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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田揖噩噩圓頭已

為

〈
下
〉

〔
一
、

三
)
教
育
即
經
驗
的
重
組
或
改
造
﹒
@

如
前
所
述

9

教
育
促
使
個
體
由
未
成
熟
狀
態
趨
向
成
熟

9

這
過
程
福
蓋
了
「
值
體
」
與
「
環
境
」
的
交
互
作
用
?
由
於
「
人
(

境
」
的
交
互
作
用
係
持
續
在
進
行
著
9

故
人
類
的
經
驗
亦
不

斷
在
重
組
與
改
造
中

9

而
此
種
改
變
為
人
類
的
知
識
增
添
了
新

的
架
構

9

使
其
能
適
應
新
環
境
。

綜
觀
進
步
主
義
的
教
育
本
質
論

9

吾
人
可
得
知

9

「
適
應

生
活
行
「
引
導
生
長
」
、
「
改
造
經
驗
」
構
成
了
教
育
的
內
涵
。

鬥
一
一
、

杜
威
反
對
十
九
世
紀
英
圓
哲
學
家
斯
賓
賽
(
目
的
門
宮
泣

的
胃
口
叮
叮
門
)
以
「
生
活
預
備
說
」
為
教
育
目
的
。
其
認
為
教
育
若

是
以
未
來
生
活
的
適
應
為
自
的

9

則
因
有
一
預
懸
之
目
的

9

一

切
的
教
育
全
為
了
未
來
生
活
而
準
備

9

便
易
失
卻
當
前
的
教
育

價
值
?
而
忽
略
現
在
的
生
活
。
故
杜
威
進
一
步
指
出
?
教
育
無

外
在
目
的
，
教
育
本
身
即
為
其
目
的
。
易
言
之
?
其
所
謂
的
教

育
目
的
?
即
指
教
育
的
歷
程
。

從
杜
威
《
民
主
主
義
與
教
育
》
一
書
中

9

可
得
知
其
心
目
中

理
想
的
教
育
目
的
，
乃
是
建
造
一
個
真
正
的
民
主
社
會
，
使
人

類
的
尊
嚴
與
價
值

9

受
到
充
分
尊
重
?
人
人
得
以
充
分
發
展
自

我
多
進
而
實
現
自
我
?
帶
動
整
個
社
會
的
進
步
。

鬥
墨
、進

步
主
義
教
育
哲
學

9

日
疋
「
變
」
的
哲
學9
亦
是
一
種
兼
重

「
思
與
行
」
的
哲
學
。
其
教
育
方
法

9

乃
是
以
學
習
者
為
本
位
的

教
法
?
著
重
學
生
思
考
能
力
的
培
養
與
行
為
的
實
踐

9

主
要
特

色
可
歸
納
為
一
二
E
@

(
一
)
倡
導
問
題
教
學
法
s
e

鑑
於
傳
統
的
教
學
法

9

以
教
師
為
本
位
，
著
重
知
識
的
灌

輸
多
學
生
缺
乏
主
動
性
的
學
習

9

如
此
所
得
的
知
識
?
不
但
有

其
局
限
性
?
且
學
生
能
不
能
學
以
致
用

9

又
是
個
問
題
。
故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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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等
人
倡
導
問
題
教
學
法

