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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

　　西元2006年肯．羅賓森（Ken Robinson）在加州發表的TED演講：「學校扼殺了

創意嗎？」（Do School Kill Creativity？），內容談到許多有天賦、創意的小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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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體制中，才能漸漸消失殆盡，該場演講創下TED史上最高的點擊率，超過三

億人次瀏覽，引發世界各地的回響，作者以其在教育領域40年以上的經驗，針貶教

育現場的問題：《讓天賦自由》（2009年）揭發教育的失能，省思活出自己的關

鍵；《讓創意自由》（2011年）將教育比喻為鑰匙，好的教育可以打開創意、打開

未來，反之而否；《發現天賦之旅》（2013年）帶領讀者思考與生俱來的創意本

能。而本書《讓天賦發光》（2015年），則是從課程、教學、評量及豐富的校園案

例中，指出教育革新的方向。

貳、工業化教育與標準化運動貳、工業化教育與標準化運動

　　大多數的公共教育起源於十九世紀中葉，受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影響，教育的

設計原理也呼應工業化社會的製程。工業製程是一條生產線，原料不斷地通過層層

檢查、測試、篩選，最後變成大量一致化的銷售品；公眾教育也如此，從小學、中

學、大學等階段，透過標準進行分發，造就多數的勞工，以及少數的大學畢業生。

在這條教育的生產線上，大多數人無法走到最後，甚至被剔除。然而，隨著時代的

演進，舊有的教育體制難以再適應新的世代。

        西元2000年起，「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帶起全球標準化運動，該計畫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每3年對世界各地

的15歲學生進行一次數學、閱讀、科學的標準化測驗，測驗結果將按成績進行排

序，參與國家由32國攀升至65國。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衝擊教育體制，2001年布

希政府「不讓任何一個小孩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教育改革方案及歐巴馬政

府「奔向頂峰（Race to the Top）」皆設定標準，有系統的檢測學生學習的情形，以

提升績效。儘管如此，在《國家地理雜誌》2006年全國性文化知識調查

中，18至24歲的青年65%無法在地圖上指認英國。美國2012年高中畢業生仍有17%無

法流利閱讀，在「不讓任何一個小孩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教育改革方案通

過12年後，仍有半數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學生無法從高中畢業。（美國全國教育局長

協會執行長丹尼爾多曼琪表示）

        工業化教育及標準化運動無法符應現代潮流的原因乃在於每個人的天賦、才能

不同，每個科目的理解程度與學習速度亦不同，當教育以現有的系統去「製造」

人，培養的只是死背學科知識、人云亦云的「產品」，而非找到自己獨特性的人

才，而被系統屏除的人可能輟學，將來需要更多的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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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有機教育」（參、「有機教育」（Organic Education）的原則與理念）的原則與理念

　　工業化教育造成分數的競爭，囚禁教師與學生，在指定的課目斤斤計較分數，

為了達到全國一致性的標準，學校要求每個人都必須通過測驗，否則落入補救教學

的循環當中，教師耗損率高，在高工作量中消磨熱情。作者提出新的教育概念－－

「有機教育」，此概念取自於有機農業，有機農業不噴灑農藥、不排放化學產品，

注意土壤和農作物的永續發展，不過度耗損大地的養分，尊重生態的連結，降低環

境污染的成本，轉換為教育就變成尊重孩子、適性揚才的教育理念，教師像園丁，

創造出適合的教學環境，讓學生能自由發揮，成長出原本屬於自己的模樣。「有機

教育」的原則如下：

        （一）健康原則：讓所有學生在智力、體力、心靈及社交能力上，全面穩定發

展。

        （二）生態原則：強調各方面發展的相互依存關係，不管對單一學生或整體社

區都重要。

        （三）公平原則：不管學生的背景、情況如何，對每個孩子的天賦與潛能一樣

用心栽培。

        （四）小心原則：有機教育本著熱情、經驗和務實的智慧，為學生創造一個最

有利的環境。

        有機生物和周遭環境形成一個複合的關係，互相牽引，當環境改變時，生物會

漸漸適應，發展出一套新的模式，教育也是一個複雜的系統，牽涉到學生、家長、

教育團體、出版商、考試機構、政治媒體、社會福利機構，當環境改變時，教育要

如何發展新的方向，在此我們必須反思教育的原本目的：

個人目的：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豐富人的心靈與頭腦，教育應該讓孩子發展自

己的天賦和興趣，讓他們能把內在的感官經驗，和外在的物質世界連結，形成

他們生命的軌跡。

社會目的：在民主社會中，公民的選票是決定國家未來的利器，教育應該提倡

、實行公平正義的社會原則，幫助孩子成為積極、熱忱的公民。學校必須要成

為實踐民主精神的場域，學生才能在日常中學習到公民權的意義。

文化目的：當今社會處於資訊爆炸時代，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越趨頻繁，接納

多元文化成為現實的必須，學校應該要讓學生了解、重視自己的文化，並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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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不同的文化的多元性，從文化的差異中學習到多元的視野。

