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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事源自於「重新認識課

　　程」
99學年度下學期，我在新竹教育大學進

修期間修了「後現代課程與教學研究」這門

課，得以從一次次的課堂討論中，重新認識

了「課程」的各種樣貌，令我這個原本自以

為還懂一點教育的老師大開眼界，怎麼說自

以為懂一點教育呢？因為擔任教職以來，已

參加了十餘次的教案設計比賽，說實話，每

戰必勝，「寫教案得獎」幾乎是我身處教育

界的法寶，也是我對行政主管掛保證的教學

招牌，然而，非正統教育系出身的我，竟然

直到念了博士班後才知道我在做的，就是在

實踐耳熟能詳的Tyler模式，此種模式具有線

性思考與規格化的特質，所以提供了教師從

事教學時一個明確的遵循方向，但是從另一

個角度去思考，其實是在限制教師能力。

以我自己為例，總認為寫教案就是這

麼一回事：根據主題，先設定好希望學生達

成的能力目標，然後開始挑選要教的內容，

接著進行有趣新奇的教學方法，再融入不同

議題，最後設計學習單或想些遊戲來評量學

生表現。通常依照這樣的設計程序，得獎是

十拿九穩的，然而，學生學到了什麼嗎？或

許有吧！但是否真的深植於心或內化成日常

行為，卻很難得知。平時，只要我接受到學

校指定參加比賽的指令，就會開始重複前述

的動作，好像「我只會這個」一樣。說到

此，令人感到頗難為情，以管窺天的課程觀

維持數年，才終於明白課程並非只固定一種

樣態，甚至可以是在「過程中」被發展出來

的，更可以用一種娓娓道來的方式去呈現一

段長時間的課程。

換言之，課程沒有一定的定義、也沒有

一定的標準形式，身為一位教師，我們眼中

看見什麼、心中體會到什麼，即是一種由經

驗主導的課程，這是由長年的經驗累積所決

定的，亦是一種活生生的體悟，對於身在教

學之中的師生才有意義。但是不可否認的，

學校既定的課程與教材基本上難以脫離Tyler
模式，所以我也不刻意在學校尋求有關經驗

課程的可能，否則很容易又走進Tyler的步驟

中，而本文就在這樣原本沒有設定任何目標

的偶然機緣中，發展出契機。

二、故事的設計及相關說明

（一）理論架構

本文採Clandinin & Connelly（2000）對

敘說研究的觀點，其提及敘說（narrative）
其實就是在說故事（telling story）。強調以

「故事取向」理解人類的行為，近年來在教

育的領域中逐漸受到接納和使用，許多教育

課題可以在說給自己聽的故事中發現、理解

和釐清脈絡，這些故事真實的呈現了自己在

現實存在的本質（許育光，2000：17-26）。

本文將以敘說為主要書寫取徑，首先

以一個班級午餐的事件為起點，然後連結相

關教學經驗後，再發展成學生分組的全球教

育課程，同時，在書寫課程經驗的過程中，

試圖與後現代課程觀對話，讓整體課程的形

成與詮釋能有清楚的脈絡。　　　　　　

一個從環保議題走向全球教育的課程故事

－兼談課程的後現代性
黃道遠／新竹縣松林國小教師、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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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敘說、書寫全球

教育課程的經驗，讓一位教師（研究者本

身）得以重新省視自己的課程觀。依此目

的，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是：如何透過經驗課

程，讓現場教師懂得省思並嘗試修正既定的

課程觀？　　　　　　　　　　　　　　　

（三）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Clandinin & Connelly（2000:92-118）提

