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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討論式道德教學之成效，以及認知 類型對討論式道德教學成效之影響，作為道德教育之參考。 

本研究採用「等組前後測設計」之準實驗研究法，採方便抽 樣的方式選取樣本，研究對象為彰化縣四所國小五年級六個班

的 學生。實驗組學生85 人接受五週的討論式道德教學課程，而控制 組85 人則無。主要研究工具計有：社會問題意見調查

問卷、道德 行為量表、道德認知量表、道德情意量表及團體藏圖測驗。 依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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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組優於控制組，顯示道德教學有成效。 2、 性別在道德判

斷和道德行為上未達顯著差異。 3、 討論式道德教學有達成認知和情意教學目標。 4、 認知類型對討論式道德教學成效並

未造成影響。 5、 實驗組學生對討論式道德教學課程大都表示喜歡，並且有意願 再繼續上課，此課程值得推廣。 最後，

研究者根據上述的發現進行討論並提出若干建議，供 教學實務及未來研究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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