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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編序　　進入兒童研究的世界　　張盈□　　本地對幼兒或兒童的相關討論與研究裡，我所服
務的教育學門比較主流的做法是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著手，於是這個場域的學者與學生對於Piaget
、Vogotsky、Bruner、Erikson、Kohlberg、Maslow等人的理論相當耳熟能詳，也發展出許多精彩的論述
。
這些學者主要分析及探討幼兒與社會的關連性，並且研究幼兒的社會角色、社會行為，以及如何開創
與改變其社會關係，但本書某種程度想要以對立面來談兒童與童年研究，也就是詴圖從不同的學門來
討論成人眼中或回憶中的童年與其日常生活，以及童年是如何在當代社會中被建構出來的。
　　在近幾年西方大學的通識課堂裡，童年研究逐漸變成一門顯學。
通常這門課的教材來自於科際整合與多元學門的面向，從Allison James、Chris Jenks與Alan Prout等學者
的相關書寫中就可以看出這樣的趨勢。
在相關的著作裡不難發現，多數的學者開宗明義地認為童年是一個格外複雜也需要高度挑戰的概念。
一般來說童年所指涉的可能是用年齡來界定的生命中某個階段，但同時童年也是一個文化的建構，更
是反映著整個社群的社會與經濟結構。
換句話說，我們每個人都曾有過童年，而童年不只是作為現實社會存在的實體，也作為政治、經濟、
文化的表徵。
不同學門的經典著作已涉及童年的研究，舉例來說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和Margaret
Mead在《薩摩亞人的成年》探討對單純的、同質性社會的童年，而傳播學者Neil Postman在《童年的
消逝》一書則是探討複雜的異質性社會的童年。
不管研究的田野有多大的差異，大抵上來說童年研究一直沒有離開過法國年鑑學派Philippe Aries的名
著《童年的世紀》一書的影子。
這本書的主題是關於家庭生活的現代觀念和對兒童本性的現代認識之演進。
它的一個基本命題是：中世紀的西方人沒有兒童的觀念。
在中世紀社會裡，孩子一旦到了可以擺脫父母、保母或其他人經常性的關照而獨自行動的年齡時，就
從屬於成人社會。
他們參與成年人的各種活動（勞動、玩耍），穿著與大人一樣只是比例縮小了的服裝，他們與成人世
界混雜在一起，被人們當作小大人看待，他們成了成人自然的夥伴。
中世紀文明沒有感覺到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間的差別，沒有發現在孩子和大人之間有一個需要通過
啟蒙和教　　育的過渡期。
　　此外，有些西方研究從文本批評的角度來探討藝術、繪本中，如何再現的兒童形象及童年的日常
生活。
這些作品在表面上大多描述天使般的小孩與無憂無慮的童年。
但事實上，藝術家或文學家所詮釋的理想化童年（ideal childhood）和現實社會中兒童生活的真相有極
大的差異，也就是說這些人好像忽略了dirty childhood的面向。
因為，我們可以說文本中所再現的童年，並非只是單純地表現兒童的可愛形象。
這些畫作、繪本或是其他檔案中隱含著對成人的特殊意義，包括了社會階級、權力關係、性別差異及
種族問題。
在當代社會裡，當然文本的範圍不只是侷限在繪畫或繪本而已，包含經由不同的媒體所呈現的影像，
例如：藝術品、報紙、雜誌、廣告、電影、繪本、主題樂園、網路、商店看板等，而童年影像被視為
是一種文化再現。
因此，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童年並非自然天成，而是經由多元社會文化的論述所形成，並
隨著文化價值觀、社會經濟狀況、政治目的的變遷，理想童年的定義也隨之改變。
　　研究兒童社會文化處境的困難，在於通常兒童不會書寫紀錄，而且歷史存留下來的兒童用品有限
，因此敘事分析研究者認為傳記式的自我童年敘事也構成一種可行的取向，因為每個人回憶中的童年
提供相當豐饒的意義。
