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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在歷史
教學上的應用一以高中歷史
課程中的宗教史教材為例

陳建宏一

本文以民國 Sz1年 lU月 修訂公布之 《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

準》為綱 ,人文主義教育思想作主軸 ,探討宗教史教學對培育

高中生人文素養 、啟發生命自覺的意義 ;並討論宗教史知識對

社會 、對學生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透過宗教史課程 、教材安

排 ,幫助學生認清宗教的性質 、作用 、內涵 、宗教對人類歷史

發展的影響 ,以培養正確宗教觀 ,瞭解宗教信仰與人生的關

係 。本文討論主題除了現行教科書綱要和內容外 ,也思考教學

過程中如何引導學生進行歷史思維 。在教學情境和活動歷程

中 ,透過 「情境模式」和 「過程模式」的課程設計 ,讓學生認

識宗教對人類的意義 ,並將課程所學知識與能力應用於現實生

活當中 。

關鍵詞 :歷史教學 、宗教史 、人文主義教育思想 、高級中

學歷史課程標準

台南一中歷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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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曾對 「歷史 」下這樣的定義 :「 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

動之體相 ,較其總成績 ,求得其因果關係 ,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

之資鑑者也 。」它涵蓋古往今來與人相關的所有學門 ,包括智者

賢人們對宇宙萬物 、自然人文與生活心靈的探索心得 、創造發

現 。在歷史豐富的成分之中 ,可以說 自古以來 ,人類社群活動就

與宗教關係密切 ,日 後隨著文化與文明演進 ,更不斷有各種形式

和內涵的宗教產生 ,並對歷史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以今 日 21世紀

全球化世局而論 ,宗教對話與宗教文明勢力的衝突為世人關心的

重要議題 。對個人來說 ,面對生活 、工作 、事業 、人生等 ,或曾

陷入困頓和迷惘 ,進而希冀透過宗教信仰和修行 ,幫助 自己度過

難關 ,求得解脫 。是故宗教對現代人而言 ,仍是一值得探究的學

問 。在現行中學教育體制下 ,有關宗教教育和宗教知識並未建構

成為一套獨立的課程 ,而是包含在歷史 、人文地理和公民等社會

學科當中 。若要幫助學生認識宗教 ,培育人文精神 ,歷史科的宗

教史教學應該是最能夠發揮成效的學門之一 。因為教師可以藉著

宗教史教學 ,讓學生明瞭歷史上各種宗教興衰的因緣 ,及其對人

群社會產生的影響 ,進而肯定宗教知識的重要 ,並建立有關宗教

的人文思考 ,提升分辨正信宗教的能力和智慧 ,如此對 日後人生

成長應具有正面幫助 。

本文嘗試以人文主義教育思想作指標 ,探討宗教史教學對培

育高中生人文素養 、啟發生命 自覺的意義 ;並討論宗教史知識對

社會 、對學生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透過宗教史課程 、教材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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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認清宗教的性質 、作用 、內涵 、宗教對人類歷史發展的

影響 ,以培養正確宗教觀 ,了解宗教信仰與人生的關係 。討論主

題除了現行教科書綱要和內容外 ,也思考教學過程中如何引導學

生進行歷史思維 。

文中所討論的 「宗教史 」 ,不是指單一宗教的宗教專史 ,而

是包括三種意義的 「宗教歷史」 :(1)歷史上的宗教 (史實 );φ )

各宗教的歷史 (發現 );(3)宗 教與歷史 (的交互影響 )。 主要僅

以宗教史教學為主 ,依現行高中歷史教科書作分析探討 ,同時參

考人文主義教育論著 、宗教學相關著述 ,結合歷史教學的目標 ,

提出一些構想 。在討論宗教史教材內容時 ,主要站在人文教育的

立場做思考 ,而較不著重宗教形而上的抽象精神層面 ;同時也不

偏談信仰問題 ,只就各宗教在歷史發展上扮演的角色與發生的影

響作探究 。

文章範圍主要依民國 84年 lU月 修訂公佈之 《高級中學歷史

課程標準》為綱 ,以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為主軸 ,探討現行高中歷

史教科書中的宗教史教材內容 ,說明教學 目標和理念 。教材內容

包含高一 《歷史 》上 、下兩冊 ,主要為中國史和台灣史 ;高二

《世界文化 (歷史篇 )》 上 、下兩冊 ,介紹近現代西方歷史發展

與文化變遷 ;高三 《中國文化史》與 《世界文化史》 ,課程內容

有宗教專章 ,介紹中 、外各宗教的歷史發展與演變 。

高中宗教史課程並非單獨行使的一門學科 ,而是內化於整體

歷史課程架構之中 ,因此要討論宗教史教學必須先了解現行高中

歷史課程設計的理念與教科書編纂的準則 ,才能把握教學 目標 ,

進行成功的教學 。依現行高中歷史課程標準的教學 目標來看 ,其

中實蘊含一項重要特色 ,即所謂 「人文主義教育思想 」 ,而如何

藉由宗教史課程設計與教學 ,落實人文主義教育 目標 ,當是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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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育工作者應當思索的課題 。本文對歷史課程中宗教史教材

的探討 ,主要以佛教 、道教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為主 ,1著重點在

探討這四大宗教所蘊含的宗教人文精神 ,如何藉教材設計與教學

活動的應用 ,達成人文教育 目標的理想 。

二 、歷史教學與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關係

歷史學的最大特色之一在它屬於人文學科 ,是一門以 「人 」

為主體的學問 。
2因

為是人在創造歷史 ,也是人在寫歷史 。沒有

人 ,就沒有歷史存在 ;而一切有關歷史的事件 、材料和記錄都必

須透過人們加以揀擇 、整理 ,才能顯出其意義 。以教育理想而

論 ,「 增進人文素養 」 、「啟發文化意識 」 、「培養歷史思維能

力 」 、「提昇人我 、群我和諧共進的關係 」均為現今高中歷史課

程的重要 目標 ,但在有限的教學時數 ,以及升學考試的壓力下 ,

有學者認為 ,中 國人對儒家思想的信奉 ,以 及歷代帝王的祭天儀式 、教化政

策 ,乃 至民間宗教崇祀的傳統等等 ,都 可視為一種宗教信仰 ,稱之為 「儒

教」 ,康有為亦曾提倡所謂 「孔教」。然而 ,儒 家思想偏重人文意義和現實

性 ,政治上的禮治所重亦在禮 ,而 非信 。儒家並不要求信奉一教主或上帝 ,以

求升天堂 ,超脫現世 。所以錢穆曾說 :「 (惟 )西 方宗教信在外 ,信者與所

信 ,分別為二 。中國則為人與人相交之信 ,而 所重又在內。⋯⋯故中國人所最

重要者 ,乃為己之教 ,即 心教 ,即人道教 。」見錢穆 ,<略論中國宗教 (一 )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台 北 :東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觩 ),頁 l。

儒家的特質不在信仰 、更非出世的思想 ;若以學術上對宗教的定義作衡量 ,儒

家較偏屬學術思想 ,與 宗教信仰有異 。加上歷史課程的教材綱要設計中 ,並未

將 「儒教」列為章節敘述主題或內容 ,因 此本研究不討論此一項目。

黃俊傑在 〈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 (下 ) (民 國六十年至

民國七十年)>一文中說 :「 不論中西 ,史學研究概以 「人┘為主題 ,傳統中

國史學特重人物賢奸 ,西 方史學家白修昔的底斯 (Tlluc與ides,竹6U-4UUBC.)

