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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穿上空間的外衣

失聲退去舊有的囹圄

眼神繡上那般的紫

輕撫的翅

騷動

打得綿密的話語

坐在這個地方

傾盪的鞦韆

擺動笑容來回的弧度

飛走的蝴蝶又

停在這兒了

㆒、校園空間為課程舞台

空間，原本即非中性。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世界全然無一物，那麼這世界雖有著廣

大無比的空間，卻是個宛如真空的空間。由

於人、事、物在一個空間中有所互動，由於

人們的感覺、認識與體會，空間才有了意

義。而空間也會因為人們的實踐活動，而有

所轉型變化，且產生新的意義。所以，空間

與人的實踐活動是相互建構的。人們因其活

動的意向與願望而對空間賦義且賦形，而空

間也使人們的活動產生新的意義。校園空間

亦然。

傳統的校園空間傾向一致化與規格化，

呈現「物重於人」的物化特性（湯志民，

2002）；空間並非以學習的需求為優先考慮，
而是著重管理與監督的方便性。加上傳統以

教室作為唯一學習空間，以教科書作為主要

教材的課程形態，校園空間並未展現其應有

的課程意義。校園空間設計應該回到「什麼

是教育」以及「為什麼要有校園」的基本概

念去思考，而不單只是簡單的教室、辦公室

與遊戲場的排列組合而已（畢恆達，2004）。
易言之，校園空間的規劃應當納入課程的思

考與想像，讓教師與學生可與空間互動，而

有所感知與體會，讓校園空間成為課程的舞

台。當我們希望提升學生的美感覺知能力，

在生活中感受美的事物，校園空間與課程的

營造也就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

2008年，在台北縣的旅心國小（化名），
見到教師與學生在校園空間裡進行的美的學

習。

㆓、空間、體驗與美感

生態空間是最直接的閱讀文本；蝴蝶的

振翅有聲音，雲的移動有軌跡，蟬褪殼裡有

生命剝落的詩句。許多學校都已將生態融入

課程的同時，我們早已知道要讓學生親自體

驗、觀察、發現這類陳腔濫調，但是卻缺少

了學習經驗的細膩度，這份細膩度在於讓學

生能細緻描繪生活周遭的事物，以及用多元

方式將自己的感知具像化。

在旅心國小，「螢火蟲步道」、「水資

源」區等都配合著在地的資源和特色，以維

護和發展生態的自然性。因地處多雨地區，

學校發展了匯集雨水的屋簷、管線、地下儲

水槽、水幫浦等等一套「統整的」水資源空

間，提供學生一個戶外的自然教室。考量螢

火蟲在城市已逐漸稀少的狀態下，利用所在

地的乾淨溪流，增加螢火蟲整體生態循環的

適切發展環境，輔以校內發展的稻田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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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的復育工作。為讓學生有機會近距離

