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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積極持續省

思的良師

—花蓮縣宜昌

國小陳春美老師

（訪談／整理者：丁一顧）

三十三載的韶華

醞釀

奇萊疊巘中

料峭春寒梅綻放

洄瀾星子下浪濤輕歌

悄悄地自語喃喃⋯⋯

樂觀之沙在指縫間滑落

而我早已拾起一枚

愉悅的海螺

諦聽你那聲輕輕讚美

微笑是拈花的菩提

拜訪春美老師的時間是在暑

假期間，筆者驅車一路從臺北趕

生平簡介

出生地：花蓮市

經歷

花蓮縣西富國小(61至67年)

花蓮縣新城國小(67至78年)。

花蓮縣宜昌國小(78年至今)

擔任花蓮縣國教輔導團唱遊科輔導員(73至76年)

現職

花蓮縣宜昌國民小學註冊組長

重要事蹟

民國66年參加全省第一屆國小美勞科造型藝術

展，榮獲佳作獎

民國76、77、78年指導學生參加縣長盃民俗體

育，扯鈴組總冠軍

民國77、78、79年指導學生參加花蓮縣科展，榮

獲第二、第三名佳績

民國78年榮獲新城鄉優良教師

民國77、78年參加花蓮縣觀光節花燈比賽，榮獲

社會組第一名

民國80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花蓮師院初等教育系

座右銘或最喜歡的一句話

真正的快樂：是對生活樂觀，對工作愉快，對事

業興奮

聯絡方式

學校電話：038520209轉205

電子信箱：adagio72622@yahoo.com.tw

 同儕對話，提升教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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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花蓮，四小時左右的車程，雖

令人感到疲憊，但對於有幸訪問

花蓮縣教育局推薦的優良教師，

還是令人相當興奮與期待。

一進花蓮宜昌國小校門，就

遠遠看見春美老師笑容可掬、親

切迎人的走了過來，宛如他鄉遇

見故人一般，而且，言談之間隨

時展現歡笑開朗之聲，樂觀與豁

達之情，洋溢於眉宇之間，「樂

觀開朗」可說是筆者對春美老師

的第一印象。

當然，最令筆者感動的還是

春美老師的教學態度與作為，諸

如，循環式課程設計、活潑教學、

發表式評量等，都是希望能達

「師生同歡」的教學目標，這種師

生教學愉悅目標的追求，實值未

來有志擔任教職的教育尖兵所學

習。

要於最短的時間內，以有限

的篇幅，完整介紹春美老師的教

學表現並不是一件易事，為了避

免有遺珠之憾，本文乃從春美老

師如何進入教職、如何進行在職

專業成長與表現，以及她如何規

劃她的未來生涯等不同層面加以

敘述，以提供大家學習與參考。

家庭教育影響，事事正向思考

春美老師從小生長在一個大

家庭中，受父母的影響相當大。

雖然，父母親並沒有受過任何學

校教育，但是，他們那種樂觀的

想法，也就是臺灣人那種凡事認

命的態度，深深影響著家裡的每

一個人。

回想往事，至今還讓春美

老師印象深刻的，就是父親的朋

友向他借錢未還，當時，只見媽

媽很傷心的哭泣，然而父親不但

沒有表現出傷感的神情，反而安

慰媽媽說：「我之前曾去算命！

算命先生說，我今年如果沒有賠

錢的話，身體健康可能就會有問

題。」一聽到父親這樣說，只見

原本哭泣不停的母親，馬上停止

哭泣說：「那還是身體健康比較

重要。」

春美老師不知道當時爸爸安

慰媽媽的理由到底是真是假，可

是那件事經過那麼多年後，卻還

是一直深深影響著她，因為他發

現，父母親對任何事情都會以正

向思考，凡事樂觀，不把任何突

變的事件變成家裡的一個風暴。

而且同時感到父母親雖沒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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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任何的教育，卻有著極高的智

