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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章的目的是藉由Adorno的休閒觀來
探究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相關內容，並闡述

其對我國教育的啟示。首先，透過文獻資料

整理，從休閒是一種虛假的自由、休閒受文

化工業所宰制及休閒對想像力與創造力可能

造成的影響三向度分述Adorno休閒觀之內
涵。其次，從Adorno休閒觀出發，提出包
括：擬訂學生自主及批判能力的學習目標、

建置平等的作業規劃對話平臺、建立學生自

我意識與抉擇的教學方式、營造經驗分享的

環境學習角、重建教師角色的轉換機制及推

動多元評鑑的方式等層面建議，以作為教育

相關內涵之參考。

關鍵字：Adorno、休閒觀、教育

從觀光旅遊、電影欣賞到流行音樂的聆

聽等包羅萬象的休閒生活，均是現代人所從

事的休閒活動。然而個體對休閒活動的選擇

是否有自由與自主的抉擇，或者是在文化工

業宰制下，個體無意識進行的盲從活動？這

些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假期裡，前往觀光景點的道路上，汽

車塞在長長的車堆中似乎已成為現代休閒中

無可避免的現象。在休閒時間透過旅遊增廣

見聞或放鬆心情是理想的目標，但是在驅車

前往風景區的人潮中，有多少個體是自主的

決定前往、又有多少個體僅是因為媒體的催

化而一味盲從？如果個體因為盲從而勉強出

門旅遊，個體是無法真正自由的享受休閒時

間，於是便抹煞了休閒時間存在的美意。

關於休閒的內涵，Adorno曾對休閒時間
（free time）加以詮釋並提及其相關理念。
Adorno（1998：170）指出觀光旅遊等特定的
休閒方式是一種被組織式的休閒，個體的自

主性無法在過程中體現。因此，想要將個體

自無意識的盲從中釋放，需要具有自主性的

個體；而自主性個體的培養有賴於教育的養

成。然檢視教育場域對個體休閒時間自主性

培養的過程時，筆者卻發現若干可能疑慮，

並可能導致個體無法自主批判思考的問題。

所以，本文先就Adorno對休閒時間的相關看
法加以詮釋，其次以Adorno的休閒觀省思國
小寒暑假作業內涵的疑義，最後討論Adorno
的休閒觀對教育的啟示，藉以打造適性優質

的學習環境。

㆒、Adorno對㉁閒時間（free 
time）的詮釋

Free time在從前被稱為leisure，是一種不
受限制的生活特權，而unfree time則意味著
時間被勞動所佔用，時間受制於他人。但是

free time與leisure並非完完全全等同，Adorno 
（2002：187）在《文化工業》書中釐清兩者
間的關係，指出相較於leisure的不受限制之
定義free time是囿於諸如文化工業等等社會情
境的。除此之外，Adorno（1998：168）在提到
free time時亦討論到個體的嗜好（hobby），就其
角度觀之嗜好並不完全等同於free time，如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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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並非在自主的情況下將嗜好完成，而是為

文化工業所左右，即使個體所從事的活動是

其所擁有的嗜好（例如:在度假時曬出黝黑
的肌膚），亦無法推論個體真正享有其free 
time，這樣的嗜好不過是在文化工業下被組
織式的休閒罷了。因此，對個體而言休閒時

間應該是一種完全自主、不受任何規範與限

制的活動，只要個體是自由與自主的，其所

從事之行為便符合休閒時間概念。但是，

在實際生活中能完全自主運用休閒時間的個

體少之又少。Adorno對於free time現象便提
出休閒時間是一種虛假的自由、休閒時間受

文化工業所宰制及休閒時間對想像力與創

造力可能造成傷害等見解，內涵臚列如下（

Adorno,1998：167-175）：
（一）休閒時間（free time）是一種虛假的

自由

Adorno（1998：169）指出個體在具有
完全自主性的情況下，可根據自由意志所做

選擇的為「真自由」，相對於現今模仿式的

free time是一種「假自由」，因為「假自
由」的free time受資本主義所宰制，其存在
的目的是為了要使社會運作更具生產力。因

此，這種被資本主義所宰制的free time是一
種強迫性休閒，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個體的自