觀察螢火蟲生態，在沿溪區域規劃了木質步

道，增加了學校物理空間柔軟度，聚集了學

生駐足觀察的動機和足跡。

旅心國小擁有的螢火蟲教室，是由幾間

教室改造成的室內生態實驗室，由學校老

師、螢火蟲專家與校外保育協會合作經營。

這是全台國小最先進行螢火蟲復育的培育

室，在這裡長期孵育著黃綠螢幼蟲，展示數

種螢火蟲標本。螢火蟲觀察教室收買了許多

專注的眼神，這些眼神是自主的、浮流在其

中的空間經驗。此外，學校出版「螢火蟲專

刊」提供圖文鑑賞，讓學生在體驗過螢火蟲

生態空間後，再參照書本的知識。對螢火蟲

有興趣的學生會在螢火蟲教室裡進行解說員

的訓練課程，在各種結合社區的校內外活

動，可以聽到這些小小解說員對於自己擔任

這個角色的使命感。從他們回答著「超喜歡

的！而且不是每個人都能在這邊咧，很難得

才能得到這個機會」、「每個禮拜二和禮拜

四定我們還會在螢火蟲教室那邊照顧螢火蟲

喔」（黃暐珉，2009）的語氣中，我看到了
他們的自信與期待。

大自然裡的知識本應從自然中學習，即

使不知道名字，卻因為多次的接觸，而能領

會生態裡各種生命存在的特色，如果僅在課

程裡預先置入那些已命名的生態現象與名

詞，學生並不能深刻的體會。就像是經歷過

不斷考試過後的心態，失去追尋原本既有的

探索旨趣。

另一個學校空間發展重點，即是生態步

道的設計。在學校空間裡最常看見的即是有

著長長步道的走廊，但那是封閉的空間，是

框起校園的生硬線條，僅是通往教室的走

道。旅心國小將空間拓展到一間間由教室堆

疊而成的「封閉城堡」外圍，配合著學校社

區環境裡既有的溪流優勢，將河川附近的生

態引進，並將生態保育納為規劃的重點。旅

心國小的螢火蟲步道，結合生態，讓溪流有

了新生命，學校更可以成為社區參與生態保

育的核心。

螢火蟲步道上，學生的身影時現。下課

時，有學生在這裡觀察溪流最近有什麼新的

鳥類飛來，興奮的向老師回饋自己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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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生課不再是坐在操場、大樹下，而像是走

出校外，沒有空間界線的寫生。大自然的寫

生，用畫框也框不了它的無窮，但至少學生

在寫生的時候，眼界是無窮的。在這裡，學

生對於在這裡寫生的記憶是印象深刻的，正

在寫生的學生有著置身自然的投入，在教室

裡回憶起曾經在這裡活動的學生，對學校這

個地方有著喜愛的共鳴。「投入」與「共

鳴」，即是美感經驗最真實的內涵。

學校裡的外圍生態步道是延長的，隨時

都可以站著或坐在步道上沉澱心靈。在與學

生的對話中，發現這個步道是學生最喜歡的

學校空間之一，因為這裡帶給他們許多接觸

生態的機會，讓他們向人介紹令他們引以為

傲的特色。到了晚上，還有許多學生與家人

到這裡尋找螢火蟲。步道的延伸，拓寬了學

校的空間，邀請了許多主動參與的外來訪

客，更拓展了正式課程之外的教學與學習視

野。

學校環境的規劃和設計考量了「在地

性」與「原生性」的永續發展，而這樣具有

美感的空間加入了課程設計之後，也就成為

美感教育的場域。在課程的規劃上，校長與

行政人員會對校園進行長時間的觀察，探索

校園裡的生態，包括鳥類、昆蟲類、生態池

裡的水生植物等；再來，種植能吸引蝶類、

昆蟲的植物，以及生活常見的植物，如甘

蔗、空心菜、木瓜、楊桃、桂花等。這些除

了可以豐富校園生態外，也將常見植物移入

校園，成為學習的教材，以利日常生活的「

常識」轉化為「知識」。常識，是每個人接

觸的知識表象，然而，知識需要更富有意義

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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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常常會在不同的地方定點觀察校

