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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生命教育實踐與師資培育課程
傳承之個案研究—

來自偏遠部落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迴響
王瑞壎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教授

摘要

教育部目前正積極推動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本研究主要以一所偏遠山區部落

國民中學推動教師專業社群的經驗，從文

件資料、訪談與分享回饋資料進行分析。

此學校座落於台灣偏遠山區，每逢風災與

水災學校附近聚落與聯外道路更加惡化。

在教育部積極倡導之前，個案學校推動

專業學習社群，已經形塑積極互動氛圍。

本研究蒐集與學校相關之出版刊物，並

訪談該所學校積極推動之主要教師—社

群召集人，進行編碼與分析，為本研究
一、生命的相遇與悸動

在學術正式體例中，不贊成論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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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除此之外，研究者邀請社群

召集人至大學為師資培育學生進行分享，

師資培育生所提出的回饋資料，為本研

究「緯」。根據上述的研究分析，整理

並歸納該所學校推動生命教育的經驗，

並省思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師資培育課

程生命教育的實踐。

關鍵字：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學校生命教

育、師資培育、偏遠部落學校、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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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置與我者的敘述，然而生命教育重視

人我的關係，因此研究者敘寫本篇論文，

嘗試討論研究者對研究參與者敘說的了

解，並分析研究參與者的學校專業社群

在生命教育的實踐與後續邀請他分享於

師資培育課程之歷程。

與研究者參與者的認識與熟悉，乃在

因緣際會一連串課程與會議的進行。每

每和研究參與者討論教育議題，他總是

相當激動，想為他的部落，他的學校做

一些事。他的學校座落於台灣偏遠山區

國民中學，曾經於八八水災使學校附近

聚落與聯外道路更加惡化。在其成為研

究參與者之前，印象最為深刻事，乃是

一次課堂中，提及原住民孩子教育相關

問題，他眼神的落寞與不平。雖然，討

論過程中其他課堂參與者認為是提出「善

意與與忠肯」的意見。但從研究參與者眼

神的惆悵，其正訴說著，這些並非忠言，

而是「他者的宰制」。那一幕一幕至今

仍深深刻印於研究者之心理。研究者深

刻看到研究參與者與其他課堂參與者，

彼此不同立場的態度與生命價值。

之後，由於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多

次討論教育相關議題，亦發現其關注學

校課程，與默默投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尤其，在教育部積極倡導之前，個案學校

推動專業學習社群，並已經形塑積極互

動氛圍。因此，亦邀請他為我們師資培

育學生進行專題演講，探討生命教育融

入綜合活動課程學習領域。在多次與他

閒聊過程中，發現他不但擔任主任工作，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生命教育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cation, 簡 稱 PLC），

意指透過老師分享以及參與合作性活動，

促進學生學習為目的，並為學生的學習，

承擔共同的責任（Lieberman, 2000）。此

外，國內對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

從宗教、社會、文化、教育亦有不同探討

的焦點。以下，提出專業學習社群內涵與

生命教育內涵，茲說明如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群專業的教

師，共同並且有目的地工作，創造和支

持所有學生和成人學習的文化（Hipp & 

( 一 )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內涵

更是專業學習社群重要的靈魂人物。

據此，本研究以研究參與者的學校

為主體，進行編碼與分析，為本研究之

「經」。除此之外，研究者邀請社群召集

人至大學為師資培育學生進行座談與分

享，師資培育生所提出的回饋資料，為本

研究「緯」。據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乃在從學校在專業學習社群實務運作過

程和推動生命教育的實踐經驗，了解專

業學習社群運作模式與在生命教育推動

過程及其成果。其次，同時在召集人演

講過程，分享生命教育課程的實施過程，

亦即生命教育的影響過程，探討師資生

在生命教育分享的心得與感動，乃為師

資培育課程的傳承與延續。根據上述的

研究分析，整理並歸納來自偏遠山區部

落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踐之省思。



教
育
人
力
與
專
業
發
展

第
31
卷
第
1
期

2014
・
2

專
論

19

Huffman, 2000）。大部分研究都認為透

過教師專業社群的互動，能持續增進教學

和學生的表現，原因是此過程促使教師更

清楚明瞭教師專業，進而取代傳統的職員

進修研習和研討會。因此，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亦是專業的一群人，對於增進學生的

學習共同努力，強調著重於有意的學習。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價值乃在於增進學

生學習，此觀念在教育領域廣泛推廣與

接納（Hord , 1997; Schmoker, 2006）。

換言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指

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所組成，持有

共同的信念、目標或願景，為致力於促進

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而努力不懈

地以合作方式共同進行探究或問題解決。

簡言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必須關

注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不能僅止於

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或個別興趣的追求

而已（教育部，2010a）。在第八次全國

教育會議─構築新世紀新教育發展藍圖，

在議題七：「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中，

「深耕教師進修機制，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部分中指出，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視