以迄蘭克 ,亦莫不以 「人」為其探討之中心課題 。」詳見黃俊傑 ,《 漢學研究

通訊》 ,2:3(19路 7),頁 1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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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落實這些 目標 ?對於從事歷史教學工作的教師而言 ,這是

一個非常嚴肅而迫切的課題 。須知歷史教育不只是單純將史實作

排比和陳述而已 ,教師應透過教學活動讓學生認識過去 ,明瞭史

實發生的因緣和意義 ,從中學得智慧 ,並與當下自己的生活和生

命作綰合或體證 ,幫助 自己修養處世 ,進而協助人群向上 、向善

提昇 。

整體來說 ,歷史教育的本質脫離不了發展人性 、培養人格 、

改善人生的終極理想 ;歷史教育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學科 ,就在於

實在是一門 「人生指導的教育 」 。
3所

以 ,在歷史課程設計與教學

活動的安排上 ,應該以人為主體 ,扣緊人文主義教育思想作發

揮 ,才能真正達成歷史教育的目標 。

所謂 「人文主義 」 ,根據其字源意義 ,涵攝著 「人性 」 、

「人文 」 、「人的價值性 」 、 「人的主體性 」等的概念 ,實際上

可說是一種 「與生活 、生命 、與工作相關的主義 。」
4羅

光也說 :

「人文主義的重心 ,在於人生的意義 。」
5人

文主義哲學的精神 ,

在教育上即是以 「人 」為中心的教育 ,代表以人的醒覺 、價值 、

自我提升為宗旨 ,教育的內容與過程 ,所謂 「人文主義教育 」主

王壽南在 〈歷史教育的目的>一文中分析 ,歷史教育的目的在使學者從歷史的

學習中發掘人生指標 ,藉 著 「向後看」的經驗指導人們如何正確地 「向前

看」。換言之 ,歷史教育也具有現實價值 ,因為成功的歷史教育能讓受教者學

得智慧 ,有助於應付當前或未來人生問題 。他甚至說 :「 如果歷史教育不能使

受教育者了解到人生的意義 ,便是未能達到歷史教育的目的。」見王壽南 ,

〈歷史教育的目的〉 ,收入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編 ,《歷史

科教學研究》 (台 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兜 ),頁 Ⅱ。

裘學賢著 ,《歷史教學研究》 ,頁 趁。

羅光 ,〈 孔子的人文主義〉 ,《 中國哲學的展望》 (台 北 :臺 灣學生書局 ,

1977) ,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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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 「一種生活態度 、人生觀及人格修養的教育 。」
‘
其教育 目標

在促使個人心智 、道德及精神三方面能 自我成長 ,即 「教人如何

去思考 、去感受 、去體驗 ,從中發現人生的真理和價值 。」
7皆

當

以培養一個健全成熟的 「人 」為依歸 。這樣的理想與 目標 ,正可

與歷史教育的理念相互呼應 ,融入實際課程和教學當中 。

審視台灣的教育 ,長期以來出現許多畸形現象 ,雖然近十幾

年來教育部和民間團體大力推動教改 ,然而仍舊有許多問題待解

決 。今 日教師的教學依然必須遷就授課時數 、考試題型和施測方

式 ,以致發揮的空間有限 ;而學生課業範圍和 目標變得紛亂而龐

雜 ,難得體會學習的喜悅和成就感 ,人格和心性也不易受到洗滌

和澄清 。
8筆

者個人以為 ,在推行多元入學方案 、廣設高中大學與

教科書開放編輯等改革之外 ,實有必要重新省思教育的本質和 目

標 ,找到正確的道路 。上述有關人文主義教育的理念 ,或可提供

一個思考方向 ,予以落實在各科教學當中 。

當代教育學者普遍體認出今 日教育 目的與觀念的發展 ,已從

郭為藩在 〈當代人文教育的理念〉一文中談到人文教育的目標時指出 ,人文主

義教育教導學生學習面對物的世界 (大 白然)、 人的世界以及觀念的世界 ,並

培養其社會關懷 ,肯 定生命的價值 。該文收入郭為藩著 ,《人文主義的教育信

念》 (台 北 :五 南出版社 ,199z1),頁 l-17。 有關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 ,請另

參閱裘學賢 ,〈人文主義哲學的教育意涵>,《人文主義哲學及其在教育上的

意義》 (高雄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9兜 ),頁 189挖 41。

郭為藩 ,〈人文主義教育素描〉 ,《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9:9(19969),

頁怡 。

裘學賢指出 :當 前道德教育的危機突顯出下述現象 :學校教育過於強調學術性

課程 ,所以一味地加重科學 、數學等學術導向的科目;造成 「工具理性」成為

教育思想的主流意識 ,使得教育實踐上偏重急效性 ,以及解決外在目的之工具

性 ,如 大力倡導電腦輔助教學 、設計教學 ,迷信工技可以解決學生學習問題 ,

反而忽略教學上其他層面的問題 。詳見裘學賢 ,〈 人文教育的哲學基礎〉 ,

《臺南師院學報》 ,3U(19996),頁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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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知識技能轉向注意素質教育 ;從人的片面發展走向人的全面

發展 。誠如眭依凡等學者指出的 :

(人 的全面發展思想 )是指人的心智的全面發展 。教育

可以通過智育 、德育和美育等渠道來促使個體心靈素質

的和諧全面發展 ,塑造出真 、善 、美統一的理想個性 。
’

高中生正逢理智和邏輯思惟發展的重要階段 ,學習欲望狎當

強 ,對 自身生命 、情感 、人際關係 ,以及社會的關注也相當敏

銳 ,此時更需要透過教育給予適當啟發 ,幫助開闊視野 ,導引其

建立正確人生方向 。在中學各項學科當中 ,歷史科正好是最適合

擔負這項工作的 。裘學賢在 《人文主義哲學及其在教育上的意

義》一書第五章 <人文主義哲學的教育意涵 >中說 :

學生在歷 史的學習過程 中 ,不 僅可蘊育出一種歷 史意識

與社會關懷 、陶冶出一種視野與胸襟 ;並且能建立人文

意識 ,對於人類歷 史上的重要事件 ,能具有敏銳的判斷

與批判能力⋯⋯ 。因此 ,歷 史教育對於人生觀 、人格會

產生影響 ,它擴大了人生的時間和 空間的領域 ;能 分辨

生命 中暫時的價值和永恆的價值 ;以 及 了解不同個體 、

不同人群對人類歷史文化的貢獻 ,從而使個人無論處於

何種地位 ,知 所珍惜⋯⋯ 。
lU

教師透過歷史教學 揭示以人為主體的奮鬥歷程 ,將成敗緣

由 、因革損益的關鍵詳加分析 ,擷取前人智慧與歷史教訓 ,u啟

’哇依凡 、鍾志賢 、何齊宗著 ,<從傳統教育思想到現代教育思想〉 ,《 大教

育 :21世紀教育新走向》 (南 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頁 141。

∞
裘學賢 ,《人文主義哲學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 ,頁 ”牛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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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學生思考 ,涵養其人文關懷 ,鼓勵身體力行 ,隨分隨力 ,回饋

