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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巡禮

㆒、前言 

面對時代巨大的轉變，近年來校園不再

是過去象牙塔的年代，現代的教育現場相較

以往的學校，那種安心辦學已經不再，取而

代之的是教育部快速的政策推動，一項新的

改變還尚未調整過來，新的措施緊接著要馬

上落實，在變與未變或不變的現場，每天校

園新聞SNG直擊現場，把一向安定的校園激
烈翻滾，弔詭的是，這其中被踢爆的事件中

不乏是心中對教育有熱情的教育工作者，被

殘忍的要求公開道歉，於是寒蟬效應逐建的

擴大，冷漠、嘲諷之音充斥校園，但眾所皆

知的不適任教師卻可逃開此一風暴不受處分

而繼續甲等，雖然也有被教評會逕行解職者

但畢竟是少數且是在被迫的情況下處理。於

是教師的自省、專業發展之聲幾乎完全聽不

見。

本人自1995至2007年任職於學務處，這
期間正巧是激烈變化的年代，目前這樣的改

變仍然持續中，甚至更加速。究竟面對巨變

教師的觀念調整了嗎？「零體罰」立法公告

後的校園文化走向值得注意，雖然體罰案件

不斷下降，但這背後所存在的現象究竟是正

向管教的落實或是放棄管教的結果，這些現

象影響著正在成長而需要協助的學子們，他

們企盼的優質校園要如何才能實現！

㆓、推動友善校園「解除髮禁」

及「零體罰」大事紀

（一）1987.1.20教育部研商中學生髮式規
定，結論由各校自行規定     

（二）1996.4教育部在「教師輔導與管教辦

法」草案中放進「暫時性疼痛」條款

（三）2000.1.11中學生教改聯盟至教育部遞
「教育當局應立即廢除髮禁」陳情書

（四）2005.1.16研提「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及參考範例草案」

（五）2005.8教育部宣布「解除髮禁」
（六）2006.6苗栗縣西湖國中體罰國家賠償

案宣判原告勝訴獲賠66萬元，被告放
棄上訴，創下教育史司法史的首例

（七）2006.12.12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
修正案，明文禁止教師體罰學生

㆔、友善校園面面觀

（一）學生對「友善校園」措施的看法訪談

依筆者現場與學生談話所得的結論有

以下幾個類型：

1.完全贊成友善校園的論點：
A學生：「少一些管制多一些信任，我

們會盡量配合，只要公平、合理我們就服

氣，我們已經很乖了，都是那些少數同學害

我們陪站、被罰。學生：「老師很機車！我

睡覺又沒講話吵鬧為什麼要被罰」。

2.有條件的贊成友善校園：
B學生：「也不能太自由，午睡時間大

家都在睡覺，只有那兩個人在講話，怎麼睡

啊？所以處罰是有必要的。」老師都不敢管，

放縱那些人，我們是零體罰的受害人，希望

能回到從前，違規的同學本來就要被處罰，

當然老師也不要情緒化的打、罵，現在這種

情況已經減少許多了。

  （二）教師對友善校園措施之看法訪談
   1.A教師（少做少錯？少管為妙型）：
我距離退休尚有5年，希望平安度過，能

型塑友善校園過程與省思
涂志宏／屏東縣明正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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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退最好，我已經規劃好退休後的生活了。 
2.B教師（不動如山型）：
現在學生未來競爭力何在？每天只有搞