主性被剝奪而不自覺，又工作與free time間
的差異猶如規範準則被烙印於人們的意識和

無意識中。也因為根據規範中的工作倫理，

勞動之外的自由時間被假定為能重新產生勞

動力，進而使個體所有的時間被完全剝奪，

所以free time只不過是勞動的附屬物。基
此，free time的存在與被眾人所重視，係因
為假定在free time之後個體可以更有效率工
作的緣故。

（二）休閒時間（free time）受文化工業所
宰制

在談論文化工業與free time的共犯關係
前，必須先了解文化工業的運作機制。根據

Adorno（1998：170）闡釋，諸如電視媒體、
廣播及廣告文化等均隸屬於文化工業的ㄧ

環，又如化妝品廣告在影像中不斷呈現享受

度假的個體所具備的健壯黝黑胴體，可能進

而造成以下的現象:「員工自假期返回沒有
獲得健壯黝黑的皮膚，同事認為他並未度

假」。換言之，在文化工業所宰制的社會中，

透過文化工業的種種形式，致使度假不是為

了自由，而是為了古銅色皮膚，在文化控制

之下，產生的free time係為一種假的休閒。
文化工業的社會鼓勵接受文化工業式的

休閒，亦即被組織式的休閒成為特定的free 
time現象，例如：觀光旅遊和露營等為某特
定目的建立和組織。在文化工業的洗禮下，

如果你是一位沒有嗜好、沒有休閒時間的

人，那麼你可能被歸為卑賤的或異常的人，

並因而淪為社會的笑柄，這些東西迫使個體

接受free time應該怎麼做的想法，且這些強
制絕非僅是外在的，它與人類在被組織的系

統下生活的需求相連結。對於free time過後
應具有黝黑健壯的胴體，係人們對社會控制

服從的一種迷戀，但是人們並未注意到他們

透過何種方式受限，甚至還浸至其中，因為

這些不自由的規則抽取他們真正的自由與

自主，並透過文化工業社會機制設限了free 
time應該如何去做，進而催化個體實行之。
（三）休閒時間（free time）對想像力與創

造力可能造成傷害

Adorno（1998：173）指出想像力被認
為僅是性好奇及被禁止的慾望，因此個體想

要適應社會必須放棄其想像力，藉由社會化

逐漸灌輸，導致個體想像力的缺乏，換句話

說，個體想像力無法被發展，係因為想像力

在個體童年等社會化經驗中已被其它觀念所

取代，衍生人們在free time中無法達到增廣
見聞或心情放鬆等目標，進而感到無助。

如果大膽的詢問人們在大量的free time
中想要做什麼？他們會認為free time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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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對己的慈善行為，而非個體原具有的人