慧，來面對問題與困境，這樣的

態度與智慧，深深的影響著她。

家庭使然，凡事自食其力

春美老師讀小學的年代，上

初中是需要參加聯考的，因此，

大部分學生在小學就開始補習。

然而，春美老師的父親認為家中

孩子那麼多，連學費都快繳不起

了，那有辦法讓他們補習，所以

父親從小就灌輸小孩子一個觀

念：「想讀更多的書，就要自己

用功！」

小學四年級的班導師—

鍾秋燕老師，對春美老師非常照

顧，為了不讓她因家庭因素無法

參加補習，而讓她的課業跟不上

其他同學，就跟她說：「妳啊！

早上早一點來，幫老師將題目，

抄在黑板上讓其他同學練習！」

因為擔任這樣一份「工作」，老

師每天也都提供一份講義給她，

讓她有機會與參加補習的同學一

樣，練習課業與習題。

在這段班導師提供抄黑板的

工作經驗中，讓春美老師有相當

深刻的感受：「人要很用心，不

能懶惰！」「做任何事情絕對沒

有不勞而獲！」這樣的情況，就

如同其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一樣，

春美老師家的每一位小孩，都要

幫家裡的工廠做包裝的工作，以

換取零用錢。所以，家裡的姊妹

從小就知道：「要得到任何東

西，都是要有所付出！」

家境因素，投入教職行列

民國五十九年教育部開辦

「特師科」，類似現在的教育學

程，不過，它招收的對象是高中

畢業生，而這就是春美老師所接

受的師資職前培育類型。

然而，為什麼她要就讀特

殊科擔任教職呢？又為何高中畢

業後沒有繼續升學就讀大學呢？

回想起往事，春美老師還是很感

嘆的說：「我們家兄弟姐妹多，

所以父親給我一個觀念，要讀書

就要考上公立學校。」然而，當

時花蓮地區公立中學只有花蓮女

中，其他都是私立學校，沒有第

二所學校可供選擇，所以，整個

求學過程著實讓春梅老師感到壓

力特別大。

雖然，春美老師高中聯考時，

幸運的考上花蓮女中，不過，高中

畢業後，並沒有如願的考上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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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而以父母親規定的讀書標

準—「考上公立學校」來看，

當然是沒辦法就讀大學的。就在

她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剛好有

一位正就讀淡江大學的鄰居，與

母親閒聊時談到：「花蓮師專好

像正在招考特師科，怎麼不讓妳

女兒去試試看？」當時，有幾位

同學要春美老師跟她們一起到臺

北念私立大學，然而母親卻要春

美老師一定要去考特師科，為了

不讓母親傷心，也為了能向家裡

有所交代，春美老師只好勉強參

加了特師科考試。不過，為了希

望可以念大學的念頭，特師科考

試的試卷春美老師就亂寫一通，

一點也不用心。

命運有時就是喜歡作弄人，

也像老人家常說的：「該是你

的，就是你的，不該你的強求也

無益！」春美老師雖然在考卷亂

寫一通，但由於高中時對考試的

訓練，幾乎已達制約反應的境

界，所以，特師科考試也就在這

樣因緣際會的情況下，獲得錄

取，並且參加後續的職前培訓課

程，投身教職行列。

集中實習，體察專業不足

特師科的職前培訓為期只有

一年，在這一年中，又要包括環島

教育參觀，又要進行集中實習，所

以，春美老師發現：「回想起以

前的學習情況，完全沒有印象究

竟是哪一科對我的影響較大。」

但是，在下學期的集中實習

中，卻對春美老師產生相當大的

衝擊。尤其對於實習導師的工作，

包辦全班的事務，又要照顧全班

學生的學校生活，感到自己好像

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所以，那時

春美老師的心中甚至浮現不想當

老師的想法。

尤其，在集中實習試教時，

春美老師看見師專的五專部，培

養出來的音樂老師，教音樂都是

用雙手彈鋼琴，而她卻只會以單

手彈，因此，暗自體會到：「想

當一個國小老師，沒有十八般武

藝是不行的！」也就因這樣的衝

擊，讓春美老師深深體察到：

「我根本能力還不夠！」並影響

春美老師積極追求新知，以及持

續專業成長的態度，因為她說：

「當一個老師如果自己沒有充實

的內涵，根本就沒有辦法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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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好老師！」

