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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公民與社會(三)                                    

                      第二課  道德與個人發展          許雅雯老師編製 

壹、道德議題與衝突 

一、道德議題的複雜與多樣 

(一) 生命倫理 

定義 
指個人對生命的態度與作法的道德規範，主要針對人類生與死相關的道德規

範議題為研究課題，涉及人類生命歷程的許多問題。 

舉例 代理孕母、墮胎、安樂死等。 

基因 

科技 

1. 醫學與科技的發展，促使生命倫理議題受到重視。 

2. 基因科技引發社會關注問題。Ex：複製人、幹細胞研究、基因改造食物

的安全性等。 

3. 基因解碼後，人類壽命將延長，但接踵而來的倫理道德、法律問題及人

類隱私保護等，都需政府立法加以規範。 

 

(二) 專業倫理 

定義 
在一個產業或具有專門技術行業中，當個人執行任務時，所應遵循的專門規

範，也就是個人適當扮演其角色的行為指引。 

目的 
「專業倫理」是約束並展現專業人員行為操守的道德原則，主要目的在督促

專業人士向社會提供更佳的服務。 

層面 
1. 對__專業領域__的要求； 

2. __專業__與__社會責任__間的關係。 

重要性 

1. 現代社會強調分工，每個人都會在其職場扮演專業人員角色，__專業__  

代表特定人員的專門知識與技能，每一專業角色都有其責任與倫理規

範，規定職場生活的道德要求與違規懲處。 

2. 一個重視專業倫理的行業，不但能得到社會的信任，個人也會因此贏得

社會大眾的尊敬。 

建立 

方式 

1. 專業倫理的建立，須各專業領域內部環境能建立相關__制度__的良好配

套，藉由制度產生自律與制約作用。Ex：醫師公會訂定的「醫師倫理規

範」，這也是專業團體內部建立良好聲譽與永續經營的重要因素。 

2. 政府相關__法律__規範的建立，及__社會道德標準__的形塑，是外部環

境制約的重要基礎。 

 

 3. 以__法律__的__強制力__作為專業倫理最後的防線，可產生有效制約， 

   再輔以__整體社會風氣__與__道德價值觀__的無形規範，以輿論與社會 

   視聽約束，如此，專業倫理的建立才能有所期。 

例證 某媒體以動畫方式模擬新聞過於腥羶色，引發民間團體與輿論強烈抗議。 

 

(三) 環境倫理 

定義 

1. 指人類在某一時空內對改造環境的行為是否合宜，及人類面對環境變 

遷，應以什麼樣的態度和行為來加以規範。 

2. 把倫理的對象，擴大為「自然界中非人類的個體」或「自然界整體」。 

發展 

階段 

1. 環境倫理的發展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環境倫理發展的三個階段 

從以__人類__為中心的觀點(人類中心倫理) 

，經將所有生物體系納入的__生命__中心(生 

命中心倫理)，到目前強調自然界也應具有其 

內在價值，人類應對整體生態系統予以道德 

考量，並與之共存共榮的__生態__中心(生態 

中心倫理)。           

2. 人類在思考人與環境適切相處之道時，應摒棄 

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並調整人與自然界，與其他生物間的倫理關係。 

例證 

過去填海造陸的荷蘭，由於海平面不斷上升導致生態惡化，開始推倒部分堤

壩淹沒土地，還地於海，以有利於維持原有生態系統平衡，即為人類與自然

共生必須有所改變的例子。 

 

(四) 動物權 

定義 
主張動物也有知覺，應該與人類一樣擁有精神上與法律上的基本權利，而不

僅只是被人類當作財產或工具。 

主張 

基於動物權，動物應該被仁慈與尊重對待，和人類一樣享有免受折磨的權利。 

→ 民國 107 年 5 月 2 日立法院修訂通過《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明文禁 

   止化粧品或其成分於我國進行動物試驗。 

派別 

【南】 

動物權利論 

主張所有動物都應該像人類一樣，有權在牠們自己的生活圈中

生活，不受人類傷害、虐待和剝削。 

→ 依據此主張，不僅不得虐待動物，甚至包含飼養與宰殺動 

   物的行為都被認為不道德。 

動物福利論 
主張人類為了追求利益而利用動物並無不可，但應該以人道的

方式對待動物，避免動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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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包含飼養動物的環境應加以改善，宰殺方式也應盡量 

