適用

於大部份的教育現況之中，任教不同教育階段之教師，所需要的教學倫理守則其

內涵雖有重疊，但是卻仍有部份會因應各教育階段的教育目標以及受教對象而有

不同。舉例而言，高等教育階段與國小教育階段甚至幼稚教育階段的教師，在守

則適用性上即會出現較大差異。因此，建議未來研究能針對不同教育階段之教

師，分析及探究其所面臨之倫理議題，進而建構切合其任教階段所適用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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