善用省思筆記，提升初任知能

春美老師初任教職時，是分

發至花蓮縣光復鄉西富國小，西

富國小是一所小型學校，全校僅

有十個班級。

回想起西富國小教學的歲

月，春美老師還不禁想起當時學

校的大家長—劉肇雲校長。因

為，第一天到西富國小報到，是

由爸爸、姐姐陪她一起去報到，

當時，劉校長乍見身穿短裙、白

上衣、布鞋，身高又不高的春美

老師，還以為只是陪姐姐來報到

的小妹妹，後來追問才發現，原

來看起來像小學生的春美老師，

才是要來學校任職的新老師。當

時劉校長也嚇一跳，馬上反問春

美老師說：「妳可以教書嗎？」

而也就因為如此，所以劉校長就

特別將春美老師安排在二年級，

擔任二年級導師一職。

雖說，西富國小是一所鄉下

小學，孩子都很淳樸，即使老師

上課說錯話他們也不會發現，更

不會笑你。不過，由於實習試教

時給春美老師帶來很大的衝擊，

所以那時候她就常自我期許，未

來一定要好好用心當一個好老

師。

而春美老師最常用來自我勉

勵，提升教學能力的方法，就是

每天寫省思筆記，她提到：

每天，我都會等到學生放

學以後，就坐在講台上

面，然後就對著學生的空

位子，自我省思：今天這

個學生表現怎樣，然後我

的反應是怎樣。當然，也

會對那些表現比較特別的

學生（比如說搗蛋的問題

學生），自我省思處理的

是不是不好？有沒有傷到

他的心？

春美老師就是這樣每天持續

的作省思筆記，來增進自己的教

學效能。

此外，利用空餘時間去學鋼

琴，也是春美老師提升自己教學

能力的方式之一。因為當時音樂

課都要級任老師自己上，而且為

了不讓學生認為老師只會單手彈

鋼琴，所以，她會利用晚上，到

外面跟鋼琴老師學鋼琴，加強自

己在此方面的不足。後來春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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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常跟新進的老師說：「真的只

要用心，不要懶惰，什麼事都可

以做到，當然也可以做到讓學生

真的很喜歡你！」

以同儕互動解決初任困境

初任教師的春美老師，雖然

校長對她照顧有加，讓她減少許

多適應上的困擾。不過，那時候

擔任老師的，每個人都要同時兼

任許多的行政工作，所以，對初

任老師的她來說，也是一項相當

大的挑戰。

其中一項令春美老師印象

深刻的工作就是—進到西富國

小當老師後，就有人轉告她說要

輪值導護工作，當時的春美老師

一切都還攪不清楚：「我就問她

導護是什麼？那一個老師就跟我

說，就是要擔任升旗和放學的主

持工作」。因為西富國小是一所

小型學校，所以，每週都只有一

個老師擔任全校的導護工作，一

個人要負責上台報告所有學校對

學生規定的事，而且，當時又是

每天都升、降旗，因此，到底輪

值導護時要報告什麼事，講哪些

話，對初任教職的春美老師而言

是困難重重。

尤其是第一次擔任導護上

司令台對全校學生講話的時候，

春美老師因為心裡非常害怕，

所以，就有點不知所云的亂講一

通，結果學生不但聽不懂老師在

講什麼，而且用一種很奇特的眼

光看著她，好像說：「怎麼會有

一個矮矮小小的老師，站在司令

台上面亂喊一些大家都聽不懂的

口令？」

  學生心中永遠最尊敬的導師

為了解決這樣的窘境，除了

請教導主任協助她喊口令，並指

導她怎麼喊口令的技巧外；春美

老師自己也透過做省思筆記來省

思自己的改進策略；此外，春美

老師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一有不

懂，很「願意」請教人家，所以

經由與同事間的互動，或者請教

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也就成了

春美老師改進教學的另一個不錯

方式。

初任教職的春美老師是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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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富國小附近，所以，每個禮拜

