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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美國當代教育哲學家Maxine  Greene
（1973）《教師即陌生人：當代教育哲思》

（Teacher as Strang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Age）出版後，對教育思潮帶

來一種新的刺激與思維，這股思潮傳進國內

後，90年代開始有了與《教師即陌生人：當

代教育哲思》一書直接相關的研究（朱盈

潔，1999；簡瑞容，1996），近年來的研

究亦不在少數（方永泉，2009；林宛儀，

2008；周梅雀，2006；施宜煌、賴郁璿，

2010）。回顧研究後，可以歸納出該書明顯

的基本立論點：希望教師能透過自我哲思，

意識到身為教師的存在感，並以陌生人的觀

點重新看待自己一直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教

學信念，建議以藝術取徑實踐教學，如此才

能超越傳統、突破現狀。此外，Greene在書

中不時提醒身為一位具有「存在意識」的教

師，在實踐教學的同時，必須以陌生人的角

度來審視自己，即利用新奇的眼光在處境中

創造新的自我，進而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

這與國內近年來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強調教師自我成長、肯定教師專業、協助改

進教學……等價值不謀而合。

有趣的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諸多

研究，卻同時導向一個類似的結論，如吳清

山、張素偵（2002：200-201）：「我國實

施教師評鑑的挑戰之一在於教師心裡抗拒排

斥，因為部分教師認為實施評鑑是對於自身

教學權威的一種挑戰。」；孫志麟（2004：
252）：「教師評鑑想要獲得教師的認同就

必須克服教師抗拒、恐懼、不信任、保守的

心理。」張德銳、周麗華、李俊達（2009：
280-283）：「評鑑計畫與教師溝通不足，教

師對於評鑑計畫不甚了解，學校推動評鑑方

案頗感挑戰。」換言之，即使知道評鑑計畫

有助於改善教學，亦能發展專業，現場教師

們依舊有所顧忌。

Greene早在70年代著書期盼教師要能不

斷地「審視自我、勇於突破」，反觀國內正

在推行教師專業發展的難處竟在於教師「不

願改變、抗拒突破」，這成了一種相互矛盾

的觀點，也就是說Greene的思想實踐於臺灣

的教育現場並不如先行諸項研究般的樂觀順

利，那麼到底有哪些窒礙難行之處？是本文

想探討的主要問題。首先，擬提出臺灣中

小學的現場狀況與Greene《教師即陌生人：

當代教育哲思》進行對話，嘗試解析前述問

題。其次，則依Greene的思想為提示，並以

「轉化教科書」為突破困難的途徑，舉實例

供現場教師參考。

二、實踐「教師即陌生人」理

　　念的困難點

臺灣社會對於「教師」這項行業，一般

人會賦予某種程度的期待，像是希望教師是

全能的、關懷的、甚至是不平凡的，但是一

直以來受制於實證典範的教學模式，國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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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往往是在執行技術層面的教學，一旦理論