權內涵。人們不知道在free time中該做什
麼，那是因為他們已被剝奪自由，致使他

們感受不到愉快的感覺。因此，期待人們在

free time中完成有生產力的事是荒謬和可笑
的，因為人們所能做出新穎事的本能已經自

他們身上被根除。他們唯一能做的是無法與

勞動的習性相分離的事，例如詩的仿造或畫

的模寫等單調的free time展現方式。

㆓、運用Adorno的觀點省思教
育現場—以國小寒暑假作

業為例

檢視國小寒暑假作業，在指定項目中將

外出旅遊踏青的照片納入在作業中貼上，似

乎已成為一種約定成俗的習慣。久而久之，旅

遊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學生度過寒暑假重要

休閒活動之一；教育場域中的老師提出這項

作業的原始動機可能是良善的－例如促進親

子交流。但是，似乎並未仔細思考這種近似

於被指派的休閒，對學生而言是一種真free 
time嗎？學生是否真能在這樣的free time中
感受到自主與自由的放鬆？

許多人或許都曾經有過如下的童年經

驗：「在寒暑假即將結束時，焦急得猶如熱

鍋上的螞蟻」。為什麼在度過愉快假期之

後，學生卻諷刺地出現焦慮的反應？推究其

原因，可能在於整段假期當中家人並未帶學

生出門旅遊；也可能學生曾經出門旅遊踏

青，但是卻忘了帶照相機把學校指派的作業

拍下來，也因此原本快樂的free time 卻成為
家人相互怪罪的惱人活動。

以寒暑假的作業為例，筆者認為可能在

培養學生運用free time的同時也造成社經背
景差距的突顯、無形中意識型態的灌輸及制

式化的照片呈現等障礙，簡單分述如下：

（一）突顯社經背景差距的副作用

在寒暑假作業中指定旅遊為項目之一，

可能在無形中對於低社經背景弱勢族群學生

形成壓力。倘若暫時撇開指派式的旅遊活動

是否符合free time自主精神爭議不談，學校
中的每位學生家長是否都有能力或餘力帶孩

子出遊？應該是每一位指派這項作業的老師

所必須思考的問題。對低社經背景家庭的父

母而言，他們可能必須鎮日汲汲於家庭溫飽

的追求，除了讓孩子吃飽穿暖等基本需求的

滿足外，對他們而言帶孩子出門旅遊是一個

奢侈的夢想；此外，照相機對於隸屬中產階

級者而言，或許就像日常用品一般，屬於家

中的基本配備，但是對於弱勢家庭學生而

言，貼在作業上的相片可能也是旅遊經費之

外的另一大煩惱。果真如此，這些學生在這

樣的free time中是否真能感到自由與自主，
抑或只是一連串的壓力與煩惱？

除此之外，開學時各班級常會針對照片

中的旅遊經驗進行分享，高社經背景學生因

為經濟能力許可出國旅遊是常見的事，但是

分享照片中的迪士尼樂園可能讓低社經背景

學生感到自卑進而埋怨父母。游進年（2009）
指出適性化教育與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

的概念密切相關，爰身為教師若能及時告訴

學生free time應該是一種自主不受限制的活
動，所以只要是適合自己所做出的選擇都是

好的，避免讓學生在旅遊作業中因為社經背

景的差距在自尊上有所傷害，如此才能兼顧

教育機會均等與適性化教育的目標。

（二）無形中意識型態的灌輸

吳根明（1988）指出學生們的free time
受到教師提供之教材及其所允許的行為限

制，而這些教材與行為都深受意識型態的控

制，影響學生的思想與行為。若在作業中將

旅遊踏青列為指派項目，一位從國小一年級

到國小六年級每年均被指派此項作業的學

生，可能在無形中被灌輸進而宰化的自我，

並歸納出free time就應該出門旅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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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個體不自覺一種約定成俗的習慣。