為應盡的工作職責，教師自主成立專業

學習社群（教育部，2010b）。由此可知，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為教育部目前

相當重視的一項政策。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植基於學校改

善文化，強調改進學校自我管理的本質，

促使學校能有效掌握組織，並達到區域

或國家課程標準（Leithwood & Lewis, 

2000）。然而，並非所有學校與老師皆

能理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因此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初始，需要採下列方式方能

推動（Bezzina, 2006）：

第一、教導教職員工與校長學習社群概

念

第二、問卷調查和訪談教職員工

第三、訪談學生

第四、訪談教師和資深管理者團隊和校

長

第五、學校文件閱覽

第六、研討會和教職員工會議討論

第七、實務的共同合作，重視性別平等，

以發展學校願景和目標

第八、定義與分派教職員工特殊責任，

至教練、輔導和促進學習

第九、學生投入

第十、家長投入

第十一、校長和教職員工回饋

北部中心區域教育會（North Central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 解 釋

為：「行政人員和幕僚的圖隊，對學生

學習的承諾」。行政人員和幕僚一起工

作創造共享目標，達到學生理解和學習，

改善學校的教學實務。真正的 PLC 乃是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合作的文化和成果

（Henderson, 2008）。一個專業學習社

群需要強有力的領導。這些策略包括：

1. 一個有遠見的校長擔任榜樣及服務者。

2. 承諾去參與並增強教師的決策責任。

3. 成員了解並分享學校願景具有其必要

性（Bezzina, 2006）。

時至今日，一些縣市政府推動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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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生命教育」一詞，最早出

現在 1979 年澳洲的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生命教育中心」，其組織著重在藥物濫

用、暴力與愛滋病防治（孫效智，2000；

張淑美，2005）。在國內，生命教育最早

由台灣省教育廳提出，當時指出生命教育

的目的如下：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進

而尊重生命、熱愛生命、豐富生命的內

涵；輔導學生認識自我，建立自我信念，

進而發展潛能，實現自我；增進人際關係

技巧，提昇對人的關懷；協助學生建立正

確的人生觀，陶冶健全的人格（莊麗卿，

2003）。教育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重要

議題中，「生涯發展教育」與「生命教育」

有關。生涯教育不應只是在傳統的課程

外增加一個額外的科目或單元，而應將

生涯的理念融入現有的課程中。九年一

貫生涯發展課程的融入是一種策略，希

望教師將生涯有關的活動融入七大學習

領域中。因此，生涯發展課程需活動化、

豐富化，使學生了解自己、工作世界和兩

者之間的關連。其目標包括：第一、瞭解

( 二 ) 生命教育的意義與內涵

共同體，抑或是教育部推動之分組合作

學習，皆是植基於教師乃是教育專業之

人士，透過教師學習社群的討論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從上述的討論，可了解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乃是學校行政、教師共同

為學生創造的學習可能性，透過不間斷的

組織探索和合作學習的過程，共同溝通、

對話與創造，以及專注學生的學習為最

終的結果。

自己，培養積極、樂觀的態度及良好的品

德、價值觀。第二、認識工作世界，並

學習如何增進生涯發展基本能力。第三、

認識工作世界所需一般知能，培養獨立

思考及自我反省，以擴展生涯發展信心。

第四、瞭解教育、社會及工作間的關係，

學習各種開展生涯的方法與途徑。第五、

運用社會資源與個人潛能，培養組織、

規劃生涯發展的能力，以適應社會環境

的變遷（教育部，2010c）。

黃雅文（2005）指出生命教育核心概

念與能力指標，包括：1. 宗教、信仰與

人生：四個能力指標；2.健康的身心教育：

十八個能力指標；3. 生涯教育：六個能

力指標；4. 倫理與道德教育：十九個能

力指標；5. 死亡教育：十二個能力指標。

其並指出，生命教育課程的核心為以下

四大內涵（黃雅文，2005：80）：

第一、身心健康取向：重視人體生

理解剖、健康促進、疾病預防、自殺預

防相關教育。

第二、生涯取向：生涯階段、生涯

角色、職業選擇、職業決定、生涯發展

教育等為其內涵。

第三、生活教育、道德教育取向：

尊重、責任與 3R（讀、寫、算）並重。

第四、死亡教育或生死取向：包括

1. 豐富個人生命。2. 協助瀕死者及家人

瞭解所需的醫療服務。3. 幫助個人瞭解

死亡的法律問題，例如「臨終關懷與諮

商」、「哀傷諮商」持續受到學者與實

務工作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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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以下兩類文件：第一、