園，以每個角度去體會校園。在親自發展和

維護校園每個生態角落之後，校長也會透過

各種機會，帶領著老師先行做一趟校園生態

之旅，讓老師們知道生態的「最新動態發

展」，帶動了老師們在教學上可立即利用校

園空間的機會，讓教學融入隨手取材的生態

素材，走出教室之外，代替千篇一律的課

本。老師在其中也可以重新看待原有的教

材，而不讓教材牽著走。

有些低年級教師讓學生透過生活課程裡

「吹泡泡」的體驗，延伸吹泡泡一個簡單的

動作之外，更進一步藉著課堂結束後的老師

引導，回憶起泡泡掉落到學校哪個地方，以

及透過想像的討論，「如果你是泡泡，最想

飛在學校的哪地方？」等等回想與想像式的

對話，不流於「玩了就算」的經驗。課程的

單元主題愈簡單，愈能發揮教學的豐富性。

將學生手拿一致的泡泡罐，轉化為讓學生到

校園用不同的吹泡泡方式，觀察泡泡飛翔的

方向以及掉落在校園哪個地方，帶出另一種

認識學校的角度。再者，有些老師也透過分

組方式，讓學生用「相機記錄」學校的生

態，拍下校園最特別以及所有他們能發現到

的生態，再帶到教室進行分享與討論。學生

透過相機的眼神是專注投入的，老師如果開

放課堂為學生自由觀察的時間，他們會比下

課更為投入與興奮。

低年級的學生因為吹泡泡、攝影這個活

動，更增加對學校環境的印象。學生對於印

象最深刻的課程是吹泡泡，因為「泡泡的飛

舞讓整個旅心小學變得很漂亮」，「因為吹

泡泡的時候在樓下小朋友，抬頭看見泡泡感

覺很開心的樣子」課程的無限就在藉由簡單

的、日常的教學媒材，也能因為學校的課程

體驗而有不同的觀感。另一方面，用相機記

錄的中年級學生，也因為相機所累積的學校

生態影像，是透過自己看見、選擇、記錄、

對話的過程，也成為自己學習檔案中的動態

歷程。學生對於自己所拍攝的影像是珍視

的，也因老師亦會提出「這是誰拍的？ 」
「為什麼要選擇拍攝這個？」作為課堂的分

享與回饋。

旅心國小的老師主動與校園空間裡的生

態是建立積極的互動關係。對於學校的生

態，教師也投入植栽，以及對校園生態發展

的討論。由於參與，對於校園不再只是「人

與物對立」的觀看角度，校園空間因而產生

了新的意義。由於教師體驗到新的意義，就

會影響著希望學生也可以用心體驗學校環

境。「教學不就是這樣？」的固著想法開始

改變，教師也開始邀請學生加入對校園空間

之意義與美感的體驗歷程。體驗本是隨時隨

地的，如同感官是永遠開放的狀態，只因為

封閉的空間、限制性的要求，使得體驗和感

受總是在預定範圍之內，難以越界和跳脫原

有的觀看框架，就慢慢消磨了人的好奇心與

敏銳度。教師是教室裡的引導者，教師與空

間如何互動，影響著學生是否能夠擁有更多

學習經驗的認知與體驗方式。空間被再利用

者看見，學生也因為空間而開始看見自己最

親近的學校。

師生在學校生態所扮演的角色同為觀察

記錄者，將平日發現的生態轉化為教學素

材，以「老師今天發現了…」代替「打開第

幾課…」的課堂序幕。由於過度依賴教科書

及各種便利性之輔助教材，長久之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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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依賴的心態，就會讓教學的慣性更加根

