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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㆒、前言

友善校園一詞，係指學校教育活動上，

能夠建立在「關懷、平等、安全、尊重、友

善」的基礎上，塑造一個溫馨和諧的校園環

境，讓學生免於恐懼的自由，使學生能夠進

行快樂而有效的學習（吳清山、林天佑，

2005，頁177）。友善校園之倡導，源自於校
園中老師體罰學生的情形仍然存在，學生無

法免除對於肉體與精神懲罰的恐懼。乃由一

群關心台灣教育的學生、家長、老師和社會

人士，為了替台灣的學生爭取「免於恐懼的

自由」，所結盟成立了「友善校園聯盟」，一

方面呼籲老師們以友善、平等、尊重的態

度，對待下一代；他方面，希望社會各界必

須重視體罰引起的種種後遺症，一起來以友

善的態度對待我們的下一代，並且傳遞友善

的訊息，讓學校成為人性化教育的場所，鼓

勵每位學生快樂成長。

教育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因應學生的個別

差異而「因材施教」，也就是把每個學生帶

上來。人文主義強調人的自由性、重視人的

尊嚴、以學生為教育中心，相信人本性是有

發展的潛力。在教育本質上，肯定教育是一

種價值引導及創造的過程；在教學方面，強

調創造力啟發、經驗的學習以及情感的陶

冶；在多元教育的環境之下，個人永遠可以

選擇自己最喜歡、最適性的課程，在自己的

立場上追求成功及卓越。基於此，本文首先

從人文主義的教育目的論出發，其次探討人

文主義的教學方法、人文主義對教育的啟示

為何，最後建構一個充滿友善、尊重、關懷

的友善校園。

㆓、㆟文主義的教育目的論

教育可以說是一種有目的、有價值判斷

的活動，亦即價值引導及創造的過程與活動

（陳照雄，1983，頁74）。友善不只是一種
善意，這意味著一種自由的哲學，相信個人

在自由的情境下，會追求知識的成長與個性

的發展，並更有自信地實現自我（顧忠華，

2005）。人文主義之基本信念亦強調個性之
養成與群性之培養，以人為衡量的標準，以

人的利益為優先，不但重視個人之發展，同

時也注意社會的進步、發展。人文主義的教

育目的在於：

（一）強調人的自由性

人擁有行為上的自由，至少在思想上絕

對不受限制；人可以從他的自由選擇中塑造

他自己、決定他自己。所以我們都必須尊重

他人獨特的個別認知意義，每個人皆必須以

平等的“人性”來看待。

（二）重視人的尊嚴

人不同於動物、具有理性，必須尊重他

的想法和選擇；人在自由意志的原則下，應

都有向善發展的傾向。而自我需求的滿足，

乃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三）反對他律的教權

人文學者所追求的是個人自信力下的自

律行為，人所遵循的規範，來自於人自己理

性的運用。在多元教育的環境之下，個人永

遠可以選擇自己最喜歡、最適性的課程，在

自己的立場上追求成功及卓越。

（四）個人主義的思想

人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人可以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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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由的選擇、珍惜自己的選擇，並自我負