研究參與者學校的推動生命教育文件，

本研究暱稱為「彩虹國中」，其部落暱

稱為「彩虹部落」；第二、師資培育學

生回饋心得文件。

三、研究方法

( 一 ) 文件分析法

( 二 ) 訪談法

本研究透過與研究參與者半結構式

訪談，了解研究參與者在專業學習社群

的努力，以及融入生命教育於課程之情

形。訪談後轉錄成逐字稿，再依問題訪

談順序與逐字稿內容、行列，加以編碼。

本研究因為涉及研究倫理，並且焦點並非

研究者所屬部落，而是研究參與者在專

業學習社群與生命教育的努力，因此縱

本研究透過文件分析法與訪談法進

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生命教育的探究，

茲將之述如下：

生命教育推動的工作者，依照其原本

之生命立場、價值觀或宗教立場詮釋生

命教育的內涵，因此文獻中也經常出現

不同立場論述的情形，對於「生命教育」

也較無統一的標準（黃德祥，2000）。

錢永鎮（1999）、黃德祥（2000）、孫

效智（2000）、黎建球（2000）林思伶

（2000）等認為生命教育是一種情意教

育、終身教育，教導學生了解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協助學生去認識自我、學習

與人相處、關懷他人、包容並尊重他人，

培養積極的人生觀，以及探索人生的意

義。相關研究指出，實施生命教育過程，

可以讓每一個體認識自己所生存的環境，

瞭解人與環境之間的生命共同體關係，

協助學生探索生命的意義，提升對生命

的尊重與關懷。然而，生命教育的範圍

相當寬廣，亦涵蓋死亡教育或生死教育。

因此，生命教育所關注的應該是生命意義

與價值，包括身心靈各方面，並與自然、

人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1. 生命教育文件

本研究採用 10 份文件，據此加以編

碼，依英文序排列，依序為「生命教育

創意教學策略、方法及資源徵稿競賽（文

件A）」、「彩虹國中輔導處『生命教育』

實施計畫（文件 B）」、「生命教育主題

週課程計畫（文件 C）」、「彩虹國民中

學九十二學年度學務處『月主題』實施

計畫（文件 D）」、「彩虹國中和平月主

題表演（文件 E）」、「『傳統音樂研習

班』教學實施計劃（文件F）」、「『老師，

辛苦了！』教師節製作教師卡感恩活動實

施計畫（文件 G）」、「彩虹國中『淑女、

紳士日』活動實施計畫（文件H）」、「彩

虹國中師生送愛到台北活動實施辦法（文

件 I）」、「大健走活動計劃（文件 J）」。

2. 學生回饋心得文件

研究者邀請研究參與者對師資培育

學生進行座談與分享，其分享國民中學

生命教育的歷程與故事，並展示學生的

作品。在此之後，學生敘寫出對研究參

與者回饋之文件，研究者依其學號進行

編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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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教師能共享、共