9

著
重
學
生
主
動
的
學
習
，
師
生
共

同
參
與
課
程
的
規
劃
與
進
行
?
同
時
在
教
學
情
境
中
，
學
生
為

有
效
解
決
問
題
?
不
得
不
主
動
積
極
思
考

9

無
形
中
亦
培
養
了

其
思
惟
能
力
。
此
外

9

此
種
教
學
法
?
係
強
調
學
生
共
同
合
作

?
一
起
成
長
?
故
亦
有
助
於
學
生
群
性
的
發
展
。

(
二
)
調
和
興
趣
主
義
與
訓
練
主
義
﹒

e

進
步
主
義
在
教
學
上
的
另
一
特
色
?
即
是
調
和
了
興
趣
主

義
與
訓
練
主
義
9

興
趣
主
義
主
張
只
要
能
激
發
學
習
者
的
興
趣

9

一
切
的
學
習
活
動
?
便
能
得
以
有
效
進
行
.
，
訓
練
主
義
則
認

為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9

重
要
的
是
訓
練
學
生
的
意
志

9

使
其
努
力

學
習
?
則
一
切
學
習
目
標

9

均
可
達
成

o

杜
威
等
人
則
執
兩
持

中

9

強
調
有
效
的
學
習
，
培
養
興
趣
固
然
重
要

9

而
訓
練
意
志

9

亦
不
可
少

9

兩
者
同
為
促
進
學
習
的
動
力
?
不
宜
有
所
偏
廢

。(
三
)
「
由
做
中
學
」
的
學
習
方
法
回
.

即
真
正
的
知
識

9

要
從
實
際
的
操
作
中
獲
得
，
行
以
求
知

?
為
個
體
求
取
知
識
的
最
佳
途
徑
。
此
種
觀
念
與
我
國
清
代
思

想
家
顏
元
所
倡
導
的
|
l
l
「
習
行
之
學
」
相
遇
。
故
進
步
主
義
?

所
強
調
的
乃
是
「
知
了
「
思
」
、
「
行
」
為
一
體
之
教
育
方
法

9

而

這
種
教
學
法
實
則
兼
顧
了
個
人
發
展
與
群
性
陶
冶

o

、
恩
、
一

知

/ / 
行一一一一思

(
四
)
教
學
課
程
a
.

