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南台通識電子報 
 2021 年 1月 15日出版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 92 
 

 

 

 

 

談科學素養在跨越文化偏見與歧視的批判思考 
● 方中士

 

 

 

談通識教育如何培育學生科學素養的第一道難題便是何謂「科學素養」，又與「科

普」有何不同？甚至，還沒進入正題，便被數理背景的通識老師用何謂「科學」的定

義問題打槍，說這種連自己是甚麼的模糊概念能啟動學生怎樣的省思與批判能力？ 

那怎辦？總不能只拿訴諸無知的非形式謬誤與濫訴權威等謬誤論證來唬弄學生吧

？若不想在通識課程中深化科學素養這一主題的一開始便落入自己掘的科學與人文對

壨的循環論證中的話，這裡想藉由我「跨越文化偏見與歧視的批判思考」課程中藉由

何謂科學素養之定義有助於跨越文化偏見與歧視這課綱簡報以為其運用之參考： 

 

一、課前引導： 

以教育部推廣通識教育的五大素養切入某一文化主張或運動，激發學生反思如何

推動「花更多錢買更少衣服」這一反「快時尚」的消費環保運動中的科學素養運用─

─如何評估「快時尚」造成的環境負荷？其由生產到消費到拋棄的製程是否符合永續

目標？是否有調整更改的可能模式？要如何定出改變目標與步驟？能否量化改變前後

的量化數據？推動這運動產生的影響力如何評估？影響哪些人哪些產業？能否說服市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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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消費者、生產者與公不門？ 

 

二、何謂科學素養？ 

以前面的前導作業言，能否啟發學生反思科學素養的作用？以下為我科學素養簡

報大綱，除簡報文字外，另略加補充以為通識課程教師參考： 

(一)由當代反科學文化切入： 

為何二十一世紀科學與科技昌明發達的今天仍有相當比率的基宗教團體及其信奉

者拒絕接受演化論？否認氣候變遷與相信氣候變遷的政治勢力與選民竟旗鼓檔當？而

就我國言，則對此攸關未來子孫運命的挑戰竟又冷漠與忽視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而在公衛防疫政策上竟仍有宗教人士不給孩子施打痲疹疫苗？而破壞山林的宗教團體

竟可推說是神明的指示？請學生就這些現象提出是否反科學的反思，以下對此科學昌

明仍深陷反科學的泥淖所提出的解釋充分嗎？ 

1. 認知捷徑：大家都這麼說得群體共識或濫訴權威的專家說 

2. 確認偏誤：把正反並陳的證據解釋為符合既有信念的片面解釋 

3. 社會目標：因欲求社會地位與角色認同的從眾表現：如宗教有神論者常說的寧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或科學還有許多無法解釋的神祕、科學無法提供信心與撫

慰心靈所以有神之類違反訴諸無知謬論等說法能充分說明當代反科學的社會心

理嗎？ 

(二)對科學素養的期待： 

先抱持「一無所知」的無知的態度，如蘇格拉底所言：我唯一知道的便是我一無

所知；而是透過觀察與實驗：驗證假說，使用量化的分析的比較的、統計與可重複實

驗過程的可靠方法；最後，在當代的高素質同儕審查機制下確保趨近於可驗證的暫時

性理論；也就是能接受「否證」這一與宗教尋求信仰情感的投入不同。態度，比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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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跟你 說某種營養品能排毒時你可曾問他排的是甚麼毒與如何排出的？及排出量

多少？為何能排出？而這排毒藥品是否經過可靠的審核機關認證？如此，在一步步從

無到接受的推論下，或許已排除絕大部分反科學的假訊息。 

(三)科學發展史的視角： 

從哥白尼地心說到達爾文的演化論到佛洛依德的潛意識到華生的雙螺旋體基因圖

譜解碼科學史發展下的「我」是誰？這是由科學史觀──尤其是物理、化學、數學和

醫學、地質學、天文學等學門建立起來的人如何認識世界與認識自我的科學觀點，是

依時間序列承認人由智人一路演化至手持智慧型手機與服用抗生素等醫療科技治病而

非歸因於惡靈或神的懲處的科學史觀。 

(四)從生活的日常選擇與判斷切入： 

比方說如何驗證下列反科學與非科學的信念：因為我們需要道德：宗教與人為善

又最能撫慰人心，所以其崇拜祈禱的對象是真實而存在的；如硬要人區分物質與非物

質的兩各世界的存在，說有一種科學無法解釋的非物質力量存在如車庫裡看不見摸不

著沒顏色無形體、不佔空間、沒重量的飛龍或天使或鬼靈或神靈……的存在，所以，

我們必須承認鬼神的存在？這些與科學精神相悖逆的信念從何而來？是期待奇蹟心理

：科學無法解釋一切，所以須承認有不是科學能解釋的如祈禱治療等社會從眾心理嗎

？ 

(五)最後，綜合科學素養的三個原則： 

1. 物質與物質變化的宇宙觀：從微粒子到宇宙的起源與生滅皆從物理與化學變化

的角度說明，未能說明的，也就付諸闕如即可。 

2. 演化的地球生態觀：從無機物到有幾物到繽紛的生命世界皆可由演化的角度來

解釋而不必引進神祕的神靈。 

3. 智人的敘事想像力的文化觀：從智人腦神經發展出來的兩種敘事我的角度來建

立所有的人類文化動力來源是源自於敘說故事與滿足意義感的智人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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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架構「跨越文化偏見與歧視的批判思考」這課程裡「科學素養」這一

單元時的簡報綱，為了因應「跨越文化偏見與歧視」的課程目標，除了簡報說解外的

指定閱讀選文會特別聚焦於科學/宗教、科學/偽科學、科學/反科學等子題的選文，尤

其是能對應到學生日常生活中最有感的媒體健康食品與藥品廣告的反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