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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實施品德教育課程的實施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生活適應的

影響，並瞭解其適應情形改變的情形，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生

活適應之差異。 

     首先經由文獻探討瞭解品德教育及生活適應的相關理論與相關研究，據以

擬定研究計畫，並編寫四個品德教育課程教案為研究之自變項，再以研究小組參

考文獻資料及焦點座談所編修之「學童生活適應量表」為研究之依變項，而選取

台北市文湖及士林國小八個班級，208名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全部皆為

實驗組，並於實驗前進行前測，隨即進行十五週品德教育課程的教學，實驗結束

後再進行後測，並將資料回收經統計方法處理，就所得研究結果進行分析討論後，

歸納成結論，並提出各項實務相關之具體建議，以作為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

單位、國民小學教師及未來研究之參考。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

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茲根據前述研究主要發現，本研究歸納以下的結論： 

 

壹、品德教育課程的實施確實會提升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的

生活適應狀況 

一、高年級學童在經過實施十五週品德教育課程後在生活適

應的差異情形如下： 

（一）在「個人適應」向度方面：有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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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家庭適應」向度方面：有明顯提升。 

（三）在「學校適應」向度方面：有明顯提升。 

（四）在「同儕適應」向度方面: 有明顯提升。 

（五）在整體「生活適應」上: 有明顯提升。 

 

二、高年級學童經過實施十五週品德教育課程後，在生活適

應的各向度均有明顯提昇，提昇狀況如下： 

（一）在「個人適應」方面：前測平均分數 38.87；後測平均分數 42.62，提升 9.65%。 

（二）在「家庭適應」方面：前測平均分數 40.85；後測平均分數 43.21，提升 5.78%。 

（三）在「學校適應」方面：前測平均分數 23.12；後測平均分數 25.38，提升 9.76%。 

（四）在「同儕適應」方面：前測平均分數 32.35；後測平均分數 34.32，提升 6.09%。 

 (五) 在整體「生活適應」方面: 前測平均分數 135.19；後測平均分數 145.53， 

     提升 7.65%。 

 

 

貳、不同性別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經實施品格教育課程後，

均能提昇其生活適應狀況。 

男女學童經過實施十五週的品格教育課程後在生活適應的差異情形如下： 

（一）在「個人適應」方面：男、女學童均有明顯提升。 

（二）在「家庭適應」方面：男、女學童均有明顯提升。 

（三）在「學校適應」方面：男、女學童均有明顯提升。 

（四）在「同儕適應」方面：男、女學童均有明顯提升。 

 (五) 在整體「生活適應」方面: 男、女學童均有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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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發現及所歸納的結論，研究者提出以下若干建議，作為教育

主管機關行政人員、國民小學教育工作人員、學童家長與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壹、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本研究結果明顯發現，讓對高年級學童實施品德教育課程，對於其在生活

適應的提升，有相當的助益。由於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品德教育課程並未納入

七大學習領域，是否對於學童道德觀的造成負面影響值得教育工作者重視，因此

建議教育主管機關針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應特別注意學童品德教育是否受到

忽視的議題，以確保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在品德方面的認知及表現不會有日漸式微

的趨勢。 

 

一、 繼續積極推展品德教育以提昇學童生活適應力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實施品德教育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童生活適應及各層面有

顯著的正向提昇。而生活適應是學生在學校、家庭、社會生活中，包含對自我的

接受與情緒的感受及表達、對家庭的歸屬感、對學校學習的適應及對同儕的相處

與接受等方面，亦即是個體如何與環境維持和諧狀態的方法。所以教育主管機關

應要求學校落實品德教育，並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學評鑑機制，尤其在國小學童的

品德教育做好紮根工作，並提昇學童生活適應力。 

 

二、 加強教師品德教育教學的相關知能 

教育行政機關要提昇教師品德教育相關知能，在師資培育的課程中應注重教 

師品格的形塑與養成並提供品德教育相關課程；對於現職教師則應辦理品德教育

課程知能的研習或講座，或讓教師有機會進修品德教育課程的教學理論或實務經

驗分享，讓品德教育教學更為生動豐富。 

 

三、 經費挹注提供教學設備支援 

本研究發現品德教育課程通常需要教學媒體或會本書籍的輔助，才能發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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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校能，建議教育行政機關在推行品的教育時應編列相關預算，以充實品德教

育教學的軟硬體設備，教師教學更具效能。 

 