確立，教師就變得平凡了，因為他／她只是

在傳遞理論的知識，就類似R. Tyler提出的

工學模式：學校的目標是什麼？要提供哪些

學習經驗才能達成目標？如何有效地組織課

程？要如何確定這些目標被實現？（黃炳

煌，1991）。即使國內吹起了教改的號角，

積極推行九年一貫政策，正處於此情境中的

我們卻都明白知道，現階段的教育仍不脫離

此種模式。要求一般教師拋開Tyler對課程的

設定步驟，進行如同Pinar（1995）對課程的

再概念化，並不是件簡單的事。

只在執行知識傳遞的教師易將教學視

為「工作」，所謂的教學，比較像在完成一

項工作：達到教學進度、考試複習、評量學

生表現、給予分數成績，日復一日，持續約

三十年後，結束。若非有轉換跑道的機會或

是進修研究後對教學的再理解（周怡君，

2008），那麼，上述的工作流程對許多教師

而言是再平常不過的經驗，這種經驗造成對

自我教學反省的困難，這種困難更進而阻礙

了Greene「教師即陌生人」的理念，為何會

如此？如下三點討論。　　　　　　　　　

（一）教學落差──趕進度造成的本質問題

教學活動基本上是由「老師教」、「學

生學」兩個面向構成。大部分的教師在其學

生時代的學習經驗，應該都是類似這樣的情

形：老師在台上不斷地講述，當學生的我們

不管懂或不懂，幾乎只是一味的接受，鮮少

提問為什麼。有時候老師則會問「懂不懂？

有沒有問題？」講台下的回應通常是冷淡

的，即使不懂也礙於面子問題而裝沈默。

然而，Greene期待「教學的發生」應是這樣

的：

當一個人開始學習如何做某些事情

時，教學就發生了。當他自由選擇

延伸他自己，是為了找尋他自己所

提出的問題與解答，還有，當他採

取行動而超越死記硬背時，教學

就發生了。當學生開始理解他正

在做些什麼事，當他有能力提出

理由並看到與他生活經驗的連結

性，當他開始認知到自己或他人

正在犯的錯，並且舉證出應該如

何做能使其變成正確的，以上這

些時刻，就是教學的發生（　　　

Greene,1973:172）。　　　　　　　

在臺灣的公立中小學環境中，教學的

發生往往不是在讓學生自己提出問題、採取

行動、尋求答案，而是停留在不斷地講述或

死記硬背的層次，例如七年級的國文考題：

「陶淵明。字＿＿＿，詩的風格  ＿＿＿

＿」。即便基測方向已大幅調整，不陷入各

版本的枝微末節，試圖考出基本能力，而非

記憶力，但是填充式的題目依舊充斥著學生

的真實生活，背完這些究竟與學生經驗有何

相關？又能帶給學生什麼能力？值得再議。

造成這種教學及評量可從兩個角度探

討：第一，作為一個教師，常常被一堆莫名

的課外活動趕著走，走著走著，自然就慢了

教學進度，絕大部分，並非教師本身不願讓

自己的課堂呈現多元化的學習，而是「時

勢」所逼，教師的「一言堂」容易把進度趕

完，也才來得及複習，然後應付考試。第

二，周鳳美（2001）曾說：現今師資大多承

襲或模仿了以往教師的講述教學法，時間可

能長達十二年之久，即國小、國中與高中的

學習期間。由此看來，一位教師使用講述法

是無可厚非的，只是學生在教師追趕教學進

度的講述法脈絡中，容易帶著疑問繼續學

習，連同學習成果打了折扣，於是「教學落

差」就成了教師心知肚明卻得過且過的問

題。加上並未針對個別學生實施評量方式，

學習成就低落、學習動機不足的惡性循環因

此展開。

Greene（1973:15）希望教師注重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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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教學法面向，如：「教師應當覺知到