創、共同成長的歷程，研究參與者學校將

學校成為學習社群，亦將社區部落成為

一個學習社群，在此過程中成為生命脈

絡的延續與開展，茲將其理念說明如下：

1. 社區處處皆教師的專業學習社群

研究參與者認為教師來自於部落，來

自於社區，人與社區、自然和諧之關係，

並蘊含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例如：研究

參與者的學校因「莫拉克風災」重創，而

有大健走課程。以「關懷社區、尊重自

然、熱愛健康」為主軸，結合相關議題

與活動體驗課程，期使在災後經驗中重

新建立「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自然」

的當代課題，其活動類型（參考文件 J）

包括：第一、攜手健走：規劃三條路線，

分別讓三個年級參加。第二、淨山淨街：

讓學生瞭解「公益活動，來自舉手之勞」

之意義，活動中融入資源回收教育理念。

第三、敬山敬人；第四、祖靈說話；第五、

有獎徵答。除此之外，研究參與者重視

自然的寶藏與社區的資源。諸如：

部落是一個有機體，部落處處都是老

師，那部落其實就是一個教室，部落有

很多大自然，這大自然資源結合 OO 族的

非常豐沛的生命禮俗，那真的是會比我

們我認知的生命教育更豐富（訪 3-7-9）。

2. 學校生命教育的理念與策略

研究參與者因應學校的特殊性與特

殊需求，其學校的生命教育相關推展融入

了彩虹部落生命教育禮俗、彩虹部落生

命尋根活動、愛在高海拔生命教育主題

週活動、校園瘋神榜生命教育分享活動、

心靈饗宴與月主題活動、彩虹部落報導

宣導等（參見 A-L 文件）。諸如：

任何教育成功的關鍵因素還是在於

老師身上…。第二個是要回歸到學校本

位課程的理念，…學校本位的課程要去

結合當地社區文化，結合社區背景，…

因為學校本身就是一個文化中心。…第

( 一 )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生命教育理念

本研究首先論述研究參與者學校在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生命教育理念；其

次，探討其學校在學生生命教育課程的

實踐。

四、研究參與者論述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研究參與者的學校

然有些重要的生命教育敘說，可能導致

猜測為某部落所屬學校，研究者仍以「彩

虹部落」顯示其部落名稱。研究參與者

之半結構訪談大綱，摘述主軸如下：

1. 學校社群如何推動生命教育？諸如：

討論的議題、共同備課等。

2.貴校生命教育的實例，諸如：融合課程、

融入社團或是教師成長。

3. 有沒有哪些已經貴校例行性的生命教

育儀式？

4. 學校合唱團部分，可以清楚說明如何

實施？

5. 貴校推動生命教育已有哪些影響？或

是成果？

6. 您認為學校在生命教育的著力，可朝

哪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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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層面是，回歸到課程設計，課程設

計要多元化，豐富化，第三個也是最重

要的，不要蕭規曹隨，課程一定要去創

造，要有創意。最後，我想要分享的是，

生命教育不是價格是價值（訪 8-1-12）。

3. 學生認識部落文化的主體性

研究參與者透過部落傳統與部落故

事理解文化的價值，欣賞部落文化的美

好，不同領域教師能帶領學生了解自身

的存在價值與主體。諸如：

「彩虹部落」谷這三字是從原住民

的母語詮釋出來的，動物用舌頭去舔，

溫泉有礦物的成份，動物去舔才不會讓

牠的身體有病痛。這個也可以教育我們，

動物都可以這麼愛這個區域，用舌頭去

舔，而「彩虹部落」也是如此，不能再

濫墾濫伐。就是告訴我們要愛護大自然，

不要破壞。所以老師們進去不只聽到知

識，老師們也會感動，這是隱性的知識，

隱性的知識要變成顯性的知識，是要透過

分享、轉化。有的老師就會說，主任啊！

原來你們也有這麼美的知識。因為我們

沒有文字，我們的知識是存在我們的思

想裡（訪 3-33-39）。

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踐過程即生命教

育

Morine-Dershimer & Kent（1999）指

出教師在專業成長情境中，透過同儕互

動、合作機會，透過教案設計分享、教學

經驗，進行教學討論，充分展現同儕指

導（peer coaching）的精神。研究參與者

學校利用星期五進行專業學習社群分享，

不同領域教師透過不斷對話，設計富有

教育意義的儀式，在此過程教師們檢視

課程，同時了解儀式與生命教育的意涵，

諸如：

透過老師們的分享，每週五早上，

我就可以安排 18 節的教師進修，一學期

就是 36 節，都是老師去作產出。我們期

望老師能夠回到教育現場上，不僅要教

書也要教人。…儀式有很多教育的意義

在裡面，怎麼定義這個儀式，這個中間

是儀式，這個場域是儀式（訪 4-7-11）。

透過學生的特質設計課程，並賦予

教育意義的儀式，研究參與者學校讓教

師與學生在互動中，更能體驗生命教育

的意義，諸如：

我們學生很會唱歌，用歌聲表達對老

師的感謝，早上在八顆橡樹的底下舉辦

的，然後有個儀式，有靜思的活動。…告

訴學生今天是要尊敬老師的，所以每個班

級要做靜思活動，每班做一個讓老師能夠

感動的事情，由學生去想辦法，去設計。

當時我們有合唱團，那個歌一放下去，老

師就很感動，安排最糟糕的學生出來講幾

句話，老師就稀哩嘩啦的哭出來。那這個

感動就是一個儀式，就是一個教育過程。

之後我辦畢業典禮，…，我把它弄得像

金曲獎那樣，資訊領域的老師是資訊總

監，藝文領域是音樂總監還有藝術總監，

本來預計兩個小時結束的花了四個小時。

就有老師在講為什麼會這麼棒，我說，

你要相信你的學生，生命就是這麼棒（訪

4-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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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社區就是教室，跳脫紙本、教