責。人有人性，能朝向完美、追求發展，在

樂觀、進取中不斷地提昇人的價值，對生活

充滿希望。

（五）學生是教育的中心

教育是一種助人事業，學生亦自有求知

進步的潛在能力，透過體驗去學習、注重情

意、價值。在教育本質上，肯定教育是一種

價值引導及創造的過程；在教學方面，強調

創造力啟發、經驗的學習以及情感的陶冶；

在課程方面，重視內容的適切性、設計的統

整性和組織的彈性化等。因此，學生若能獲

得良好的氣氛與合適的學習環境，他們就會

學到發展自我所需的一切、就能夠改變自己

（張凱元，2003）。 
綜合上述，人文主義主張強調人的自由

性、重視人的尊嚴、以學生為教育中心，相

信人本性是有發展的潛力。在教育本質上，

肯定教育是一種價值引導及創造的過程；在

教學方面，強調創造力啟發、經驗的學習以

及情感的陶冶；在多元教育的環境之下，個

人永遠可以選擇自己最喜歡、最適性的課

程，在自己的立場上追求成功及卓越。

㆔、㆟文主義的教㈻方法論

教育的實施脫離不了教育的內容及教育

的方法，人文主義從尊重每個人開始，著重

創造力的啟發、經驗的學習、以及情感的陶

冶（楊國賜，1992）。人文主義的教學是：
（一）注重完美人格的教育

人文學者基本上認為教育就是在培養一

個理想的文化人，有感性、肯思考、富於人

性，而且能接納他人、負責一己的行為、主

動積極地參與社會生活的活動，並從這些人

與人相互交往活動當中，期許自我繼續擴

大。是故，在實際教育上就不能再偏向於唯

智的教育活動，而是導向一個德、智、體、

群、美各項教育均衡發展的個人，達到自我

的實現與充實（徐宗林，2002）。
（二）學習者中心的教學

學習絕不是單向知識的傳授，而應是師

生雙向情意的交流與融合。羅傑斯即認為用

心傾聽與接納，就是人本學習的最重要原

則。在教學學習上，教師者真誠一致的傾聽

態度、同理心及無條件積極關注的接納了

解，學生自然在學習上就會產生優良的表

現。人文主義主張讓兒童對自己的發展做自

由的選擇，而不要試圖塑造或控制他們的發

展方式，教師須有真誠的態度，信任、尊

重、了解學生（唐榮昌，1996）。
（三）自我潛能的開展

人本心理學家認為人本性中就有求善的

能力，個體在自我實現過程中，可以藉由社

會環境的交互活動，將潛在的能力或傾向加

以開展。為了兼顧個別的差異，人文教師的

教學過程中會利用個別化的教學方式，採取

對話式的教學，強調自我評量，當有了正向

的自我概念後，學生就會願意努力學習。

（四）人性化的教學角色

人文教師在教學上，由於認識到受教者

是一個獨立而自主的單一個體，在教學的要

求上特別著重受教者個人內在體驗與情感的

表達，受教者經由教學經驗後的感想、感覺

和印象等感性的經驗，讓學生在沒有威脅下

的情境，產生最有意義的學習。因此，人性

化的教師要創造一個富有自由、安全、溫暖

和尊重學生的班級氣氛。

（五）價值澄清教學

人文教育精神的教師能注意到對所學的

各類經驗，令學生作一領受，從學生的學習

活動當中產生意義的認識、享用的觀點及激

賞的情懷。承認人有選擇的自由和自我作決

定的能力，這種教學不是試圖給學生對或錯

的價值，其教學強調獲得價值的過程，使兒

童在世界中認識自己，以期未來他們與自我

形象有一致的改變（楊國賜，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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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觀之，人文主義的教學強調經驗的