『電影』已經變成是新世代最重要的藝術形

式，多數的電影製作人即有此覺知，所以使

得電影受到當代年輕人的歡迎，我們不能

忽視這樣的一個線索。」在國內設定範圍

且不停歇的教學進度下，想在教學場域中

看場具有啟發意義的電影都顯奢侈，Greene
（1973:148）說：「真正想知道教學活動如

何進行、何時進行的唯一途徑，就是使用不

同的教學法去教導學生。」循此，臺灣的中

小學教師必須在教學中審視自我的困惑、矛

盾、掙扎，然後從慣用的講述法中尋求更多

更廣的教學可能，那麼身為一位教師的主體

性才不會在重複且熟悉的教學進度中淹沒。

（二）分數至上──根深柢固的本土價值觀

Holt（2002）在〈是開始推動慢學校運

動的時候了〉一文中指出，麥當勞的「速食

文化」反映了當前教育一味追求標準化的

測驗分數，就像「追求效率」的「速食教

育」，學生接受教育是為了累積好看的成績

數字和令人讚嘆的大學文憑，於是學校只重

視「好的」產出（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

而忽略個別學生（每個人的興趣差異）。學

習變成了換取「分數」和「學位」的功利性

工具。

以此觀看我國的教育現場不也是如此，

每到國中基測過後，某些「明星」國中校門

口的跑馬燈不斷閃示著基測的輝煌成績，跑

馬燈上的盛況，不禁讓人反省：究竟什麼時

候開始，國內的國民教育機構都變成了補習

班，總喜歡標榜學校考上了多少前幾志願的

學生人數，更不知道學校的領導者在想些什

麼，難道自以為是補習班老闆嗎？為何非得

以此作為行銷學校的噱頭。此外，每間學校

都有學區之分，學生的來源應該是要固定

的，教育要做的，不就是把來到學校的每個

孩子教好嗎？Greene（1973：52）告訴老師

必須時常問自己：「對老師而言，學生到底

是什麼？」如果教師將學生視為是使自己意

識覺醒的重要角色，那麼必定不遺餘力去引

導學習；如果將學生視為提升形象、維護權

威的工具，就容易扭曲了學生的學習價值，

如今透過紅榜來吸引其他學區的孩子跨區

就讀比較接近後者，於是，弱者就越弱了

……。每次考試得到低分，對成績差的孩子

就是一種失敗的經驗，換言之，國中階段考

了多少考卷，似乎就代表著他們多少次的失

敗。於是Greene（1973：10-11、36）提醒

我們：

教師透過對複雜世界情境的哲思，

在理解後創造意義，創造意義的歷

程中便產生自我意識。這種意識會

讓教師知道身為人，就能產出一個

具多元性的象徵結構（a variety

of symbolic structures），使其

可以在生活世界中從不同角度去看

、去觀察。尤其教師面對的是來自

多元文化社會中不同群體的人，每

個人都有其不同背景與特質，教師

要能從不同角度欣賞每個個體。

在臺灣教育逐漸補習班化的趨勢下，

許多教師在此氛圍中選擇默許，甚至無奈地

贊同用分數來區別學生能力，Greene期許每

個教師要「身為人師」在此顯得頗為困難，

但是，既然選擇教師為一生志業，教師們應

能回想初衷，想清楚教育的目的，要從不同

角度去欣賞學生的個別能力，否則身為一位

教師對教育意義的覺醒就幾近於零，只是被

置一個固定的框架中，每天為了成績分數打

轉。　　　　　　　　　　　　　　　　　

（三）盲目的教師自主──不容質疑的教室

　　　之王    
教育普及化之後，為了容納眾多學生和

實施分齡教學，不得不建築一間間類似蛋盒

的教室（Lortie,1975，引自簡紅珠，2005：
5），目前臺灣的教室正是這種型態。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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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大多數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情境，此種情