   減少動物的痛苦。 

重要性 
人類、大自然界與所有物種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抱持不騷擾、不傷害的

態度是重要的基本倫理法則，如此也才符合__生態__中心的出發點。 

 

(五) 資訊倫理 

定義 

狹義 

指資訊專業人員在使用或製造資訊產品、提供資訊服務，面臨資訊相

關倫理議題時，應有的權利與義務，及其在決策或行動上所為之是非

善惡判斷的準則。 

廣義 
不只是針對資訊專業人員，而是指整個網路世界秩序的維護，亦即所 

有參與網路活動的人，都應遵守相關規則。 

議題

【南】 

資訊倫理(簡稱__PAPA__ )的議題： 

1. 隱私 (Privacy)：在流通資訊的同時，要如何避免不當揭露個人隱私資訊。 

2. 正確性 (Accuracy)：如何杜絕電腦在處理與提供資訊所產生的錯誤，對

人們生活帶來困擾與不便。 

3. 財產權 (Property)：在網路上進行資料的傳播或複製，要如何避免著作權

侵權問題。 

4. 近用性 (Accessibility)：如何讓所有人都能公平地接觸資訊與使用資訊。 

重要性 

1. 資訊科技的進步衝擊整個社會的激烈改變，諸如生活中的無限通訊、電

子商務、購物娛樂等，然相對的也產生許多與倫理道德相關問題，不只

對個人財富、權利造成威脅，甚至因參與網路人員的不遵守相關規則或

犯罪行為，因而危害整個社會的安全與價值。 

2. 網際網路的虛擬世界在迅速擴大，維持此一虛擬世界秩序，除__法律__

與相關規定，還須仰賴__倫理道德__的力量。 

範疇 
資訊科技對人類的影響，不只侷限於科技或社會層面，其影響所導致的社會

環境與型態變化，也產生許多新的社會問題，諸如網路色情、網路犯罪等。 

例證 

在社群網站開放網路直播，讓網友們即時互動，形成一股風潮，亦結合了娛

樂、刺激、崇拜、偷窺等現象，且諸如犯罪、色情等事件也可能透過直播，

公開放送，其影響力可想而知。 

 

二、價值衝突與其主張 

(一) 

生命

倫理 

1. 以生命倫理的安樂死而言 

(1) 贊成者多從解除病人痛苦、減輕家屬身心與經濟壓力，以及社會負擔。 

(2) 反對者則從尊重生命的角度，主張病人也應有生存的自主權。          

→ 我國立法院已三讀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部分條文，末期病人得 

   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 

2. 現代社會，個人生命是否屬於全然的私領域，生命倫理是否應更重視生命的品

質與尊嚴等，都值得探討。 

(二) 

專業

倫理 

1. 現代社會強調專業分工，使工作更有效率，然專業化也易使得專業人士只從 

   重視金錢與榮耀等個人狹隘觀點看世界，犧牲對人類、對社會應有的責任。 

2. Ex：醫師若收取廠商回扣，意味過度重視金錢收入，就無法做到「以病人為

中心」。當然，專業倫理並非要求具有犧牲奉獻的崇高行為，專業與名利不必

然無法兼顧，符合人性，「義利調和」才是專業與倫理精神並存的彰顯。 

(三) 

環境

問題 

1. 經濟發展過程中將生產成本外部化為對環境的破壞。 

2. (1) 強調經濟發展者主張：經濟發展提升人類生活，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實難 

      避免。 

  (2) 環保人士認為：經濟發展固然重要，然為了地球環境永續發展，人類也應 

      摒棄短視近利與經濟至上的自利觀點，為地球環境的永續負責。 

3. 改變以人類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對大自然界抱持感謝與敬畏之心，尊重其他 

   物種的生存權利，以求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取得平衡。 

 

貳、反思個人的道德價值觀 

一、影響個人道德價值觀形成的因素 

1. 一個人在嬰兒時期的行為表現，通常受其本性所支配，因此，__遺傳__也是影響個人 

    道德價值觀形成的因素之一。 

2. 道德價值觀的形成主要還是經由__後天__，受個別生活經驗與社會文化等因素影響而

來。 

因素 內涵 

 (一) 

 

