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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帶領的國民政府遷到臺灣，極力宣揚以中

國固有文化為「打擊中共的最有效精神武器」；然而，在1959年美援科學教

育計畫前後，又宣示為「科學建國」推動科學教育。美援時期的臺灣科學教

育面臨的是西方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兩者之間的拉鋸。本文以美援時期為背

景，首先討論美援時期臺灣社會中西方科學與傳統中國文化的拉鋸現象的形

成，並從當時學校科學教材，探討當時臺灣科學教育所面臨的西方科學與傳

統中國文化的拉鋸處境，以及當時臺灣科學教育推動者如何因應這種拉鋸現

象。最後，討論西方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拉鋸對臺灣科學教育後續發展所

造成的影響，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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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serving Chiang’s political authority, science education during the 

U.S. Aid time must be geared to two totally different or opposite value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science since Chiang and his team 

claimed that the spirit of science was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cience education was developed under a tension between western scienc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tmosphere at that 

time.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tension was formed and its impacts 

on science education in Taiwan afterward.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rgued the 

tension caused a distor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Finally, suggestion is provided for the science education succeed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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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於1951～1965年間，對臺灣進行經濟援助稱為「美援」。1959年，

美援科學教育計畫在臺灣正式開始執行，促成臺灣教育史上首度推動的學校

科學教育改革，對於臺灣科學教育後續發展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傅麗玉，

2006）。之後，近50年之間，臺灣科學教育仍不斷進行改革，但是，直 到

2003年才推出我國第一次《科學教育白皮書》，整體規劃我國日後科學教育

的發展方向為全民科學教育，確認我國科學教育的願景為培養全民皆具科學

素養，養成每位國民的「創新、創造能力」與「關心、關懷態度」。科學教

育的目標在於「使每位國民能夠樂於學習科學，並了解科學之用，喜歡科學

之奇，欣賞科學之美」，並要求將此目標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使科學紮

根於生活與文化之中」、「應用科學方法與科學知識解決日常生活問題，理

性批判社會現象，並為各項與科學相關的公共事物做出明智的抉擇」、「藉

不斷提升科學素養，貢獻於人類世界的經濟成長及永續發展」（教育部，

2003：3-10）。這是臺灣科學教育史上一個嶄新的里程碑。  

筆者研究美援時期的科學教育史料發現，在當時的社會與政治背景下，

科學教育處在一種西方科學與傳統中國文化的拉鋸中，導致科學教育發展偏

離科學本質，也偏離科學學習的本質。新的里程碑的前景是臺灣科學教育的

未來，然而，里程碑的背後是美援以來近50年的科學教育影響，臺灣後續的

科學教育發展如何能以科學本質與科學學習本質為核心價值，在臺灣的社會

與政治中，邁向全民科學教育的發展方向，值得深思。因此，有必要從社會

與政治的角度，進一步探討美援時期的科學教育所處的西方科學與傳統中國

文化的拉鋸現象。雖然過去臺灣教育史的相關研究鮮少聚焦於科學教育，關

於科學教育的議題則更少從社會與政治的角度進行探討，但筆者願意透過本

文呈現一種不同的科學教育議題的探討方式。  

本文以美援時期為背景，首先討論美援時期臺灣社會中西方科學與傳統

中國文化的拉鋸現象的形成，並從當時的學校科學教材，探討當時臺灣科學

教育所面臨的西方科學與傳統中國文化的拉鋸處境，以及當時臺灣科學教育

推動者如何因應這種拉鋸現象。最後，則討論西方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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鋸對臺灣科學教育後續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並提出建議。  

壹、美援時期的臺灣科學研究與科學教育  

美援時期，剛從中國大陸撤退到臺灣的國民政府，其最重要的目標在於

光復大陸，在經濟拮据與國防危機的情況下，並無餘力推動學術研究。當

時，臺灣科學界的研究領域傾向於被視為缺乏實際應用價值的純科學，因為

科學研究與科學教育都需要昂貴的器材設備與經費，加以國民政府不確定是

否值得在暫居的臺灣購置設備與栽培人才，科學研究已經處於非常困窘的狀

態 ， 科 學 教 育 更 無 法 獲 得 重 視 （ Greene, 2000） 。 直 到 1959年 行 政 院 通 過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綱領》，美援科學教育計畫執行之後，美國方面投