經濟目的：經濟對於教育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教育應該讓學生取得足夠的知

識、技術和常識，以期在將來成為有經濟能力的獨立個體。有鑑於未來新型態

的工作根本無法預測，現在的教育應該著重在關鍵能力的養成，讓學生展現多

元天賦；消除學術科目與職業訓練的分歧；讓學生有機會實際體驗不同工作環

境，從真實的職場學習。

肆、課程規劃與分析肆、課程規劃與分析

　　傳統的課程強調學術與智能的運用，職業訓練和實用技能較不受重視，課程被

分割為不同種科目，依照時間切割成片斷的學習時段，如前所述，之前的教育系統

是為了配合工業化社會，時至今日，什麼才是現在學生該學習的？什麼才能養成他

們面對未知最核心的關鍵？若配合上面教育的四個基本目的，那麼學校應該積極規

劃發展八種核心能力的課程：

好奇心：對世界如何運作產生學習、發問和探索的渴望。

創造力：產生新的點子，並且能付諸行動，真正實現的能力。

評判力：分析資訊和創意，形成合理的論點與判斷。

溝通力：以不同方法清楚自信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緒。

合作力：和其他人一起積極工作。

同情力：對其他人的遭遇能感同身受，並因此採取行動。

內心的平靜：和自己內在情緒連結，感覺生命和諧且平衡。

公民權：和社會產生正向連結，並參與維持社會程序。

        作者提倡這八種核心能力，呼應上述教育的四個目的（個人、社會、文化、經

濟），而課程架構應該包含下列學科，並將這八種核心能力也融合在課程中，才能

幫助學生做好準備、面對未來：

藝術：音樂、舞蹈、視覺藝術、戲劇、表演藝術皆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從這些

作品中學生可以感受到人類的情感、生活、價值觀、文化，在陶冶學生品德與

生涯發展上都有很重要的功能。

人文科學：人文科學包含歷史、語言學、心理學、宗教教育、地理概念和社會

研究，這些學科不但培養學生對於文化的認識，也提供學生質疑和深度研究的

契機。

語言科學：清晰的發言牽涉到人的思考、溝通方式、文化背景，研讀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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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展學生讀寫和口語表達能力。