__個別經驗__ 

因素 

1. 個人的生活經驗會影響個人道德價值觀的形成。Ex：家庭管教方式、 

   同儕團體的互動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等。 

2. 家庭是我們最初接觸的環境，也是個人社會化的開端，對個人人格、 

   價值觀及行為方式的形成，影響深遠。父母的教育程度、社經地位、 

   家庭結構等，都會對個人道德價值觀的形成產生影響，個人在與父 

   母、家人的言教、身教互動中，價值觀逐漸形成。 

3. 經常接觸與認同的人或團體，也是影響道德價值觀的重要因素，例如 

   師長、同儕團體、宗教或社團，個人認同是團體的成員，當然也會 

   認同與遵守團體所重視的價值與道德規範，而且通常在潛移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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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深遠影響。 

4. 不過，生長的環境雖然一樣，但因為個別經驗的有別，道德價值觀仍 

   會有所不同。個人會因為其所接觸的環境，對於人事物接受與調適 

   狀況的差異，甚至因為抗拒程度的不同，而影響其道德價值觀。 

   Ex：同為天主教徒，有人認為墮胎是殘害生命的不道德行為，而堅 

   決反對墮胎；有人可能因朋友非出於個人意願懷孕，在無力或無法 

   負擔之下，而贊同墮胎的行為。 

 (二) 

 

__社會文化__ 

因素 

1. 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社會文化有其特有價值體系，道德價值觀也會有所 

  差異，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難免會受到其所處社會文化的影響。 

   Ex：傳統社會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華人，較重視孝道、長幼有序的 

   尊卑關係；而強調自由開放的現代社會，父母、子女關係則多了分 

   朋友的情誼與信賴。所以不同時代與不同社會結構下的社會文化， 

   通常會影響個人道德價值觀的形成。 

2. 不過即使身處同一個社會，受同樣的社會文化影響，個人道德價值觀 

   還是會有其差異。Ex：傳統社會中思想較不受固有文化拘束的父 

   母，與子女關係也會如朋友般，且不拘泥於尊卑的形式；現代社會 

   中也仍有深受固有文化薰陶的父母，要求子女必須立正聽訓，且應 

   嚴守尊卑分際者。 

 