此外，為了克服這樣的困難，社會學家也建議需要重視物與社會性彼此之間的關係，透過物我們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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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我們與這個社會的構鏈。
在這個脈絡裡，玩具、兒童用品等等構成一種切入的重點，玩具、兒童用品不只是個物而已，也反映
出種種社會與文化的意義，好比Hello Kitty的商品。
不同的學門自然有著不同的做法與策略，均豐富了這個議題的研究。
　　本書一共有九篇論文，區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導論篇：進入兒童研究的世界，第二部分為
科際整合下的兒童研究，而第三部分為兒童生活世界的規訓與宰制。
在導論篇部分，作者王瑞賢與王慧蘭一開始就提出「兒童學」是什麼？
為什麼要發展「兒童學」？
以社會學和日常生活研究為基礎的「兒童學」，是否具有那些基本的價值取向和關懷？
他們認為當代社會科學強調理性和實證的主流發展，兒童角色的存在和呈現往往被塑造成一群天真可
愛，等著「被照顧」、「被教導」、「被施以訓規」以及「被研究」的對象（客體）。
但研究者往往沒有足夠的時間，或更重要的是缺乏真正的誠意、足夠的耐性和有趣的想像，去了解一
個小孩或一群小孩們的生活世界和思維。
事實上，有關兒童的真切認識，有關兒童身體、內在心理、人格特質、語言、遊戲以及兒童在各種社
會生活脈絡中的豐富描述和了解，往往在文學、小說或電影作品有著更豐富、細膩、深沉的剖析和呈
現。
因此，他們依據James和Prout的論述，強調對童年和童年研究，需要有新的典範，包括：（1）童年是
一種社會建構；（2）童年必須與階級、性別或族群等社會分析變項相連結；（3）兒童的主動建構權
；（4）民族誌是從事童年研究的最佳途徑。
最後，他們認為除了針對學校中的「學童」研究之外，我們也需要瞭解不同兒童的圖像，包括：民俗
論述中的兒童、醫療論述中的兒童、道德論述中的兒童、社福論述中的兒童、大眾傳播論述中的兒童
、市場行銷論述中的兒童、全球資本主義論述中的兒童、兒童的空間、兒童的性別，以及兒童與宗教
等面向。
　　第二部分科際整合下的兒童研究，主要從社會學、教育哲學、人類學、人文地理學與文化研究等
五個面向進行討論。
在第二章〈童年的社會學想像〉一文裡，蘇峰山提到自一九六二年Aries發表《兒童的世代》
（Centuries of Childhood）一書，到一九八二年Postman發表了《童年的消逝》（Disappear of Childhood
）一書，現代社會的童年概念，　　似乎到了一個頂峰的時候。
Aries指出我們視現代的童年概念為理所當然，但從西方的歷史來看，在十六世紀之前的中世紀時，西
方人根本沒有現在的童年概念。
那時對待兒童的方式，以現在的標準來看，他們應該都可以列入受虐兒童的狀態。
兒童沒有特別被照顧，沒有需要特別被關愛，基本上他只是一個好像準備要長大成年的人。
相對而言，Postman指出，新的區隔概念界定了現代的童年概念，讀寫技能與秘密的掌控區隔了成年
與兒童的狀態與概念。
社會學家會很清楚地討論童年是一種由社會的制度跟論述所型塑出來的意象，不是自然就在那裡，也
沒有本質性的內涵，因此探討社會制度跟論述的作用，以及如何建構的過程乃是必要的。
不同層面因素的影響，不同的區隔所反映的社會力量都不相同。
　　在第三章中，劉育中聚焦於東西哲學論述中的孩童圖像，梳理在哲學論述中，孩童大體上是如何
被加以理解的，又呈現出什麼樣的面容。
通過對東西方哲學論述中不同「孩童圖像」的初步分析，他一方面嘗詴去勾勒這些東西方哲學論述間
兒童圖像的差異性，另一方面他也去思考這些差異的孩童圖像背後預設什麼樣不同的主體概念與主體
修為方案，據以探索孩童圖像與主體修為之間的可能關係，作為提示在教育學中主體修為與主體性建
構的可能觀點。
他發現這些孩童圖像，除了展現出相當的人類圖像預設，也反映著個人所投射出的「社會圖像」與「
個人圖像」，呼應並牽涉到文明的歷史進展。