入人力與財力，中小學階段的教育才有科學課程與教科書的改編、省立臺灣

師範大學的職前科學教師訓練、在職科學教師訓練研習、實驗學校、各級公

立學校設備，以及中等學校科學館的建築；而在高等教育階段，也才有實驗

室與研究中心的建築、訪問教授宿舍、實驗室設備添購補助、科學人才赴美

訓練、科學刊物出版、科學研究參考資料添購補助等（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

員會，1964；Berkebile, 1961; Yen, 1959）。  

1959年開始，美援科學教育計畫是整個美援教育計畫的重點，以培育高

級科學家團隊，提供實驗室、研究與教學單位所需的設備為主要目標。但

是，1961年美國政府重新整頓援外計畫，對臺援助計畫重點也逐漸改以工業

與 農 業 發 展 的 人 才 培 訓 與 設 備 加 強 ， 以 臺 灣 經 濟 自 足 為 目 標 （ Berkebile, 

1961: 1-2; Byerly, 1963），美援教育計畫亦轉向非正規教育，例如：婦女教

育、鄉村民眾教育與都市貧民教育，對於正規學校體系的教育援助則大幅降

低（Method & Shaw, 1981）。為因應美國援外政策的轉變，臺灣必須加強

爭取開發基金貸款，美援科學教育計畫也被要求轉變為配合當時行政院4年

經建計畫內的教育計畫（行政院，1961）。美援科學教育計畫並非以「科學

教育」為目的，「科學教育」只是整個以國防軍事與經濟利益為考量的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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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過程的一部分。  

貳、美援時期臺灣社會中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拉鋸 

1940年代，隨著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曾經在中國大陸瀰漫的有關中國

傳統文化與科學的爭議也延續到臺灣，甚至在1950年代，隨著美援的科技與

經濟援助進入臺灣社會。部分知識份子主張，科學本身是一種外在行為，必

須有約束的規範，無論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應該受道德約束，為道德

服務，幫助人類實現道德，因為「研究科學是一種行為，而行為則必有應守

的道德」（羅鴻詔，1955：95）。也有學者，如徐復觀等，主張重視道德心

性修養的中國傳統道德應和重視民主與科學的西學相互補強，用科學與民主

使中國富強，用中國傳統道德幫助西方科學文明化解危機。  

但是，也有人士反對徐復觀等的「互補」主張，而提出幾類不同的 看

法。有主張科學是一種思想，而不只是科學成果者，例如：考古學專家李濟

曾多次為文批評「中體西用」，他主張「我們所要的是科學的成績不是科學

的本身，……我們尚沒擺脫張之洞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念」、「中國

的格物致知之說，始終沒有離開書本子很遠，可以說是由於篤信文以載道的

說法所致」（李濟，1953：270，272）。  

在政治上，主政者蔣介石標榜「反共復國」的使命與施政方向，發揚中

國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主政者迫切要灌輸給臺灣社會的中心思想。在最重要的

場合中，蔣介石必然不斷宣示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與倫理道德是「打擊中共

最有效的精神武器」（〈總統期勉中研院同仁〉，1958）。然而，面對西方

科學與科技的現實成果，以及政治軍事上對科技的需求，又不能只是以中國

固有的傳統文化與倫理道德做為打擊中共的武器，而無視於科學的存在價

值，於是，蔣介石與其政治團隊必須以各種形式符號性地運用「科學」一

詞，包裝其用以對抗中共的言論與政策（林崇熙，1988）。可是，科學卻又

蘊含著與當時主政者所極力維護的中國傳統文化相互衝突的本質，因此，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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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一方面不斷宣示中國傳統民族倫理道德無可取代的重要性，甚至強調科

學必須依附在倫理道德才能有所發展，而另一方面又呼籲「科學第一」、

「科學建國」；一方面強調民族文化要以科學、倫理與民主為基礎，另一方

面又強調要以倫理道德做基礎，科學才會有效能。蔣介石將1954年訂為「科

學年」，並以中國天壇的形式建造科學館，取其「天人合一」的涵義，表達

其所主張的西方科學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一體的意涵。  

1958年 4月 ， 蔣 介 石 在 中 央 研 究 院 （ 簡 稱 中 研 院 ） 第 三 次 院 士 會 議 致

詞，期勉中研院的學術研究務必要配合「反共抗俄」的工作，完成以下的任

務（〈總統期勉中研院同仁〉，1958）：  

 