境使得一位教師處在一種孤立的狀態內，加

上工作時間多半是由一個大人跟一群小孩相

處，這種無形間劃分出的權力關係，讓教師

很容易自詡為「教室之王」而不自覺，孤立

的另一面其實就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教師可

以決定自己的教學內容、隨時調整課程安

排、選擇自己想用的教學方法。

只要把教科書中的內容上完，在教室

要做什麼、要怎麼做，並不用與其他同事協

議、也不用獲得行政認可，為了不讓別人發

現自己的缺點，此種盲目的教師自主，就成

了拒絕專業發展的最佳藉口。一旦有人要進

入一位教師的教室，好似帶兵攻打自己的王

國一般，不自覺地持有防衛的保守心態，所

以只要有同事無故踏進自己的教室，教師通

常都帶有程度不一的排斥感。

此外，教學的自主性和私密性使教師在

學校公共空間中，不太願意與人討論和教學

有關的事情，主要是怕與他人想法不同易有

摩擦，故談論的大部分是時事人物、學生行

為、家庭生活及問題、社會新聞，即使他人

給予意見，很多也只是表面化的虛應，回到

自己的教室王國，卻顯少依他人意見進行改

進（Pollard,1985）。臺灣中小學教師畫地自

限的教學文化、縮小教學視野的工作模式，

與Greene倡議之理念有所出入：

我們建議教師要努力對抗現實社會

中風行的「無思想」潮流。如果教

師希望自己能是一個積極投入批判

思考、能真實做出選擇的人，他就

不能接受任何只具表面價值之「預

定好的標準性計畫」。一位教師甚

至不能將智力、理性及教育的真實

性視為理所當然。一位教師應該提

出類似「為什麼人要明智地或理性

地行動？教師要如何判斷自己在學

校裡被授予執行的教育教育政策」

等問題，如果沒辦法做到，那麼他

也無需期待他的學生會對他們在自

我探索的經驗上提出任何問題（

Greene,1973:269）。

長年重複一樣的工作，讓某些教師自

認有把握能掌控全局，或者將某些情形視為

理所當然，更認為教室內的責任可以一肩擔

起，許多教學上的不確定性都在自己預定的

標準性計畫內，所以不常備課、過度自信。

有時候面對學校要求執行的政策，也並未認

真思考其可行性，而是為反對而反對，這

種盲目的教師自主讓教師看不見自己的缺

點，安於封閉的教室只會讓求新求變的動力

趨緩，就算想要進行批判可能已失去武功

（de-skill）。

Clark（2001:25）說：「要理解教師的

行為，就要從教師的文化中去考慮。」故

以上透過相關文獻及教學經驗而提出教師

作為陌生人的三項困難點，正好與簡紅珠

（2005：8-9）的說法相互呼應：國內教師

有「習以為常」的教學信念、慣例、行為跟

方法，亦即國內的教師文化是保守、孤立與

消極的，也因此有抗拒改革與不願改變的特

性。然而，「習以為常」則是Greene的哲學

思想中亟欲批判之事，一位教師一旦落入習

以為常的工作輪迴，就難以從中脫身。

綜言之，Greene「教師即陌生人」的理

念固然很好，但是在不同的國家情境下，必

須關照特殊的教學文化，如臺灣教育現場趕

進度造成的教學落差、根深柢固的分數至上

價值觀、每個教師固守自己主觀的教師專業

等。理論上，我們應將Greene的思想再脈絡

化，使其形成對本土有用的、一種既符合理

想又切合實際的論述──這確實是件困難卻

值得想辦法突破的任務，如何做呢？「轉化

教科書」是一個可供實際討論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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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破困難的途徑：以體驗