科書，如何把那些隱性的知識塑造成你

學校的課程，這其實是老師的責任，因

為老師本來就有設計課程的能力（訪 5-7-

9）。

2. 輔導室相關生命教育系列課程

研究參與者學校發揮輔導室功能，

推動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尤其在其擔任

輔導主任時，積極推動相關活動（如圖 1

所示）。諸如：

透過一系列的教師專業社群的進修，

主題圍繞在生命教育，因為當時是輔導

室主任，我透過很多輔導去抓一個中心、

核心價值，那時遇到很多事情，把這些

實事、議題變成課程。印象最深刻是在…

當時推動…很多是從當時國際間發生的

大地震去型塑課程，還有疾病，這兩個

東西我們就可以做一年的課程（訪 1-21-

24）。

圖 1  輔導室生命教育課程流程

資料來源：文件 B（個案學校資料著作權，請勿重製、複製與轉貼）

專業學習社群的對話在學生的生命

教育學習有以下成果，茲將說明如下：

1. 學校本位課程融入生命教育

學校本位課程是推動生命教育，發

揮地方特色與學校課程的重要部分，研

究參與者的學校，以行政和教學結合推

動生命教育課程，如下所述：

透過行政和教學兩個區塊去合作，

然後有個地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結合學

校本位課程，因為生命教育它不是七大

議題之一，也不是領域課程（訪 1-1-2）。

很多事情不是不可能，有時候行政

要先帶頭，老師如果看到行政是在對的

路的時候，其實老師不是一昧的反對，

反而會知道說，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在

孩子的身上得到成長，所以當時是透過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才種下所謂的生命

教育種子教師的一個機制（訪 1-33-36）。

( 二 ) 專業學習社群在學生生命教育課程
的成果

（1）輔導小組召開推展生命教育活動導師會報

（2）上網公告活動形式與活動學習單

（3）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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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結合活動與領域成為推動生命教育核

心

研究參與者不只推動生命教育的活動

性課程，更將之融入課程領域，透過體驗、

反思、實踐過程，在其學校本位課程架構

下，讓學生明瞭生命教育的意義（如圖 2

所示）。從圖 2 可窺見研究參與者學校實

施心靈短語、情境佈置、社團活動、社區

教會義工、專題講座、輔導處生涯教育等

融入教學活動，各處室行政亦積極支持。

班級經營與生命教育系列課程成為課程領

域核心。其舉辦活動例如：發展「彩虹部

落生命禮俗生命教課程」、朝向「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發展」、彩虹部落尋根活動、

『愛在高海拔』生命教育主題週活動、校

園瘋神榜、社團活動、心靈饗宴、彩虹部

落報導、「營造尊重生命、創造生命之彩

虹村」。研究參與者的學校，其整體生命

教育架構，乃是結合教育部開放資源（生

命教育網站）、學校行政（相關處室、生

命教育推行委員會、輔導小組）、社區部

落人力資源、，以及全校師生共同參與。

圖 2 生命教育架構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件C（個案學校資料著作權，請勿重製、複製與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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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此架構中，並非僅研究參