人群 。如此 ,當能落實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於歷史教學之中 。

三 、現行高中宗教史教材的內容分析一兼談人
文主義教育思想的運用

有關宗教這一主題在歷史課程中的地位 ,可從宗教對人的意

義和價值來說 。史學家呂思勉認為 :「 學問之所研究 ,只是一部

分的問題 ,而宗教之所欲解決 ,則為整個的人生問題 。」
l1宗

教旨

在對於人類知識和生命 、生死方面的問題提供解答 。教育家高廣

孚也主張 ,精神文化為人類倡造成果之結晶 ,包含宗教 、道德 、

藝術 、文學等領域的活動 ,所以說 ,宗教人類重要精神文化 ,也

是展現 「人性 」本質之所在 。高中生的年紀在 15至 17歲左右 ,

這個年齡層的青少年對信仰和宗教的概念大都認識有限 ,課程若

單單從宗教信仰立場出發 ,實難以精確地對學生傳達宗教全面的

內涵 ,甚至可能造成誤解 。
12因

此有關宗教史的敘述不宜偏重在信

仰面 ,而應該重視史實和宗教演變的介紹 ,另適當補充基本教

理 ,分析其教義的精神 ,和對歷史的影響等等 ,藉由宗教史教學

幫助學生認識歷史 ,慎思明辨 、增長智慧 ,乃至能親身實踐 ,促

進入我 、群我整體的淨化和提昇 。換言之 ,從人文立場來看宗教

lI呂 思勉 ,〈銘文>,《 中國通史》上冊 (出 版地不詳 :出 版者不詳 ,1939),

頁 332。
12龔

鵬程談到佛教與佛學研究問題時曾說 :「 宗教是一種私人的體驗 ,對 宗教體

驗的描述更是一種私人的語言 ,如何運用公眾的語言來表達佛陀親證的真理 ,

這是根本問題 。」個人對宗教的修證和體悟都不同 ,因 此純信仰式的闡述宗教

不宜用在高中宗教課程 中 。引文見蔡瑞霖主編 ,<序 〉 ,《 國際佛學研究年

刊》創刊號 (I991.12),頁 2。



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在歷史教學上的應用一以高中歷史課程中的宗教史教材為例 149

和宗教史 ,目 的是培育具有 自覺能力 、肯思考 、勤實踐的現代青

年 ,達成人文主義教育目標 。

在文明發展的過程 ,自 新石器時代以來 ,人們的生活便與宗

教發生密不可分的關係 。
13現

行高中歷史課程的教材當中 ,與宗教

相關的內容就佔了頗重要的地位 。以高
一

中國史來說 ,雖然各章

節具有其專題敘述的主軸 ,但是中國歷史自魏晉南北朝以降 ,佛

教 、道教 ,均有多樣而影響深遠的發展變化 ,加上唐代 、元代外

族傳入中國的各種宗教 ,如景教 、祅教 、摩尼教 、回教等 ,都對

中國產生一定程序的影響 。教材綱要第六章魏晉南北朝 「門閥政

治與士族社會 」一章中 ,便安排專節敘述士族的思想 、信仰與生

活 ,由於當時正值佛教 、道教發展時期 ,兩者對政治 、經濟 、社

會 ,士人的思想 、生活 、創作 ,乃至生命情調 ,都有深刻的影

響 ;此時佛教 、道教發展出的特色 ,影響及於唐 、宋 、元 、明 、

清 ,可謂相當重要的宗教史階段 。第八章 「從中古到近世的變

革 」第三節中特別以 「佛 、道和理學 」為題 ,探討三者相互激

盪 、融合的歷史過程 ,從思想史層面看宗教發展對學術思想的影

響 。高一下冊涉及台灣史部分 ,在 「臺灣的開發與經營 」一章

裡 ,有關移墾開發和社會生活方面 ,教材當中舉出不少台灣民間

宗教盛行的現象作分析 ,幫助學生了解宗教信仰在台灣移民社會

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 。

I3此
處的宗教指廣義的宗教 ,包含原始人類的洞穴壁畫 、自然崇拜 、圖騰崇拜 ,

以及神靈祭祀等 。HGWells在其所著 《世界史綱》一書中也說 :「 古代開化

世界 ,蓋 皆有神廟者 ,遠古文明所至之地 ,如非歐或西亞諸地皆有廟宇。⋯⋯

歷史上文明與神廟同時發生 ,二物相屬 。城市之開始為歷史上之神廟時代 。」

詳見 H.GWells著 ,《 世界史綱》 (台 北 :水 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993) ,頁 14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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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世界文化 (歷史篇 )課程 ,教材綱要中雖未明列與宗教

史相關主題 ,然而課程設計理念重在談世界史觀 、歷史思維 、人

文思想興起 、近代多元文化的開展等 ,因此不可免的 ,必須討論

長期以來主導歐洲人的 「基督教世界史觀 」 (神意史觀 ),分析

宗教觀念和信仰對人類歷史的影響 。另外 ,在近代以前歐洲發生

重大事件 ,包含了宗教改革 ,其對歐洲宗教 、政治 、經濟 、社

會 、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影響可謂相當深遠 。歐洲在中世紀宗教

一統格局分裂後 ,逐漸走向今 日多元的世界觀 ,亦為教材論述的

重要觀念之一 。由此可見宗教對近現代西方歷史發展的影響性 ,

以及宗教史教材在高二世界史課程中所占的地位 。

高三選修科 日中國文化史 ,在課程標準之 「目標 」中道出課

程內涵 :「 瞭解歷代重要典章制度的演變 ,以及學術思想 、宗教

信仰 、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成就 ,啟發學生的文化意

識 。」足見 「宗教信仰 」確為中國文化史課程中一重要專題 。課

程綱要所訂之章節包括 :(一 )多神的宗教信仰 ;(二 )佛教 ;

(三 )道教 ;(四 )回教與基督教 。各節可用一貫的敘述 ,完整

交代該宗教的創立 、發展 、演化 、流布 ,以及變異的歷史過程 ,

更可以和現今世界宗教實況作一對比 ,讓學生明瞭各宗教之精神

和特色 。從文化史角度來認識世界各大宗教 ,對開闊學生視界 ,

培養國際觀和尊重多元文化的心胸 ,具有相當的助益 。

高三世界文化史教材中 ,與宗教史的關係更為密切 ,幾乎每

一章節都少不了宗教歷史的敘述 。從第一章 「神話思維的時代 」

起 ,自 石器時代的文化 ,有關自然崇拜 、原始宗教信仰 、圖騰崇

拜 ,都必須分析討論 。至於古文明的介紹 ,如埃及 、兩河流域 、

古印度 、希臘 、希臘化 、羅馬文化 ,也都與宗教脫離不了關係 。

另外 ,「 十一至十五世紀的社會與文化 」一章 ,不論談歐亞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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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或是東南亞地區 、美洲 、歐洲等地社會文化的變遷 ,都涉