發揚民族倫理道德，復興中華歷史文化，提高人性尊嚴與發展學術研

究，建立以科學倫理民主為基礎的民族文化，擔負起反共抗俄復國建國

任務。……倫理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復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

必須此基礎鞏固，然後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

而獨立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立起來。  

 

從蔣介石多次的公開談話顯示，科學發展的基礎是倫理道德，民主政治

成功與否的關鍵在倫理道德，國家民族的存亡也是倫理道德，在此思維下，

雖然說「科學第一」，但是，做為科學發展基礎的倫理道德才是真正最重要

的。蔣介石的行政團隊當然必須貫徹實踐蔣介石的主張，即使主掌全國教育

的教育部長也必須符號性地運用「核子科學」一詞，包裝點綴其堅持的中國

傳統教育思想，以表現其遵循蔣介石的宣示。例如：1956年教育部部長張其

昀在對六大教育團體聯合年會的公開演講：「原子時代的教育哲學」中，便

指出（〈張其昀部長的原子迷〉，1957：7-8）：  

 

核子科學對於宇宙真相的洩漏和闡明，是人類文化無上的光榮和最大的

勝利。而最足以令人歡欣鼓舞之事，就是核子科學的空前發明，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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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教育哲學精義，益見發揚光大。……中庸是中國立國之大本，

中國教育之大經大脈，而與原子時代最新思潮脈絡相通、心心相印

的。……中國固有的思想，已因核子的研究，而得到充分的證明。……

原子核的自然現象，就是中庸之道的具體解釋……假使把「君子以自強

不息」改易一字為「核子以自強而不息」，那麼宇宙的真理，自然的定

律，不是完全形容出來了嗎？  

 

根據張其昀的闡述，原子核理論正是三民主義的發揚光大，核子科學的

發明正足以證明中國固有思想的正確性，也因此更肯定中國傳統的教育思想

完全符合原子時代的教育理念。中國固有思想、中庸之道以及傳統教育思

想，都可以從先進的核子科學得到證明，當然不需要西方科學文明的教育思

想。當時，《自由中國》的社論批評張其昀為「語無倫次」的「原子迷」

（〈張其昀部長的原子迷〉，1957：7-8）。  

當時，在政府強力提倡科學教育的社會氣氛下，部分人士質疑政府偏重

科學教育而忽視民族精神教育與道德教育，擔心因為重視科學精神以致忽視

傳統固有文化，因此，提出「科學與道德能否合一」的議題，一再強調所有

知識都應該為道德原則而服務的基本思維，或主張科學教育與精神教育應同

時並重，以維護傳統固有文化。亦有主張中國固有民族文化思想早已涵蓋科

學精神，因為他們相信核子科學研究能充分證明中國固有的思想（〈張其昀

部長的原子迷〉，1957）。而另一方面，亦有學者批評臺灣社會要的只是科

學的成果而不是科學的本身，並且嚴正地指出，臺灣社會根本還是停留在清

末張之洞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念。1957年11月，中國自然科學促

進會第六屆年會，臺灣省政府主席周至柔在致詞中，感嘆1000年前中國已有

四大發明，但「惜乎受士大夫思想影響，未能繼續發揚發大」，並呼籲「今

日科學乃是國家生死存亡問題，我們應如何才能迎頭趕上，乃是該會與全國

人士之共同責任」（〈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昨舉行第六屆年會〉，1957）。  

「西方科學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拉鋸，導致整體社會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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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觀點相當紊亂，「科學」本身的意涵逐漸模糊不清，「科學」時而是