及，敘說研究者所做的第一件是就是將自己

置身其中（in the midst），寫自己的經驗故

事就是置身其中的一種方式，內容的撰寫方

式可能會透過詩、散文、概略敘述的形式、

或者是一種娓娓道來的文體，這些故事的來

源就是所謂的田野文本，田野文本必須從平

日的教學生活中累積或收集。

本文收集的資料來自研究者在此期間

的「班級觀察、學生文件（如聯絡簿、學習

單）、照片、心得單」等書面文件。分析方

式則採三角檢證法：在不同的時間事件中，

以不同的方法（如觀察、非正式訪談）、資

料來源（文件資料）作交叉檢查，例如：書

寫過程中，會插入學生或研究者的文件資

料，作為檢證的依據。亦可藉此提高文章內

容的信度。　　　　　　　　　　　　　　

（四）研究信度的限制

就敘說研究的本質來看，沒有兩位研

究者會用相同的角度跟寫作方式去說一個故

事，也不會用相同的取徑分析故事的資料，

研究者甚至會因為自身的經驗、研究背景

與學術訓練的不同，而對同一個故事有不

同的解釋。因此，信度對於敘說研究的而

言，至今仍無一個適當的標準，如同Frank
（1980）、 Runyan（1982）等人所言：敘

說觀點的可能性是多樣的，不同的研究者所

完成的敘說也只是某一個角度的再現，因

此，傳統信度（reliability）觀點並不適用於

敘說研究（引自Riessman, 1993:65）。換言

之，「故事是否真實」的問題在敘說研究是

有限制的，研究者要做的是盡力且清晰的呈

現所要敘說的資料，以及對脈絡清楚的交代

和深厚的描述，來提高詮釋的「可信性」與

「確實性」，才容易讓讀者有意願將此經驗

轉移至他的行為中。

三、故事開始囉！是因為「一

　　張衛生紙」……

某日午餐之後，我看見班上幾位孩子擦

拭餐具時抽了「數張」衛生紙，於是桌面上

疊出了一座白色小山，我心想：當日，除了

湯碗、還有餐盤中有一道青菜可能會遺留湯

汁需要用到衛生紙外，其他塊狀食物都只殘

留了小區域的油漬，為什麼要浪費這麼多衛

生紙呢？於是我隨口說了：「還在吃飯的小

朋友，我們來挑戰一個任務，就是用『一張

衛生紙』把所有餐具都擦乾淨，看你做不做

得到！記得要拿來給老師檢查。」

許多孩子聽完之後都躍躍欲試，雖然當

日只有少數幾個人挑戰成功，不過與之前相

比，已經減少了衛生紙的使用量，幾位挑戰

失敗的孩子胸有成竹地說：「老師，明天我

還要試試看！」就這樣，用一張衛生紙擦餐

具成了班上孩子午餐後的例行公事。令人訝

異的是，時間持續了一兩週，孩子們依舊熱

衷於此事，我決定給予獎勵，以吸引更多的

孩子加入這場珍惜資源的活動，雖然沒有強

制的規定，不過班上多數孩子都願意嘗試，

而是否願意用一張衛生紙的關鍵因素，往往

決定於當天的「菜色」，若有一兩道菜容易

殘留過多的湯汁，則會影響其意願。但是，

至少這是個好的開始，尤其在這個強調節能

減碳的時代中。過程中，我為孩子們做了紀

錄如圖1～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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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展示午餐內容

2011/3/11午餐菜色：白飯、蕃茄炒蛋、韭菜花枝、炸雞柳條、貢丸湯。其中，蕃茄炒蛋跟韭

菜花枝遺留的菜渣湯汁是一大挑戰喔！

圖2 當天願意挑戰用一張衛生紙擦餐具的人

全班共35人，有20人願意挑戰，挑戰率達57％。最初為了讓更多孩子參與此活動，開始給予

獎勵，原本給的獎勵是蓋獎勵章（左圖右下）。隨著時間的宣導，讓孩子養成習慣後，逐漸

取消獎勵。但仍會提醒肯做的孩子，每天可以拿來給老師檢查，期末會另外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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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留有湯汁的餐盤（左圖）與擦拭後的比較（右圖）

從結果來看，許多小朋友都能用一張衛生紙克服濃稠的湯汁！我們都太習慣於衛生紙的存

在，總覺得它薄薄的、多抽幾張沒關係，其實那是浪費的行為。

在推行使用一張衛生紙的活動一段時間

後，班上開始有孩子在聯絡簿上寫下感想：

這件事促使我希望孩子們可以做到更多

生活上節能減碳的實踐，於是我鼓勵他們在

生活中發揮智慧去思考：除了最簡單的隨手

為什麼我們要用一張衛生紙擦餐具

呢？因為老師希望我們環保。當老

師看到有人用很多衛生紙擦餐具時

說：「以後用一張衛生紙擦餐具的

可以得到一個章。」後來，因為全

班都很環保，所以我們班被別的老

師讚美（翔雲聯絡簿20110315）。

關燈關水，還有什麼是我們可以為環境盡一

份心力的？只要可行，提出討論並獲得認同

後，就由全班一起來做。其中有兩件值得記

錄的事，第一件是「如何利用現有的回收資

源」、第二件是「利用塑膠袋裝擦餐具衛生

紙」，說明如後：

因為一張衛生紙的反省，我便與孩子們

討論如何利用現存的回收資源，孩子們都有

不錯的想法，包括利用保特瓶創作美勞作品

、利用廢棄光碟作為夜間騎車的反光板...等
，美勞老師則帶領孩子用廢棄光碟片做了教

室佈置的邊框，如圖4：

圖4 用廢棄光碟做教室佈置邊框

利用廢棄光碟製作環保作品，不只富有教育意義又能看出學生創意。展示在教室布告欄，更

可不時提醒孩子環境資源再利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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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位孩子提出了利用「塑膠袋裝