及宗教歷史 。而 「近代西方文化的興起 」單元 ,文藝復興 、宗教

改革 、近代科學興起 ,以及啟蒙運動 ,內 容均在探討基督教遭受

的挑戰與本身變化歷程 ,由 此看出近代歐洲歷史演化大勢 ,宗教

史教材在近代歐洲史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

由上述可知 ,現行高中歷史課程的教材中 ,宗教部分是頗為

重要的內容 ,對於學生瞭解中 、外歷史有很大的幫助 。因此 ,在

課程設計和教學 目標上 ,可嘗試將宗教史教材與人文主義教育理

念相結合 ,引 導學生思索宗教對人類歷史的意義 ,以及宗教對社

會 、經濟 、文化和個人生命的意義 ,以完成歷史教育和人文主義

教育的理想 。

然而 ,就實際狀況來說 ,高中宗教史並非獨立講授的一門學

科 ,它只是歷史課程和教材內容的部分 ,既非以宗教專史形式作

敘述 ,也非一般神學院或佛學院所教授的宗教課程 ,因此不能專

從宗教專史 、宗教信仰和宗教教育的立場來討論和評判 。
H教

材內

容應從整個歷史發展進程談各宗教創立 、演化的因緣 ,幫助學生

明瞭宗教對人類歷史產生的影響 。宗教史的內涵包括談宗教的起

源 、介紹代表人物 、主要教義 、重要歷史發展與分化 、演變的情

形等等 ,另外再從宗教與政治 、經濟 、社會 、思想 、文化 、藝術

各方面的關係做一番介紹 ,同時就各宗派的歧異和特色 ,引 導學

生辨明其要旨 。此外 ,對歷史上出現過的重要經典也應介紹 ,同

14甘
懷真 、簡杏如編著 ,《 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 (全 )》 (臺北 :三 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頁 l” 。第七章宗教信仰的導言中說 :「 宗教史不談神跡

是否是真的 ,而 是記述人類探索生命意義的動人歷程 。」直言之 ,宗教史課程

仍要回歸人本的歷史教學理念和目標 ,才 能透顯教育對人的意義 ,將學問與現

實生命相結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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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舉出各宗教重要人物的歷史貢獻 ,供作學生的典範 。

以下根據現行高中歷史課程的綱要與主題 ,探討如何將人文

主義教育理念融入宗教史教材內容之中 。

(一 )歷史教科書中所包含的宗教史教材

高中歷史課程中有關宗教史教材 ,無論其 目的 、範疇 、闡釋

主題 、敘述內容以及撰寫形式 ,都和一般宗教史 、教會或佛學院

等的宗教教育書籍不同 。宗教史教材不能單單只從教理或信仰層

面做發揮 ,應依循歷史事實發展作陳述 。
15其

內容與其他歷史課程

一樣 ,應包含人 、事 、時 、地等幾項歷史陳述要素 ,且必須依照

課程大綱的主題編寫 ,因此須考量宗教議題與其他歷史內容的涵

攝關係 。除了敘述各宗教的歷史演化進程外 ,可簡要介紹教義與

重要宗教精神 ,給學生一整體的宗教史概念 。

教科書編寫有篇幅和字數的限制 ;課堂教學又有授課時數的

限制 ,因此教材份量多寡 、內容深度等問題就必須仔細斟酌 。內

容的取材 、敘述型式和教材教法等 ,也都必須配合高中生身心成

熟度 、生活經驗和興趣來設計 ,才可能達到教學效果 。至於各宗

教所蘊含的信仰層面 ,諸如修行的特殊法門 、對神蹟的信仰膜

拜 、個人禪定的特殊體驗 、神通的顯現等並不適宜放入高中宗教

史教材當中 。因為宗教史雖以宗教為題材 ,但主體是在學習歷

15以
佛教史為例 ,黃公偉在 《中國佛教思想傳統史》一書 〈白序〉中說 :「 (我

認為)一部完整的中國佛教史 ,至 少應包括僧伽傳記 、叢林塔寺 、佛門法規 、
佛法修練規範 、法會儀式 、歷代古蹟 、石窟 、經錄 、譯經 、居士與高僧之文學
詞章書畫在內。」其所指的 「中國佛教史」不限於佛教思想史 ,而 更包括佛教

在中國傳播歷程 ,以及與中國文化的交融 。參見黃公偉著 ,《 中國佛教思想傳
統史》 (台 北 :獅 子吼雜誌社 ,1972),頁 2。 而高中歷史課程有其一定的組

織架構 ,所以不能以單純的佛教史撰寫方式來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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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且施教對象是高中生 ,教學 目標是藉宗教史教學蘊育學生人

文素養和社會關懷 ,明瞭正信的宗教對人生 、社會群體以及人類

歷史發展的重要性 ,所以應以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為指標 ,選擇適

合發展人文精神的宗教史內容作教材 ,以達成正面啟發意義 。

從內涵來說 ,宗教史包括原始宗教 、巫術信仰 、祖先崇拜 、

國家宗教 、世界性宗教和秘密宗教等不同的主題範疇 ,其敘述必

須置入高中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章節或條目之內 。以 目前高一 、

高二課程來看 ,教材須依中國史或近代世界史發展架構撰寫 ,而

不能將宗教史單獨敘述 ;只有高三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有專

章談原始神話思維時代的宗教 ,以及世界各大文明的宗教信仰 ,

可說是較具備宗教史專題的論述形式 。

表 1是 目前高中歷史課程標準的教材綱要中 ,有關宗教史教

材在一 、二 、三年級各冊教科書分布的情形 。

表 1 宗教史教材在歷史教科書各冊的分布 :1‘

冊  別 教 材 綱 要 宗 教 主 題

高一歷史上冊 壹 、中國歷史的起源 新石器時代墓藏與祭祀之玉

器 、禮器

高一歷史上冊 陸 、門閥政治與士族社會

三 、士族的思想 、信仰與

生活

佛教 、道教與士族思想 、生

活的關係

高一歷史上冊 捌 、從中古到近代的變革

三 、佛 、道與理學

佛教 、道教在中古到近代的

發展

高一歷史上冊 拾 、明清之際中國與西方

的直接交通

明末西教與西學傳入中國

㏑此處的分析僅以教材綱要為主 ,作概要式的列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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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歷史下冊 拾貳 、台灣的開發與經營

三 、社會生活

民 間宗教盛 (鄉 土神 、海

神 、醫神 、瘟神 、土地公 、

神明會⋯
)

同 一

世界文化
(歷史篇)上冊

壹 、世界史觀與歷史的思

維

一 、世界史觀與世界秩序

的關係

中古歐洲基督教神意史觀

高二

世界文化
(歷史篇)上冊

貳 、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

命以來的世界

一 、十八世紀以前的歷史

發展

基督教文明

宗教改革運動

回教的擴張

同 一

世界文化

(歷史篇 )下冊

捌 、世界文化的交流

二 、世界文化的交流

西方文化 、東亞文化 、伊斯

蘭文化 、印度教文化 、東正

教文化⋯⋯等

高三

中國文化史

七 、宗教信仰 (一 )多神的宗教信仰
(二 )佛教
(三 )道教
(四 )回教與基督教

咼二

世界文化史

一 、「神話思維」的時代 原始社會人類對宇宙 、自然

力 、生死等 問題 的思維認

知 ,產生了原始宗教 。

咼二

世界文化史

四 、世界三大宗教的興起

及影響

(一 )早期基督教的發展
(二 )拜占庭帝國的文化
(三 )中古時代前期的歐洲
(四 )回教的興起與阿拉伯

世界的文化
(五 )佛教的傳播

高三

世界的文化史

六 、近代西方文化的興起 (二 )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依現行高中歷史課程標準之教材綱要來看 ,其課程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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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接近 「目標模式 」 ,各章節具有一定主題 ,且彼此有關聯性 。

表 1所列舉的標準是以教材大綱中 ,將宗教主題列入章節標題 ;