與者學校單打獨鬥，其將外部人力資源

導入，協助生命教育課程的推展。除此

之外，學校各領域教師跨領域結合既行

專業對話，並設計生命教育課程。以下

茲摘述訪談內容：

走到部落做一個生命尋根的活動，生

命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教育過程就是「體

驗」，體驗跟感動，如果生命教育沒有

體驗和感動的話，那它就只是一個既定

的知識，它無法去感動以及實踐，所以

我們那時候就透過討論，一個主題可能

是國文領域負責，可能是自然領域負責，

一個領域可能綜合領域負責，當時是三個

領域來討論這個事情，那我們就必須到部

落去，利用半天的時間。因為我們彩虹部

落有兩個區塊，一個是彩虹部落的文化，

一個是溫泉，那這兩個背後的文化知識，

太豐富了，連那個老師都覺得說，他以前

從來沒有接觸過，他自己也被感動。我舉

個例子，生命樹，當我們到部落看到生命

樹的時候，部落有老師，耆老，用他的母

語講述，光是講那個生命樹一節課兩節

課都講不完。小朋友聽得是目瞪口呆啊，

這是沒有聽過的，而且這比我走到醫院

去看老人還要感動，因為故事本身就很

感動（訪 3-11-20）。

4. 合唱團在生命教育課程的落實

研究參與者了解部落孩子喜愛歌唱

的天賦與能力，讓孩子在歌唱中培養自

信心與理解讚美生命的意義，並結合部

落孩子的宗教信仰教導孩子。諸如：

彩虹部落有這樣珍貴的一個文化，我

們為什麼不把它呈現出來，讓孩子有自信

心？唱歌必須是思想純淨的，…唱歌不

是唱給自己聽，是唱給別人聽、天神聽，

所以必須合作、和諧、分享。同時我們

也告訴老師們，不是訓練合唱團是教育

的合唱團。所以我們也有一句話是，不

會唱歌的彩虹部落就是生病的彩虹部落。

因為你本來就有那個能力啊，你不會唱

歌就是生病了（訪 6-4-19）。

5. 生命教育對學生與研究參與者的影響

研究參與者在生命教育的課程實踐

的喜悅，乃是源自於學生的回饋，看到

生命教育在孩子人生的紮根。諸如：

有兩個彩虹部落的孩子 email 給我，

告訴我這個生命教育課程讓他活得很有

自信心，他們成績不是很好，現在於部隊

當士官長，利用他們體力的優勢，把自己

形象做好，不喝酒不酗酒。學生的改變是

有的，…這樣的孩子就會活得比較健康、

快樂。生命教育的推展過程中，對生命

的認知、體驗，還有實踐，認知的部分，

老師必須對生命教育的課程有所認知，…

第二個是教導學生如何認知，體驗那個課

程哪怕是影片欣賞，或事件，我覺得任何

一個課程要以教案呈現出來，…如何在孩

子身上看到他對人的尊重，這就夠了（訪

7-22-32）。

此外，研究參與者亦反省生命教育

對教師自身，亦是一種生命的實踐過程，

在「生命陪伴生命、生命感動生命、生

命影響生命」了歷程中，教師不斷專業



教
育
人
力
與
專
業
發
展

第
31
卷
第
1
期

2014
・
2

專
論

27

五、另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究
者、研究參與者、師資生的激
盪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乃是需要時間不

斷的對話與溝通而有成長，此次研究者、

研究參與者、師資生的互動，乃是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的開始。行政人員、教師、

學生皆為學校的一員，其具有主體性，更

是互為主體性。研究者期使師資生在養成

過程中，即能感受到專業學習社群的影

響。因此，研究者在多次與研究參與者

互動中，了解其對學校行政與教學用心，

邀請其與我們師資培育學生分享而有以

下的發現，茲將之敘述如下：

研究者在與研究參與者對話，與閱

覽其學校文件、師資生文件，以及訪談

敘事的重現，深刻發現研究教學乃是生

命實踐的過程。以下提出幾點看法：

1. 孩子跟隨教師的目光

學生需要教師的掌聲與機會，在研

究參與者學校的「文件 H」，乃是為了陶

養學生生活美儀，相互欣賞提升生命氣

質，營造校園快樂活潑氣氛，並結合創意

的輔導與管教策略。其『淑女、紳士日』

( 一 ) 研究與教學即生命教育的實踐

活動以該月最後一週之星期五著便服，便

服穿著事先有輔導處做示範教學，以整

齊整潔大方為主；服裝顏色搭配由輔導

老師指導各色系之穿著搭配指導；當日

所有教師之服裝以雅俗共賞落落大方為

主，以加強活動說服力。『淑女、紳士日』

活動藉同儕影響，藉力使力，期待影響

偏差行為者導入正軌，在團體生活中養

成大我精神。在實施『淑女、紳士日』

當週，由學務處公佈『淑女、紳士日』

班級，始得著便服；為求公正，以班級

整潔秩序、服務、禮節等為參考依歸；『淑

女、紳士日』當天若該班為奇裝異服者，

則喪失下月『淑女、紳士日』班級機會。

在此過程中，除了讓孩子表現，但也教導

其適當的儀態與禮貌。在邀請研究參與

者對師資生進行專題分享，師資生深刻

感受到研究參與者的熱誠，與正向思考

的過程。以下摘述師資生的感受，諸如：

教師對學生的看法，常會影響學生對

自己的認同。主任用開放的心，不流於

一般的眼光看待這些孩子，看見學生表

現好的那一面，我相信學生也能更肯定自

己，期許自己未來也能有這樣開放的心，

開放的眼光（s0970802）。

在主任身上我看到屬於生命的活力，

雖然資源不足，但是憑著對於教育的熱

誠，可以克服一切困難，正如電影中所

提到的，生命會找出路 (life find the way) 

（s0980570）。

2. 教師跟隨孩子的成長

研究參與者妥善運用教育優先區的

成長。諸如：

我在國中邁入第十年，我也在反思自

己在教育作上，如果我這個人沒有文化、

省思的能力，沒有感受對族群的使命的

話，我可能也是一般領薪水的那個人而

已（訪 7-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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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文件 F」，從孩子的優勢出發，教