擦餐具衛生紙」的想法，我覺得相當實用又

環保，於是在班上大力推動。如圖5說明：

在教室資源回收處掛上大塑膠袋，蒐集小塑

膠袋（其中以「裝早餐」的最多）。

圖5 蒐集裝早餐的塑膠袋，再利用

每天午餐前，由一位同學負責拿2～3個小塑

膠袋掛好。

擦拭完餐具的衛生紙規定放入小塑膠袋中。 午餐時的垃圾桶必須是「蓋著」的，除了要

避免丟入擦拭餐具的衛生紙，也為了避免垃

圾桶飄出異味。

一張衛生紙與��小小塑膠袋皆有其妙用！ 午餐之後，則由負責的小幫手綁好拿去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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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做環保，已成了推廣環境教育

的基本原則，也是機會教育的最佳展現。《

天下雜誌》（2009：70-72）出版的「生命

教育特刊」訪問了法國以環保教育著稱的塔

朗希爾小學，該校甚至將「垃圾資源的分類

與回收利用」作為學校特色課程之一，雅諾

校長認為這樣的學習會讓學生覺得有意義，

有意義的事也才會被持續地實踐。我衷心地

希望在班級內推行的兩個實踐工作－一張衛

生紙擦餐具、小塑膠袋的再利用－可以讓學

生覺得有意義。釋。

四、故事的轉折：從環保議題

　　走向全球教育　　　　　
（一）老師愛說當年勇

我心裡竊喜著因為衛生紙而引發一連串

好的連鎖效應，並感到有趣。記得那陣子，

課堂上的對話時常繞著環保議題，我還跟孩

子們說了至今都難忘的一件往事：就讀台南

市崇學國小六年級（1991）的時候，我與兩

位同學經由校內初選而成為學校的「環保代

表」（當時臺灣環保意識正萌芽，臺灣第一

任環保署長簡又新積極推動各項政策，尤其

重視教育的層面），詭異的是，擔任這個代

表並非因為把環保工作做得多好，而是要懂

得很多當時候推動的政策，最重要的則要是

有一隻快手，因為各校的環保代表都要到台

南市中山國中參加「環保搶答決賽」！

我用了一副很了不起的語氣說了這件往

事，想得到孩子認同的眼神，他們最關心的

卻是：「老師，你有沒有得獎？」「有啊！

我記得是我爸爸陪我去參加比賽的，還有幫

我拍照喔！」其實那時候被問了什麼幾乎沒

有印象了，不過有一個題目倒令我印象深刻

，這個問題在當時是透過全國學生共同命名

票選的，問題類似這樣：「外星寶寶總共有

幾個？他們分別要吃下什麼垃圾？」現在的

孩子並不知道什麼是外星寶寶，他們以為是

阿凡達或天線寶寶那一類的，我澄清說：「

外星寶寶有黃金鼠、紅辣椒、翡翠蛙、藍博

士，分別吃不同種類的垃圾。黃金鼠吃金屬

、紅辣椒吃塑膠...」我上網google了一下並

展示給孩子們看。這時不得不佩服自己尚未

衰退的記憶力，竟然還記得二十年前的政策

內容，沒想到學生也不遑多讓，威翔說：「

老師，這個外星寶寶跟上次承軒畫的很像。

」如圖6：

圖6 環保圖畫及設計緣由

【承軒聯絡簿20091211】明年冬季奧運在加拿大舉行，老師要我們全班用網路印下來的圖畫

紙畫圖，畫有關環保的圖片。一開始我還不知道要畫什麼，後來我想到了，我畫的是四個桶

子，分別是垃圾、廢電池、玻璃、鐵罐。我把圖畫上的東西擬人化，變成活生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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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三年級上學期參與「2010溫哥華