學習、感性的教育，其教學內容注重潛能之

開發、情感的陶冶，其最終目的在於達成自

我實現、使個人更具人性、增進人際關係，

藉由安全感的學習氣氛、價值澄清教學，使

人變得更有價值、更完美、更能培養積極的

自我概念。

㆕、㆟文主義思想對教育的啟示

人文主義的特質在突出人性的價值，強

調內心休養，指導個體如何獲致精神生活的

充實與內心的悅樂，最終的任務在如何提高

人的價值及尊嚴，如何發展人的內在潛能。

人文主義思想對教育有如下的啟示：

（一）協助學生自我實現

關愛與尊重是通往自我實現必經的層

次，一個學生必先具有足夠被關愛與被尊重

的經驗，他才會學得怎麼去愛護別人、尊重

別人，也才能敞開胸懷去實踐個人的人生理

想。所以在教學情境中如何塑造一種氣氛，

使每個學生覺得被關愛、也受到尊重，同時

協助學生去發現肯定自我價值的方式，是教

師在情意教育中很重要的職責。

（二）設身處地了解學生的主觀想法，使學

生悅納自己

人文主義在培養一種開誠而安全的氣

氛，當教師面對一個有過錯的學生，不應立

即評斷是非，而應先行跟學生充分溝通，以

體諒的態度去聽取學生的辯解，逐漸引導他

去發現其本身的過錯。當一位教師懂得主動

伸手給有過錯的學生，同時能真誠地表示關

切與諒解，自能使學生心悅誠服。

（三）在成功經驗中學習成長

成就的動機因獲得先前愉快經驗的增強

而更強烈，做任何事成功的機率也較大。具

有人文主義信念的教師能體認個別差異的現

象，設計特殊教育的情境、調整教材，使學

生體驗學習成功的情境，逐漸建立學生信

心，增強學生成就動機，使每位學生從學習

過程中慢慢塑造開朗、正確的自我觀念，進

而發揮其潛能。

（四）採用民主化領導並屏棄權威性格

具有人文主義信念的教師總持有一種「

教育愛」，對教育工作懷抱一種「使命感」，

不會濫用教師權威，更不會以個人的好惡牽

制學生的看法。教師在教學時，會採用民主

的領導方式，肯定學生的自我價值與表現，

促其自我實現。

（五）建立支持的環境氣氛

一個支持的環境氣氛，其特色是接納、

自信、互助、尊重，在學習的互動歷程中減

除焦慮感與壓迫感，以及擁有一個彈性舒適

的學習空間。任何具有人文素養的教師，均

有責任建立上述支持的學習氣氛；同時，更

須扮演催化者的角色，以提高學生自我尊重

的態度；表現傾聽的耐心、對人的關懷，以

與學生建立真誠和諧的師生關係。

綜合上述所言，人文主義教育強調學生

是教學的中心，教師要能與學生建立真誠和

諧的師生關係，以體諒的態度去聽取學生的

辯解，逐漸引導他去發現其本身的過錯；教

學時，採用民主的領導方式，肯定學生的自

我價值與表現，同時協助學生去發現、肯定

自我價值；能體認個別差異的現象，設計特

殊教育的情境、調整教材，使學生體驗學習

成功的情境，逐漸建立學生信心，增強學生

成就動機，使每位學生從學習過程中慢慢塑

造開朗、正確的自我觀念，進而發揮其潛

能，促其自我實現。

㈤、㆟文主義與友善校園

（一）人文主義教育目的與友善校園

人文主義在教育上強調學生是教育活動

的中心，學習是學生個人知識改變的歷程，

以學生自我發展為行為的動機（楊國賜，

1992）。在情意教育上應讓學生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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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受到保護、不虞危險和威脅，同時能

產生自立、自尊、自信、自重的感覺，充分

發展自我和展現其稟賦；在認知發展上，應

具有深厚的民主素養，對任何人均給予基本

的尊重；在性格特質上，能容忍且贊同個別

差異，因而較少偏見和敵意；在人際關係

上，能重視人性的成長和接納多元價值觀，

尊重女性、小孩和其他少數或劣勢團體，更

民主、且較少權威性格特徵，對他人更友善

和感興趣。

友善校園以學生為參與主體，強化師生

理性思辯，建立友善、開明、信任之校園文

化；加強宣導性別平等觀念及性別意識，營

造無性別歧視之校園環境；鼓勵學生在學習

活動中適切表達自己的觀點，時時注意學生

的人格發展與學習狀況、適時給予關懷與協

助，以保障學生受教權益；對於攸關學生權

益的事項，能秉持學生最大利益原則，及時

公正處理；尊重學生多元智能發展，協助其

整全人格的充分發展；學生有違反人權事件，

學校能主動輔導，改變其認知、行為及態度。

（二）人文主義教學方法與友善校園

人文主義學者認為，學生個體有其生

命、亦有其差異性。教育應尊重各種文化團

體的行為表現，了解並避免偏見，以關懷、

寬容的態度，屏除傳統教育方式，尊重學生

的差異與需求，因材施教，盡力協助個體發

展其才能，使能獲得成功的經驗。在教學評

量上，教師必須根據不同學生的成長經驗與

背景，嘗試使用不同的教學、評量方法，才

能滿足不同需求的學生，解構性別體制與傳

統知識論中的性別壓迫。教師在設計教學活

動時，應當將學生的生活經驗與教學目標相

聯結；藉由安排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教學活

動，讓學生透過共同討論、角色扮演、分享

個人經驗，促其自我實現。友善校園中，能

以理性、公平及友善的態度對待彼此與學

生；能尊重學生的多元智能與學習風格、以

多元的方式評量學生各項表現；能提供學生

充分學習與參與的機會，並得到回應與尊

重；能保障各類學生的權益，並積極給予必

要的照顧與協助。進而發展學生責任、勇

氣、合作與服務、感恩的能力，營造友善、

溫馨的學習情境與現代化的全球公民，建構

尊重、責任、公平、關懷的校園，營造重視

人權、性別平等、尊重、關懷與熱愛生命的

「友善校園」文化。

從上所述，友善校園是一個尊重、包

容、多元的校園，以人為本，肯定個人的自

由，重視人的尊嚴。教育過程中，著重讓學

生體認並珍視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教育方法

上，引入自我探索、批判性思維、強調感受

性的課程，強調兩性關係的和諧發展，營造

與生活經驗相連結的學習情境，讓學生能快

樂的學習與成長；校園氛圍上，嚴格禁止學

校教職員工對學生實施體罰，目的在創造一

個溫馨、友善的優質校園，實現全人教育的

理想，進而促使學生追求個人的自我實現。

㈥、結語

「友善校園」是一個以學生為參與主

體，尊重學生差異與需求；珍視人的自由性

與人性氛圍的關注，強調民主平等的師生關

係；是一個以人文價值重整一切，肯定人性

價值之開放、關懷的校園。尊重與關懷，在

中小學校園的現場實踐中，就是生活教育的

核心價值。從尊重與關懷孩子的安全、健

康、教育、遊戲等權利出發，建構校園的生

活教育內涵、規範與情境，讓孩子從小習於

彼此尊重與關懷的生活，進而去發展他的生

活語言和生活意象，這將是重建世界新秩序

之始（新思考產生新生活、新文化）。準

此，一個充滿友善、尊重、關懷的校園應該

是教師用心，家長放心，學生開心，全體師

生如同一家人，彼此互相尊重、關懷，肯定

彼此的價值，尊重彼此的立場，達致零體罰

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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