進
步
主
義
的
課
程
論

9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9

主
張
一
切
教

育
活
動
應
從
學
習
者
出
發
，
並
以
當
前
的
生
活
與
興
趣
為
依
歸

。
「
進
步
主
義
以
為
教
育
的
歷
程
會
是
一
種
生
長
的
歷
程

9

也

就
是
整
個
人
生
的
歷
程
。
人
生
的
歷
程

9

亦
即
是
經
驗
改
造
的

歷
程
9

故
教
學
的
課
程
，
應
包
括
人
生
的
全
部
生
活
經
驗
。
」
(

楊
圓
賜

9

民
打
)
凡
有
益
於
個
人
發
展
之
生
活
經
驗
，
均
應
視

為
課
程
發
展
之
內
酒
，
當
然

9

個
人
係
存
活
於
社
會
中

9

個
人

發
展
帶
動
社
會
進
步
。
'
社
會
進
步
促
進
個
人
發
展

9

這
種
雙
途

價
值
的
創
刊
笠
?
充
分
顯
現
出
杜
威
重
視
「
人
|
|
境
」
交
互
作
用

及
調
和
「
個
人
|
|
社
會
」
本
位
的
色
彩

9

故
在
課
程
組
織
上
，

亦
能
兼
顧
到
教
材
本
身
的
「
社
會
價
值
」

o

縱
觀
進
步
主
義
的
教
育
哲
學

9

彼
之
教
育
乃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
以
生
活
經
驗
為
教
材

9

注
重
全
人
的
教
育

9

期
能
培
養

出
能
知
、
能
回
心
、
能
行
之
現
代
公
民
。
而
其
理
想
的
實
現

9

則

為
「
民
主
社
會
」
的
創
建

9

使
人
人
皆
能
各
得
其
所

9

充
分
自
我

實
現
9

促
進
整
個
人
額
的
進
步
。

進
步
主
義
是
美
國
成
人
教
育
之
主
流

9

在
杜
威
的
倡
導
下

9

此
一
結
合
科
學
方
法
與
實
用
性
質
之
哲
學
思
想
，
更
影
響
美

國
之
教
育
改
革
與
成
人
教
育
之
發
展
。
進
步
主
義
的
成
人
教
育

哲
學
會
不
可
避
免
地
也
是
進
步
主
義
教
育
哲
學
的
反
映
。
但
是

，
由
於
成
人
教
育
所
注
重
的
對
象
是
成
人
?
必
然
從
成
人
與
社

會
的
關
係
著
手
?
更
強
調
教
育
在
社
會
改
革
上
的
目
標
。



主
持
聽
教
育
哲
學

進
步
主
義
在
美
國
對
成
人
教
育
的
啟
迪
與
影
響
甚
大
?
進

步
主
義
的
教
育
思
潮
瀰
漫
全
美
時

9

成
人
教
育
的
也
急
速
地
發

展
。
許
多
成
人
教
育
的
方
案
，
都
來
自
進
步
主
義
的
啟
示
。
此

外
9

成
人
教
育
的
一
些
基
本
原
則
，
也
出
白
於
進
步
主
義
的
思

想
。
茲
就
其
對
成
人
教
育
思
想
的
啟
迪
與
影
響

9

分
述
如
下
國
@

、

啟

迪

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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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統
的
教
育
哲
學
觀
認
為