冬季奧運」系列活動之一的「燈籠森林／彩

繪燈籠」1，該屆的彩繪主題是「環境保護

」與「文化特色」，活動欲透過國際觀的視

野，讓孩子知道環保被重視的程度與重要性

。那時候只是很單純的想請孩子在畫圖創作

之餘，同時寫下他的創作緣由，一年半後，

竟被提醒如此貼近我的兒時記憶，這說明了

即使時空不同，垃圾分類的概念依然是被重

視且強調的。　　　　　　　　　　　　　

（二）邁向地球公民的第一步

後來，我不斷在想這些事情接連發生的

關聯性：衛生紙、塑膠袋、廢物利用、垃圾

分類、環保圖畫、溫哥華的冬季奧運...簡單

的說，原來透過環保的相關實踐，孩子們已

經從班級內跨到世界的層面了，這不就是一

個「全球教育」的示範嗎？我想，機會來了

！我一定得更積極些。此時，有兩件事介入

的時機恰到好處，第一是「±2℃」紀錄片

的出爐造成的討論熱潮；第二是同事淑鈴老

師積極替「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邀稿，希

望學生能透過書寫，提出自己愛護環境以及

如何讓世界更美好的方法。於是我與學生共

同看了「±2℃」，一邊看、一邊討論，孩

子對於影片的部分內容感到震撼，撼於地球

已出現重大危機了，然而人類卻依然故我。

影片結束後，請他們回家後書寫心得：

     

     

孩子們利用電腦課將心得打字之後，上

傳至「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的網站，2學

生不只因為看見自己的文章被刊登在網路上

而有成就感，同時也看見臺灣及世界各地的

人一同響應這個活動，會發現自己正跟著世

界脈絡在動，而我更深的盼望，是他們能深

切體會身為地球公民一份子的責任。於是，

我有目的的走向下一步......

五、故事的高潮：不同面向的

　　全球教育與後現代的對話

眾所周知，全球化的趨勢與全球環境的

重大變遷，使得世界各國在二十一世紀以來

的關係變得密切，國與國彼此趨於一致的現

唉呀！地球生病了，一下發燒、

一下感冒，也造成人民的困擾，

地球到底怎麼了呢？那是因為交

通工具的問題，因為有太多「烏

賊車」排出廢氣、裡面含了大量

的二氧化碳，讓地球受不了。所

以我們要做好「節能省碳」的活

動，例如要多種樹、隨手關燈、

不開車乘坐大眾交通工具……

等，雖然只是小小的活動，但對

地球是很大的幫助。（有沛±2℃

觀後心得20110414）

此活動由溫哥華與臺灣聯合辦理，臺灣方面由宏碁基金會主辦，活動目的是希望透過兩地不同文化的孩

子們交流，讓學童認知到環境與文化的重要性。會將挑選過後的學生作品，轉印在燈籠的花燈布上，並

在冬季奧運期間掛置於溫哥華市區，讓各國民眾欣賞。詳情可參考「Lunar Fest」網址 http://lunarfest.org/

ch/my-lantern　　　　　　　　　　　　　　　　　　　　　　　　　　　　　　　　　

「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旨在就「尊重、法律、稅務、環境」四個面向，深入探討台灣人權及世界各國

之人權狀況，藉以提升世界公民人權觀念，尋求出人類萬物與地球共生共榮的生存之道。透過收集論述

方式，期許每個生命的價值可以得到尊重與提升，至今已收集超過25萬篇文字稿，最終希望人類數千萬

年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得以永續。詳情可參考該會網站網址 http://www.worldcitizens.org.tw/awc2010/ch/F/

F_d_all.php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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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更讓人類體會到新時局需要有新視野，

故身為新世代的臺灣孩子，亟需培養關懷自

然環境的態度與尊重差異的胸襟，最終才能

達到具備全球視野與國際實力的地球公民。

基於上述觀點，我想，課程不能只侷限在環

保的單一議題，於是我利用「311日本大海

嘯」為切入點，請學生蒐集相關報導，並提

出日本海嘯對全球可能造成哪些影響，討論

之後，我將結語定位在「地球村」的概念，

說明世界各國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彼此有緊

密依存的關連性，並明白告訴學生在這個階

段應該認知的「全球化」內涵。3 

為了讓全球教育的課程主軸、內容能更

明確，我與全班討論綜合課要進行的活動：

首先，請學生自行找組員，利用綜合課、彈

性課、閱讀課的時間，透過小組討論之後，

決定一個要向全班報告的全球化議題，接

著，則必須找時間跟我討論報告呈現的方

式，因為我希望自己也能涉入其中，與學生

一同共創學習經驗。從組員討論、決定主

題、師生討論、蒐集資料、報告的編排、演

練到實際報告，共八週的時間（2011.04.18
～2011.06.09）。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過程