　　、批判的角度轉化教科書

國內已有將Greene的理念實踐於本土的

實例：周怡君（2008）在經過課程美學理論

的洗禮後，決定要讓自己成為一位教學上的

陌生人，所以毅然決然的從自己任教二十六

年的級任職務，航向未知的英文科任領域，

也因此發現身為一位教師在教學現場能變的

可能性與可塑性，將教學上的衝擊及心態上

的調整，透過敘事方式，鉅細靡遺地記錄下

來。

但是，並非每位教師都有二十六年的

教學經驗可以反省，或是有機會受到課程美

學的影響，有的甚至在實習的一年時間內，

即受臺灣中小學教學文化的渲染，如王錦珍

（1994）研究的兩位實習教師，在短短一年

歷程中，逐漸出現與學校同事相似的價值觀

與行為模式，認為教育理論無用、教育理想

空泛等消極態度。所以要讓中小學教師在現

場以陌生人觀點去反省教學，應該回到一種

可以彈性運用教學時間、隨時調整教學法、

最容易取得、也最能以新奇角度進行改變的

層面加以思考，「教科書」即是符合條件的

一項工具。

但是，國內教師使用教科書卻依舊做不

到創新教學的原因之一，在於無法以批判立

場去破解教科書所含的文化符碼，也鮮少引

入其他文本與教科書的內容作對話，所以教

師進行的教學流程幾乎是「逐頁」涵蓋課程

內容，缺乏解讀課程意識的能力，只是跟著

教科書走（周珮儀，2002：133）。黃政傑

（2002:8）更直接指明：「教科書常被教師

視為唯一教材，課程等同於教科書，學習等

同於熟背教科書。」對此，Greene的理念有

當頭棒喝的啟示：

採取陌生人的觀點去看待日常生活

中的一切，也就是以探究、懷疑的

方式看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這樣

的觀點就像久居外地後再返家一樣

 (Greene,1973:267)。

陌生人的觀點會帶來某種敏銳，這

種敏銳不太可能在一個已經受制於

熟悉而思想鈍化的人身上發現。所

以，我希望教師能採取批判的旁觀

者觀點，去重新定義原先世界的結

構(Greene,1991:204，引自方永泉

，2009：73)。

方永泉（2009:73-74）解釋Greene的
觀點說，教師成為一位陌生人，即處於一

種「確定」與「不確定」的狀態中，所以

教師必須隨時站在一種批判的旁觀者觀點

（critical onlooker）審視以往自己熟悉並視

為理所當然的假定，但旁觀的態度最終必

須轉化成實際行動，才符合Greene實踐哲學

（do philosophy）的宗旨。循此，「教科書

內容」可看做是某種暫時確定的狀態或假

定，但透過「轉化教科書」所帶來的教學成

效則是不確定且難以預測的。換言之，我們

已經知道臺灣教師幾乎依賴教科書進行課程

的習慣，但又不得不承認Greene的說法可以

讓教師有所成長，所以為了使教師不受制於

熟悉的教科書內容而有思想鈍化的可能，以

下利用Greene在《教師即陌生人：當代教育

哲思》強調教學著重「體驗、批判」等二

個要點，分別對應在國語、社會兩個領域

中轉化教科書的做法。　　　　　　　　

（一）體驗（lived experience）：國語【康

　　軒版】五年級上學期第十課〈永遠的星

　　星〉

Pinar（鍾啟泉、張華譯，2003：425-
426）在《理解課程》第八章〈把課程理解

為現象學文本〉指出，對現象學學者而言，

意識（consciousness）是一重要範疇，其引

述Greene（1973）的說法，認為人的意識就

是人們透過不同的感覺、判斷、確認、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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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想像的過程，用以表徵客體、事件和其他