師自主與學生意願，成立彩虹部落傳統音

樂研習班，聘請專業文化工作者及本校教

師擔任指導老師。利用每週五下午聯課

活動及自習時間講授及練習，並參加各

項文化表演活動，一方面推廣研習成果，

一方面也讓孩子有表演的舞台。教師傾

聽孩子的聲音，作為孩子的成長的鷹架，

伴隨孩子成長。研究參與者的實務，讓我

們師資生看到教育的不同面向，在智育教

育充斥的今日，有了另類的思考與對話。

以下摘述師資生的感受，諸如：

看完主任的報告真的很讓我感動，

裡面很多東西都與我們切身相關，但是

又經常被忽略，所以這次看到一些他用

在課堂上的東西，都感覺很有趣也很溫

馨（s0953717）
3. 研究體驗生命的價值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理解研究參

與者的生命故事；師資培育學生在這場

演講體驗教育的目的與價值，對未來教

學將有不同的詮釋。諸如：

對於少數族群來說，菁英往往引領

著族群的發展，有時反而羨慕主任這樣

的人，對家鄉帶有深厚情感 , 明確知道自

己必須努力的目標 . 而不是刻意的為自己

設立情感的接收站。相形之下，也難怪，

有時教育新聞看起來令人覺得矯情。當

自己處於低潮時，如果能遇見像主任這

樣的老師，像一盞溫暖的明燈一樣為自

己照亮前程 , 指引方向，那麼必然能度過

黑暗的低潮。因此，也期許自己 , 無論將

來自己在哪個領域發展，都能像主任一

樣散發溫暖人心的能量（s0981122）

4. 教學呼應專業的體現

教師是一個專業的工作，然而理想與

現實往往在實踐中產生差距。以研究參

與者的學校而言，可能被標籤為「文化

不利地區」。所謂「文化不利」乃是以漢

文化的架構與人力資源等角度詮釋。然

而，教學的核心價值？教育的專業為何？

或許在部落中有深刻的看法。舉例而言，

對於國中生的升學壓力，研究參與者賦

予不同詮釋，茲將摘述如下：

我覺得台灣的教育是被分數箝制了，

在追逐分數的過程中，學生對生命的感

動、分享、生命的變化，慢慢的被吞噬

掉了，所以融入生命教育的關鍵還是在

老師身上（訪 3-42-44）。

現今教學的場域中，不同利益團體皆

可能發表其對教育的看法，然而在多元價

值與文化體系中，教育理念的落實仍須有

志者願意實踐。這樣的過程，即是教育

的專業。我們的師資生亦有如此的認識，

舉例如下：

主任的講課方式，實際上是一般城

市小孩得不到的。在城市裡，人群來來

去去，總是在忙碌的清晨開始、在疲憊

的夜晚結束，很少會去注意城市裡的生

態環境。實際上，城市裡還是存有自己

的一套生態系統，生命力同樣很豐富，

但升學主義等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學校

的組織文化很難有所改變，比起非城市、

非鬧區的學校，整個組織主要面對主要

的顧客－學生與家長，更要與更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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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乃是邀請研究參與者與師資