中，鼓勵學生可以隨時為此報告留下紀錄，

無論是心情日記或反省都好。

除了敘述課程故事之外，我欲同時解

析課程中包含的後現代性。其實，以後現代

的課程理論去理解全球教育課程並不是件容

易的工作，因為後現代的課程理論並非只有

一種模式，尤其是後現代主義在學術界的迅

速崛起，不只影響了教育思潮對現代主義的

反思，也讓後現代課程理論成了兼含一群有

各自立場的集合體（Bailey,2005:143；周珮

儀，2002：40）。有關當前對後現代課程理

論的討論與研究取向在國內已有諸多論著

（王恭志，2002；白亦方，2007；周珮儀，

2003；許朝信，2004；單文經，2002），在

此不再贅述。只是，在課程的實施過程中，

我這樣觀看並反思本班的全球教育課程，恰

巧符應了後現代的課程觀，讓身為教師的我

感到驚喜，驚喜於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竟如此

巧妙！爬梳各家文獻後，周珮儀（2003：
117）引述Cherryholmes（1998）的說法最貼

近本班全球教育的課程故事，其言：「教學

過程不再是直線傳遞，也不需時時刻刻都要

求每個環節明晰確實，而是在有意義的網路

中流動、開展、散播，永遠都是變動、不完

足、有待補充的。」以下的故事，不妨可作

為這句話的對照。

班上35位學生共分成六組，為避免主

題的重複度（如：有三組都以全球暖化為報

告主題），且限於篇幅，下列僅挑選二組呈

現，我將他們的課程故事，綜合敘述如下：

（一）都是放屁惹的禍

1.全球暖化主題

這是一群熱愛閱讀的孩子所組成的團

隊，起因於組長軒瑜的領導力與主動積極，

在他的熱情邀約之下，算是一個志同道合又

很有想法的組別。他們一開始的話題，總是

繞著幾本在班上圖書角已閱讀過的雜誌，我

認為雜誌內多數以單篇文章為主，不易建構

一個完整觀念，發覺了這個狀況後，就提醒

他們可以往圖書館、網路書店去搜尋。軒瑜

說，是不是要用一個不同於別組只是做成書

面海報的方式報告，此舉獲得了組員們的認

同；新翔則說，那就要找一個比較特別的標

題，才能吸引大家的目光。他們持續努力

著...雖然暖化議題已被討論得如火如荼，卻

反倒使孩子感到十分困擾，因為不知如何從

浩瀚書海中選出一個有趣的標題，我建議

說明全球化的內涵時，我主要參考的是「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領域能力指標/全球關連」的內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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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搜尋的關鍵字鎖定在「近期出版」

的刊物，還有同學可能比較感興趣的「繪

本」，他們採納了建議，最後找到了維京國

際（2011）出版的《都是放屁惹的禍》。

大概是因為尋找報告標題結束於「一

本繪本」的這個好結果，讓這組孩子開始以

繪本為切入點進行接下來的工作，小組的五

個成員進行腦力激盪：究竟要如何將報告連

結到閱讀？最後決定了一個所謂「異中求

同」的方式，就是除了《都是放屁惹的禍》

之外，另外選了《綠色節》、《寶貝熊》、

《馬汀的一天》三本繪本以及漫畫《拯救地

球大作戰》。

上台時，一個成員負責報告一本書的

摘要，然後設計問題讓同學們回答報告的相

關內容。結束時，每個聆聽報告的同學都會

拿到一張小紙卡，這是該組想出的評量方

式：同學在聽完這五本不同的書摘、回答相

關問題之後，能夠在紙上寫出聽完後所得到

的一個概念或重點，只要是全球暖化、愛護

地球、資源利用這一類的答案都是可以被接

受的。統計之後，班上的孩子答對率可是百

分之百喔！看來，這一組算是一個成功的例

子。我同時鼓勵同學們在小紙卡上面，簡單

的給予這組同學回饋，寫出印象最深的報告

畫面、聽完報告的心得...等。舉例如下：

    