數學：數學為所有科學的基礎，和日常生活的空間、時間、尺寸、數量都有

關。

體能教育：身體和心裡彼此互相影響，身體的健康有助於學科的學習，運動也

能促進群體合作、建立歸屬感。

科學：自然科學鼓勵學生對世界進行有系統地探索，以理性的方式分析現象、

建構理論，成就現代的科技發展。

        為了使學生有效學習這六大學科，讓學生「做中錯，錯中學」非常重要，反覆

地試煉、從錯誤中學習，在摸索中訓練思考與判斷的能力，為達到如此的學習效

果，課程必須在理論與實務中兼顧。1995年艾略特華沙（Elliot Washor）與查爾斯孟

卡斯基（Charles Mojkowski）創立「宏觀學習系統」（Big Picture Learning）聯盟，

走出學校的教育範圍，納入社區導向的學習，讓學生在社區工作，體驗真實的工作

問題，並對社區做出貢獻。透過學術與職業課程，更能啟發孩子成長。教育不應該

只淪為尋找標準答案的考試，而是能從複雜的情況中找到適應的辦法，為此，學術

課程應該與職業課程並重，且課程設計應該要符合下列原則：

課程的原則：

多元化：整體課程的規劃應涵蓋培養學生能力的所有知識、技能，並提供學生

充分嘗試的機會。

深度：課程應該有適當的選擇，讓學生能廣泛探索自己的興趣，並且就自己的

長才更深入地學習。

動態性：課程設計應該讓各年齡的學生和各領域專長的老師互相合作，並且納

入社區的資源，不時地發展和轉化。

伍、創意學校（伍、創意學校（Creative School）的落實）的落實

　　作者說：「教育只存在於真正的學校裡，只存在於學生和老師的互動中。如果

你是老師，對學生來說，你就是教育系統；如果你是校長，對你的社區來說，你就

是教育系統；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對所有你負責的學校，你就是教育系統。」在

這句話中，揭露了兩個重點：一、教育最核心的是學生與老師的連結，教育的基本

目標就是要幫助學生學習，如果學生不學習，教育就不存在；二、教育是一個生態

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教師、校長、政策決定者，都是系統中的施力點。作者認為

教育是從學校啟動、一場由下而上的革命，基礎改革最當前的工作是建立起學生和

第5頁/共8頁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6年06月,第6期

你就是教育系統－導讀：《讓天賦發光》



教師之間的連結能茁壯發展的生態系統，而在這個系統中，每個角色的任務如下：

在最基本的層次上，教育的重點放在創造一個會讓學生有意願學習的環境，其

他事務安排應該以這一點為中心。

教師的角色就是幫助學生學習。

校長的存在是為了創造一所讓教師克盡職責的學校，其作為對學校的領導力和

學校文化有深刻的影響。

政策制定者的責任，就是創造出一個讓校長和學校都能克盡職責的環境，不管

他們是在市政府、州政府，或中央政府，全都一樣。

        （一）教師        （一）教師

　　好的教師是教育革新推動的重要瑰寶，一個有經驗且有能力的老師，會引導學

生，使學生對真相有熱情的渴望，並對知識有追求的動力，成為學生發展一生的志

業，而優秀的教學要發揮以下四個重要作用：

吸引注意力：好的老師會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學習欲望。

賦予能力：好的老師會不斷自我提升，用各種方式啟發學生的能力。

表達期望：老師對學生的期待會深深影響學生的成就表現，提高學生成就在於

建立老師與學生的良性關係。

賦予權利：好的老師會幫助學生建立自我學習力，讓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有信

心。

        有些教師沒有教育訓練，卻能讓學生著迷於課程；有些教師擁有專業知識，卻

不見得能駕馭學生。那麼怎樣才能培養一個懂得教學藝術的老師？教學的初期培訓

除教育的思想史及思想學派、學習理論與心理學研究、教育現場實踐性的研究，以

及各國教育發展、教育系統運作，然而，以上的培育項目，僅止於培育出一個有效

率的教師，除此之外，教師必須不斷地專業發展，跟上各國的研究。

　　良好的教學建立在三個原則上：

啟發：優良教師會啟發學生探索自己的學習領域，努力追求榮耀。

信心：好的老師會建立學生的信心，讓他們有自我探索、自我提升的能力。

創造力：好老師會鼓勵學生主動思考，透過觀察、實驗，將好的想法落實。

        （二）校長        （二）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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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技巧 誘因 資源
行動

計畫
= 改變

 技巧 誘因 資源
行動

計畫
= 疑惑

願景  誘因 資源
行動

計畫
= 焦慮

　　校長的核心角色在於：尊重每位學生的獨特性，時時尋找孩子的潛能，並且在

持續改變的挑戰中，不斷帶領學校成長茁壯。一個好的校長，會知道要在學生、老

師、家長間建立起一個共同追求目標的團隊，並有意識地推動學校改變。學校必須

營造一個共同學習的環境，並且呵護學習文化的生命力。

　　美國中等學校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ASSP）提出每個學校領導人應重視的核心：

協調的領導能力：創造團體共識、發展明確計畫、指派職員擔任有意義的角色

學校環境個人化：利用環境為學生打造個人計畫

改進學生表現：以課程、教學、測量方式讓學生將知識和現實結合

　　一所運作良好的學校會符合下列原則：

團隊精神：對團隊有強烈的認同感，成員互相支持，並且對外力求表現

個人特性：在團隊中相處融洽，亦不失個人的獨特性

可能性：組織願意嘗試更多可能，鼓勵大家提出創意

        （三）政策制定者（三）政策制定者

　　政策制定者的責任，就是創造出一個學校和社區能夠成長的氛圍，協助學校發

展出有利於社區或社會的系統。有效的改變需要下圖中列出的五個要素：一、願

景：人們需要看見他們未來的願景；二、技巧：人們需要知道自己是有能力改變

的；三、誘因：人們需要相信改變會讓他們變得更好；四、資源：人們需要知道他

們有充足的資源協助改變；五、行動計畫：人們需要一個完成改變的計畫。而教育

政策者的責任在於確認下列因素是否齊全。不齊全的因素是改變失敗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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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技巧  資源
行動

計畫
= 反抗

願景 技巧 誘因  
行動

計畫
= 挫折

願景 技巧 誘因 資源  =
多頭

馬車

 

陸、結語陸、結語

　　作者：「如果你和教育沾得上一點點關係，你有三個選擇：你可以在體制內尋

求改變、可以施壓要求教育系統改變、或者積極參與體制外的革命。」教育的改革

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也並非只有台灣在尋找新的方向，世界各國也不斷挖掘、反思

目前的教育系統，而作者以歷史的脈絡（工業化）解釋教育根本的問題（標準

化），並且提出「有機教育」（Organic Education）與「創意學校」（Creative

School）的概念，致力營造所有學生都能發揮天賦的環境，強調教育的永續發展，應

該由教師、校長、政策制定者、社區、家長等生態系統共同維護。生命並非一個線

性的發展過程，而是充滿無限可能的綠地。唯有我們都認同個人的獨體性，了解教

育的基本目的，才能攜手合作。

　　教育改革需要承擔風險、改變根深柢固的認知、習慣，但只要有一個人願意改

變，這些力量會慢慢累積，以星星之火的姿態，終成可以燎原的局勢，只要你想改

變教育，你就是改變的起點，而你也是教育系統，謹以此書與各位為教育奉獻的人

共勉。

 

* 洪啟昌，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人力發展中心主任

電子郵件：cchung419@mail.naer.edu.tw；cchung4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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