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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魏秀燕 陳國良

拿什麼教給孩子

一、前言：

童軍教育的理念是統整的。桃園某國中女校

長在議會被議員推倒，這件事身為老師者要檢

討，這種沒水準的舉動就是老師教出來的，長得

醜不要怪鏡子。企業界運用到學校知識只有百份

二十，其他都是經驗及體驗。要思考我們拿什麼

教給孩子？

書本上的知識是必要的，但絕不是唯一的。

過去過份重視課本知識的背誦、紙筆的測驗，而

忽略了其他品德的陶冶、生活自理能力的培養，

這樣的環境引致現在草莓族、月光族的出現；以

致於社會亂象四起，公眾人物忝不知恥的作秀；

以致於似是而非的論調成為主流。難道這不是我

們當老師的責任嗎？這些人難道不是老師教出來

的嗎？俗語說「自己長的醜，不要怪鏡子」，當老

師的是否該回頭反省，我們教給孩子什麼東西？

二、一樁案例：

有位女士跟她的兒子與友人有一次坐在車

上，遇到一輛車突然插進來，車上的兒子「三字

經」衝口而出。旁邊的客人會怎麼想，他家是拿

什麼教給孩子？我們如何教小孩的。只管教科書

上知識，成功關鍵5%是IQ決定，有95%來自

EQ。EQ不好教，但在社團，團體活動可以學

到。哈佛商學院理論儼然成為一大門派，用在商

場的機會不大，business sense才是重要。

教育的方向就如同一個舵手般的重要。方向

錯了，努力再多，錯誤越大、越是徒勞無功，這

才是最嚴重的問題。我們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

子，那個「樣子」要轉化成知識，透過教學活動

將教育要素融入生活中教給孩子。這知識必須是

有用的、內化的、感動的、實踐的。而唯有我們

體認到教育的方向是什麼，調整自己的心態及作

法，教育工作才不會陷入見樹不見林，支離破碎

的處境。

三、從心做起：

其實教孩子的心性、觀念、態度和教知識一

樣重要。我們不能忘記孩子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是一個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人。教育的起點是

要把孩子當成一個人看待，因材施教。教育的最

終目標是要全人均衡發展，把每個孩子帶上來。

改變觀念，重新做起也從心做起。當我看到一個

日本婦女在機場把掉在地板的冰淇淋擦拭乾淨

時，這真的是一個不簡單的事情，Teaching

everything with nothing。 Teaching nothing

with everything。我們的教育缺少的就是這些，

和諧的社會、進步的國家需要的就是這些。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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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要講的「心」的教育。我們要教給孩子的

就是這些。

四、行政原則：

做行政領導的人要告訴我們的方向在哪？行

政者拿什麼給老師。面對太偏重記憶教學的國中

校園能怎麼做？美國癌症治癒率很高，把他們的

器材、訓練、藥物、技術都轉移到台灣來，治癒

率卻只有一半！原則在那裡，要有「心」。很多生

活上的體驗知識我們要將它轉化成教材的內容，

我們要檢討我們人員的素質

觀念對了，方向掌握住，就一勞永逸了。從

小培養孩子正確的品行、態度，建立良善的價值

觀，那麼以後孩子的一切作為，也不會偏離太

多。正所謂「樹頭站得穩，樹尾不怕颱風吹」。從

教育成本及社會成本來看，這是最經濟有效率

的。

五、很多支點：

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移

動地球。」一個輔仁大學三年級的學生英文能力

很差，學校的神父送他一本國中文法書，他內心

知道神輔是關心他，給他支持。一位諾貝爾物理

學得主大學時候參加物理考試因特別原因缺考，

老師並沒有責備反而原諒他。如果以上提到的兩

個人都沒有遇到這樣的老師，他們生命前途就不

會得到激勵而奮發。

因此回到原點，我們「知識」上知道拿什麼

教給孩子；「道德」上我們是否能夠堅持？能否

以教師專業的堅持及智慧的判斷在教改的路上繼

續努力下去？希望所有老師能夠從心開始，用心

堅持，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一個新的契機，使每

個人都能體認到自己的價值，發揮自己所學，為

社會及個人創造出最大效益。

六、專業縱橫：

一個社會或國家教育的整體，新的知識及價

值帶動人發展真正有幫助的觀念。日本幕府時代

三個代表人物有三種不同的教育觀念，德川家康

對教育充滿期待，教育一個人並等待他的成長，

豐臣秀吉提供孩子教育，對孩子加以訓練，秀知

田信長最沒有耐性，對教不會的學生表示不耐

煩，除之而後快。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中，我們要

隨時準備新的教育思維，我們國家要有新的教育

政策。印度這個國家為了發展軟體研發，跟上時

代的變遷，成立軟體發展中心。國家需要有這樣

的政府，更需要這樣的教育政策。

萬般皆善，唯心做起

萬般皆良，由師作起

萬般皆強，由教做起

萬般皆美，由育做起

萬般皆真，由信做起

心師教育，真善美強

良人教育，全人教育

錫津主任，以身作則

學員受益，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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