深蒂固，讓思緒成為「本來就是」的斷然思

考，失去了開放的心態。然而，體驗也必須

憑著開放的心態和學習空間，以配合生態本

質的複雜、無法預測的方式，開放學生自主

學習的機會。在生態體驗的過程也是充滿不

確定性的歷程，不確定才有更多發現的空

間。藉著師生同為校園裡探索與發現者，在

校園裡已知的、驚喜的、尚未命名的生命，

成為帶進教室裡對話的開始。

㆔、空間意義感的建構

空間，若以素樸的原始概念來說，它是

空白的、需要被開創的，需要有具體的事

物、行為使空間產生地方的意義。校園空間

的意義是建構的，而非本有的。然而，在學

生一進入校園時，學生守則裡卻已規定了太

多空間的使用規則，限制了學生對於校園空

間的想像。在既有的空間規則下，學生只要

帶著書包走入走出，學校的空間不是「屬於

自己的」，這種「不屬於」的冷漠情感，使

得學校環境經常被破壞。例如廁所的門換了

又換，或許也因為人與空間之間沒有情感關

係。學校考量廁所的門老舊、常受破壞且顏

色冷硬等因素，改以師生漆畫創作的過程，

為學校廁所的刻板印象「開了另一扇門」。

廁所門板的創作主題加入了學校生態的

特色，依蝴蝶、蜻蜓、蟋蟀等等主題，利用

各種隨手取得的媒材，彩繪廁所的門，讓每

一面廁所的門有不一樣的視覺效果，學生也

因參與彩繪的歷程而加深了學生對學校特色

的認識。廁所空間成了創作的小天地，也由

此獲得新的意義。一個美好校園不僅應有很

好的綠化環境，而且尚應有許多凝聚生命共

同體的和凝固共同記憶的「地方」（胡寶

林，2006）。廁所彩繪的特色，成為共有的
學校議題；彩繪過的廁所，成為具有學校共

同記憶的地方。除了廁所空間改造產生的議

題，促進了學校中人與人的互動之外，對空

間認知的差異化，也是提升學生對空間認知

的途徑。「差異化」包含了區別自己學校和

他校的差異，以及對空間好惡的差異。前者

所指的差異是聯繫學生對於學校的認同與歸

屬，後者則存在於學校的空間感知裡，使學

生發展出對空間主動改造的美感能力與實踐

性。當學生置身於開放空間裡多元的認知素

材中，有了多樣的選擇，才能增加學生區別

差異與歸納思考的感知能力。

空間與人的意義建構，有賴情感成分。

傳統的學校建築空間採取一致的途徑，多以

理性為出發，整齊一致等同利於管理。然而

空間透過人的轉化，跳脫「觀看―被看」的

對立，加入參與的情感，能以文、以畫、以

肢體、以音樂來呈現，空間的意義就成為流

動的。學生對於空間的感知與表達，並不能

封包在齊一性的學習與評量裡。就像旅心國

小裡的學生對於學校的彩虹操場，表達出「

我喜歡我們學校的彩虹操場，那是我們學校

跟其他學校最不一樣的地方」、「在上面跑

步感覺心情也跟著好起來」、「不喜歡以前

的操場是暗紅色的」、「好像在彩虹上面玩

一樣」（黃暐珉，2009）。透過他們傳達「
喜歡」、「不喜歡」、「愉悅感」、「好

像」的語句中，感知在空間中被提醒著，情

感也加深了其對事物賦予意義，以及美感判

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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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布置並非將「大量採購」的物品

放置其中就形成意義。校園營造也是城鄉中

公共藝術的一環，結合具有當地特色的彩

繪，「特色」，在校內應成為學生對話中的

故事，才使得特色生根。空間有了意義指

標，學校的能見度強化了認同感的聯繫。特

色也因為在這裡的人與地有了深厚的關係，

延續了發展學校其他地方的相關特色。例如

在學校圍牆的壁畫也將螢火蟲、民俗社團特

色、來校參訪的保育專家珍古德奶奶等等，

發展成為認識學校歷史的故事牆。來不及參

與這些歷史的學生，也能因為故事壁畫的流

傳，延續與連接現在他們所能體會的校園環

境。特色透過人與人的不斷的交流而有延續

的溫度，校園角落的故事也因為師生主體的

相互對話而有了豐富性的敘說基礎。

在學校新舊空間的歷史，帶給學生空間

生命的連續感，這份連續感成為學生對於學

校感知的另一種方向，地方與人成為歷時的

共同體。學校是既有的地方，而學生必須用

探索、自主參與、對話機會去對學校地方的

發展，循著情感的脈絡復以連接此時此刻能

感受到學校的成長，去感知學校環境。教育

如生長，就像小孩在綠色、棕色或白色的空

間中長大，在沙、泥土、石頭或沼澤間行走

玩耍…，因此小孩便認識了自然，而且培養

了決定所有未來經驗的知覺基型（Perceptual 
schemata）（施植明譯，2003）。從學校空
間意義的建構中，讓學生與學習之間也可以

透過空間中的意義，得到對於學校空間裡的

心理圖像。心理空間的圖像，因為自己曾經

在學校的某個喜愛的地方有過的行為而特別

深化。例如有一位學生說到自己對畫冊的珍

惜，「它在我以後離開這裡，可以回憶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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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事情。」因為畫冊裡有自己在校園裡