9

教
育
的
主
要
目
的
乃
在
於
知

識
的
增
加
9

這
樣
的
理
念
受
到
了
進
步
主
義
嚴
重
的
質
疑
。
進

步
主
義
者
以
巨
觀
的
角
度
擴
展
了
教
育
的
意
義
，
其
以
為
教
育

並
非
僅
限
於
學
校
教
育

9

尚
應
包
括
生
活
中
偶
發
的
和
有
意
的

活
動
9

就
教
育
場
所
而
且
一
-
7

瓶
蓋
了
社
會
上
的
許
多
公
共
團
體

?
諸
如
家
庭
、
工
作
場
所
、
學
校
、
教
堂
和
全
體
社
區

9

學
校

僅
是
一
個
傳
遞
文
化
的
責
任
機
關
而
已
。
就
教
育
的
影
響
層
面

而
且
一-7

則
涵
蓋
了
價
值
、
態
度
、
知
識
和
技
能
。

廣
義
的
教
育
觀
其
要
旨
可
歸
納
如
下
巴
@

(
二
社
會
化
e
@
將
教
育
擴
大
到
整
個
社
會
層
面

9

學
習
乃

存
在
於
社
會
中
的
每
個
角
落
。

(
二
)
終
身
學
習
e
E
進
步
主
義
者
強
調
教
育
是
終
生
的
過
程

9

學
習
除
了
來
自
學
校
?
更
當
重
視
生
活
經
驗
的
學
習
。
誠
如

杜
威
所
言
e
@
「
真
正
的
教
育
開
始
於
我
們
離
開
學
校
之
後

9

在

個
體
有
生
之
年
不
應
有
任
何
理
由
讓
教
育
終
止
了

(
三
)
倡
導
將
實
用
主
義
與
功
利
主
義
的
觀
點
置
於
課
程
中

。
。
杜
威
主
張
教
育
內
容
應
當
博
雅
與
實
用
兼
顧

9

人
文
與
科
學

並
靈
。
不
僅
為
工
作
而
受
教
育

9

同
時
也
為
休
開
而
受
教
育
。

(
四
)
重
視
經
驗
的
整
合
性
﹒
﹒
強
調
以
經
驗
為
學
習
的
中
心

?
成
人
的
生
活
經
驗
構
成
了
豐
富
的
學
習
資
源
。
凡
是
具
有
教

育
性
的
經
驗

9

均
當
重
視
其
價
值
@
9
反
之
9

有
些
經
驗
不
利
於

教
育
9

則
應
瞬
棄
於
外
。
故
諾
爾
斯
(
阿
口
。
主
2
)
也
指
出
@
國
「

成
人
經
驗
的
質
與
量
是
提
供
學
習
的
最
佳
動
力
」

0

ïl 

、

點

LJ 

進
步
主
義
者
主
張
學
習
者
有
其
個
人
的
需
求
、
興
趣
、
期

望
和
經
驗
?
故
在
教
育
上
應
視
其
個
別
需
要
而
滿
足
其
學
習
欲

求
?
同
時
也
批
評
傳
統
教
育
太
注
重
學
術
訓
練

9

而
忽
略
了
學

習
者
的
學
習
動
機
。
林
德
目
中
文
(
們
古
巴
向
日2
)
並
進
一
步
指
出

-
e
「
要
造
成
有
意
義
的
學
習
9

必
須
學
習
者
能
依
據
他
們
的
需

要
、
需
求
、
願
望
和
欲
望
?
為
自
己
設
定
學
習
目
標
」

0

鬥
一
一
一
、

傳
統
的
教
育
方
法
係
以
課
程
為
中
心

9

進
步
主
義
者
則
提

出
了
另
一
個
新
的
教
育
方
法

|
1

問
題
解
決
法
。
教
學
者
以
學

習
者
在
生
活
情
境
中
所
遭
遇
的
問
題
為
中
心
而
組
織
課
程
，
鼓

勵
學
習
者
主
動
發
間
?
共
同
思
考
問
題
的
本
質
與
解
決
之
道
，

在
思
考
的
過
程
中
促
進
成
人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而
在
成
人
學

習
的
過
程
中
，
喚
起
和
評
估
經
驗
，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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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
閥
、傳

統
上
教
師
所
扮
演
的
是
一
個
權
威
者
的
角
色
，
教
師
主

導
著
一
切
的
教
育
過
程
。
然
而
受
到
上
述
三
種
主
張
的
影
響
?

進
步
主
義
者
賦
於
教
師
新
的
角
色
?
教
師
一
方
面
是
個
協
助
者

多
組
織
、
刺
激
、
考
評
整
個
教
育
過
程
9
並
協
助
學
習
者
成
功

地
的
學
習
@
出
刀
一
方
面
教
師
也
是
個
學
習
者
?
在
師
生
共
同
參
與

活
動
中
獲
得
新
知
，
故
師
生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平
等
互
動
的
?
是

一
種
動
態
化
的
歷
程
。

「可

工

進
步
主
義
教
育
哲
學
堅
信
教
育
是
社
會
變
遷
之
工
具
9
透

過
個
體
自
我
改
造
9
以
達
社
會
改
造
之
功
能

(
7
文
郁

9
民
阻
)

。
同
C
V而
且
皂
白
阿
且
可
曾
指
出
y

叫
學
習
(
尤
其
是
成
人
學
習
)
是

一
切
社
會
問
題
的
解
決
根
本

o

伯
哲
溫
(
聞
自
間
而
且
已
指
出
9

透
過
教
育
可
以
造
就
出
一
個
更
好
、
更
充
實
的
個
人
生
活
?
問

時
也
可
以
造
就
出
更
好
的
公
民
和
世
界
。

就
美
國
成
人
教
育
的
發
展
來
看
?
有
三
個
教
育
方
案
深
受

進
步
主
義
的
影
響
e
e

(
一
)
美
問
化
教
育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9
由
於
大
量
移
民
湧
入
美
國
三
產
生
適
應

不
良
的
問
題
9
於
是
成
人
教
育
乃
在
「
教
化
過
程
」
中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成
人
夜
間
學
校
、
教
堂
、
工
廠
、
移
民
之
家
、

門
口k
p都
投
入
這
個
工
作
9
男
人
給
予
工
廠
作
業
與
安
全
講

9
女
人
則
提
供
烹
飪
和
家
事
課
程
(
早
已
E

門
戶
戶B
u
ω
-
w
H

道
。
…
張
德
、
水
?