貳、對學校行政及教師之建議 
 

一、對學校行政之建議 

本研究之各班導師進行品德教育之時間皆為晨光時間(08:00-08:40)，目前

學校晨光時間大多為各社團、各代表隊的活動訓練時間，事實上未參加社團或代

表隊的學童仍屬多數。為改善學童身體活動量不足的問題，學校行政單位宜多鼓

勵級任導師於晨光時間做彈性適當的分配，有計畫性的安排每週二至三日，鼓勵

學生走出教室外從事各種體適能的活動，除了可彌補多數學童未能加入社團或各

代表隊的遺憾之外，更讓學童都藉由參與體適能活動時間的增加，以提升學童的

體適能及身體自我概念。  

 

（一） 積極營造品德教育的學習環境 

    為了落實品德教育，除了教師在教室中實施品德教育的教學活動之外，業務

主管處室也可以規劃一些學習角落，或是張貼品格的海報、佳句或圖片，以營造

多元的學習環境及氣氛，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果。 

（二） 充實品德教育教學所需設備 

研究者發現研究小組在設計品德教育課程時，通常需要繪本、圖書、資訊 

設備、劇場等設備的配合方能增加教學效果，所以學校行政單位必須盡可能提供

教學設備如單槍投影機、大型螢幕、電腦等資訊設備，以及相關圖書繪本採購並

規劃戲劇演出教室，協助教師進行品德教育課程的教學。 

（三） 將品德教育課程納入學校總體課程計畫來實施 

    本研究僅將品德教育課程實施於高年級學童，若能納入學校總體課程計畫由

全校教師集思廣益，橫向擴及七大學習領域，縱向連結各年級循序漸進來實施，，

所設計的課程內容更能因地制宜針對各校學生所需，讓學生能經由正式課程的教

導及潛在課程的陶冶落實學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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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學校行政單位及教師之建議 
（一） 選擇適當教材並善用教學媒體 

    本研究在進行品德教育時發現學生對課程表示感興趣，而其中對於「誠實」、

及「責任」等單元的核心價值教學內容最感興趣，研究者究其原因可能是教材繪

本選用及藉由影片視覺感官效果較能影發學生學習興趣有關。所以為了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建議教師實施品德教育課程時，對於教材選擇要更多元豐富、教學媒

體適時輔助，方能激發學生學習的內在動機。 

（二）教師自主參與品德教育之研習課程 

    品德教育的課程較偏向情意教學，教師的教學技巧及教學態度，影響著學生

對於課程的喜好程度，要有豐富課程內容也需要有多元的教學方法，教師應抱持

終身學習的精神，不斷吸取新知、自我成長以增權賦能，並主動參與品德教育研

習或工作坊，提昇本身對於品德教育教學理論的瞭解與實務的運用。讓學生在豐

富生動的教學過程中學習，並感受教師的用心及關懷。 

（三）教師應培養研發品德教育課程能力，適時將其融入各領域教學 

    研究者於本研究編擬品德教育課程內容時，發現國內相關品德教育教材的研

究或教材不多，亦未能有一套完善的品德教育教材。因此教師必須集思廣益互相

切磋，彼此交換教學心得，以研發符合當前社會背景及適合各年段學生的課程內

容，並且建立教學檔案，做好品德教育教學的知識管理與分享。 

    品德教育不僅是認知教學也是是情意教學，需要長時間的陶冶，而實施九年

一貫課程以來，取消「道德」科目的教學，其後果可能導致教師忽略品德教育，

因此建議品德教育課程可以利用晨光活動時間、彈性或綜合活動課來實施，並將

其融入各學習領域，再配合學童日常生活宣導、時事及各種偶發事件等等，經由

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等多元管道融入教學，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對

於品德有正確的觀念與行為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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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實驗研究的對象僅限於台北市文湖以及士林國小高年級學童，故其推論

受到限制。因此未來的研究可更廣泛，更可探討國小低、中年級、幼稚園、國中、

高中或以上學生，以進一步品德教育課程實施對於各階段學生生活適應的影響。

如此可增進研究的價值性及完整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因為品德教育，需要長時間的陶冶方能展現效果，

未來的研究可考慮延長實驗的時間，以確保研究的信度與效度。而對於學通生活

適應乃採量表之前後測進行評斷研究，未來若可加入質性研究如深入訪談等，則

更能深入了解學童生活適應的個別差異，以彌補測驗評量之不足。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在自變項方面，採用小組自編的四個品德教育核心價值作為課程之內

容，未來研究亦可擴及其他核心價值為主題，亦可採用其他教學方法進行品德教

育課程以進行相關研究。 

在依變項方面，本研究主要是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生活適應為依變項，進行探

討，事實上品德教育對學生影響的層面很多例如學童自我概念、學業成就、人際

關係…等等，以進一步瞭解品格教育課程的實施在不同變項的差異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