怪！什麼零體罰？我就照打！那些教授、人

本的請他們來教教看！就像美國到最後還不

是「零容忍」！

3.C教師（尋求資源追求成長型）：
我不做示範，讀書會就不可能有今天的

盛況，我的意見雖多，主管對我另眼看待，

但我實在對學校有一份責任、情感，不找出

面對衝突的對策就等於原地踏步、等死！

（三）家長對「友善校園」的看法訪談

1.A家長：
什麼「友善校園」？該打、該處罰就該

打！整個社會亂了！以後就知道！

2.B家長：
現在老師都不管了！大家都怕被告！哪

有學校都不管的？送小孩到學校就是要老師

教，雖然打罵要節制。會告老師的，是少數

家長的行為，但不能不教啊！

3.C家長：
老師教學要進步啦！「友善校園」會讓

分數提高嗎？無效啦！

（四）行政人員方面的看法訪談

1.輔導室人員：
友善校園後輔導工作感覺到工作量增加

了，晤談時間拉長，人員不足，但學校笑聲

變多了、氣氛似乎比以往好，師生關係真的

像朋友一樣。

2.學務處：
A組長：
目前麻煩的問題不在學生，是在家長參

與或關心學校的觀念，少數家長的態度令人

難以忍受，一進來就口出惡言，說什麼:「
你們老師浪費納稅人的錢、你若無法處理就

交給我處理。」學校已經友善了，但顯然家

庭教育並非是「友善文化」唉！

B組長：

有些老師上課無法管理秩序，就帶到學

務處來要我們處理，有些導師也被要求處理

這一類狀況，誰還要當行政、當導師！                  
（五）少年隊警官訪談

A警官：
目前狀況比以往多，很多是家庭功能不

彰，失去學習意願，才會淪落到成群結黨在

校園裡搞破壞、或霸凌。另外「零體罰」後

有些以往都在訓導處協調或處罰的小案件，

現在都帶到警局作筆錄或訓誡的比例有增加

的現象，有些實在只是些小事，以往都只要

記過、賠償。現在移送法辦對青少年實在有

些殘忍，訓導人員或老師明哲保身居多，中

間少了剎車、緩衝，少年觀護所的業務增加

不少！

㆕、型塑友善校園需要回歸到

教育的本質再加㆖專業教

師㈳群的出現

綜觀以上現場訪談的內容，筆者提出以

下問題供大家思考：

（一）政策制度面

1.過度強調「人權法治」，形成教師的
寒蟬效應，值得重視

媒體不斷放送校園師生、親師衝突事件

之報導，讓事情變得更複雜，難以啟動專業

的發展，導致放手不管成為普遍之現象，這

些人力本來可修正作法，引導到正確的方

向，現在卻對學生不再熱情，取而代之的是

冷漠的心態，在此呼籲教育部應多擅用媒

體，多一些「友善校園」成功典範的學校或

個人的報導，以平衡現場不滿或增加教師的

信心。

2.對於教育部政策的推動，學校現場的
宣導應先於媒體報導

筆者近幾年觀察到基層教師對新的政策

如髮禁開放或零體罰的立法，都由平常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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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電視新聞的報導得知，這其中令人有草

率、應接不暇的政策或忽略現場教師自省的

能力等不良的感覺，似乎中央與地方教育主

管單位脫節，引致新的變革都由電視、平面

媒體得知，而非教育上級單位召開會議，這

順序上處理的手法，教育部相關單位應予調

整，基層現場要先預告，不要讓教師有看新

聞辦教育的粗糙感覺。

3.改革需要時間，資源不要分散
近四年來除「友善校園」政策推動外，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精進教學、活化校園、