除了回饋卡之外，隔兩天組員杰聖拿

了《苦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來告訴我：

「老師，這本書跟我們報告的主題也有關

係，我媽媽說這個作家上次去『康熙來了』

做宣傳。裡面有講很多臺灣動植物的保育工

作。」杰聖也是個名符其實的小書蟲，總能

夠觸類旁通，找出更多因暖化問題造成的後

續效應。我找時間將書讀了一次並介紹給全

班，大家都認同保護地球已是刻不容緩之

事。另一方面，則要肯定孩子們在學校執行

圖7 做好垃圾分類

學校衛生組從開學開始，每個月會發一綑垃圾袋，不同月份有不同顏色（如9月：藍色、10
月：紅色、11月：黑色，以此類推）。因為班上的垃圾分類做得好，大約三天才倒一次垃

圾，所以，現在使用的垃圾袋還是以前帶班時留下來的，換句話說，期初到期末的五綑垃圾

袋都沒開封過（左圖）！因為資源回收做得好，校方特地送了全班獎勵品（右圖）。不過，

獎勵品是兩箱鋁箔包飲料，這跟節能減碳的概念似乎有所違背...

我覺得《綠色節》很特別，我不

知道連聖誕卡都被可以被回收再

利用，而且在蘇格蘭和英國，一

年可以回收到七億多張的卡片，

真的太令人驚訝了！這本書讓我

想起我們每學期期末都會做的教

科書回收，這是一件很有意義

的事，我們一定要持續做下去。

（頤瑄，20110602回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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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環保議題來談全球化的概念是一個很