「孩童圖像」的變化，正說明著主體修為在自我實現與社會化之間的擺盪，以及人類對自我的認識理
解和對自我圖像的追求勾勒所無法逃離的歷史性與脈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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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第四章裡，李舒中探索西方人類學理論論述中，有關「兒童」議題的理論及概念發展與特性
。
尤其透過對於心理人類學與社會人類學理論中「兒童」概念性質與內涵的討論，以及探討當代社會及
歷史科學對於「兒童」理念的論述，他詴圖呈現出「兒童」在當代人類學論述中理論性格與理念的轉
變。
同時本研究也探討了當代人類學對於「兒童」及相關議題的新發展。
　　在第五章裡，蕭百興從人文地理學 / 空間研究的觀點分享華梵大學建築系「兒時記憶空間」設計
教學的過程。
華梵的教學團隊認為童年有可能是記憶發生最深刻的地方，於是透過一個這樣的關係，去掌握空間跟
意義的關係，藉由回憶盡情地去探索，並且再參考別人的觀點，讓學生領略空間與意義的密切關聯。
正如他們所言：「兒時是最天真的時期，最接近原初的狀態，兒時的經驗是最具有創造力，最具有深
度，能在最無聊的情境底下，享受絕對的無聊，將之轉化與直指存有本身。
」此外，兒時並非是靜止於真空中，而是恆常處在一個時空變動的過程裡，這其實跟童年所具有的空
間性（spatiality）面向有關係，故在這個地方，他們對所謂的童年空間性，提出重要的觀點。
　　他覺得在這個童年研究的操作過程中，其實有幾個重要的部分，如「脈絡」、「異質地方」等觀
念，也藉著這樣的操作，開始透過模型、小說、敘述等種種方式對兒童的文化和心靈進行考察。
簡單來講，他們認為直接以兒童本身作為研究對象有時候反倒不是那麼容易深入觸及到童年意義滋生
的狀況。
而當以兒童本身為研究對象有這樣的限制時，這樣的方式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去看到兒童本身特有的
本質性東西。
在這個過程裡透過兒時的回憶，是對空間性的一種解析，這種解析最終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對於己身生
命歷程的知識性理解。
　　在第六章裡，張盈□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玩具，除了介紹玩具的種類（古典玩具、積木玩具與
擬仿玩具）與遊戲的運作軸線（益智類、動作類、模擬類、策略類、角色扮演）之外，他同時探討玩
具與階級、性別的關係。
在玩具與階級的關係部分，很典型的玩具例子就是娃娃屋中有許多精巧的迷你家具及廚房用品，完美
得幾乎讓人忘了那是玩具而已；幾可亂真的舊式熨斗、錫鍋等等，所表徵的不只是玩具的意義而已，
更包含了階級的象徵。
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時期的娃娃屋造形，完全是當時富裕家庭生活景象的再現。
此外，娃娃屋也是培養少女們精通家事的重要道具，一應俱全的娃娃屋提供少女們幻想自己成為美麗
新娘，過著幸福生活的想像空間。
因此娃娃屋也展現某種的性別刻板印象，如男孩房裡有木馬、城堡、馬車、鼓等玩具。
在玩具世界最典型的性別刻板化代表就是芭比娃娃，不論你喜歡芭比或是討厭芭比，姑且不論答案為
何，芭比在女性生活中必然佔有一席之地。
芭比的天使臉孔、魔鬼身材被視為引領整型瘦身風潮的元兇，以及僵化美體標準的肇始者；然而，當
初芭比的設計乃是企圖破除女性花瓶或傳統的角色，塑造一個經濟獨立、勇敢進取、美麗聰明的優秀
女性。
「芭比娃娃」這個由女性為女性發明的玩具，伴隨著許多女性成長，不僅是我們童年記憶中鮮明的一
景，更深深影響著我們未來的生活。
以青少年的次文化為例，在《少女weight的煩惱》這本書裡，就提到中產階級白人女孩對自己的身材
普遍不滿的影響來源，主要存有著芭比情結。
於是過分關心體重的負面效應出現，包括飲食失調、自信心低落、極端的減重手段。
　　本書的第三部分為兒童生活世界的規訓與宰制。
