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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得勝 (1998 年 6 月)。跨世紀教師角色的蛻變與新圖像的建立。高市文教月刊, 

63,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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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得 勝 （2004 年 10 月）。「符號學」的意義之探究。臺灣教育雙月刊，629，

51-55。 

 

姜 得 勝（2004 年 11 月）。「校園符號」之探索──「潛在課程」的另類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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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得勝 （2005 年 6 月）。A Reflection on the Paradigm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中學教育學報，12，153-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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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得勝 （2014 年 4 月）。人類社會最主要的規範：「道德」與「法律」之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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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姜得勝（2016 年 2 月）。學校節能減碳教育應向企業界取經。師友月刊，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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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f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Tokyo, Japan. (嚴謹匿名審查制口頭論文發表) (發表時已完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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