容易切入的取徑，因為我們隨手可得的回收

物，就是用來宣揚全球走向節能減碳時代的

最佳媒介。這組孩子透過不同書籍所傳達的

共通概念，作為報告時的中心思想，在報告

時處處可見他們亟欲表現的環保觀念，身為

老師的我看見了用心之後的甜美果實，很高

興我的建議有被採納、同時參與了他們的討

論，更高興他們的觀點受到認同，也為班級

同學上了一堂全球教育的課。

2.課程中的後現代性：非線性的變動課

　　　程觀

 Slattery（2006:281-282）透過《玫瑰之

名》一書來說明「真理隱藏在迷霧裡」，一

旦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會產生各種不同的

正確或錯誤，閱讀此書，即會發現後現代的

解構將使鉅型敘事崩解，人類無法以慣習規

則去看待一個故事的發展，後現代也允許過

程中的多元看法與暫時的解答。

試問自己：當你看見《玫瑰之名》這

個書名時，腦中浮現的是什麼？這本書的玫

瑰指的是什麼？書中哪裏出現玫瑰？如果硬

要將書名跟內容扯上關係，其實是徒然無功

的，然而這正是該書作者Umberto Eco的用

意，企圖擺脫書名一定要與內容相關的傳統

（唐淑華，2007）。以此觀看全球教育課

程，重點在於教師從事教學時要能理解：一

件事會因為不同人而有不同詮釋、不同想

像，同時以寬廣的態度接納各種可能。

如全球暖化的組別報告《寶貝熊》一

書，其內容基本上在講述一隻台灣小黑熊尋

找走失媽媽的冒險故事，最後才很牽強地將

話題連結到有關動物保育的部份，提及北極

熊滅絕危機也僅有一頁漫畫而已，但是因為

該組學生的報告，引起了另一組/生態保育

組員的注意，後來還利用了書中「動物尋

親」的概念發展出戲劇的基本架構。

我以為孩子們聽完全球暖化的報告後

學到的，應該是思考如何避免全球暖化的方

法，但在孩子之中竟然有人聽取報告時，已

經盤算著如何將他人報告中的一點觸發，擴

大成自己即將報告的方法，換言之，我們無

法預測學生在觀摩同儕的行為與言談時究

竟會學到什麼，有時候看似平凡不起眼的

一小點，都可能引發大的效應。這就是Doll
（1993）利用混沌理論、蝴蝶效應來解釋教

育過程中隱含的不可預測性與變動性，在現

代主義中，兩點最短的距離是直線；在後現

代主義中，兩點間任何不同的路徑都能被接

受（引自Slattery,1995:28）。其實，這幾乎

是每個人的學習經驗，往往在漫無目的的閒

聊對話中，反而能引發出對某件事情的新理

解或澄清自己的觀點，教學中若不預設立

場、也不設定標準答案，讓對話空間有開放

的特質，許多預料之外的事將會發生。　　

（二）我的媽媽是越南人

1.多元文化主題

立晴的媽媽是越南人，這件事似乎一

直給她某種包袱，只要課堂上討論到外籍配

偶或子女的相關議題時，她就會表現出一副

事不關己、不想參與的狀況。然而，她愈用

這種漠視的態度來假裝自己無關這些，就會

讓我愈感覺到她的自卑，幾次找她聊聊、想

開導她，她都說：「沒事、很好啊！」但是

從她的眼神中可以知道，她是在避開這個話

題。

立晴是一位長相可愛、外型亮麗的小女

孩，課業成績時常是班上的前十名，上課時

總能大方發表她的想法，參加學校作文比賽

也曾獲得佳績，這些好表現讓我覺得她「應

該」可以自我調適吧！四年級一次偶然的聊

天機會，聊著聊著，竟然聊到她年邁的父親

已經因為多重器官衰竭死亡的消息，我很訝

異她沒有告訴我！連她媽媽也不曾跟我聯

繫。於是，我再更深入地問她，其實還帶著

一點生氣或嚴肅（可能是當時覺得這麼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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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怎麼可以不告訴老師，有一種不被尊

重的感覺吧！）於是立晴才帶著哽咽的語氣

夾著眼淚說：「我覺得有一點丟臉、怕別人

看不起。」聽了孩子的自述，真是慚愧又心

疼...教科書時常提醒我們要懂得尊重多元、

接納不同族群，但是，身為外配子女的立晴

已經在校四年，卻仍然沒有勇氣在他人面前

完全接納自己的身分。反省自己身為教師，

我做得實在太少，就算一有機會就在課堂上

「說」自己有多認同外籍身份的人，卻依舊

難以打動孩子的心。

因為以上的體悟，讓我主動介入了立晴

這一組的討論（他們原本也是要做全球暖化

議題），但我明白表示希望他們可以做一個

以「越南」為主的報告，並要求報告最後必

須連結到跨文化的差異與衝突、調適。後來

想一想又覺得不妥，好像不應該讓學生因為

教師的權威而抹滅自主性，隔一節，我只好

裝做沒關係的樣子（我內心還是很渴望看見

一個講述文化差異的報告），找他們來說：

「老師覺得你們還是可以依照原本的主題，

不用因為老師說什麼就做什麼。」沒想到，

孩子們毫無異議的否決了我，一致通過要報

告越南文化。我高興極了！因為他們的高意

願，我也不堅持他們一定要談跨文化的衝突

及差異，這對四年級的學生而言似乎是有困

難的，所以我心中另有打算。

首先，昱岑利用《哎呀！我的媽》這本

書介紹了越南媽媽在臺灣奮鬥的甘苦談，尤

其強調即使再苦，只要為了孩子都不怕的堅

韌態度；接著，則由念安透過國語週刊對越

南的報導進行介紹，文中提到越南人用貓年

取代兔年的習俗，讓同學們最有驚喜感；最

後，由我跟孩子們分享越南的旅遊見聞，小

朋友看見水中木偶劇的照片時很有共鳴（因

為社會課本有提到），還有對於我說了街道

上此起彼落的喇叭聲、公雞舞表演等事情也

覺得新奇。那一節課，我們留了伏筆...