在第七章裡，林慧絢與賴清雯以台灣都會區日益流行的「幼兒園立即視訊」為著力點，探索現今台灣
城市的童年科技景觀（the technoscape of childhood）。
因為近年來有不少幼兒園推出「立即視訊」服務，該系統是在教學現場設置攝影機，透過網路傳遞影
（音）至家長的電腦，強調對教學情況的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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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障學童隱私，立即視訊系統著重安全性，家長必須有學校提供的個人獨立帳號及密碼才能登入
系統，而且只能看到自家兒童所就讀的班級。
他們進入台灣東部某所位於市區並擁有立即視訊設備的私立幼兒園（化名為優美幼兒園）進行觀察，
了解視訊系統的實地操作，同時訪談教師及家長以了解他們對幼兒園視訊使用的經驗及心得。
另一方面，廣泛蒐集網路論壇及個人部落格中，針對幼兒園立即視訊的討論。
根據這些資料，我們企圖分析在不同位置的參與者如何感知、實踐、創造「立即視訊」的空間。
他們認為童年科技景觀是一個權力結構，透過幼兒園立即視訊場域，我們可以描繪出權力配置結構如
何銘刻其中：立即視訊不僅是科技及空間的實踐，它成為一種心理及文化狀態，也是幼兒教育權力結
構的再現，它允許了不同位置的參與者賦予機具神話多重解讀的可能性，並思索幼兒園立即視訊可能
帶來的機緣。
　　本書的第八章與第九章討論到體罰這個重要的議題，第八章的作者錢清泓提到儘管教育行政機關
三令五申地禁止教師體罰學生，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不當體罰事件在媒體上曝光。
而體罰此一重要的教育議題，在學校課程中卻是徹底的空白。
國家課程綱要雖設計了相關課程，如「人權議題」，強調人身權利的重要性，或規劃了家庭、性別平
等教育，要求學校進行預防家庭暴力的教學宣導，但老師與學生之間如何看待校園體罰一事，他們的
認知有什麼樣的歧見，或者他們的體罰 / 生命經驗是否有交流的可能性，至今仍未有研究做深入的探
討，這也使得體罰的出現成為師生互動中一道充滿張力的牆。
當老師面對學生時，體罰只能發生，似乎無法成為一個彼此面對面的言談議題。
究竟，體罰問題如何才能從一種難以啟齒的「諱」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呢？
對此，他以書寫探究的方式，詴著讓體罰的經驗成為師生間一個可以談論的話題。
　　對他來說，作為長期沉浸在教學現場的學校工作者，書寫 / 敘說自身的體罰經驗，一方面除回憶
、爬梳自己學生時代受到師長的對待方式為何外，另一方面也反省個人在現場曾經犯下的錯誤，對學
生產生何種影響；而後者，亟需透過聆聽學生的聲音，來重新建構教師觀看體罰問題之視框。
因此，他邀請所任教班級的學生，藉由日記書寫與教師回應的對話方式，針對曾經在校與在家裡遭遇
過的體罰經驗，逐一做深入的討論。
最後他認為欲徹底杜絕校園體罰並非單憑藉行政命令與法律的「硬性」規定，或是將責任推諉於教師
個人需增進情緒智商的指數，而是必須將此問題置於教學現場，讓師生彼此有面對面的經驗敘說交流
，如此，教學的實踐反省才能建構出新的觀點與做法。
而這一類「軟性」的課程經驗，亦有助於教師「教學機智」的養成，讓他有智慧地來面對和化解師生
間的可能衝突。
　　第九章的作者陳明仁提到在二○○六年12月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
條文修正案」，將第8條第2項修正為「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
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而第15條則修正為「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
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