六春美老師都會搭火車回花蓮老

家。由於當時有相當多的老師在

花東地區的學校服務，大家也都

與春美老師一樣，利用週六搭火

車回花蓮，就是這樣的一個機緣，

讓春美老師認識很多教育界的朋

友，同時，也利用在火車上的時

間，相互討論學校、學生、與教學

的經驗，甚至是彼此互帶團康活

動，而這些學習經驗也讓春美老

師有不錯的收獲，這又成了她另

一個成長的方法。

好老師要愉悅、專業與決心

在談到好老師的特質時，春

美老師眼睛為之一亮的說：「經

常保持笑容，讓孩子喜歡上學，

時時感到愉悅！這應該就是好老

師首要特質！」

此外，好老師在其教學領域

上，一定要表現的很「專業」，

也就是說，不管你是教什麼，在

你教學的過程中，都要讓學生知

道，老師對這科真的很厲害。春

美老師接著說：「做事有決心，

也是好老師應該具有的特質之

一。」因為，一個人做事如果沒

有決心，就會虎頭蛇尾，難以把

事情做好。而教學也是如此，所

以如果想當一名好老師，一定要

時時表現「決心」的特質，比如

說，既然帶一個班級，就要下定

決心，用心關照每一個學生，努

力經營自己的班級。

最後，春美老師還認為好老

師上課時，應該隨時表現出豐富

的「肢體語言」，因為，「豐富

的肢體動作，會帶動整個班級的

學習氣氛」，尤其，當老師陶醉

在上課的課程當中時，就會藉由

肢體語言來表演出課程內容，並

吸引學生的注意，一旦學生為老

師的教學與課程所吸引，學習成

效自然就會提升，所以，豐富的

「肢體語言」應該也是好老師的

特質之一。

 視生如親，師生同樂

師生同歡的教學理念

春美老師一直以來就認為：

「教學就像藝術！」也就是說，

教學就像在演一齣戲一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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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戲好不好看？賣不賣座？老

師本身應該擔負最大的責任。

因此，她認為每一個老師一

定要把自己專業的知識，用最佳

的表達方式，將知識傳承下去，

如果能這樣的話，則教學從準備

到演出結束的整個過程，將會是

一個令學生感到愉快的過程。

春美老師之所以會有如此的

想法，是因為她認為唯有如此，

所教出來的學生不但內心充滿喜

悅，也會對學習更具有自信心，

就如同她常跟學生說：

不會畫圖沒有關係，因為

你就是獨一無二，畫出來

的東西即使很醜也沒有人

跟你一樣，那種有自信的

小孩子，令人感覺是完全

不一樣的。

訪談至此，春美老師回想

以前當四年級導師時，班上剛好

有一位學習障礙的學生，有一次

國立臺北師院的學生來參觀春美

老師的教學，上課的內容剛好是

「線的聯想」。由於平時上課，

她都會要求學生上台發表，當

時，全班同學鼓掌要這位有學習

障礙的同學上台發表，只見他很

有自信的把自己的圖畫貼在黑板

上，然後又很有自信的將圖畫內

容說給在場的人聽，這種台上表

演者專心演出，台下觀眾專注聆

聽的情形，就是春美老師所說的

「師生同台演出，師生同歡」的

教學理念。

循環式課程適應個別差異

近年來，春美老師大都是擔

任科任教學，而科任老師教學的

班級一般來說，大約都在十個班

級左右，而以一個禮拜只上一兩

節課的班級而言，要充分了解學

生的個別差異是相當困難的。

為了能對任課班級的學生有

較充分的了解，春美老師乃採取

較變通的方式，也就是說，如果

擔任美勞科教學時，她就會設計

一個有創意的教學課程，然後透

過教學過程中，了解學生的創意

程度，而這樣便可以立即掌握到

全班學生的個別差異了。

一旦掌握班級學生的個別差

異後，接下來的單元教學，便會

重新規劃與調整，比如說，同一

個單元不同班級的教學對象，就

會因為不同的學生個別差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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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也會有所不同，所以，雖然每

班都購買同樣的美勞科材料，可

是春美老師就會因班級及學生的

程度差異，而做不同的調整與變

動，如此不斷的調整與改變，才

能讓學生學習產生最大的成效。

活潑教學提高學習專注

談到如何在教學過程中，

加入適當的活動時，春美老師馬

上露出興奮的眼神，因為，她自

己曾在救國團帶活動過，又是學

童軍出身的，所以常常會以適當

的歡呼或者笑話穿插在課程教學

中，一方面讓教學活動顯得更活

潑，另一方面則對學生上課也較

有吸引力。

 多元教學，展現教學專業

一般來說，年齡幼小的學生

專注力是無法持久，大約二十分

鐘以後，就可能坐不住，對老師

的教學內容也就會感到無趣。因

此，春美老師認為：

一個好老師為了要讓學生

專心於學習活動，或更喜

歡聽你的課，除了基本要

口齒清晰，講解有抑揚頓

挫外，最好教學要能具備

唱作俱佳的效果，以促使

整個教學過程顯得更生動

有趣。

不過，究竟教學要如何才能

達唱作俱佳的效果呢？春美老師

則認為：  

比如有時候教學可以融入

適當的歡呼、動作、或者

簡單的遊戲等，以提高學

生的專注力，更進而讓教

學顯得快樂有趣。

發表式評量，實測學習成效

春美老師在美勞科教學所採

用的評量方式，主要是請學生上

台發表與說明自己的作品，然後

再由全班同學共同來提問與評

量。或許大家會覺得奇怪，為什

麼要用這樣的方式進行評量呢？

春美老師認為，這樣的過程除

可讓學生相互觀摩學習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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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也可讓每一位學生對自己