(
二
)
社
區
教
育
活
動

社
區
教
育
是
一
種
大
眾
教
育
?
以
合
作
為
其
基
礎
E
9
社
區

教
育
也
是
一
種
成
人
教
育
9
以
延
續
為
其
特
質
。
9
社
區
教
育
更

是
一
種
整
合
教
育
，
以
社
區
為
其
單
位
。
其
興
起
原
因
主
要
有

一
一
:
一
為
學
校
課
程
主
動
尋
求
社
區
的
參
與
e
9
另
一
為
社
區
希

望
藉
由
教
育
提
昇
社
區
居
民
素
質
。
一
口

N
a

認
為
社
區
教
育

有
七
種
型
態
。
e

ω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教
育
。

ω
社
區
設
施
的
擴
大
使
用
。

及
青
少
年
補
習
教
育
。

川
川
成
人
教
育
。

ω
休
閒
教
育
。

州
州
社
區
服
務
的
傳
輸
與
協
調
。

們
社
區
發
展
與
公
民
參
與

o

(
一
二
)
參
與
訓
練
|
|
印
第
安
那
計
劃

此
種
計
劃
強
調
學
習
者
的
積
極
參
與
和
合
作
?
及
成
人
教

育
師
生
間
繼
續
教
育
的
關
係

o

其
基
本
假
定
為
人
在
學
習
經
驗

方
面
，
可
以
透
過
訓
練
而
積
極
地
參
與
9
必
對
計
割
成
敗
負
責

。
伯
哲
溫
指
出
9
參
與
訓
練
有
八
大
原
則
e
@

仙
成
人
教
育
始
於
對
成
入
學
習
之
原
理
與
問
題
之
考
慮
。

ω
成
人
在
對
團
體
的
貢
獻
上
有
其
自
由
。

叫
人
們
被
鼓
勵
積
極
參
與

o

川
間
教
師
與
學
習
者
透
過
表
達
需
求
及
與
經
驗
有
闊
的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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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
此
分
享
。