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換言之，雖然這次修法並未訂立明確的罰則，但是在此條文「不受任何體罰」明確規範下，老師對學
生實施體罰即是違法，體罰的違法性從此塵埃落定。
不過，體罰被認定為「暴力」，為校園中所不容，其實並不是太久遠的事情。
體罰就在不久之前，原本還被公開肯認其價值與功效，並且相關人士（如老師、警察、監獄管理員、
軍方的管理階層等等）被賦予行使此項暴力的權利，雖然這樣的授權並非那麼明確且公開。
這兩種對於體罰的態度，對比明顯、截然有別，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轉向，卻在短短的幾十年之間，
先後成為台灣社會中普遍接受的信念。
這麼神奇的事情，確實也是一個十分值得玩味的現象。
因此他透過分析一九五○至一九八○年代的報紙媒體上有關體罰的論述，來探討這個劇烈轉折的過程
與歷史，詴圖以「現代性」、「殖民主義」為藍本，透過辨識大趨勢的轉折，以及小細節的文本修辭
策略分析，嘗詴提出解釋的架構。
　　我總是很珍惜有機會在序言的尾端感謝孕育本書出版的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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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集結出版，主要來自二○○八年5月9-10日於屏東教育大學幼教系主辦的「童年 / 社會 / 日常
生活：兒童學的整合與在地性的轉向」研討會，這場研討會裡有很多優秀的論文，但在篇幅與聚焦的
考量下，我只能選擇其中比較偏重理論性質的文章，構成這本書的骨肉。
我無法把全部的論文轉換成專書裡的章節，僅能在此對研討會的論文發表者致意，特別是英國學
者Anna Davin與台東大學兒文所的游珮芸教授，感謝發表人的共襄盛舉以及提供精彩的論述。
在屏東這個學術邊陲地帶舉辦研討會是不容易的，聯絡、安排等工程相當地龐雜，我要感謝劉慶中校
長與幼教系陳仁富主任的支持，以及幼教系、教育系與社發系部分同事的協助，大家通力合作下才造
就這場精彩的研討會。
這本書能夠在短時間內就端到讀者面前，我由衷地感謝學富出版社的于雪祥先生與編輯團隊的支持與
協助，在目前出版業不景氣的時代裡，一般的教科書不見得有付梓的機會，更不要說如此小眾的專書
。
　　兒童或童年研究近年來受到文化研究的啟蒙後，逐漸展現新的學術風貌。
在台灣，童年社會學是一塊值得深入且企待思索的領域，不但可以豐富對於台灣的兒童 / 童年之社會
和日常生活等在地性問題的了解，也可以進而認識、探討、思辨教育學主控的兒童概念。
歡迎對這個議題有興趣者，繼續灌溉這個迷人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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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內容簡介　　top　　「兒童學」是什麼？
為什麼要發展「兒童學」？
是否只要與兒童沾上邊，就anything goes？
張盈□老師主編的《兒童 / 童年研究的理論與實務》一書，從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哲學、人文地理
學與文化研究等面向切入，強調童年研究受到不同思潮的影響，其面貌和研究焦點也在持續變化中。
本書強調由論述的探究、主體的辨識、權力關係的形成和拆解等面向來探討「兒童學」的意義和可能
性。
童年研究不是在封閉的領域追求精確的定義和描述內容，而是開展一種開放性、動態的關係研究，我
們必須在成人 / 兒童、兒童 / 兒童的持續比對中，認真看待所有的孩子，並思索童年的珍貴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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