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以內容與方法而言，永恆主義、精粹主義、進步主義、與重建主義有何差異？ 

A： 

 永恆主義 精粹主義 進步主義 重建主義 

發展起源  

＆ 

基本概念 

來自唯實主義。 

認為人天生具有認

知的能力，應陶冶

其心靈，以辨別是

非善惡。 

來自唯實主義、觀

念主義，同是對進

步主義教育的反

動。 

來自實用主義。是

永恆主義的對立思

想，被視為是當代

教育、社會及政治

上的改革。 

認為教育的目的應

該是在協助學生培

養社會批判能力、

改變社會，而非順

應社會。 

教育主張 1. 人擁有共通特

質。 

2. 教育是要探詢

真理而非適應

社會。 

3. 學生沒有判別

自己興趣的能

力。 

1. 強調學生自制

力。 

2. 基本學科為

主，現代學科

為輔。 

3. 認為大多數的

學科還是要靠

記憶與練習。 

4. 努力＞興趣。 

1. 反對── 

(1)權威老師  

(2)依賴教科書的古

板授課方式  

(3)傳統死記的被動

學習 

(4)教育脫離現實 

(5)體罰 

2. 認為教育的目

的是適應社

會、發展個人

潛力。 

1. 社會發展＞個

人發展。 

2. 強調學校與社

區資源的應

用、發展。 

3. 強調多元文

化。 

實行辦法 1. 每個人應接受

同樣的教育訓

練（教材一

樣）。 

2. 強調知識的灌

輸而非技職訓

練。 

3. 不注重學生適

性發展。 

※與永恆主義比

較： 

1. 同樣強調古代

經典的閱讀，

但也多了現代

學科。 

2. 認為閱讀經典

能讓我們找到

適應現實的真

理，吸收進步

主義觀點。 

3. 永恆主義較重

視高等教育、

精粹主義較重

視中小學的部

分。 

1. 學習應包含問

題解決能力的

訓練、科學探

究、團隊合作

及自我修練。 

2. 強調學生的潛

能發展。 

3. 透過技巧及經

驗的累積可以

使學生適應未

來社會。 

1. 將學生個人興

趣連結上社會

發展，鼓勵學

生在個人發展

之餘也能使社

會進步。 

2. 課程教材應以

社會問題為中

心。 

3. 鼓勵學生考慮

未來社會，實

際計畫未來。 

4. 課堂生多利用

團體討論，訓

練學生的反思

批判能力。 

5. 接觸爭議性議

題。 

6. 慎重投入社會

建設性的改

變。 

7. 強化文化更新



語文化聯合主

義。 

 

教師角色 講述式教學 權威。以教者角度

設計課程 

 

學生為主，教者為

輔。 

社會發展的推動者 

代表課程 博雅教育、白迪亞

計畫 

教育卓越 關聯課程、人文主

義課程、森林小學 

相關議題：教育機

會均等。 

代表人物 阿德勒 霍恩、柏克萊 A.S.Neil（夏山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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