撿起的花瓣，有每堂課在校園裡的感受回

憶。一張畫、一瓣花，學生就能像毛線球般

拉扯出校園裡編織不完的故事。空間所建構

的意義感，養成學生對空間的敏感度，帶出

校園之外，成為持續建構對其他空間的改造

與賦義的心理傾向。

從校園裡既有棲地的自然生態，到螢火

蟲觀察教室裡的完整觀察與記錄，空間的巨

觀與微觀，既有的與再創的，根植於人的參

與，成為有意義的地方價值。空間像是一件

流動的藝術品，因為人們參與空間的對話，

建構校園空間更豐富的意義，帶來更多充滿

感知的學習反應，而不是空洞的、冷漠的、

反覆的操作練習。學生在學習環境裡讓感官

有了甦醒的契機，才能伸展對美的觸角，且

空間與人蘊含的意義是相互建構而成的。

㆕、空間與課程的無限可能

教師有一種任務是向學生表達一種感知

和情感的熱情，把每一次看到的顏色都當作

是第一次，把顏色當作動詞而不是名詞來體

驗。課程作為美學文本發揮了揭示的能動功

能，向學生揭示新的可能，也就是日常生活

中他們未被知覺的東西（鍾啟泉、張華譯，

2003）。
校園空間的營造並不止於美化；「美

化」往往僅就於對環境之物所進行的整體維

護。然而透過了教學的轉化，就不僅是像維

護市容那樣，規範人們不隨地丟垃圾的消極

方式，而是把學校每處空間都當成是一本故

事書來閱讀。學校空間裡的人、事、物都是

流動的狀態，學校的特色也必須透過老師的

持續介紹，學生的持續親體探索，學校的在

地性特色才能被這些擁有說故事能力的師

生，延續校園每個角落的精彩故事；尤其，

說故事的能力必須擁有豐富的素材和對話的

機會，這些素材來自校園空間、人與人的平

等對話以及生態的開放性，讓每個人都是有

故事的人。在說故事的同時，也代表著對學

校的認識，並且這些故事裡有他校無可取代

的特色，持續有感的敘說那份自己與學校的

故事，認同感與歸屬感油然而生。

學校應是一個讓學生有感覺的地方，這

個感覺也是美感所訴求的自主持續的生命力

與追求質感的生活。校園空間儲存我們對於

教育相關的圖像，反應著對教育的既定印

象。是以，在每次完成課程的學習經驗之

後，那份經驗即使不是正向的情緒，也是一

種有感的反應，像是從「我不喜歡學校」的

反應中，透過改變學習環境一角的開始，喚

起存在於小孩最初的那份好奇心，有了好奇

心、驚喜感的學習，即使有太多無法改變的

例行作業，也能在學習圖像裡有了專屬的深

層記憶。

學生「印象深刻」的經驗是記憶裡還能

擁有細膩情感的反應。學校空間從對立的客

體看待，到參與其中的轉化，空間的生命被

啟發，老師藉著各種「發聲」教材，帶領著

學生進行長期的探索、觀察、記錄的對話，

課程經驗也成了學生對於學校的認同，也開

始替學校說自己與學校有關的故事，將原本

無感的、粗糙的教育圖像漸入獨有的學習經

驗。空間好似「帶著走的外衣」，因為學校

有著生態的豐盈，使這個地方有了生命的延

續和故事的閱聽。當學校的規劃皆朝向著生

態多樣性發展的同時，生態存在的空間與美

感意義，有著更多無法預測的變化性和驚奇

感，即使師生捧起即使乾癟的、缺角的果

實，也能體驗一次生命的完成。

空間會說話，蝴蝶也會停靠，然後圍繞

在不斷對話的師生；空間與人彼此看見，校

園故事才會延續，美感的無形即因真實獨有

的經驗而啟動了學生對生命美感的追求。學

生對校園空間存在關心的、敘說的、有感

的、對話的持續實踐，也是對自己生活世界

瓦解冷漠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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