問
引
導
課
程
方
向
的
目
標
是
共
享
的
。

的
問
課
程
的
過
程
和
內
容
要
平
衡
。

的
除
了
傳
統
的
講
授
和
作
業
之
外

9

可
使
用
許
多
方
法
。

、
進
步
主
義
主
張
的
是
一
種
蠻
的
哲
學
?
也
是
一
種
進
步
的

哲
學
?
其
強
調
「
教
育
即
生
活
了
「
教
育
即
生
長
行
「
教
育
即

經
驗
的
重
組
與
改
造
」

9

因
此
而
發
展
出
來
的
成
人
教
育
方
案

，
乃
大
異
於
傳
統
的
向
學
校
教
育
9

然
而
在
工
業
社
會
與
資
本
主

義
的
引
導
下

9

進
步
主
義
的
成
人
教
育
似
乎
易
流
於
功
利
性
、

短
暫
性
、
技
術
性
的
危
險
。

因
此
?
為
避
免
產
生
上
述
之
流
弊

9

同
時
作
為
一
種
「
持

續
」
進
步
的
哲
學
會
，
在
人
類
即
將
邁
向
廿
一
世
紀
之
時

9

進
步

主
義
的
成
人
教
育
可
朝
以
下
之
方
向
努
力
固
@

鬥
一
、進

步
主
義
在
經
驗
論
的
指
引
下
，
加
上
資
本
主
義
的
物
質

誘
惑
9

往
往
使
得
教
育
被
急
功
近
利
的
人
視
為
滿
足
物
質
欲
望

的
最
佳
利
器
，
其
缺
乏
心
靈
的
陶
冶
與
人
格
的
養
成

9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
所
以

9

加
強
人
格
成
熟
的
教
育
多
培
養
具
有
人
文
關

懷
、
自
主
性
高
的
成
人
多
在
進
步
主
義
成
人
教
育
中

9

應
列
為

重
要
課
題
。

鬥
一
一
、

叫
評
估
是
由
教
師
和
學
生
共
同
的
合
作
所
完
成
的
。

由
上
觀
之
?
進
步
主
義
的
成
人
教
育
發
展
，
乃
是
因
應
社

會
的
需
要
多
尤
其
目
前
工
業
化
、
科
技
化
的
社
會
，
進
步
主
義

的
成
人
教
育
仍
居
於
主
導
的
地
位
。

無
論
是
杜
威
、
林
德
日
軍
或
伯
哲
溫
，
均
極
為
強
調
批
判
思

考
在
成
人
教
育
中
的
重
要
性

9

成
人
是
社
會
的
主
體

9

主
導
著

社
會
的
發
展
方
向
。
因
此

9

成
人
教
育
所
要
培
養
的
乃
是
一
個

更
能
獨
立
思
考
?
更
能
適
應
民
主
社
會
的
人
。
批
判
性
思
考
的

訓
練
?
在
成
人
教
育
中
尤
其
顯
得
重
要
。
如
果
成
人
教
育
能
考

慮
到
這
個
重
點
?
將
可
進
一
步
促
進
民
主
社
會
的
發
展
。

〔
Z
一
、

自關

傳
統
上

9

師
生
之
間
始
終
存
有
一
種
權
威
關
係
。
這
種
權

威
式
的
教
學
模
式

9

在
成
人
教
學
的
過
程
中
?
早
就
被
進
步
主

義
所
揚
棄
。
根
據
美
國
學
者
朗
濟
(
出

F
E
N
)的
調
查
顯
示

9

成
人
教
學
師
生
間
的
關
係
模
式
?
可
歸
納
為
三
種
模
式

e
e

主
客

模
式

(
F
C叩
門4
它
串
門
目
。
母
]
)
、
案
主
與
諮
一
商
者
模
式
(

皂
白
己
目
的
。
口
的
己
E
E
B
O

會
]
)
、
合
夥
者
模
式
(
宮
門
門
口
的
門
"

ω
F
S
E
O且
已
)
。
這
三
種
模
式
均
迴
異
於
傳
統
中
的
師
生
關
係

模
式
。
在
未
來
?
進
步
主
義
在
成
人
教
學
活
動
中
的
師
生
關
係

9

應
繼
續
建
立
起
以
下
各
種
關
係
@
E
(
一
)
師
生
間
應
屬
於
平
等

的
地
位
日
'
(
二
)
建
立
成
人
師
生
間
的
互
動
學
習
過
程
﹒
@
(
三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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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者
彼
此
接
受
的
學
習
氣
氛
@
'
(
四
)
培
養
友
誼
，
使
團
體