與作品有所肯定和自信，誠如春

美老師常對學生說的：「雖然，

我們不是畫家，可是我們要很肯

定自己的作品，因為這是你的創

作！」

類似這種評量實施的方式，

有時也會結合其他科目共同進

行，例如，有一次任教班級的導

師，正在煩惱不知如何評量學生

國語科「說話與發表」的成績

時，春美老師就邀請她一起在美

勞課學生發表作品時，為學生的

國語科「說話與發表」進行評

量，結果班級導師那時才發現，

班上學生原來口才都是那麼好，

發表又是那麼有自信。所以，春

美老師認為：「唯有讓學生自我

表白，才能了解學生真正的學習

成效。」

自費研習提升教學知能

在西富國小服務六年後，春

美老師申請調動到花蓮的新城國

小，一到新城國小，她才警然發

現，前後兩所學校不管是學生、

家長或是學校環境，都迥然不

同，而此等差異對於教師教學就

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某些專業知識在這個學校

還可以用，可是轉換到另

外一所學校的時候，可能

會因面對的學生不一樣，

就會覺得自己某些方面的

能力真的還是不夠。

面對這樣的困境，春美老

師認為：「當你自己覺得欠缺

（教學知能不足）的時候，當然

參加研習是最直接的嘛！」所

以，她便積極參與各種領域的研

習活動，以充實自己在教學上的

不足。不過，春美老師參加研習

的方式與一般人較不一樣的是，

她都會採取自費的方式，去學習

自認可能對她教學較有幫助的課

程，或者是對學生學習比較有助

益的內容。例如，十幾年前紙黏

土教學剛從日本引進臺灣時，春

美老師為了讓美勞科教學有更豐

富的素材，且讓學生接觸不同的

美勞教育，便毅然決然的以自費

方式去參加紙黏土教學研習，並

以自己的費用購買一部分的紙黏

土回學校，嘗試進行教學活動。

優良教師不滅的教育熱忱

提到獲得優良教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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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朗的春美老師也不禁靦腆

的說：「沒有啦，其實優秀的人

很多啦，我只不過是運氣較好而

已！」不過，經不起筆者一再追

問，春美老師終於說出得獎的原

因：「可能是熱忱啦！」

因為，評審委員說：「妳

已經教了三十三年的書，年齡

也差不多五十幾歲了，可是妳卻

比年輕人還有活力。」所以，春

美老師認為，也許就是因為自己

所表現出的熱忱跟活力，觸動了

評審委員的心，也就是說，她獲

獎的原因應該是：「即將退休的

老師，卻還充滿著對教育的熱

忱！」

  提攜後進，永不滅的教育熱忱

而這種教育熱忱與活力，從

春美老師對年輕老師或實習老

師的照顧與提攜，就不難發現端

倪。因為，春美老師發現，學校

每年都會有年輕的老師調進來，

而這些人初到學校時，面對的是

一個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環境，有

時連學校作息的安排，都是不清

楚。可是，一般而言，學校都沒有

安排一個輔導老師來協助這些新

進的老師。

在這樣的情境下，春美老師

總是散發出助人的熱情與動力，

主動積極的協助實習老師與新進

老師。例如，有一年，學校來了

八位實習老師，由於他們都是離

鄉背井，獨自到花蓮學校實習，

所以，春美老師就會利用假日帶

他們出去玩，或是請實習老師到

她家吃飯，如果實習老師有什麼

委屈的話，她也會主動的去關心

他們。此外，春美老師也會利用

新任老師教學時，在教室後面學

習他們的教學優點，然後再與教

學者分享教學的優、缺點，進一

步協助初任教師教學的改善，而

這種主動展現教育熱忱，積極協

助他人的行為，或許就是春美老

師獲得教育局肯定的最重要因素

吧。

學生的肯定是教學最大動力

曾經有一次，一個畢業學生

返校找春美老師，他跟春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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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一句令她非常感動的話：