與中國傳統文化對峙的「西方科學文明」，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充分證明、

中國傳統文化的服務者、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民族文化的基礎，但又必須

依附在傳統倫理道德才能發展；政治上，「科學」又不斷被用於政治口號或

政治目的，增強政治目的正當性與合理性。當時，臺灣社會正處於一種科學

與傳統文化的拉鋸之中，要獨尊中國傳統文化，鞏固中國傳統精神文明，同

時要提倡「科學建國」。  

吳大猷於1957年曾經為文指出，當時我國發展科學的困難病根在於「國

家未能認識科學之基本重要性及如何提倡之道」（吳大猷，1986：12），強

調的是整體社會對於「科學」的認識不足，而導致科學發展的困難，期望整

體社會能「對科學的全義有正確的觀念」（9）。關於「科學」的討論，往

往牽連到「西方科學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爭辯，而不是針對

「科學」深入探討了解，以致無法聚焦思考發展科學的具體程序，吳大猷的

論述正點出當時臺灣社會中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拉鋸現象。  

參、西方科學與傳統文化拉鋸下的科學教育 

在科學與傳統文化拉鋸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下，學校教育亦受到影響。以

當時中等教育為例，其目標明訂為「為國家立心，為民族立命」，公民、國

文、歷史與地理被視為最重要的科目，學校科學教育之目的在於「生聚教

訓」與「富國強兵」（劉紹唐編，1973：1286-1287）。以小學階段的課程

為例，1949年世界書局出版、國立編譯館主編的《國小自然高年級課本第四

冊》，封面是兩個男女學童仰望天空的彩虹歡呼，但課本內二十四個單元的

教材有七個單元的教材內容是「火藥和炸彈」、「槍礮」、「火戰車」、

「軍艦和潛水艇」、「飛機」、「防空和防毒」以及「救火機和滅火器」，

並附上各式武器的插圖（圖1、圖2），其中不僅詳述火藥的製造方法，還有

步槍的使用方法，而且也要求任課教師帶領學生參觀爆竹工廠或兵工廠（國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傅麗玉 美援時期西方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拉鋸下的臺灣科學教育 123 

 

 
圖1 國小高年級自然課本封面  

資料來源：國立編譯館（1949）。  

 

立編譯館，1949）；該課本1957年的版本又進一步合併原先的章節，增加

「原子彈雷達和電視」（國立編譯館，1957）。1959年出版的《國民學校科

學教育實驗自然課本第十二冊》才將軍事武器的內容刪除，而以機器相關內

容取代（教育部，1970）。1962年1月公布的課程標準中，  

 

在社會科方面，增加有關民族精神之教材，在自然科學方面，充實有關

最近科學知識，以加強民族精神教育與科學教育之實施。（教育部，

1962：557）  

 

正如先前對六大教育團體的演講一樣，在1957年11月的記者會中，教育

部部長張其昀仍然緊握著其所強調的三民主義教育哲學精義，並且把科學教

育比喻為一種軍備、一種腦力戰爭，他強調「『臺灣省教師研習會一年來的

成就』，即可說明此項基本教育是在把民族精神教育與科學教育融為一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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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各式武器軍備器材的插圖  

資料來源：國立編譯館（1949：55-77）。  

 

（〈本年教育設施著重師範教育〉，1957）。科學教育被視為軍備力量的競

賽，而基本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將民族精神教育合而為一，完全符合其「原子

時代的教育哲學」，又可配合蔣介石以倫理道德為基礎的科學發展。張其昀

（1957）在綜合答覆記者有關科學教育問題時，又再次強調：  

 

現代國防力量植基於科學與工業，科學發展是因，工業發達是果。談到

科學研究，主要還在培養科學人才；振興科學教育，乃為根本之途，目

前國際間科學技術的心理戰，業已展開，今後科學教育，腦力決勝，恐

怕比軍備競爭更加激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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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反對這種以科學做為政治工具者則主張科學獨立於政治倫理 之

外，堅信科學教育的價值在於培養不受集權左右的個體。例如：當時《自由

中國》所刊登的P. Frank原著的〈基本科學為何常使集權者與迫害一端者受

窘？〉就提到（陳少廷譯，1956：219）：  

 

科學在政治上和倫理上都是無所偏執的。……民主政府向來未曾宣布反

對科學之存在。……有許多人嘗說，科學教育對於倫理與民主教育無多

大的裨益。然而，我們知道，具有科學教育者不會吸收集權宣傳；而缺

乏科學教育者則易接受此種宣傳。  

 

