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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道德教學的成效，實驗處理與性別在道德判斷與道德行為上的差異，以及道德判斷與道德行為前測與後測

分數差異的相關，並且要了解實驗教學是否達成情意的教學目標。本研究以「等組前後測設計」之準實驗研究法進行實驗

，實驗對象為台中縣一所國小五年級六個班的學生，以隨機方式分派三班(103人)為實驗組，另三班(103人)為控制組。實驗

組接受道德教學，而控制組未接受道德教學。 研究結果發現：(1)實驗組和控制組在道德判斷與道德行為上有顯著差異，且

都是實驗組顯著優於控制組，顯示道德教學是有成效的。(2)性別在道德判斷上達顯著差異，女生顯著高於男生。另外實驗

處理與性別在道德判斷上沒有交互作用。(3)性別在仁愛、勇敢、守法的道德行為上達顯著差異，女生顯著優於男生；而在

知恥、公德未達顯著差異。另外實驗處理與性別在道德行為上沒有交互作用。(4)道德判斷與道德行為前測與後測分數差異

之相關，實驗組達顯著相關，控制組未達顯著的相關。(5)每個道德教學單元都達成情意教學的目標。 最後，依據本研究結

果，提出幾點建議，作為日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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