「老師，妳沒有當導師是很多學

生的損失。」聽到這句話之後，

春美老師發現，這種讚美似乎比

記功嘉獎的肯定還要大。所以，

相對於優良教師獎而言，春美老

師更在乎的是在教學上，是否能

獲得學生的肯定，因為，她認為

那才是她教學的最大動力。

春美老師接著說：「學生對

我們的評價，不但是最直接，也

最真實！」所以，她每學期結束

時，都會請當年度教過的班級學

生幫她打分數，然後，再透過成

績或評語，省思自己教學的優、

缺點，並進行教學改善。例如，

她會利用美勞課的時間，請學生

順便設計自己認為最有創意的成

績單，然後再請學生在成績單

上，寫上對老師的評語與分數，

等到所有對老師的評語收回後，

她就會認真仔細的閱讀每一位學

生對她的評語，並且省思為什麼

學生會給她這樣評語或分數，如

果分數不高，就自我督促改善，

而如果評價不錯，就會讓春美老

師教學上，再次獲得肯定。

 學生的肯定，教學最大動力

春美老師發現，這種肯定一

次又一次的出現，相對的就會讓

她在教學感到一次又一次的快

樂，讓自己變得更喜歡教書，所

以，只要「學生讚美我一句，我

就覺得說來上課真好。」

教學相長衝破教學瓶頸

春美老師主要的教學專業領

域是美勞，美勞常需要不斷的創

作，然而，創作過程中，可能會

遇到瓶頸，此時，她也會像其他

人一樣，停頓很久，什麼事都不

想做，也不想作畫。

不過，當春美老師在學校教

學時，從學生的作品或創意，發

現創作的另一個想法時，春美老

師此時反而會認為，是學生的作

品刺激她再成長，學生的成果，

帶動她再學習：

本來好像是停頓的，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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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到學生經過我引導

而做出來的東西時，又反

過來影響到我，然後又刺

激到我另外一方面。所以

我覺得好像那個創意又活

過來了，也就是因為這樣

相互的作用，讓教學源源

不斷的繼續下去。

設教資中心傳承教學經驗

除此之外，春美老師也不斷

參加研習活動進行專業成長，以

突破教學上的困境，例如，像花

藝、刺紡、英語學習等，她總是將

所學儘量與所教的美勞課程相結

合，藉以提升自己的教學成效。

在獲得優良教師獎項後，學

校中許多同事建議春美老師，將

其教學的小偏方整理成冊出刊，

以嘉惠有志擔任教學工作的後

進。不過，春美老師除了認為自

己的文筆並不是很好外，也覺得

教學經驗的傳承不應該只侷限於

書籍的出版才對。

至於，究竟春美老師所採取

傳承教學經驗的方法到底為何

呢？此時，春美老師轉身指著其

身後的教學檔案說道：平時她都

會把所有的教學資料整理成教學

檔案，以便提供其他老師在課堂

上使用。雖然那些東西有時想送

給別人，別人也不見得會要，不

過如果把這些東西都丟掉其實也

蠻可惜的。

 教資中心傳承教學經驗

所以，春美老師說，如果有

一天她要退休時，就會向學校提

出保留學校教師教學資源的構想

與建議，比如說建議學校建置教

學資源中心，以保存老師們所

收藏的教學資源（如教學檔案、

教案、教具、教材、研究報告

等），進而讓後來教師有學習的

素材；當然，學校也可以設置一

間教師資源中心，讓那些曾經在

教學上有良好表現的老師們，有

傳承其優良教學經驗，風華再現

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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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老兵的良心建言