或在專題架構敘述下 ,有涉及宗教或宗教史內容者 。以教材綱要

來說 ,不論中國史 、台灣史 ,乃至世界各古文明發展 ,都與宗教

歷史脫不了關係 ;而歐洲中古時代與近代西方政治 、社會 、經濟

和文化的變遷 ,也受到基督教發展的影響 ;至於世界各主要文化

的交流 ,以及現代文明的衝突 ,宗教也是不容忽視的力量之一 。

從歷史發展的階段和重要性來說 ,宗教史教材在中國上古史 、中

古史 、近代史 ,皆有敘述的價值 ;而要介紹台灣史 ,談原住民文

化 、早年漢人移民開發歷史 ,都必須分析宗教信仰與社群發展的

關係 ;世界史方面 ,上古神話思維時代 、中古基督教世界 、近代

宗教改革 ,乃至多元文化交流對話的現代 ,都涉及宗教史或宗教

觀 。

深入來看 ,高一 《歷史》上冊 ,除了以佛教 、道教 、西教等

為主題的章節之外 ,有關新石器時代的神權統治 、宗教祭祀 ,三

代 「上帝 」 、 「天 」觀念的轉變 、祖先崇拜 、周人敬天修德的文

化等等 ,都屬於宗教史討論範疇 ;高一 《歷史》下冊則以台灣移

墾社會的宗教信仰為主 ,包括祖宗神 、鄉土神 、民間信仰等 ;中

國近代史則包括 白蓮教 、天理教 、太平天國等民亂 ,還有不平等

條約下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產生的影響等 ,均為宗教史的主要教

材 。高二 《世界文化 (歷史篇 )》 有關宗教史的內容不算多 ,但

在談西方近代歷史發展時 ,必然會論及文藝復興 、宗教改革和宗

教戰爭 ,討論宗教觀與宗教信仰的轉變對世界歷史產生的影響 ;

另外 ,教材綱要中亦列有 「世界史觀 」主題 ,其中會觸及所謂

「基督教史觀 」 ,也可視為一教學重點 ,藉以認識西方人不同於

東方人的思維模式 。另外 ,在現代世界觀單元裡 ,會討論西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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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信仰式微的時代所面臨的困境 。至於多元文化與全球化思

維主題中 ,更不能忽略宗教寬容與宗教對話的重要性 ,因為這關

係到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 ,當屬宗教史教材的重要價值之一 。

《中國文化史》除第七章之外 ,另有多處涉及宗教內容 ,從古代

原始宗教到 日後君王以神道設教 ;從宗教內涵擴及學術 、科技 、

建築 、藝術 、社會生活 ,影響層面可說既深且廣 。 《世界文化

史》談到石器時代神話思維 、原始 、宗教 、自然崇拜 ;西亞文明﹉

的神廟 、祭司 ;埃及太陽神 、法老王 、金字塔 ;希臘宗教 、神話

主題 ;中古時代歐洲基督教世界 ;歐亞草原民族 、東南亞地區宗

教文化 ;宗教改革 ,以及科學革命對基督教信仰產生的衝擊等 ,

均屬宗教史重要教材內容 。

由以上圖表與分析可知 ,目 前高中歷史教科書當中 ,宗教史

占有相當份量 ,值得教師用心設計教學活動 ,善巧引導學生做學

習思考 ,獲得助益 。

宗教史教材的組織結構與內容設計

教材不限於知識的內容 ,有關學習態度 、興趣的建立 ;技能

和理想的培育 ,都應納入教材的選擇和編輯考量 。教材的編輯須

考量學生身心發展狀況 ,若要在歷史課程教學的同時 ,融入生命

教育 、德性教育內涵 ,比如向高中生介紹宗教 ,談宗教教理 、生

命觀 、生死觀 ,的確要費一番心思 ,詳加設計 。

教材組織原則不外乎由易而難 、由淺入深 、由近至遠 、由具

體而抽象 、由特殊 (個別事物 )而普遍 (原理原則 ),17宗教史教

材的編輯尤須留意這一點 。在依循課程綱要 ,顧及教材整體性之

17詳見高廣孚 ,《教學原理》 (台 北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1),頁 188-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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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若還能將宗教發展歷史作深入淺出的介紹 ,讓學生建立清晰

的概念 ,相信有助於培養學生分別與鑑視的能力 ,明瞭如何選擇

正信的宗教 。

有關宗教史教材的編輯方向 ,可從兩個角度思考 :

(一 )教材組織的縱向、橫向聯繫關係

教材的選擇和編輯須注意與國中歷史教學的銜接問題 ,因為

國中歷史知識是高 中課業學習的基礎 。除了與國中課程作配合

外 ,教材內容應前後一貫 、上下聯繫 、系統分明 ;並留意不同知

識領域和範疇之間的橫向聯繫 ,還有課內教學與課外活動 ,以及

科際整合的問題 。
I咿

!如 :介紹道教史 ,從最初起源 、發展 、教派

的出現 ;到重要歷史事件 、代表人物及其作為的述說 ;後代改革

出現的因緣 、目的和成果 ,以及新教派創立後對道教本身 、對佛

教或中國社會 、學術思想的影響等等 ,都屬於縱向聯繫應交代的

部份 。甚至橫向的科際整合 ,可將道教與中國科學 、醫藥 、養生

學 、命理觀念等 ,融攝到補充教材當中 ,甚至可以結合時事和鄉

土教學 ,引 導學生思索當前台灣道教的特色和發展前途 ,藉多樣

且豐富的教材內容達成 「奠定研究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基礎 」

的教育目標 。

(二 )內容統整原則

宗教史知識是涵攝於歷史教材的敘述之中 ,自 然與其他教材

18高
廣孚 ,《 教學原理》 ,頁 1肥＿19U。 從科際整合的角度看教材編輯 ,既有關

宗教史內涵 ,所以不妨考慮參酌宗教人類學 、宗教文化學 、宗教社會學 ,乃 至

宗教哲學 、宗教心理學的研究論著 ,將觀念融入歷史的講述分析之中 ,或有助

於釐清一些宗教史上的發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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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相關聯 ,可做進一步的統整論述 。而學習內容統整的層面 ,

除知識 、技能之外 ,更要注意培養學生的道德品格 、情操和理

想 ,學習待人處世的道理 。換言之 ,教材的編輯組織應兼顧認

知 、技能和情意三學習領域的整合 。
lΩ

以佛教史為例 ,透過宗教人

物生平事蹟的介紹 ,例如釋迦牟尼 、道安法師 、玄奘大師 、鑒真

和 尚等 ,引 述其人格情操 、思想與作為 、求法 、傳法的堅忍毅

力 ,作為情意教學的最佳素材 。同時藉著生動的故事 ,增進學生

對歷史人物的敬意 ,興 起見 賢思齊之心 ,達 成 「培養健全公

民」 、「充實人文素養」 、「培養恢弘氣度 」的教育目標 。

根據現行課程標準 ,高一 、二 、三年級課程設計架構各有特

色 ,因此宗教史教材內容和重要程序在各冊也有差別 。以下實際

就現行歷史教科書中宗教史教材的組織與內容做探討 ,思考如何

將人文主義教育理念融入宗教史教學當中 。

高一 《歷史》上冊第一章 「中國歷史的起源 」中 ,首先談到

神話 、傳說所代表的歷史意義 。接著 ,介紹新石器時代文化時 ,

會談到原始宗教信仰 、圖騰信仰 ;而在城市出現與國家主權的建

立過程 ,埋葬的玉器 、禮器等 ,正說明了宗教祭祀 、神權政治在

當時的重要意義 。第二章 「古代的封建社會 」 ,分析商代至周代

宗教精神的轉化 ,以及人文精神的興起 ,談到三代人們的上帝觀

和天命觀 ,這是宗教史上一有趣的問題 。周人將外向的宗教信仰

轉化為內在要求的人文思想 ,從個人乃至群體的修德功夫下手 ,

使宗教成分降低 ,而政治 、教化的內涵提高 ,造成中國上古時代

特有的天命觀 ,這樣的反省和調整 ,值得引導同學進行歷史思

維 ,回 歸 自身做反思 。第六章 「門閥政治與士族社會 」第三節

1’