生分享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融入生命教育

的作為，其提到研究參與者學校之專業

學習社群乃是採行「全校教師跨領域」

學習，透過全校跨領域的討論讓學生獲

得體會，茲列舉其系列活動中之一，其

主題即整合學習領域（如表 1）。

1. 愛家、愛校、愛部落的實踐與體驗

研究參與者始終認為生命教育源自

於對自己的認同與期待，教師也有責任

與義務去教導孩子。在多元文化的今日，

教師與學生是共同成長的有機體，在研

究參與者的學校，更有深刻的體會。從

其訪談可窺見一二：

生命教育讓孩子更愛自己，對自己

有認同感，對自己的生命有責任、期待、

願景，那種後的知識應該是來自在地文

化的教育元素，來做一個課程，那這個

東西應該要被討論出來，那身為在地的

課程單元 講師 時間 課程融入部份 地點 備註

戀戀溫泉飲水思源
（A站）

09：00 至
09：50

協同教學

國文領域 備學習單海報

藝術人文領域 學生自備直笛

品嚐溫泉蛋（B站） 10：00 至
10：20

自然科技領域 備蛋（由飯店提
供）

泡湯樂無窮（C站） 10：20 至
12：00

綜合領域 備泳裝

午  餐  休  息

課程單元 講師 時間 課程融入部份 地點 備註

戀戀溫泉飲水思源
（A站）

13：00 至
13：50

協同教學

國文領域 備學習單海報

14：00 至
14：20

藝術人文領域 學生自備直笛

品嚐溫泉蛋（B站） 14：20 至
16：00

自然科技 備蛋（由飯店提
供）

泡湯樂無窮（C站） 綜合領域 備泳裝

 快  樂  賦  歸

表 1 研究參與者學校「溫泉文化課程」主題課程

老師就有責任和義務，外地的老師也從

這個地方重新學習，他應該怎麼去教導

原住民的孩子，特別是彩虹部落的孩子，

如果他都不理解這個東西的時候，那種

東西我還是認為那是移植的過程（訪 1-8-

13）。

從研究參與者提供的「文件 D、文件

E」乃訂定不同月份孩子需達到的目標，

並據此設計課程與活動。分述如下：1.一

月：忠誠月；2. 二月：敬孝月；3. 三月：

責任月；4. 四月：禮貌月 ；5. 五月：公

德月；6. 六月：獨立月；7. 七月：仁愛

( 二 )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融入生命教育省
思

行政體系，以及更繁雜的社區作互動，

各式各樣的問題，或許真的會讓一些充

滿理想的校園組織的領導人，有孤掌難

鳴之感吧（othe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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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是一種感動與發自心靈深

處的吶喊，從研究參與者對學校的努力，

展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力量。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與生命教育理念來自於一群熱

月； 8.八月：信義月；9.九月：和平月；

10. 十月：廉恥月；11. 十一月：EQ 月；

12. 十二月：微笑月。藉此，讓孩子體驗

除智育教育以外的生命內涵。研究參與者

的熱情，讓師資生有深刻的體驗。諸如：

一個具有熱忱又用心的好老師 ~~ 他

的教學精神及愛學生的態度值得我們學

習（s0986006）

城市有自己的一套生態環境，因此

既然不可能完全效法這種接近原始生態

的教學方式，但至少還能在學校內的課

程統整中，以正式、非正式的課程規劃，

與鄉土環境有所結合。我覺得這樣也符

合了主任他們學校的目的：也就是「愛

這片土地」。只不過是方法以及過程的

差異而已吧（other02）？

2. 教師以身作則釋放生命的關懷與讚嘆

研究參與者學校「文件 J」在 SARS

疾病盛行之時，藉「愛在 SARS 蔓延時」

活動，教導學生「人飢己飢，人溺己溺」

之大愛精神，並涵養學生珍愛生命，熱愛

人群之人格發展。然而，研究參與者的分

享，亦看到其投入原住民教育的生命力。

摘述師資培育學生的分享如下所述：

主任的演講，讓我看到了他對生命

的熱愛，也讓我深刻體會到原住民文化

的美好！原住民的文化在我們現代主流

教育為主的社會下，往往會受到忽略，

但是主任積極的提倡原住民的文化，在

他那流暢優美的文筆下，大自然的美好

活靈活現的展現在我們的面前，讓我深

深感動。看到他為原住民教育做的努力，

不禁令我感嘆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做到真

六、生命教育的路徑—生命的美好
來自於正向信念的開花與結果

正的族群平等？什麼時候才能將原住民

的珍貴文化永續傳承下去（s0981166）？
3. 學生感恩惜福理解教育的價值與真諦

研究參與者學校其「文件G」曾提到：

「時代劇烈變化，教師社會地位已不再如

「天、地、君、親、師」尊榮，且世風日

下，教育工作強烈的被外界挑戰，現代價

值觀對於教師行業不再重視與尊重，『傳

道、授業、解惑』已狹隘的被定義成『服

務業』，教師是默默付出的一群。」因此，

研究參與者學校藉由教師卡感恩活動，期

許學生心存感恩，並提升學生心靈與生命

情懷。在此過程中，中學生理解教師的

用心與付出。在研究參與者分享過程中，

師資生也理解教育的意義與對今日教育

的期許。茲將摘述如下：

主任是個好教育者。一個好的教育

者，他說的話、做的事都能透露他對學生

的關心。從他身上我看見族群認同的力

量，你不認同你的出身、你的地位和你

的身份的時候，你就不太會去為自己的

人民盡心盡力，…，國家意識比較薄弱，

我覺這樣真的很可惜，如果每個人都能

像主任對原住民的用心，擴大到對這個

社會、這個國家，或許，就不是今天這

個樣子了 (s09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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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教育的實務工作者與社區部落，研究

參與者學校提出具體的生命教育的理念

與策略，透過學生系列活動，協助學生

理解部落文化，此實踐過程即生命教育。

除此之外，研究參與者學校的生命

教育的成果，一方面為學校本位課程融

入生命教育；另一方面，輔導室扮演積

極的推手。學校透過課程結合活動與領

域，成為推動生命教育核心，亦從合唱

團的特色社團，讓外界看到學校的用心。

生命教育的意義與價值，最終仍是學生

能有所體驗與省思、覺察，而能內化並

適應未來挑戰。從研究論述過程中，所呈

現研究參與者學校畢業生的回饋與省思，

即可見到生命教育在研究參與者學校的萌

芽、成長與茁壯。

對研究者而言，研究與教學即是生命

教育的實踐，亦是歷經一場生命教育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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