永續校園、性別平等教育、閱讀運動、快活

計畫、多元文化教育、海洋教育等……，一

大堆的政策都擠成一團，光研習、報告、評

鑑訪視，就耗掉一半以上的時間，而行政人

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支援教學現場的教師需

求，因此這些重要的工作就被忽略或不做，

形成導師班級經營、教學上的單打獨鬥，套

一句河洛俗話就是“隨人顧性命”導致團隊

一詞成為夢想，而友善校園的型塑若非全校

全員啟動則不可能成功。因此，是否在每年

的年度重點工作上集中火力，把一件政策徹

底執行，把資源、人力集中在一件政策上。

否則現況是火力資源分散、草草了事的心

態，導致最後成效不彰，都是因為活動、業

務太繁雜、量太大，當然這些問題也是需要

中央與地方教育主管單位取得協調。

（二）現場經營者－校長和教師

1.校長的觀念態度成為校園文化走向的
關鍵：

「有怎麼樣的校長，就有怎麼樣的學

校」，雖然校園民主風氣盛行，現代的校長

不像過去集資源、權力於一身，取而代之的

是眾人決策分工分權，而校長仍然要身負學

校的成敗，蓋因最後的決策仍然是校長可以

去引導到正確的方向，因此領導及用人哲學

已成為校長是否能愉快勝任的關鍵能力。

準此，校長的人格特質是領導及用人決定的

基底，由教師角度看校長的人格特質，希望

是有擔當、身為表率、果決有毅力、擅長於

人際溝通的人格特質，而在遴選校長的制度

上如何替學校找到合適的校長，目前難有

突破。筆者所在縣市，下學年度即將落實校

長遴選制度，雖有不少質疑、反對遴選的

聲音，但不適任校長的確沒有退場機制，因

而造成現場師生莫大的傷害也是不爭的事

實。要如何平衡、降低衝擊，筆者認為多管

道的正式與非正式的徵信工作，取得校長治

校的真相，配合退場後職位的調整，參考其

他縣市實施遴選的經驗，避免重蹈覆轍，是

教育當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2.教師成長－首要找回對教育的熱情與
感動：

教師的專業應先處理「有效管教」再談

「有效教學」，在現場訪談中，教師的教育

熱情相較以往顯然消退許多，在學校如果對

學生的管教消極，甚至逃避問題，跟坊間的

補習班有何不同？學生的感覺就會有白天是

大型補習班，到晚上進小型補習班，錯亂難

以分別，而這其中教育的本質對人受教育的

核心價值就因此錯失，因此公民素質、品

格、創意、生命教育，皆成為聊備一格，毫

無意義，反映到大學、到社會就成為亂源。

要如何增強教師管教的能力，依筆者觀察，

目前縣級研習的效果有限，不妨將承辦資源

分配給各校內種子教師或讀書會，筆者服務

的校內就有「班級經營正面管教」讀書會，

從初期少數10位到60位教師參與，這種透過
同儕導師的經驗實務分享效果明顯值得各校

推動。讀書會成員不僅在專業知能提升而且

在人際互動方面也如家庭般互相支持。如

此，在成長的路上才不會孤單，走的才會

遠。在此必須一提，生活教育是優質學校

的第一條件，沒有穩定的生活常規，學生個

人自我太強而干擾到團體生活就休想談升學

率。頂多創造第一志願的人數而已，而非整



校園巡禮 

研習資訊104 第25卷第1期　97．02

用轉型領導提供資源、鼓勵成員追求專業的

提升，這過程中筆者認為校長如何使教師、

學生、家長感受到每一個行政措施背後存在

的教育價值這些價值是被大家所認同接受

的，自然而然的就會有一股進化的力量提

升。因此，校長的經營思維決定了教育所展

現的品質。而筆者認為一個優質的友善校園

必然會有以下的文化元素存在：

（一）信賴的文化

讓學生對學校產生信賴是校園人文經營

的首部曲，學生普遍的反應如便當、飲水、

服裝布料材質、教師教學、提升環境安全

衛生、活動型態的多元、社團需求等問題的

反應，學校行政團隊及教師能以效率且認真

的予以回應處裡，必能取得學生信賴，之後

再伺機相對提出合理的生活常規要求，相信

效果會很好。而信賴的文化非單面的學生對

學校信賴，校長也對教師有信賴，師生之間

也是如此。信賴的文化會使人產生自重自愛。

（二）走動的文化

決策者的校長、主任時常在各樓層處

室，校園各角落走動，下課時間走入學生人

群接觸聊天掌握每天的改變，思考問題的解

決。讓學生感受到校長、主任認真專業的角

色扮演，這是在實施身教讓學生感受甚麼是

認真的態度。筆者認為學生的年紀雖小但眼

睛是雪亮的他們對這些外在的表現感受與觀

察都很敏銳。

（三）專業的文化

專業表現簡單的說就是「有趣＋有效」

的學習，有趣是喚醒學習動機而非解決無

聊。有效是達成目標的比例很高，包含學生

衝突的調停都會是專業建立的契機，教師的

專業形象是取得學生信賴重要的元素，準

此，校內教師專業發展的社群如讀書會、工

作坊、自辦研習、對型塑教師專業就非常重

要。筆者所在的學校有一批自發性專業成長

的老師，她們讓人看見了黑暗中的一道曙

光，值得欣慰。

體第二、三志願的人大量提升。升學率注重

的是集體大部分的學生完成目標才算是成功

的學校。因此，建議將資源挹注校內或多一

些現場實務操作的研習，可能比談理論的名

嘴對教師還要有實質上的幫助。

（三）社會輿情方面

教師專業的發展除自我成長外，與家長

的溝通行銷觀念走出學校進入家庭社區勢在

必行。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家中有國高中

生的家長存在普遍性的焦慮，這些焦慮背後

的成因很多，但歸納主要原因還是在親子互

動溝通，家長未能意識或掌握青少年的心理

發展特質，不是太過管制、壓抑、就是太過

於放鬆、放任，學校教師在這方面有經驗及

理論的養成專業，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正是家

長所需要的。教師在親職教育這方面應善用

網路，班級網站、部落格、主動家訪座談，多

給家長有關青少年心理發展的認知及如何與

國高中生聊天、家長觀念的調整等。不但建

立良好親師關係也可取得家長對學校的支持

與信賴。而目前學校每學期一次的親師座談

會不但前來參加的家長未能全面參與，甚

至導師希望出現極待溝通的家長往往缺席。

而座談關心的議題又大都聚焦在課業成績如

何提升的方向，使親師座談的功能大打折

扣。因此，走入家庭，走入學生生活的社

區，主動出擊，不但可建立教師的專業形

象，也同時可行銷學校形象。這些政策的推

動有賴校長、教師的有效經營，雖然是一項

艱難的工作但也是團隊最佳的驗證。

㈤、省思

「現在的校園是台灣教育史上變化最激

烈的年代也是最光明的年代」，端賴校長與

教師的思維要如何提升專業的發展？無論在

教學、班級經營、輔導知能等方面，透過型

塑友善校園文化的過程，使組織成員的需求

層次由個人提升到團隊專業的成長。校長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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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的文化

經營學校應視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校

園要友善很容易，但要使師生有安全感則有

待努力。學生心理的不安有些是來自同儕

要脅、老師的處罰責備、或家庭帶來的傷

害。而教師不安全的壓力則來自學生的意外

或外人入侵、家長的不理性等，尤其站在第

一線的訓導人員不安全的壓力尤其特別嚴

重，成為健康最大的殺手。因此，建構安全

溫馨的友善校園要挹注更多的心力，先處理

好安全的校園環境免除上述的恐懼，使師生

的情緒能理性平靜的互動，則校園自然就會

友善的發展。

雖然今天的校園充滿了挑戰，相信這些

年來的衝擊也讓教育夥伴們已經意識到未來

的改變，這是覺醒也是行動的開始。如果要

改變學生要先從改變自己做起，而這些改變

將會讓「友善校園」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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