Adorno（1998）指出在社會整合下，除
了功能性決定外，想要察覺屬於個體的盲點

有其困難性。雖然對free time的問題而言，
人們至少主觀的深信他們根據自己的意志行

動，事實上，卻是展開不自由的free time之
內涵，且大部分不自由的人並未意識到自己

的不自由。黃瑞祺（2001）亦指出社會現象
中的「命運的因果」係由某種意識型態與權

力關係所維繫，如何察覺、暴露此種因果，

使個體能自知、轉化之進而自主，需要透過

分析與批判的能力。是故，在意識形態的宰

制下，倘若個體從未察覺出自我在free time
中從事的不自由活動，因為個體知其所以的

能力被剝奪了，自然而然也就沒有思考及批

判所以然的能力。因為學生時代無形的灌

輸，個體無法知曉旅遊未必與free time劃上
等號，當然也就無從理解在free time中所進
行的旅遊活動可能蘊含的不自由。

（三）制式化的照片呈現

在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中，所指定的外

出旅遊以照片方式呈現，同學並以「到此一

遊」的照片表現，如至阿里山區域與刻有「

阿里山」的石頭拍照、或到知名的遊樂區與

相同字樣之地標合照等，更甚者，僅以教師

所舉參訪我國博物館為例，全體的學生就都

以到所舉例的博物館相關地標照相，這樣制

式化作業結果，正是學生忽略創意與想像力

運用之學習現象，換言之，同學僅在乎教師

是否將自己列入缺少旅遊照片的作業名單

中，致使學生應付的學習心態，進而忽略促

進親子交流的最終目標。

於是free time與出門旅遊劃上等號，假
期中開車在前往風景區的路上，人與人摩肩

擦踵的行走也就成為一種宿命，個體似乎也

失去思考另一種度過free time方式的能力，
進而成為無法對free time做主的人，因為這
樣的自主能力可能早就在學生時代被剝奪

了，亦或從未被培養，因為對free time的錯
誤理解以及未被培養自由運用free time的自
主能力，使得部分個體認為free time是一段
令人閒得發慌的空白。或對經濟能力許可

者，在未對當地文化背景有相當了解前，一

窩蜂的跟著尋幽訪勝去；或對經濟能力不足

者，鎮日守著電視繼續接受文化工業的洗

禮。既然free time是在非自主的情況下度過，
自然的也就激不起任何想像力的火花，走過

的痕跡僅剩照片上那無意識的笑臉。

㆔、Adorno的㉁閒時間（free 
time）對教育的啟示
依循Adorno的思想脈絡檢視教育現象，

從中可以發現free time在人為操作下落入工
具理性及手段目的化的迷思當中，以達更富

勞動生產力的結果彰顯其存在之價值。社會

機制為了實踐上述之目的，透過文化工業與

教育機制的運作，灌輸了個體free time應該
是什麼的意識型態，正如渡完假便應健壯黝

黑的迷思一般，讓學生誤以為寒暑假便應出

門踏青旅遊，即是對個體free time的宰制。
誠如Adorno所云，如果學生認為假期中在家
裡自主的閱讀或整理庭院裡的花草，對他而

言能感到無比的自由與放鬆，為什麼要要求

學生貼上旅行的照片，諷刺的彰顯受宰制的

free time？
如果文化工業對於個體的free time進行

宰制，那麼消費者意識與文化工業間的關係

為何？研究發現個體並未完全接受媒體的宰

制或控制，仍保留部份的批判意識，由此顯

示，個體尚有抗拒的餘地。因此透過教育場

域如何培養出具有批判意識的獨立思考個體，

使其有足夠的自主性與文化工業相對抗便益形

重要，誠如Pickford（2002）所云：「教育的
目標在培養一具有正確意識的成熟個體，使其

不受制於文化工業，而能擁有真正的free 
t ime」。因此，在教育上可依以下之內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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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一）擬訂學生自主及批判能力的學習目標