產
生
融
洽
的
氣
氛
@
9
(
五
)
造
成
班
級
是
一
個
合
作
的
團
體

9

而

非
競
爭
的
團
體
(
黃
富
順

9

民
紹
了

當
然
?
徒
有
良
好
的
師
生
關
係

9

倘
若
缺
乏
適
合
成
人
的

教
學
方
法
9

則
成
人
教
育
亦
難
見
其
成
效
。
進
步
主
義
雖
已
在

成
人
教
學
上
提
出
了
新
的
教
育
方
法
?
如
問
題
解
決
法
、
實
驗

教
學
法
等
。
然
而
，
社
會
變
遷
快
速
?
成
人
之
間
的
差
異
性
亦

大
9

故
在
現
有
的
基
礎
上
繼
續
發
展
出
多
樣
化
且
適
合
成
人
的

教
學
方
法

9

白
是
進
步
主
義
所
不
可
忽
視
的
一
個
重
要
課
題
。

鬥
閥
、由

於
進
步
主
義
強
調
教
育
以
學
習
者
的
興
趣
為
中
心

9

以

問
題
為
取
向
，
從
正
面
上
來
說
，
這
樣
的
教
育
取
向
，
固
然
較

易
滿
足
學
習
者
的
需
求

9

但
是
卻
可
能
因
而
缺
乏
知
識
的
系
統

性
?
學
科
之
間
亦
可
能
喪
失
其
連
貫
性
。
即
使
這
樣
可
以
培
育

出
專
精
人
才

9

但
這
樣
的
人
才
?
是
不
是
可
以
適
應
這
個
多
變

的
時
代

9

則
是
個
問
題
。
因
此
，
有
必
要
推
廣
通
識
教
育
?
使

受
教
者
具
有
廣
博
的
知
識
、
恢
弘
的
器
識
與
開
闊
的
視
野
。

「可

成
人
教
育
在
美
國
的
進
步
主
義
潮
流
中

9

極
為
重
視
「
美

國
化
」
的
教
育
午
一
音
足
一
種
兼
具
「
本
土
化
」
與
「
文
化
自
覺
」
的

教
育
9

值
得
當
作
我
們
在
推
行
成
人
教
育
時
的
一
項
重
要
參
考

。
以
本
國
而
一
一
一
月
9

數
十
年
來
在
政
經
掛
帥
的
環
境
中
?
教
育
與

文
化
在
表
面
上
雖
闆
係
密
切

9

實
際
上
就
成
人
教
育
而
且
一
-
7

幾

乎
忽
略
了
文
化
內
福
的
討
論
。
故
有
其
必
要
以
文
化
探
討
為
主

題
9

透
過
一
經
驗
交
流
與
對
話
討
論
以
達
成
共
識
與
文
化
覺
醒

9

俾
使
文
化
在
成
人
教
育
的
推
動
下
?
展
現
新
契
機
。

主

今
日
的
社
會
型
態
，
已
大
異
於
從
前

9

成
人
教
育
的
實
用

取
向
和
人
文
取
向
，
並
非
孰
輕
孰
重
的
問
題
多
而
是
如
何
將
兩

者
整
合
的
問
題

9

因
為
一
方
面
我
們
無
法
漠
視
科
技
變
遷
的
事

實
，
又
不
能
拋
棄
人
類
的
人
文
價
值
?
唯
有
兩
者
平
衡
發
展

9

互
為
補
充
，
取
得
協
調

9

才
是
當
前
成
人
教
育
最
佳
的
發
展
模

式
。

力
量
]

成
人
是
社
會
的
主
體
?
具
有
改
造
社
會
的
責
任

9

而
一
個

理
想
社
會
的
創
生
，
若
無
集
眾
人
之
力

9

則
斷
無
成
功
之
時
。

進
步
主
義
雖
一
再
強
調

9

要
從
個
體
自
我
的
改
造
?
來
達
到
社

會
改
造
的
目
的
。
然
而

9

其
具
體
途
徑
為
何
呢
?
個
人
以
為
可

從
以
下
兩
個
層
面
著
手
也
@
首
先
就
短
期
的
奏
效
觀
點
而
平
一
-
7

整

個
社
會
應
儘
童
提
供
並
鼓
勵
成
人
參
與
政
治
、
社
會
、
文
化
、

經
濟
e
e
o
-
-
e等
活
動
，
同
時
其
社
會
參
與
應
人
人
機
會
均
等
且
權

利
平
等
9

不
應
有
社
會
階
層
化
的
現
象
固
，
其
次
以
長
期
的
發
展

角
度
而
論

9

當
從
成
人
教
育
過
程
中

9

一
讓
每
個
成
人
覺
醒
到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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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參
與
是
其
無
可
讓
渡
的
權
利
9
而
社
會
改
造
更
是
其
無
可
逃

避
的
責
任
，
並
進
而
養
成
其
主
動
積
極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的
習
慣

。
如
此
雙
管
齊
施
9
蔚
為
風
氣
9
成
人
一
旦
大
都
具
有
「
社
會

改
造
」
的
能
力
，
則
有
利
於
理
想
社
會
的
實
現
。

「聶可

隨
著
時
代
的
變
還
9
人
類
的
生
命
計
劃
型
態
9
已
由
傳
統

的
直
線
生
命
計
劃
(
一
門
口
而
自
門
民
間
的
立
即
口
)
，
轉
為
循
環
的
生
命

計
劃

(
n
E
Z
n
出
門
內
廿
一
自
己
)
和
混
合
的
生
命
計
劃
(
廿
一
而
且
而
且

一
…r
1
2
)