人的存在，而意識在現象學的概念就是指

「體驗情境」（experienced context）或生活

世界。一般而言，人通常浸潤在自己的生活

世界中而未察覺自我的真正意識，所以視日

常生活的一切為理所當然。現象學學者van 
Manen（1984）認為現象學研究考察的是一

種體驗/活生生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

而不是先前概念化的世界，這與所謂日常生

活世界的實際（practical）不同，「體驗」

追求的是更深層次的經驗，去反思對事物理

所當然的、常識性的看法。

現象學的教學觀認為，有助於學生理

解課程的活動，即是「體驗」，這種體驗

「並非」一定得要「身體的親身經歷」，舉

凡閱讀、看電影、參觀畫展都是體驗的方

式之一，體驗可運用在情感、情緒、道德

價值的教學上，例如要教導學生誠實的概

念，可以閱讀《伊索寓言》〈金斧頭與銀斧

頭〉的故事；要體會貧窮人的生活哲學，

可以欣賞電影《佐賀的超級阿嬤》。這類

型的體驗教學不在於實際生活的問題解決

（problem-solving），而是一種自我反思的

參與（engagement of self-refl ection）。

Greene（1973:62）援引Friedenberg對公

立學校的形容：「這個機構，讓人們在他們

尚未成熟到足以反抗的階段時，利用權力使

其變成一致。」因為大人們對挫折的害怕，

讓現代文明阻擋了年輕人的活力，而非幫助

他們。我們可以這樣突破：雖然教師難以對

抗政策（權力），但是卻可以拋開對分數的

斤斤計較（大人的害怕），讓學生在教科書

（現代文明）中尋求自我反思的參與，這種

體驗既簡單又珍貴。以國語科【康軒版】五

年級上學期第十課〈永遠的星星〉（唐琮原

著）為例：

1、課文大意

作者的父親調職後，全家搬到北投郊

區。晚上時，作者常與父親在屋子後方的山

坡上親暱的在一起說故事、觀星，尤其是與

父親一同探索北斗七星的位置與對話，成了

心裡與父親之間最深的回憶。父親過世後，

每當看見北斗七星，就像父親在天上關心著

自己。

2、轉化方式

一般的國語科教學步驟大致上是這樣

的：教導生字新詞、默讀朗讀課文、針對課

文提問內容及形式的相關問題、文章結構分

析、討論大意及主旨。依Greene的觀點來看

此步驟，就是墨守成規、缺乏創新，只要教

師能一改以往的教學步驟，在國語課教學之

前，先提供學生閱讀相關課外讀物，就是對

既定模式的突破。

以本課為例，建議閱讀林海音〈爸爸

的花兒落了〉、張曼娟〈海水正藍〉、Shel 
Silverstein ’The giving tree’（愛心樹），

首先引導學生分別說出閱讀三篇文章的感

想，以及提出印象最深或感同身受的段落文

句並分享原因，接著歸納三篇文章的異同

點，最後再進入本課教學，這樣的閱讀體

驗，讓教科書得以與不同的文本進行對話，

不但可避免學生只習得教科書傳遞了單一的

父親形象（溫柔和藹），教師也可在互動中

更深的認識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對家庭或父

母的看法。以林海音〈爸爸的花兒落了〉為

例，說明轉化的方法。

〈爸爸的花兒落了〉一文旨在敘述主角

英子回憶國小六年中所遭遇到的事情，在這

些事情的磨練之後，自己已更加成熟懂事，

如英子在一年級的時候因賴床被父親用雞毛

撢子懲罰，此後至畢業都未曾再遲到了，更

因此體會到準時的重要性，遲到當天是下雨

天，英子父親到教室來送花棉襖，怕英子著

涼。如文章所述：「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

是等待校工開大鐵柵門的學生之一。」其

實，在父親嚴厲的要求下，隱含著「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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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責之切」的道理。英子在國小畢業典禮

結束後，深切體認到揮別童年及父親逝世的

事實，因此對自我與人生都有了新的期許，

如文章末尾所述：「我默唸著，爸爸的花兒

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汪淑珍、

蔡娉婷，2009）。Greene認為閱讀可以返回

學生自我的存在經驗，她主張要在教學中引

導學生用自己的聲音說自己的故事，這是受

到批判教育學者Paulo Freire的影響：

對Freire而言，閱讀文字是一種書

寫或重新書寫世界的形式，是一種

藉由意識、實務性的運作，以轉化

世界的方式。Freire的這個觀點還

有一個重要的附加條件，就是學習

者的文字範疇（word universe）

必須是他們自己的存在經驗意義，

而非教師的存在經驗意義（Greene

,1995:190）。

從〈爸爸的花兒落了〉一文中可讓學

生回想自身所處的家庭經驗：父母對自己的

管教態度如何？並說出或寫出這樣的管教經

驗帶給自己什麼樣的感受？透過閱讀小說的

借鏡，學生能對照自己可能遇到的問題，例

如：重新定義對家庭的想像，不是每個家庭

氣氛都一樣；重新思考父母的角色，不是每

個父母都是相同的管教態度。此外，也讓學

生思考失去父母的不安與調適，藉此連結

其他文本的類似軌跡，如張曼娟〈海水正

藍〉旨在說明單親家庭對孩子的影響、Shel 
Silverstein ’The giving tree’（愛心樹）旨

在說明父母在無怨付出中卻已年華老去，最

後則回歸課文〈永遠的星星〉中與父親相處

的回憶。那麼，學生作為父母的孩子，如何

面對這些無可避免的生老病死？藉由適當的

引導與發表，讓孩子去問問內心、探索心裡

深層的聲音，更藉此與文本對話的體驗得到

珍視家人的啟示，讓自己從懵懂邁向成長。

（二）批判（critical）：社會【翰林版】

　　　五年級下學期第二單元之二〈鄭氏時

　　　期的開發〉

Greene（1973:47）指出Robert Coles
（1973）在普利茲獎作品〈Children of 
Crisis/危機中的兒童〉報導裡有個名叫Ruby
的黑人小女孩，在她的一幅畫中，白人女孩

不但佔了極大篇幅且四肢健全，反觀四肢殘

缺的她卻蜷縮在一角。然而，由Ruby眼中

去解讀這樣的文化卻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當

時的文化早已潛移默化地灌輸了Ruby「黑

人是次等的、矮一截」的價值觀。這種歧視

的文化在國內也很有可能發生，因為臺灣的

教師不太深究教科書的文化意涵，通常慣於

「逐頁」傳遞教科書合法知識，因此，出現

了Apple（1991）批判美國教科書中隱含性

別、階層、種族等各種不平等的意識型態

（王麗雲譯，2002），吳密察（1994）體檢

國內教科書後亦發現了類似情形，許佩賢

（2001）則指出開放民間自編之後的教科書

歷史敘述，之前就存在的漢人開發主義、中

華主義等問題仍未改善。看來，學術界對教

科書敘述存有相當程度的質疑，但是這股批

判風氣卻難以感染埋頭努力趕進度的教師，

Greene並不否認這種狀況，還引述了其他學

者對當時美國教育的不滿：

Paul Goodman認為：「現在的美國

義務教育是一個普遍存在的陷阱，

學校教育的基本作用就是提供公司

、政府及教學專業的『學徒訓練』

罷了。孩子們在教師的訓練下，逐

漸被社會這個『機器』所洗腦。」

（Greene,1973:62）。

我國教師在傳統學校教育的培育下，

已經習慣單方面的講述，即使想帶領學

生進行批判思考也不容易，但誠如Greene
（1973:190）所言：「任何方法都沒有比自

我覺醒來得更有力量。」教師若能自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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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則不再甘於做單一的學徒訓練，或者只