學校中的教育活動形式繁多，因此難以

面面俱到之處。以寒暑假的旅遊作業為例，若

從親子教育的角度檢視，旅遊的照片是立意

良善的活動；但是在個體free time自主性的
培養上卻有疑慮。為了避免學生在教育環境

或文化工業中受宰制而不自知，培養學生否

定思考的能力是保有其自主性的方法之一，

例如:讓學生發表對於寒暑假作業中包含旅
遊項目的看法，或是容許學生運用照片以外

的形式來呈現其旅遊經驗等。如果學生能對

現存的社會現象不斷的批判與否定，進而促

使其轉化，個體便能保有自主性，達到free 
time最高身心靈統合之目標。
（二）建置平等的作業規劃對話平臺

Habermas在溝通行動理論中提到「理
想的言談情境」，在此言談情境中師生可以

進行平等的對話。學校在培養學生自由運用

free time的能力時，應該讓學生發表其對free 
time應該如何運用的想法，如果學生認為寒
暑假最快樂且最有收獲的事是認識並整理家

中庭院的植物，那麼老師必須重新考慮在寒

暑假作業中強制貼上旅遊照片的必要性，藉

以規劃出更適性化的學習課程。

（三）建立學生自我意識與抉擇的教學方式

透過媒體實行規訓內涵，使個體受宰制

而不自知所接受的訊息隸屬於文化工業的ㄧ

環。就像化妝品廣告讓個體誤以為度假完就

應該擁有黝黑的胴體一般，單車文化在媒體

的推波助瀾下蔚為一股風潮，除了本身愛好

單車運動和因為節能減碳的目的而騎單車的

人以外，其中亦不乏在單車流行文化中受到

腳踏車廣告或名人效應影響而將騎單車視為

一種時尚指標者。因此，身為教育者應該教

導學生思考在假日騎單車出遊是否出於其自

主意志？是否在騎單車free time中享受真正
的自由？倘若騎單車對學生而言只是一種對

流行的盲從，那麼教育者有責任教導學生自

盲目中找回自主性，千萬別盲從的在假期作

業中指定學生體驗單車一日遊！

（四）營造經驗分享的學習角環境

學生的學習環境應能加以規劃與整合，

藉由Bandura替代學習的模式，營造學生彼
此經驗分享的學習角，讓同學用經驗分享的

方式認識不同free time運用的經驗，讓學生
藉此體會free time運用的多元化及自主性精
神。

（五）重建教師角色的轉換機制

甄曉蘭（2003）指出教師在課程發展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為避免學生運用free time
的經驗成為Adorno所稱—free time是一種虛
假的自由或受文化工業所宰制的現象，因

此教師的角色除了是教書匠外，更需成為一

位轉化型的知識分子，以促發學生批判的能

力與意識的養成，並規劃自由與自主的free 
time內涵，開展學生的學習創意與想像力，
進而使個體達到幸福創生的教育目標，體驗

真正的free time。
（六）推動多元化評鑑的方式

為縮短學生間社經背景的差距，避免意

識型態的灌輸及呈現制式化照片表現方式，

宜鼓勵學生多元表現free time結果，爰此，
推動多元化評鑑方式以建立學生多元表達的

有利環境，促發學生free time經驗的身心靈
統合，以利學生創意的發揮。換言之，free 
time 的表現方式除了以「到此一遊」的制式
化照片展現，或可利用實作評量瞭解學生如

何規劃free time的過程，進而啟發學生批判
的意識及轉化能力，以達自我真實展現，並

培養自主自律的學習個體。

㆕、結語

在現今教育場域中重視學生身心靈的統

合發展，因此free time時間的規劃與個體的
感受等內涵是重要的學習內涵，學者Ado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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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對free time的詮釋提及以下三項概念：
一、free time受資本主義的宰制，所以是一
種虛假的自由；二、free time受文化工業
所宰制，產生特定的free time現象或制式
的活動；三、free time對想像力與創造力可
能造成傷害，致使單調的free time活動展
現。另檢視目前國民小學生寒暑假作業中，

為達親子教育的教育目標，不外乎貼上外出

旅遊踏青照片的指定作業，然而以Adorno對
free time的概念詮釋，並省思這樣的教育現
象，可能產生突顯社經背景的差距、無形中

形成意識型態的灌輸及制式化的照片呈現等障

礙。

基此，Adorno對free time的詮釋對教育

的啟示有:藉由擬訂學生自主及批判能力的
學習目標，避免受工業社會之宰制、建置平

等的作業規劃對話平臺，提供適性化課程內

容、建立學生自我意識與決擇的教學方式，

以適當地解讀媒體訊息、運用替代選習的方

式，營造經驗分享的學習角環境、重建教師

角色的轉化機制，藉此開展學生的學習創意

與想像力及推動多元化評鑑的方式，以達真

實自我展現。如Dewey所言：「哲學是教育
的指導原則」，是故，Adorno對free time的
詮釋內涵是學校教育的指引方針，若能在教

育場境中加以轉化運用，則能加以檢證相關

內涵，與有助省思教育的相關議題，以培養

具有自主自律學習個體之目標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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