高廣孚 ,《教學原理》 ,頁 1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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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的思想 、信仰與生活 」當中 ,雖談到當時佛教與道教的傳

布發展情形 ,但此處並非以 中國佛教史和道教史為章節主體 ,

佛 、道教內容僅為 「門閥政治與士族社會 」架構下的附屬部分 ,

整體的重點在彰顯魏晉南北朝佛教 、道教與當時政治 、社會 、文

化 ,乃至士人生活的關係 。將佛教與道教的傳布放在當時社會生

活的主軸下作介紹 ,亦有利於人文思想的發揮 ,因為能具體說明

宗教對個人 、對群體 ,乃至於時代所產生的引導作用 ,顯示宗教

與人生 、宗教與社會的關係 。過去部定本教科書 ,有關宗教史題

材的份量並不多 ,2°例如談道教的由來 ,多將之限定在神仙思想 、

符咒方術層次 ,兼及黃巾之亂的民變 ;敘述佛教的輸入與發展過

程 ,則著重在帝王的態度和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 、調和關係 。

實際上 ,要明瞭中國歷史上道教和佛教的歷史 ,不能不就其基本

教理和思想內涵稍加解說 ,以幫助學生明瞭宗教對人的意義 。唯

有正確而清楚地掌握宗教精神 ,才能進一步討論其對歷史和人群

的影響 。在敘述教理時 ,應把握人文立場 ,談佛 、道教對當時社

會 、人心的吸引力是從何而來 ,為何受帝王提倡或打擊 ,為何有

那麼多僧人 、道士 、文人獻身 ,致力於傳譯經典 、整頓整團 、宏

揚教義 、創新教派 ,這種種歷史變化的因緣 ,都可以透過教材編

輯 ,善巧方便地啟發學生的人文思考和生命關懷 ,達成人文主義

教育目標 。

∞
中國人向來被視為宗教氣味極淡的民族 ,然 而儘管人文精神在中國思想史上占

著主導地位 ,但徵諸歷史 ,兩 千多年來 ,中 國民眾階層裡 ,仍 陸陸續續出現許

多宗教 ,包括本土與外來諸多宗教 。在這些宗教裡 ,論傳播地區之廣 、歷史之

悠久 、影響之深遠 ,當 以佛教和道教居各宗教之道 ,而教科書當中的敘述篇幅

也以此二者為多 ,其他宗教所佔比例 ,相形之下 ,重要性不如佛 、道兩教 。參

見藍吉富 、劉增貴 ,<導言>,《 中國文化新論 (宗教禮俗篇 ):敬天與親

人》 (台 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田 ),頁 l。



16U 陳建宏 歷史教育第 l1期

同冊第七章談東亞文化圖的形成 ,論及日本 、朝鮮和越南接

受中國大乘佛教的過程和影響 ,教師可進一步與學生探討 :為何

大乘佛教能廣布流傳 ,讓這些國家人們信受奉行 ,它的教理蘊含

了怎樣的特色 ,符合時代人心的需求 ,且能給予社會正面的引導

力量 。這種宗教的歷史作用 ,值得借助人文思想在宗教史教學中

作闡述 。第八章 「從中古到近世的變革 」第三節 「佛 、道與理

學」 ,專講佛教 、道教和理學發展 、衝突乃至融合的關係 。因為

教材綱要並不是以宗教史發展為核心 ,所以較難對某一宗教作完

整介紹和深入分析 ,但教師可從佛教中國化主題切入 ,談禪宗與

中國傳統思想的契合之處 ,呈現中國人宗教觀念的特質 ,同時引

導學生思考 ,為何宋明理學主張復興孔孟儒學 ,卻同時吸收 、融

入了佛 、道思想 ,這中間的因緣如何解析 ?若從人文主義的立場

來看 ,三教融合有利於宗教學術對人心和社會作出理想的指引 ,

從個人身心淨化 ,透過修身 、實踐 ,一步步達成天下和諧的理想

境地 ,這正是宗教人文意識的最佳表現 。

在第十章第二節 「西教與西學」當中談天主教耶穌會的傳入

和對中國的影響 ,較偏重在中西文化交會的問題上 。徵諸史實 ,

宗教與文化傳播的關係 ,往往非常密切 ,包括藝術 、雕塑 、繪

畫 、建築 ,乃至書法 、詩詞創作等 。自隋唐以降 ,中國文人幾乎

多與佛 、道結下不解之緣 ,其生命情調和創作靈感 ,也有相當部

分出於宗教涵養 ;而明末清初以來 ,中國透過傳教士吸收西方文

化 ,基督教遂在東西方接觸過程中產生激盪 ,並參與了中國近代

歷史的變局 。從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的角度來談耶穌會在華發

展 ,可以結合現實社會基督教會的積極入世作為 ,引 導學生思考

宗教對社會群體的增上作用 ,同 時討論宗教究竟該扮演怎樣的社

會責任 ,除了傳播信仰 ,廣納信徒之外 ,宗教團體能否將資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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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奉獻於教育和文化推廣上 ,致力淨化社會 ,提升群體素質 。

高一 《歷史 》下冊第十二章 「台灣的開發與經營 」第三節

「社會生活 」當中 ,述及原住民社會組織及宗教信仰 ;另有漢人

移民宗教信仰部分 ,如馬祖 、王爺 、開漳聖王 、保生大帝 、三山

國王等神祇 ,敘述重點為台灣移墾社會背景下民間信仰的特色 、

宗教盛行的原因 ,以及宗教的社會功能 。由於篇幅不多 ,故不易

詳細補充台灣民間宗教信仰的內涵 。在台灣開發史的教材中 ,為

探索民間信仰和宗教團體的歷史演變 ,可配合鄉土教學 ,設計參

觀考察活動 ,藉由先民們的宗教組織與宗族祭祀 ,了 解人群追求

發展 、生存奮鬥的精神 ,並學習分辨宗教的種類 、層次 ,了 解民

間信仰與普世宗教的差異 ,可以幫助學生培育宗教知識和素素 ,

達成人文教育情意 目標 。
21第

十三節第二節清代社會動亂過程中 ,

包含白蓮教 、天理教 、太平天國 、義和團等 ,教師可引導學生思

考 ,為何清末民間秘密宗教如此興盛 ,表示人心處於怎樣的狀

態 ?又當外來宗教和文化與國人接觸後 ,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可

從人對宗教的態度 ,以及宗教給人們的意象來作分析 。

世界史方面 ,高二 《世界文化 (歷史篇 )》 上冊開頭第一章

的主題是 「世界史觀與歷史思維 」 ,若以上古文明為例 ,包括西

亞文明 、古埃及文明 、古印度文明 ,其世界觀都具有濃厚的宗教

色彩 ,而中古歐洲 「基督教世界 」 ,人們更受到基督教 「神意史

觀 」的影響 ,相信上帝創造世界 、主宰世界的進程 ,以上這兩個

21鄉 土史的知識是情意教學的主要根據 ,教師在進行鄉土史教學時 ,可以審慎規

劃 ,擷取有助於達成情意教學目標的認知教材 ,涵養學生的愛鄉情懷 ,培育其
人文素養 。相關應用原則 ,請 參閱陳豐祥 ,<情意目標在鄉土史教學上的應

用〉 ,收於 《鄉土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 北 :國 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 ,19叨 ),頁 51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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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人類對生命 、時間和歷史的觀念 ,幾乎都受到宗教的影響 。