讓學生單方面接收教科書的既定觀點，而會

在有能力的範圍內，引發學生從多元的觀點

去思考、進而批判教科書知識，更何況學生

原本就來自於不同的文化與家庭背景，教師

的教學重點應在於引發個別學生對知識的自

我意識與見解，如Greene所言：

教師必須用某些方法讓學生能夠在

面對你/妳時能夠敞開自己，當老

師與學生辯論時，是為了讓知識的

傳遞有意義而做的。教師必須將旨

趣聚焦在學生多方面的可能性，而

非只注重什麼知識「對所有人是普

遍的」（Greene,1967:44）。

也就是說，教師關注的應該是如何讓教

科書知識能有意義的被討論，並在討論中鼓

勵各種聲音出現。一個好的老師會形塑一種

教學情境，並允許課堂上的學生在此情境中

有意識地去決定，為了讓學生有更廣的視野

以及更客觀的態度，學生必須被給予在多元

觀點中有區辨的權力（Greene,1967:72）。

以社會【翰林版】五年級下學期第二單元

〈鄭氏時期的開發〉來說明，是一個有趣的

例子：

1、課文相關敘述

鄭成功取得臺灣後，設立承天府（今臺

南市）為行政中心。他為了解決糧食的需求

問題，命令駐紮各地的軍隊開墾土地，從事

農耕。圖片1.：民族英雄鄭成功鹿耳門登陸

紀念碑。圖片2.：後人為了感念鄭成功的功

績，特別建廟（延平郡王祠）祭祀他。

2、轉化方式

在社會科的教學中，現場教師經常交

互使用講述、問答、觀看影片等方法進行教

學，更常使用「把這幾點背起來」之類的祈

使語句，鮮少有教師會對教科書知識進行批

判，「民族英雄鄭成功」的說法即是如此深

刻烙印在許多人的心中。可藉此機會反問自

己：究竟鄭成功是否符合民族英雄的資格？

為什麼他被稱為民族英雄？他對哪一個民族

來說是英雄？這些問題都因為教科書合法的

授權以及教師權威的解釋而煙消雲散，於是

「民族英雄鄭成功」似乎成了一項無從挑戰

起的知識。

如果教師能發揮批判教科書知識的精

神，甚至寫出與教科書大異其趣的故事，可

能會帶給學生不同的視野，如下：

鄭成功是明朝遺臣。他本來是海盜

頭子鄭芝龍的兒子，在鄭芝龍投降

清朝後，便繼承他父親龐大的海上

事業，並一邊從事征討滿清的工作

。後來，征討滿清的南京之役失敗

後，他積極取得「臺灣」，作為他

可以持續進行貿易的地點，並以粗

暴手段毀棄原本在臺灣的荷蘭人建

設。

鄭成功到臺灣之後，為了養活龐大

的軍隊士兵，實行了「屯田政策」

。他派軍隊將士到臺灣各地開墾，

可是當時的土地大部分是由原住民

耕作的，在荷蘭時代，是政府管理

形式下的「王田」。在鄭成功的政

策下達之後，各地將士便開始入侵

原住民的土地，即使原住民極力抵

抗，還是難逃厄運，有的走向滅社

屠村之路、有的則是發生慘重的殺

戮戰爭。鄭家軍隊為了屯墾占地，

對原住民毫不留情。

鄭成功自行改臺灣為「東都」，並

設立一府兩縣，似乎宣告著佔地為

王的姿態，著手規劃各種文教與行

政制度，成為臺灣的第一個漢人政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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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知識不像數學、科學可利用驗證

