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價值與實踐(108-1)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之目的是要讓同學對於人類社會生活中，關於「價值」與「實踐」具備基本的理論性知識

與行動力。而這兩項議題同時也與「倫理」和「政治」直接相關，因此，本課程在倫理學領域將

以西方主要的倫理學理論為核心，帶入中國固有的各種學說。同時，在政治理論方面固然以西方

政治思想為主，不過也會觸及中國政治思想的相關討論。本課程主要目標如下： 

a. 透過經典文獻選讀，獲取倫理與政治領域的理論性知識。 

b. 使用批判性思考進行現代的反思。 

c. 觀察政治現象的理性能力 

d. 道德價值的實踐能力 

二、課程教材 

本課程由教師自製講義授課，然此份授課講義僅為實際授課內容之重點摘要，課堂中才有詳

細的討論與闡述。 

三、參考書籍 

1. Pojman Louis, Ethics : discovering right and wrong, Boston, 

MA : Wadsworth, 2012. 

2. Singer Peter(ed.), Ethic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Wolf Jonathan,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林火旺（2009），基本倫理學，台北：三民書局。 

5. 張明貴（2003），民主理論，臺北：五南書局。 

6. 蔡英文（2009），當代政治思潮，台北：三民書局。 

四、教學方法 

1. 自主學習是最根本的，教師是引導同學，並與大家共同討論的對象。 

2. 問題導向的教學，由現實的問題出發，借助已有的理論幫助我們思考解決問題的各種可

能。 

五、教學進度 

教學進度詳見下表「課程進度與內容」 

說明： 



1. 本課程除第一週為通識理念之溝通與課程介紹之外，以第 9 週為界， 

可區分為兩大主題：倫理、政治。 

2. 倫理學部分以西方理論為主（利己主義、利他主義、效益主義、義務論、德行論），融攝中

國道德思想（孔、孟、荀）。於基礎理論講解之後，加入應用倫理學相關議題的討論。 

3. 政治思想方面以政治社會的理想與現實為核心，從國家理論到政治意識形態的討論，最

後以當前台灣社會的重大議題為應用。 

六、成績考核 

1. 期中、期末紙筆測驗（各占學期總成績 50％，共 100％） 

解釋名詞（5 選 4）每題 10 分，共 40 分。申論題（3 選 2）每題 30分，共 60 分，總分 

100 分。（期中、期末皆以此配分方式出題） 

2. 個人批判反思寫作（可取代期末考試成績） 

自訂題目，本課程專題演講、指定閱讀心得亦可…… 

繳交期限： 

第 18 週期末考試結束前，逾時不收。（紙本或電子檔 xunzi6426@mail.nhcue.edu.tw） 

寫作規範： 

A. 字數不得低於 2000 字，未達此標準者扣總成績 5 分。 

B. 嚴格遵守學術規範，不得抄襲、轉載紙本、電子之書籍、文章。違反此項規定者，此

項成績以零分計算。 

C. 自行選擇「指定閱讀」所列學術論文其中一篇，結合所對應課程進度中所討論之主題，

撰寫批判反思作業。（詳見「指定閱讀」） 

D. 經教師同意後，同學可選擇自己有興趣的書籍、論文閱讀，並以此撰寫作業。 

E. 評分重點：論述能力、批判能力、能將理論運用於現實生活的分析。 

七、課程進度與內容 

週次 內容 備註 

1 通識教育的理念 

課程說明（進度、評分標準） 

總論：中西哲學的道德與政治 

 

2 Why should I be moral？ 

動機論與結果論 

指定閱讀 1 

3 道德要求我們什麼？ 各種規範倫理學 

4 道德要求我們什麼？ 各種規範倫理學 

5 道德相對主義的質疑 存在主義與莊子學說 



6 殺人可以符合道德規範嗎？ 死刑、墮胎、安樂死 

指定閱讀2、3、4 

7 正義的戰爭！ 指定閱讀5 

8 中國哲學的價值論 兼論佛學基本觀念 

9 期中測驗  

10 國家的起源與政府的任務  

11 政治權力是什麼？如何被建立？ 指定閱讀6 

12 當代主要民主理論 兼論共和主義思想 

指定閱讀7 

13 資本主義與民主  

14 社會主義 兼論無政府主義 

15 當代自由主義 指定閱讀9 

16 國族主義（Nationalism） 指定閱讀8 

17 台灣政治社會議題討論  

18 期末測驗 個人批判反思作業繳交

期限 

指定閱讀 

1. 孫效智，＜兩種道德判斷：論道德善惡與道德正誤的區分＞《國立台灣大學哲學論評》

第 19 期，1996：223-254。 

2. 陳瑞麟，＜對廢除死刑的六個困惑＞《思想》第 17 期，2011：189-207。 

3. 彭文林，＜論墮胎：一個由充足理由律和道德形上學觀點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哲學

學報》第 5 期，1999：101-121。 

4. 孫效智，＜安樂死的倫理反省＞《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45 期，1996：85+87-113。 

5. 陳宜中，＜羅爾斯的國際正義論與戰爭的正當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8 期，1994：

181-212。 

6. 郭秋永，＜權力概念的解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2 期，1997：215-267。 

7. 蕭高彥，＜共和主義與現代政治＞《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1 期，1992：85-116。 

8. 蕭高彥，＜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 26 期，1997：1-27。 

9. 錢永祥，＜道德平等與待遇平等：試探平等概念的二元結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 6 期，1993：195-229。 

10. 謝世民，＜公民不服從＞《思想》第 25 期，2014：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