這樣的史觀一直到近代文藝復興 、科學革命 ,乃至啟蒙運動時代

才逐漸轉變 。教師應分析 ,人類後來是如何了解到自身尊嚴和價

值 ,才逐漸擺脫神權的控制 ,發展出新的文明 ,是一種以人 自為

主的文化發展趨向 。由此啟發學生 ,從人文主義的思想和立場來

學習宗教史 。

自第三章起 ,主要以歐洲近現代歷史發展為主軸 ,側重在近

代西方興起的契機 ;故先安排一節介紹 「18世紀以前的歷史發

展 」 ,敘述斷限基本上是從 14世紀文藝復興開始 ,一路談到近代

國家形成 、地理大發現 、宗教改革 、資本主義社會興起 ,以下接

「工業革命 」 、「法國大革命 」兩主題 ,進而討論現代世界文化

和社會的變遷 。16、 17世紀宗教改革掀起風潮 ,基督教向世界各

地擴展 ,對近現代世界歷史產生極大的影響 。其中要分析宗教改

革的時代意義 ,必須探本溯源 ,回 到上古 、中古歐洲歷史來認識

基督教 ,透過對其宗教精神的掌握 ,才能明瞭它和世界史發展的

關係 。透過教師的講解分析 ,讓學生明瞭宗教改革之後歐洲的變

化 ,還有東西方國家所受到的影響 。在介紹 「宗教改革 」對歐洲

和世界史的影響時 ,馬丁路德無疑是一位關鍵性歷史人物 ,若能

深入分析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波瀾的歷史因緣 ,強調路德教派

新主張 ,與中古基督教會的弊端兩相對比 ,更能突顯馬丁路德宗

教改革運動的人文主義精神 ,突顯人在歷史中的創造地位 。因每

個時代的人都有可能創造歷史 ,其作為和努力都可能留下深遠的

影響 ,包括宗教活動在內 。這是在談西方宗教史發展時非常重要

的一點 。
”

η
馬丁路德崇尚使徒時代儉僕的生活 ,主張宗教的個人主義 ,提 出因信稱義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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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 (歷史篇 )》 下冊第七章主題為 「人文思想與文

化價值 」 ,內容涵蓋 「人文思想 」的歷史發展歷程 ,從古希臘羅

馬談起 ,至中世紀受壓抑 :直到文藝復興時期 「人文主義思想 」

再起 。然而 ,本章依課程敘述主軸將重心單單放在人文思想和理

性主義對啟蒙運動時代的歷史意義 ,強調的是與政治 、經濟 、思

想和文學 、藝術 、乃至學術發展的關係 ,似乎全然將宗教成分完

全排除在外 。實際上近代西方人絕大多數仍是教徒 ,基督宗教在

社會生活和教育學術各方面仍具影響力 ,若將宗教完全忽略 ,將

難以瞭解許多西方歷史發展的關鍵和因緣 。教材當中 ,曾有引用

人道關懷和人權運動的歷史解說人文思想在現世的實踐 ,舉出像

美國林肯 、德國史懷哲 、印度甘地等 ,其中史懷哲更是富有濃厚

的宗教情操 ,他認為 「除非你能擁抱並接納所有的生物 ,而不是

將愛心局限於人類自己 ,不然 ,你不能擁有憐憫之心 。」
”
其宗教

關懷更擴及其他生命型態 ,以基督教的博愛思想作解說 。基督教

的基本信條之一 「要愛一切人 」 ,耶穌曾說 :「 過去他們主張對

仇敵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而今我且宣布 ,要順從和忍耐 ;過去

他們主張嫉惡如仇 ,而今我且對他們講 ,要愛一切人 ,要愛人如

己 ,行善施恩 。我主上帝是不分種族貴賤和不施誡律的 『博愛 』

與 『和平』之神 。」
留
過去基督教信仰和倫理觀透過教育 、社會生

活 、傳播媒體 ,影響著歐美人士 ,其人道精神與 「宗教人道主

民祭司等觀念 ,在 當時歷史背景下 ,實 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
”

《高級中學世界文化歷史篇 (下 )》 (修訂版 ) (台 北 :建 宏出版社 ,

2UU2) ,頁 7a77。
z陳

鶴鳴 ,《 西方文化精神一文學的闡釋》 (廣 州 :廣 州高等教育出版社 ,

1999)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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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是其來有自的 。不事實上 ,基督教信仰足以形成橫跨數洲的文

化圈 ,顯示宗教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的重要性 。基督教倫理觀 、

經濟觀對現實西方人的社會和經濟生活都產生重要的影響 ,從人

文的思考立場來說 ,值得加以分析 ,幫助學生更透徹了解西方文

化的內涵 ,教材在論及人文思想的歷史發展時 ,也可以就人文宗

教內涵多做闡述 ,讓學生領會基督教對歐美社會人心的價值 。

第八章談 「世界文化的交流 」 ,主要用意在建立學生多元化

的世界觀 ,並能尊重其他國家文化 ,明瞭全球化的世界趨勢 。其

中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批判和省思 ,以及世人對東方文化和宗教價

值的探索和學習 ,教材當中分別介紹 「西方文化圈」 、「東亞文

化圈」 、「伊斯蘭文化圈」 、
%「

印度教文化圈」 、「東正教文化

圈」等 ,η正是嘗試透過對不同宗教 、文化內涵的理解 ,教導人們

尊重多元文化與信仰 ,減少彼此的誤解 、仇恨 ,增進全球化的合

作 ,以促進世界和平 。相信 ,透過富含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宗教

史教學 ,更能清楚地說明這個道理 ,同 時也達成宗教教化人心的

淑世功能 。

高三 《中國文化史》與 《世界文化史》課程 ,則安排有專章

講述宗教的興起和發展 。例如 :《 中國文化史》第七章 「宗教信

仰 」包含 「多神的宗教信仰 」 、「佛教 」 、「道教 」 、「回教與

筠
見陳鶴鳴 ,《 西方文化精神一文學的闡釋》 ,頁 銘 。

%中 古時代 ,由 西亞向東 、西方擴張發展而成的 「伊斯蘭世界」,與歐洲 「基督

教世界┘產生歷史上的衝突 ,但 同時也帶動了東西文化交流 ,這樣的歷史因

緣 ,可以引導學生思考 ,回歸現實世界全球化潮流 ,思考不同宗教 、文化的國

家 、地區如何超脫歷史的宿命 ,改變自己和對方 ,相 互尊重 ,達成宗教和平對

話的理想 。
η見 〈近代多元文化圈的形成〉 ,《 高級中學世界文化 (歷 史篇)下 》 (台 北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UU3),頁 砪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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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四小節 。介紹多神的宗教信仰可幫助學生了解宗教起