此外，另有一群科學家、學者堅持臺灣社會能對西方科學深入了解 學

習，科學才能在臺灣社會生根發展，甚至深入到中等教育階段的科學教育。

1959年美援科學教育計畫之前，周鴻經等學者於1951年5月籌備成立中國自

然科學促進會，且在1955年於該會內設置「自然科學輔導委員會」輔導中等

學 校 的 研 究 與 教 學 工 作 ， 並 發 行 《 科 學 教 育 雙 月 刊 》 創 刊 （ 錢 思 亮 ，

1955）。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學者不斷呼籲，中等科學教育將決定大學科學

領域學生來源素質，中等科學教育素質不佳，將妨礙我國科學發展（酈堃

厚，1955）。1957年10月，楊振寧與李政道獲諾貝爾獎後，臺灣社會對於科

學教育與科學研究所呈現的反應，集中在幾個面向，其中，對於科學價值的

反應可分為：科學工作者「做事切實，說話平實」、科學研究置於「政教合

一、天人雜糅」，以及「科學教育與精神教育並重，以維護我國固有文化」

（趙曼君，1957：371）。  

胡適與梅貽琦等在政府部門的學者則是設法將其主張與當時主政者的想

法連結，將科學研究、科學教育與「光復大陸」、「軍事國防」、「經濟建

設」、「復興中華文化」的政策連結，以獲取政治上的支持，並在美國政府

將美援重點轉為科學與國防科技推廣佈局的同時，將臺灣的中等科學教育改

革納入美援科學教育計畫之下，使臺灣科學教育獲得改革的契機。短短數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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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推動的《發展中等學校科學教育計畫大綱》的各項方案措施，從課程教

材、師資培育以及教學設備的改進，為臺灣科學教育奠定基礎，影響臺灣中

等科學教育的推動方式。  

1958年 7月 ， 梅 貽 琦 繼 張 其 昀 之 後 擔 任 教 育 部 部 長 ， 大 力 推 行 科 學 教

育，並且與胡適、吳大猷、錢思亮以及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學者共同促成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綱領》，爭取美援科學教育計畫。相較於過去教育

部部長提倡科學的方式，《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綱領》與美援科學教育計

畫的執行，使得梅貽琦領導教育部所推動的科學教育計畫更為具體積極。不

過，梅貽琦等在推動科學教育之時，還是必須設法將科學教育與傳統文化連

結，以順應科學與傳統文化拉鋸的政治與社會氛圍。即使中國自然科學促進

會在1958年7月26日與省教育廳簽約合作《發展臺灣省中小學校科學教育具

體計畫》，在合約中也要特別強調該計畫係遵奉蔣介石「科學第一」及「科

學建國」的訓示而訂定（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1958）。1958年10月18日，

教育部部長梅貽琦在立法院宣布我國的科學教育太過落後，必須提倡科學教

育，又引發部分人士開始擔心過度強調科學精神，會忽視固有文化，因而質

疑教育部只注重科學教育而不注重民族精神教育與道德教育。在此種氛圍

下，為了能順利推動科學教育，教育部部長梅貽琦於1958年11月在立法院答

覆質詢時，還特別刻意強調科學家的精神態度絕對符合民族精神及道德標

準，以去除在場立委對科學教育的疑慮（〈科學教育民族精神〉，1958）。  

針對梅貽琦在立法院的報告與答詢，《自由中國》社論回應（〈科學教

育的基本認識〉，1959：79）：  

 

從歷史的眼光看去，一個國家或社會接受外來事物最初的動機，常常連

續地影響，甚至決定其後學習之「選擇注意力」、學習的心理，以及學

習的內容。我們要把科學習好，從「為知識而知識」著手才是根本正

途。可是，我們一開始就抱著致用的目標。不僅如此，我們習科學並非

出於自願歡迎，而是被西洋人的堅船利砲硬逼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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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該社論認為，「提倡科學教育」與「提倡自然科學的教育」是不同

的，而且「科學教育」比「自然科學的教育」更重要，教育應重視培養科學

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態度與科學思想方法。這種為學習科學而學習科學的

想法，與「中體西用」正好相反。  

在1962年2月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中，蔣介石仍然強調此會議是「反共

復國準備會議」，學校教育必須使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教育全面

發展，民生主義教育的重點就是科學。他特別強調，科學不只是自然科學的

科學，而是注重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以科學精神，應用科學方法，達到

「以欲民生」、「以充國力」（〈總統昨蒞臨教育會議〉，1962）。政 治

上，對於科學教育的期望仍然無法超越「中體西用」、「科學第一」及「科

學建國」等。教育部部長黃季陸在該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致詞（〈發展現有教

育設施〉，1962）：  

 