隔週的一節綜合課，我請了立晴媽媽

來當壓軸（這段艱辛卻有趣的歷程就不再贅

述了，總之，媽媽最終應允了邀約是最重要

的），請她先利用20分鐘敘述自己的故事：

包括自己的童年經驗，用以鼓勵孩子要把握

讀書的機會，因為越南並沒有義務教育，有

錢人才能讀書；23歲到臺灣之後遭受了丈夫

家族的異樣眼光、生男嬰的傳統壓力帶給她

的拼勁；語言不通造成的困擾及趣事，我們

還一起學了幾句越南話，大家學得最快的是

「謝謝」，因為發音跟「bye bye」很像。

後面20分鐘，我們喝了越南咖啡粉泡成的即

溶咖啡，還吃了川燙豬肉片沾上越南人愛吃

的「某種紅醬」，這種紅醬大受歡迎，小朋

友紛紛詢問紅醬品牌，回家後要請家人也買

一罐來當必備醬料。過程中，立晴很稱職的

扮演了翻譯者、小老師的角色，在講台上的

她雖然帶著一點羞澀，但是眼神卻相當有自

信，而我希望孩子們圍著立晴媽媽吃東西、

問東問西的同時，可以真正接納並尊重不

同的文化，因為他們早已經是臺灣的一部

分。　　　　　　　　　　　　　　　　　

　　2.課程中的後現代性：反權威、反壓迫

　　　的有機典範課程觀

現代主義的機械典範課程具有線性、

封閉、簡單性、主客體二分、階層、獨斷支

配的特性；相對於機械典範的有機典範課程

具有非決定論、非線性、自我組織、動態開

放、潛能、關係網絡、互補統合特性（王

恭志，2002：251）。黃永和（2001：203-
209）認為有機典範的課程是一種「師生共

創的歷程，歷程中，教師不只將學生視為課

程發展的核心，同時也關注學生於任何意料

之外的偶然性經驗，學習結果的評鑑則以學

生真正獲得的經驗為主，並強調反省回饋與

自我成長。」

本班的全球教育課程最初源於「一張衛

生紙」，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一種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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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從未想過一個課程可以起因於它，再從

節能減碳的角度與學生談論生活實踐的經

驗，進而突發奇想的在班級內做了創意環保

工作，竟然還擴大性地參與了國內外的相關

活動。我想，這個歷程中已經凸顯了課程的

非決定論，教師既未設定目標，也讓學生自

己決定是否參與（如：一張衛生紙擦餐具、

冬季奧運的環保圖畫）。將課程主題設定在

全球教育之後，學生開始從不同面向建立與

主題之間的關係網絡，我也與學生共同完成

不同型態的報告，最後則透過口頭報告、海

報製作、家長參與、戲劇演出等多元方式進

行評鑑。整個歷程是師生共同決定課程計畫

的走向，報告都是在一邊行動、一邊修正的

計劃中決定了結果，而且結果是好的。

從各種回饋心得中，我相信孩子們在

全球議題的領域裡，或多或少都補強了面對

全球化時代來臨的認知或能力，而我，則是

在參與各組的報告過程中，重新認識孩子的

性格、重新理解課程的樣貌、重新看見全球

教育的面向，最棒的是，再次體會到身為教

師與學生一同完成任務的喜悅。如同Slattery
（2006:290）所期許的：「在課程的情境中

要規範他人遵循公式幾乎是不可能的，教師

應該做個終生學習者，而學生是教學的領導

者。」

這次的課程允許了教師的創造性，解

放了教師受制於教科書的束縛，雖然過程中

有幾次差點重返權威者的角色，尤其是這一

組：我原本要求越南文化的報告必須按照我

的想法進行，幸能自我反省，趕緊跳脫傳統

桎梏，再次流動於各種可能的語言之中；學

生也在課程中勇敢的發聲，不再是被權力壓

迫的角色，他們在各自的組別提出意見、進

行討論，雖然互為主觀會有所爭執，但最後

終能得出一個因尊重包容而成功的錦囊妙

計。對師生而言，這種反權威、反壓迫的課

程都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六、故事可以繼續……

一連串的課程實施後，讓我個人最有感

受的是：透過有趣的議題引導，藉由閱讀、

影片為媒介，再讓學生自我組織知識後報告

，可以真實看見學生的參與感，這種透過教

育扎根的方式，才可讓孩子有所體悟，這種

體悟遠勝過那些教科書上直接傳遞的知識（

Oliver,1990:68）
很幸運的，在各種機緣下建構了我與

學生的課程故事，如果說這次的全球教育課

程是一段旅程，那麼，我與學生在旅程中看

見的風景是優美的、心靈是滿足的。只是這

段旅程長達了三個半月，我想，臺灣教育現

場不太容許時常有這樣的旅程，這正是後現

代課程要實際運用在教育現場的挑戰之一（

白亦方，2007：23-24）。不可否認的，因

為臺灣教師的工作長期受到技術理性的宰制

，追求速成的有效結果，要展現多元、反權

威、反壓迫、跨越邊界、變動、建構式的後

現代課程，邀請學生有意義的參與課程是有

困難的（許朝信，2004：32-33；歐用生，

2006：8-9），這大概是在活動之後的反思

中最感無奈的一點。

但或許也不用這麼悲觀，Slat tery（
2006:288,295）建議師生可以透過「書寫」

或「說故事」，確實理解自我經驗與全球脈

絡的連結。人類正身處全球化的社會，環境

變遷、文化差異都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僅

希望我與孩子們在往後的時光中，不要因為

科學理性的現實教育環境而忘記自己的聲音

，一旦「有時間」，就應該要繼續順應全球

脈絡，找機會抒發感受、說說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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