源 ,探討中國人特殊的宗教觀 ,並回歸現實台灣社會 ,針對民間

宗教信仰的泛神崇拜風氣做思考 ,提醒學生反省此種信仰模式是

否符合人文宗教的價值 。也就是說 ,將歷史與現實做對比反思 ,

謹守教材設計規準 ,包括 「合認知性 」 、「合道德性 」 、「合 自

願性 」 ,選擇適於啟發學生人文思考的教材 ,指導學生在學校的

認知學習與現實生活見聞或實踐之間取得協調 ,加以慎思明辨 ,

培育智慧 。

至於佛教 、道教 、回教和基督教 ,基本上是以文化史的角度

設計編寫 ,敘述其在中國歷史上的變遷發展 。佛教是以漢傳佛教

發展過程及其內涵為主 ;包括佛教早期在中國的流傳 、佛教中國

化和民間佛教等主題 ,主要從文化和思想層面著眼 ,討論佛教傳

入中國之後 ,帶出的社會 、經濟 、政治 、思想 、民族和文化等問

題 。這樣的敘述代表各時代中國佛教的主流發展 ,本質上的漢傳

佛教史 ,而並未包含中國地理區域下所有佛教文化 ,如新疆佛

教 、西藏佛教 、雲南大理的 白族佛教 、西雙版納的傣族小乘佛教

等 。因為大理 、西雙版納等地 ,是在元代以後 ,才陸續地成為中

國版圖 ,新疆也是在清代才成為中國的幅員 ,而西藏則更有其特

殊歷史背景和宗教信仰 。
笻
道教分創始階段 、中古 、近世時期作介

紹 ,並旁及白蓮教 、羅教等秘密宗教 。伊斯蘭教 (回教 )與基督

然
參見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三 )》 ,頁 931,「 中國佛教」條 ,文末建議 ,未

來研究中國佛教史 ,應 當考慮將上述地區的佛教納入討論 。當然高中中國文化

史課程並非一般宗教史 ,故不可能以宗教史專題的敘述形式和架構呈現 ,僅 能

從文化史角度探討宗教對歷史 、文化的影響 ,無法鉅細靡遺地交代所有內容 。

有關某一宗教的內涵 ,或 可考慮由教師在教學過程做簡要補充 ,幫 助學生建立

基本概念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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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偏向歷史敘述 ,有關教義 、思想部分著墨較少 ,其中特別提到

伊斯蘭教對中國文化層面的影響 。
”

《世界文化史》第一章 「神話思維的時代 」指出 ,原始時代

人類對宇宙 、自然力 、生死等問題的思維與認知 ,促成了原始宗

教的產生 。第一章至第三章涵蓋了上古時代世界各大古文明 ,不

論是兩河流域 、古埃及 、古印度 、希臘 ,乃至羅馬帝國文化等主

題 ,均涉及宗教信仰或古老神話傳說 ,這些內容對於了解古代文

明和歷史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 。教材內容若能概要解說各宗教信

仰的內涵和特點 ,分析宗教與政治 、社會 、經濟 、文化的互動關

係 ,當能加深學生對宗教史的體認 ,進行高層次的歷史思維 ,從

中獲得智慧 。

第四章 「世界三大宗教的興起及影響 」中包含 「早期基督教

的發展 」 、「拜占庭帝國的文化 」 、「中古時代前朝的歐洲 」 、

「回教的興起與阿拉伯世界的文化 」 、 「佛教的傳播 」等五小

節 ,各以專題單元形式論述世界三大宗教歷史 。第五章介紹歐亞

草原民族 ,談到中亞國家 、帖木兒帝國 、土耳其帝國 、東南亞諸

國文化 、中南美洲早期文明時 ,都觸及該地宗教信仰與歷史文化

發展的問題 。尤其談到十字軍東征對歐洲社會文化變遷產生的影

響時 ,更能顯現宗教史在歷史發展的重要地位 。

第六章 「近代西方文化的興起 」 ,﹞°第二節 「文藝復興與宗教

改革 」也針對宗教改革作完整的敘述 ,本節主題正好同時涵蓋文

”
參見甘懷真 、簡杏如編著 ,<基督教與其他外來宗教>,《高級中學中國文化

史 (全 )》 ,頁 155-161。

∞
課程標準教材綱要部分誤植為 「近代西方文化的興趣」,應為排版印刷錯誤 。

見 〈高級中學選修科目歷史課程標準〉 ,收入教育部編印 ,《 高級中學歷史課

程標準》 ,頁 466。 中華民國解 年 lU月 修正發布 ,“ 年 6月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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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復興背景 、義大利人文運動的興起 、基督教人文主義 ,以及宗

教改革運動等歷史進程 。像這樣的敘述架構 ,將重要主題環環相

扣 ,正好可以說明宗教改革在近代歐洲歷史變化的整個來龍去

脈 ,幫助學生理解基督教歷史的重要意義 。

四 、結語

從以上的討論和分析可知 ,現行高中歷史課程中有關宗教史

教材的內容相當豐富 ,且合宜做人文主義教育的素材 。在教學上

固然應以歷史科課程為主體 ,但與宗教相關的史實 、人物 、因果

解說均可從人文思想的角度做教學引導 ,從而培養學生多元的思

維 。另外一方面 ,由於課程標準中的教材綱要只規定了章節主

題 ,並未詳列各節內容細 目 ,因此不同編者所撰寫的宗教史內容

組織就有了極大的出入 ,包括重要史實 、過程 、人物 、宗派 、或

影響等 ,尤其對各宗教實質內涵的闡述與分析亦各各不同 。如何

讓學生透過宗教史的學習 ,領會宗教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影響 ,除

了敘述史實與解釋名詞外 ,各種宗教創立的緣 由 、與時代 、環

境 、思想之間的張力關係 、在現今社會所呈現的樣貌 ,以及對現

代世界的意義等問題 ,都應加以分析闡明 。若能藉教材和教學的

引導 ,鼓勵學生從現實做觀察 ,認識宗教與社會生活的互動關

係 ,釐清宗教對個人和群體的時代意義 ,庶幾能達成人文主義教

育思想的宗教史教學目標 。

綜而言之 ,要提升宗教史教學成效 ,首先應確立以人文主義

教育思想為指標 ,來討論宗教史的發展 ,目 的是讓學生認識宗教

對人類的意義 ,了 解宗教本質 、演繹與異化的過程 ,解析宗教與

歷史發展的關係 ,讓學生明瞭其因緣和得失 ,進而學習如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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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層次 ,或抉擇正信的宗教 ,將課程所學知識與能力應用於

現實生活當中 。要達到這樣的 目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就須藉

由 「
,睛

境模式」和 「過程模式」 ,於教學情境和活動歷程中 ,啟發

學生思考宗教史相關問題 ,呼應人文主義教育思想 ,揭揚以人為本

的立場 ,教導學生從自我身心的修養 、止惡行善做起 ,把握宗教真

精神 ,以無我的心態奉獻週遭人群 ,相互警策 、互相慰勉 ,在 日常

工作和生活之中實踐所學 ,淨化自他 ,提升生命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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