教學生涯已過三十五載，回

首自己一路走來，對教學的堅持，

似乎始終如一。然而，相對看到當

今教育職場上教師的百態，春美

老師心裡也有不少的建言想對他

們提出。

 以專業成長提高教學能力

「初任教師剛來學校教書教

不好，是正常的，因為你沒有什

麼教學經驗嘛！」每次，春美老

師應邀與初任老師作經驗傳承

時，她都會以此當作開場白，以

勉勵他們不要因剛開始教學經驗

不足，而自暴自棄，因為，「教

學經驗是時間的累積，而重點是

你要怎麼去累積它！」

說到此，春美老師就會鼓

勵初任老師，善用各種教學改進

的方式，藉以提高自我的教學專

業。而「作省思筆記」則是春美

老師所認為對初任教師，累積教

學經驗最好的方法。除此之外，

春美老師也期勉每一位初任教師

一開始教學就要非常用心，她指

出：  

當一個初任的教師，如果

一開始就沒有很用心的

話，不就是表示你對這個

工作不是很熱中！往後的

教學就可能抱持著敷衍了

事的態度，這樣的人當然

就沒資格，當一位作育英

才的老師了。

所以，春美老師認為，初任

老師基本上，一定要對教育有積

極奉獻的態度，用心教學。

對於現職老師而言，春美老

師覺得很多現職老師在教學一段

時間以後，都會多多少少有點倦

怠感，所以教學品質無形中就會

降低。這時候，春美老師認為最

重要的事，應該要「省思自己是

否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例

如，春美老師有一個學生，在小

學服務六、七年了，可是教學上

的表現一直都不見起色。春美老

師就問他說，你有沒有問問自

己，為什麼每天來上班教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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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累？這麼不快樂。學生回答

說：「我看到學生就好煩。」春

美老師就勸告他：

那你就要好好的想一想，

如果你一直都沒有辦法改

進的話，是不是要考慮轉

行了？否則你就是在誤人

又誤己。

因為，教書的工作雖然是一

個較穩定的行業，但是要是教師

本身對此工作並不是真的很喜

歡，怎麼可能會對教育工作懷抱

熱忱呢？所以，春美老師期許現

職的老師們，應隨時去反觀自己

的內心，了解是不是只把教學工

作當作是應付了事的工作，一旦

發現教書真的不是自己最喜歡的

工作，就應另謀出路，這樣才可

能找到自己就業的最愛。

至於，教學上碰到瓶頸的

老師，春美老師也對他們提出建

言：「遇到教學困難就要多向同

事請教，了解教學問題所在，然

後加以解決。」

因為，教學碰到瓶頸的原因

很多，到底是哪一種因素所造成

的，一定要先探究清楚。例如，

上課無法引起學生的注意力，有

可能是因為講話很呆板，也可能

是課程的準備不足，所以，教學

遇到瓶頸時，就應該多向同事請

教，以了解教學問題真正的原因

是出在老師自己，或是學生身

上，然後才可以針對問題原因與

情境，與同事思索改進之道，而

此，就如同現在所倡導的同儕輔

導觀念。

希望當一名文化志工

談到退休，春美老師笑著說，

她先生已經退休了，所以，如果未

來有機會退休，首先會和先生一

起環遊世界。

不過，她認為其實玩過的地

方已經夠多了，所以，退休後也

會作一些不同性質的生涯規劃。

其中。春美老師認為，所謂「活

到老，學到老」，所以，退休後

有機會，她有一個想實現的願望

就是，參加以前同學所舉辦的畫

會，和大家一起定期到外面寫

生，共同親近大自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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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工作是永遠的最愛

話鋒一轉，春美老師還認為，

她退休後最想做的應該：「是去

圖書館當義工。」談到此，春

美老師還是喜孜孜的說，她最近

幾年如何在花蓮縣文化中心圖書

館當志工，又如何藉由當志工的

機會，在文化中心借書閱覽，並

且當選為文化中心借閱書量最高

的讀者。因為，她認為在圖書館

當志工是一項自助助人的最佳工

作，它不但可以服務他人，又可

借閱書籍，不斷自我充實，而此

種文化志工就是她退休最想擔任

的工作。

結　語

「人生以服務學生為樂」的

春美老師，常對教學上有困難的

初任教師斬釘截鐵的說：「如果

教師本身對教學工作並不是真

的很喜歡，就不可能對教育有熱

忱，那就要仔細考慮是否該轉行

了。」因為她覺得，她之所以能夠

獲得特殊優良教師獎，就是因為

她對教育工作一直懷抱著濃烈的

熱忱。已經教了三十三年書，年齡

超過五十歲的她，卻比年輕人還

有活力。她認為她的辛苦、她的付

出，只要學生一聲輕輕的讚美，她

覺得那就是她最大的回饋。即使

到了她該退休的時刻了，她對教

育的熱忱依舊未減，她立志要協

助學校籌設一個教學資源中心，

分享她的教學成果，以幫助未來

更多的年輕老師，看到她對於教

育工作的熱中，我們不能不翹起

大拇指說：「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