。
工
作
、
生
活
與
學
習
的
結
合
?
是
人
類
今
後
主

要
的
生
活
型
態
9
進
步
主
義
若
要
將
其
進
步
的
理
念
真
正
落
實

於
現
實
生
活
中
9
則
需
其
他
外
在
環
境
與
之
配
合
9
而
創
造
一

個
利
於
成
人
發
展
的
「
學
習
社
會
主
9
在
實
現
其
理
念
的
過
程
中

，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哈
欽
斯
(
日
N
C
F而
且
皂
白
早
已
戶
口
的
〉
認
為
自
﹒
「
學
習
社
會
不

僅
只
提
供
成
年
人
部
分
時
悶
的
成
人
教
育
而
己
，
它
是
以
學
習

、
自
我
實
現
、
發
展
人
性
為
目
標
?
改
變
價
值
觀
念
9
使
所
有

制
度
均
能
順
利
地
實
現
上
述
目
標
的
社
會
。
」
他
強
調
叫
問
子
習
社

會
是
「
社
會
全
體
成
員
以
充
分
發
展
自
己
能
力
為
目
標
的
社
會
」

(
黃
振
隆
，
民
的
)
。
如
此
9
學
習
社
會
的
創
造
9
促
使
進
步
主

義
在
面
對
廿
一
世
紀
的
衝
擊
之
時
?
不
會
為
時
代
所
淘
汰
9

甚

或
流
於
空
中
樓
閣
9
淪
為
可
望
而
不
可
及
的
理
想
。

、
我
們
今
日
所
處
的
時
代
已
大
異
於
從
前
9
社
會
變
遷
的
快

速
，
往
往
在
不
知
不
覺
間
，
使
人
們
對
周
遭
原
本
熟
悉
的
事
物

產
生
了
陌
生
與
疏
離
感
。
當
今
的
科
技
，
幾
乎
每
十
年
就
要
面

臨
一
次
大
轉
變
。
所
以
成
人
實
有
必
要
常
常
接
受
教
育
或
訓
練

。
進
步
主
義
從
其
發
展
到
流
彈
(
9
為
成
人
教
育
指
引
出
了
新
的

努
力
方
向
。
如
本
文
所
述
9
其
個
人
論
、
社
會
論
、
知
識
論
及

教
育
哲
學
觀
9
均
對
成
人
教
育
產
生
了
一
些
正
面
的
啟
迪
與
影

響
。
然
而
9
當
我
們
將
這
種
理
念
落
實
於
成
人
教
育
時
9
應
慎

防
其
可
能
產
生
的
負
面
價
值
或
流
弊
?
同
時
為
因
應
時
代
的
變

遷
9
將
不
合
時
宜
的
理
念
，
作
適
度
的
調
整
，
則
是
必
須
的
。

人
在
社
會
不
是
一
種
工
具
之
匕
本
身
是
一
種
價
值
多
因
此

要
加
強
人
格
成
熟
的
教
育
。
9
強
調
成
人
的
批
判
性
思
考
ω
9
改
變

成
人
教
學
的
師
生
關
係
並
發
展
多
樣
化
的
教
學
方
法
@
'
推
廣
通

識
教
育
'
，
加
強
成
人
教
育
與
文
化
的
探
討
。
9
發
揮
成
人
「
社
會

改
造
」
的
力
量
@
9
創
造
一
個
利
於
成
人
發
展
的
「
學
習
社
會
」
a
9

接
受
「
多
元
並
存
」
的
觀
念
9
以
人
文
價
值
賦
予
進
步
主
義
的
新

生
命
9
當
是
邁
向
廿
一
世
紀
的
進
步
主
義
成
人
教
育
發
展
的
方

向

0
(
本
文
獲
安
慧
學
苑
文
教
基
金
會
八
十
四
年
度
成
人
教
育
研
究
獎
助
學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