或反覆操作而得出，所以即使它有謬誤也很

難被教師察覺，加上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對

歷史知識不熟悉的緣故，民眾感念民族英雄

鄭成功的敘述可說是一代傳一代，然而學術

界已從史料的爬梳中出現了批判教科書的聲

音，教師應藉此例向學生說明「對教科書知

識不應盡信之」，更應引導學生在對照教科

書及上列故事後，要能知道：一個歷史知識

可能因史家閱讀了不同的史料而有不同解

讀，對於歷史敘述也應感到懷疑，哪一天出

現了新的史料，或許就會推翻原本的說法。

但是，教科書在不同的時空背景有其

時代性任務，如民國41年或民國64年的課程

標準常有著反共、復興中華、領袖崇拜的字

眼，自然得需要一些歷史人物來達成這些愛

國的目標，鄭成功以漢人之姿趕走在臺灣的

荷蘭人而成為人民眼中的英雄，在當時可算

是一個相當貼切目標需求的故事，從這個角

度來看鄭成功，又是另一種觀點。所以，教

師透過對教科書的批判，同時也學習從長

時間的宏觀角度去理解一種現象，Greene認
為：

我們需要一種富有歷史性的對話方

式，以及一種澄清視野、打破思想

藩籬的交流，這種對話的基礎在於

明白「過去」會形成各種影響現今

對話的聲音，這樣才能在價值和現

實上產生不同的視域（Greene,1978

:117）。

時代巨輪至此，教學要回歸學科本質，

在歷史科帶領學生探究過去或進行批判性思

考是教歷史的基本責任，如：思考施琅離開

鄭氏陣營而投靠滿清的歷史評價；日本人對

臺灣的統治結果是正面或負面的討論，這些

議題應該會比背得出臺灣原住民族有哪些是

父系社會或母系社會來得更有意義。

Greene（1978:109）：「雖然悲觀經常

伴隨著批判，但我相信，教育工作者可獲

得克服悲觀的能力，以作為歷史性的存有

（historic beings），畢竟，教育工作者註定

要展開行動。」是的，即使我們利用批判的

視角而看見了不同樣貌的鄭成功，不禁感受

人性自私的一面，但仍不得不展開行動，勇

敢地用一種跳脫過去固有的觀點與學生展開

對話，不需否定過去的經驗，因為它讓我們

在心裡出現洶湧的對話波濤，批判式的對話

帶來的是多元包容及尊重的胸襟。在這個沒

有絕對一定的世界中，這樣的教學精神是必

須存有的。

筆者自行改寫自《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249-250；江日

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60種（台北：臺灣銀行，1960），頁204；陳芳明，〈鄭成功與

施琅〉，載於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編，《臺灣史論文精選（上）》（台北：玉山社，1996），頁

135-155。

四、結語

Greene《教師即陌生人：當代教育哲

思》一書對教育界帶來一種新思維，得已刺

激教師們去反省自己的存在價值，把自己當

成陌生人，就是隨時以新奇跟懷疑的態度去

看待不同的教學情境或師生互動。在臺灣中

小學教育現場要求教師把自己當作陌生人是

有困難的，可能受限於趕教學進度、分數至

上、盲目的專業自主等因素，雖然如此，

Greene仍期待教師能有所覺醒，唯有覺醒，

才有力量，有了力量，才會改變。

本文嘗試在臺灣教師不願改變的教學文

化中尋求突破，突破途徑採用的是教師教學

時最依賴的教科書，建議在講述之外，可以

用體驗、批判的角度去轉化教科書內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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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課堂上引入不同的文本與教科書對話，

進行多元的閱讀體驗與對既定說法的反思批

判，如此一來，便與傳統單方面傳遞知識的

教學有所不同。希望藉由此種不影響教學進

度又能提升學生能力的方式，讓教師有方向

地實踐Greene的思想，也讓教師有意願去改

變。

教學是一種動態過程，師生的互動是微

妙有趣的，有時某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議題可

能引發更多有意義且不在預期中的辨證，換

言之，教學充滿許多無法預測的因素，這些

因素都提供了教師實踐的機會，從事教學若

能參透這個道理，就可以讓教學中無法預測

的變化盡可能朝向體驗、批判的途徑，一旦

學生在此途徑中有所獲得，教師已向Greene
的期許跨出了一步，也讓教師在二、三十年

的熟悉情境中成為陌生人這件事有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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