我國傳統的教育，已在臺灣奠定了良好的基礎，這一基礎是以往所無

的。我們今天的課題，是如何從這一良好基礎上，聯合海內外有成就的

學人、科學家，共同謀求迅速而堅實的發展，以配合國家的建設，進而

建立大陸教育重建的規模。  

 

這也是呼應蔣介石的談話。在該次全國教育會議後，《中央日報》社論

又呼應蔣介石的談話，強調教育是復國建國的基本，而且進一步將科學教育

分類為狹義的科學教育與廣義的科學教育，並闡述兩者之間的不同（〈第四

次全國教育會議的收穫〉，1962）：  

 

我們在大陸上亦曾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教育，但我們一方面忽視了民族主

義的需要，一方面也誤於迷信民主與科學的皮毛。……科學亦不徒限於

科學知識，而重在運用科學精神和科學方法於日常生活行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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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2年美援後期，雖歷經數次修訂，小學課程標準均將「發展忠愛

國家服務人群的精神」列為課程目標，並在教學要點敘明「小學自然科教材

的選擇，應根據民生主義而以  國父的《建國方略》中關於物質建設方面的

各項計畫為基礎」，其理由是為了免除先前「根據科學分類的教材的枝節枯

燥的弊病」，明示必須根據民生主義而不是「科學分類」，才能改善科學教

材的設計。對於小學生科學學習的預期結果之一，則為期望小學生在態度方

面能具有「發展科學，鞏固國防，改善民生的抱負」，在知識上能「了解科

學在國家建設上應負的責任」（教育部，1942，1948，1952，1956，1962，

1968 ： 191 ） ， 科 學 教 材 的 選 擇 原 則 是 「 國 家 民 族 所 必 需 」 （ 教 育 部 ，

1956：63），科學課程設計必須「配合民族文化和國家發展」（教育部 ，

1956：187）。  

1963年，在歷時4年的以科學教育改革為主的中學課程標準即將於該年8

月 實 施 之 前 ， 《 中 央 日 報 》 4 月 初 的 社 論 指 出 （ 〈 科 學 教 育 的 加 強 〉 ，

1963）：  

 

修訂中學課程標準的實施，無疑將使我國的科學教育向前邁進一步。本

來，發揚我國倫理道德，學習歐美科學技術，就是三民主義教育的基本

方針。年來在教育方面已對此普遍重視，積極倡導繼續努力下去，自能

為民族復興奠定深厚的基礎。目前加強科學教育的實施，以配合道德教

育的發展，似亦日感迫切。  

 

即使在美援科學教育計畫接近尾聲之際，臺灣科學教育所面臨的科學與

傳統文化的拉鋸依舊存在。美援結束後，依據美援科學教育顧問參與修訂的

1968年暫行課程標準所編的自然科課本，才開始有兒童圖像出現在中小學教

科書的插圖中，雖然封底仍然印有「實行三民主義復興中華民族」（國立編

譯館，1970）。  

處於科學與傳統文化拉鋸下，雖然「科學第一」，科學教育是一場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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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備的腦力決戰賽，肩負維護固有文化的責任，要富國強兵、充國力欲民

生，但是，科學教育要配合國家建設，配合道德教育發展，與民族精神教育

融為一體，也不可迷信民主與科學的皮毛。即使有心於科學教育推動者，也

必須以民族精神教育點綴科學教育，以利科學教育的推動，不能為科學教育

而推動科學教育，不能為科學而推動科學教育，不能為教育而推動科學教

育。在這種科學與傳統文化的拉鋸下，臺灣科學教育夾在科學與中國傳統文

化的拉鋸之間，有時遵循的是「科學第一」或「科學建國」的科學，有時遵

循 的 是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 科 學 」 ， 但 有 時 又 必 須 將 兩 者 合 為 一 體 的 「 科