二、如何反思個人道德價值觀 

理由 
應該經常反思自己的行為，因為透過反省和批判的重新評價，才能讓個人的道德價

值觀得到驗證。 

方式 

1. 同學們可以由自己的生活經驗為例，從道德規範對於日常生活中某一事例的約

束、個人的體驗與看法等各種面向，與不同價值觀的人進行理性的溝通與討論。 

2. 經由互換立場等批判性的思辯過程以達到自我反省與批判，經由此一與對方的

互動而達成相互理解與意見的一致，來思考道德規範的問題，同時反思個人的

價值觀。 

例證 

以安樂死議題為例： 

→ 可以藉由個人體驗，從道德與法律的規範、社會輿論、個人的觀點等不同角度 

   與他人展開理性的溝通與對話。 

→ 然後互相交換立場，雙方都能站在與剛剛完全不同的角度，理性的與他人針對 

   安樂死的議題探討生命倫理、醫學倫理等相關內涵，真誠的與他人進行一場批 

   判式的溝通與反省，並進而達成理解與共識。 

透過此一溝通行動來消除彼此的偏見，以建立能獲得共識的普遍道德價值觀。 

參、道德發展與實踐                                  

    __認知發展__是指個人出生後在適應環境活動中，吸收知識時的認知方式及解決問題

的思維能力等，隨著年齡增長而改變歷程，因此個人的道德發展也會逐漸成熟，並在日常

生活經驗中實踐以體現其價值。 

一、道德發展【重要】 

(一) 皮亞傑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 

    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認為兒童道德認知發展，歷經三個階段： 

 階段 年齡 道德發展 

1 ( 無律 )階段 4、5 歲以前 

道德意識尚未發展，不明白規範的意思，行為 

尚未出現道德價值的規範。 

→ 道德意識__尚未__發展。 

2 ( 他律 )階段 4~8 歲 

道德觀念逐漸萌芽，開始意識到父母權威、社會

規範及禮俗的神聖不可侵犯。但因道德意識尚未

成熟，對規範只是__被動__的遵守，仍無法有獨

立自主的道德發展。 

→ 道德意識逐漸萌芽，開始意識到__權威__。 

3 ( 自律 )階段 8、9 歲 

道德意識逐漸成熟，可根據自己的價值，對行為

善惡有獨立的判斷。開始了解規範的抽象原理，

不再盲目服從權威，會考慮行為的動機而不只是

衡量行為的物質後果，逐漸步入道德成熟階段。 

→ 道德意識逐漸成熟，能__獨立判斷__善惡。 
 

【結語】 

1. 道德發展是不斷發展的動態歷程，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會隨經驗增 

長、時空環境變遷等因素，逐漸建 

立與他人互動的道德原則。 

2.  Ex： 

‧ 幼年時，看到他人的物品或玩 

具，會不經同意就隨手拿來使用或玩耍(__無律__)； 

   ‧ 經父母、師長告誡，了解這是不應該的行為(__他律__)； 

   ‧ 長大後，拿取他人物品時會先取得對方同意(__自律__)，這也是「不偷竊」道德 

原則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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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柯爾柏格(柯爾堡)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 

柯爾柏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將人類道德發 

展過程分為三個層次、六個階段，他認為道德認知是呈 

__階段性__發展的。 

 

                                     提出道德認知發展論 

                                     的柯爾柏格 

 層次 道德發展 

1 ( 成規前 )層次 

1. 通常依據行為伴隨而來的身體或快樂的__後果__。Ex：獎 

懲、利益交換。 

2. 根據規則制定者的__權威___，來解釋文化規則與是非善 

   惡標準。Ex：部分同學考試不作弊的動機通常是為了逃 

   避懲罰或服從師長的權威。 

3. 此一層次可分為【處罰與服從導向階段】、【工具性相對 

   主義導向階段】。 

2 (  成規  )層次 

1. 逐漸擺脫只重視個人利益的價值觀，表現符合家庭、團

體、社會或國家期待行為，認為只要是__團體__所期待的

行為，就具有價值。 

2. 會__服從__並__積極參與__，盡力維護社會秩序。Ex：

許多同學考試不作弊的動機一方面是為了獲得師長或家

人的讚許，一方面也認為這是身為學生應有的正確態度。 

3. 此層次也可分為【人際關係和諧導向階段】、【法律與秩序

導向階段】。 

3 ( 成規後 )層次 

1. 趨向__理性思考__，尊重__社會普遍性__道德價值和原

則，逐漸建立__個人__的自律與道德原則。 

2. Ex：有些同學考試不作弊，是因為他認為不作弊對大多

數人是一種公平的行為，且能符合社會普遍的原則與期

望。 

3. 本層次也可分為【社會契約合法性導向階段】、【道德普遍

原則導向階段】。 

  

【重點整理】◎ 柯爾柏格「三層次六階段」道德認知發展理論【龍、南】 

第一層次 

 

( 成規前 ) 

層次 

/ 

道德成規 

前期 

第一階段              避免受罰 

(  處罰  )與(  服從  )導向階段 / 

避罰服從取向 

1. 為避免懲罰而服從__權威__。 

2. 缺乏是非善惡觀念，只因恐懼

懲罰而服從規範。 

第二階段              要求功利 

 

(  工具性相對主義  )導向階段 / 

工具相對主義取向 

1. 已有公平、互惠與平等觀念，

但都是以物質或實用角度來做

解釋。 

2. 行為好壞在其__結果__，為追

求__自利_，而遵守規範。 

第二層次 

 

(  成規  ) 

層次 

/ 

道德成規期 

第三階段              獲得讚美 

 

(  人際關係和諧  )導向階段 / 

尋求認可取向 

1. 良善的行為在於能取悅或幫助

他人，及能表現獲得他人讚許。 

2. 為了受到__他人__的  認可

__，因而遵守成人所定義的「好

孩子」標準。 

第四階段         服從規範(法律) 

 

(  法律  )與(  秩序  )導向階段 / 

順從權威取向 

1. 認為正當行為就是能善盡個人

義務、尊重權威，會為社會利

益考量維護既有的社會秩序。 

2. 服從__團體__規範，尊重__法

律__權威，會以法條規範作為

是非判斷依據。 

第三層次 

 

( 成規後 ) 

層次 

/ 

道德成規 

後期 

第五階段               法治精神 

 

 

(  社會契約合法性  )導向階段 / 

社會契約的法理取向 

 