學」。科學教育必須以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為目標，科學教育必須配合傳統道

德教育的發展，這是美援時期臺灣科學教育所面臨的狀況與因應方式。  

肆、「科學發展所需的社會改變」凸顯科學教育的

焦慮 

1961年11月6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

ment, AID）在臺灣舉辦一場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以促進東亞地區美援受

援國家的科學教育顧問交換科學教育經驗，並邀請胡適以英語為該會議做專

題演講，講題是：「Social Change Necessary for Science Development」。在

這場演講中，胡適再次闡述，他相信知識領域與教育領域的改變是所有社會

改變的基礎，若要科學生根發展於我國社會，國人必須經歷一段知識改革，

必須放下獨尊中國傳統文化為至高精神文明的迷思，摒除視科學文明為低一

等物質文明的成見，進而深入了解科學知識的真實哲理與精神內涵（傅麗

玉，2006；Hu, 1961, 1962）。  

胡適的演講讓在場的部分人士當下感到相當反感，加以隔天不同中文報

紙出現不同的中譯講題，例如：「改進社會必須發展科學」、「發展科學需

要的社會變遷」或「發展科學需要改進社會」，更導致部分人士認為胡適企

圖要用科學動搖社會，以拋棄中國傳統文化，於是，激烈批評胡適演講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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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同時，對於科學與文化不同觀點彼此之間的筆戰也蜂擁而至（〈亞東科

教會議開幕〉，1961；〈亞東區科學教育會〉，1961；〈胡適博士籲亞洲國

家進行學術思想革命〉，1961）。例如：徐復觀以〈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

的恥辱〉一文在《民主評論》批評胡適個人，李敖在《文星》第52期（1962

年2月1日）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雖然如此，1962年2月24日

在中研院院士會議中，胡適在其過世前的談話仍然一再強調，唯有按部就班

地從事科學研究，深入地了解科學，才有機會讓科學在我國社會生根（〈中

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病逝〉，1962）。胡適的演講事件凸顯的是1950年代

初期以來，科學與傳統文化的拉鋸下，臺灣科學教育所承受的壓力已經達到

一種焦慮的程度。  

伍、西方科學與傳統文化拉鋸下的科學教育啟示 

從科技與科學的發展歷史中可見，無論是科學技術或科學教育均無法脫

離在地社會與文化環境而獨立發展。在集權的社會中，「科學精神」極可能

被扭曲成一種政治工具，並廣泛地在不同場合被扭曲成為一種可操弄的權

力。當科學用語一旦被一些想擴充其政治權力的人或是想吸引大眾注意的人

加以利用時，「科學」就會成為一種政治特權代號（Merton, 1962）。美援

時期，科學教育處於西方科學與傳統文化的拉鋸之間，面臨政治對科學的扭

曲，以致科學的語詞一再被符號性地當做工具使用，科學教育在科學與傳統

文化之間的拉鋸下受到扭曲，進而失去科學本質與科學學習本質的核心價

值。  

科學教育一旦無法呈現科學本質、無法引導學習者發揮創造力，而被視

為工具、視為訓練國家所需工具的製造者，其之所以為教育的價值亦不復存

在，因為科學創造力的發展有賴於個體的內在歷程，包括個人的信仰及世界

觀，卻未必與科學知識有絕對密切的關係。激發個體科學創造力的主要來源

是個體內在經驗與歷程而不是科學訓練（Holton, 1988），因此所謂的科學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TJSE/?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傅麗玉 美援時期西方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拉鋸下的臺灣科學教育 131 

 

知識、科學方法、科學客觀性只不過是科學教育內涵的一部分，科學教育的

主體內涵是學習者個人的經驗與歷程。當科學教育的學習內容主體是科學本

質，學習者的科學學習歷程是個體的科學探索經驗，科學教育才能免於不同

拉鋸所產生的焦慮，科學教育才能得到應有的自然發展。1975年教育部公布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國小自然科學教學目標與以往有很大的不

同，其重點為「指導兒童接近自然，了解其周圍環境，增進科學智能與科學

興 趣 ， 熟 練 科 學 方 法 ， 以 養 成 具 有 科 學 素 養 的 國 民 」 （ 教 育 部 ， 1976：

183）。隨著整個政治氛圍的改變，科學與傳統文化的拉鋸也在轉變，科學

教育在這種拉鋸下所承受的焦慮應該逐漸卸除，科學教育應回歸到科學本質

與科學學習本質，同時省思當今學校實際的科學教育是否已經回到科學本質

以及學習者的科學探索經驗，如此，才能確保今後的科學教育能邁向全民科

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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