 

1. 重視權利與價值，特定的道德

義務、期望和權利必須衍生自

公正社會的基本人權和價值。 

2. 尊重合乎群體權益所制定的法

規，認為個人應守法是因為__

法律__符合__社會大眾__的價

值反思。 

第六階段               明辨是非 

 

 

(  道德普遍原則  )導向階段 / 

價值觀念取向 

 

 

1. 經由__邏輯思考__，選擇__抽

象  而具__普遍性__的倫理原

則作為判斷是非善惡標準，重

視人權與人格尊嚴。 

2. 相信道德法則的普遍價值，認

識人性的尊嚴，憑自己的__良

知__去做是非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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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爾柏格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將道德發展過程分為三個層次、六個階段，但並非人人皆

可依序達成各階段。 

 

 

【結語】 

     由此可知，道德原則是由無律至他律至自律方向發展。道德是人類對自己行為的一 

 種要求，也是符合公義的行為，縱使人類社會有許多不同族群與文化差異，但仍有許多 

 共通道德原則。Ex：要守信、關懷、尊重、不傷害無辜、公平、責任等都是。 

 

 

◎「皮亞傑」與「柯爾柏格」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 【教師手冊】        

相同點 

1. 皮亞傑與柯爾柏格均認為兒童及青少年都受傾向服從，皆先他律而後自

律。 

2. 兩者均呈現一定的階段性和次序性。 

3. 皮亞傑和柯爾柏格均認為認知水準與道德水準有關。認知水準高，道德

水準一定高此話為假，但道德水準高，其認知水準一定在某一水準以上。 

相異點 

1. 分期：皮亞傑分為三階段；柯爾柏格分為三層次六階段。 

2. 分期標準：皮亞傑以年齡分期；柯爾柏格以道德判斷作為分期標準。 

3. 皮亞傑認為兒童及青少年 服從是對權威的尊重； 

柯爾柏格則認為 服從是畏懼權威、避免懲罰，得到獎勵。 

二、道德實踐 

    在多元價值的現代社會，堅持到底的__道德實踐__更是重要，唯有深刻體會其重要

性，提升個人道德敏感度，增強道德意志力，並適時表現道德勇氣，透過確實的身體力行

才能具體落實道德實踐。 

 

1. 提升__道德敏感度__ 

1. 道德的實踐強調要從日常生活做起，首先應該從個人具 

   備道德敏感度開始，也就是必須意識道德議題的重要 

   性，對於生活週遭的事物有關懷之情，能設身處地為人 

   著想，並且具有分析與批判的能力，主動察覺社會中的 

   不公不義。 

2. Ex：政府為了經濟發展，計劃興建大型石化廠，雖然並 

不是蓋在自己的住家附近，但仍然有許多人願意主動參 

與連署，反對此一政策，不僅表達對當地居民生活品質 

的關心，同時也維護我們社會的生態環境，並促使政府 

對此議題的重視，參與連署的人們，所表現的就是一種 

道德敏感度。 

2. 增強__道德意志力__ 

1. 具有道德敏感度可以提升個人對於生活週遭事物的關 

   心，更進一步，還要有能堅持到底的意志力。 

2. Ex：所以除了連署反對大型石化廠的興建，更重要的， 

   能長期參與相關活動，表達對於此一議題的堅定支持。 

3. 雖然在過程中，會遭遇許多困難甚至必須有所犧牲，但

只要堅持做對的事，付諸於行動，擁有道德意志力，就

有助於道德的實踐。 

3. 適度表現__道德勇氣__ 

1. 除了提升個人的道德敏感度與意志力，實踐道德更需要 

   有道德勇氣。 

2. Ex：家庭暴力是個值得正視的問題，當家暴發生在我們 

   生活週遭時，我們應該要有道德勇氣，即時舉發、通報 

   以及尋求相關單位的協助，以制止施暴者的行為。沉默 

   只會使施暴者更加猖狂，使家暴事件更加嚴重。 

   

     總之，道德的實踐應該包含認知、情感與行動意志統整的面向，並與個人生活經驗 

 互相結合。道德價值觀的形成與實踐，更應重視的是理性溝通、批判性思考與尋求共識 

 的過程。所以經常與他人針對不同道德議題的論辯，有助於個人道德價值觀的澄清與建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