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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是一種無法抗拒的教育宿命 
「柔適校園空間」的啟示與開展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當「品德教育」做為官方代表性刊物《學

校體育》雙月刊之主題時，特別從文化批判的

角度觀之，這究竟意味著什麼？

「品德教育」就是學習如何「做人」。

「人不是天生成的，必須通過學習、反省、

修煉，把自己『做』出來。這個『人』，怎麼

做？」（劉大任，2011），這正是「品德教

育」最素樸的本義與終極的關懷。

從一般心理學角度來說，品德可說是一種

具有道德意義的持久性的人格特質。所謂道德

意義指涉的是一種以善良美德為標準的訴求，

而持久性的人格特質則意味著品德是個人持續

發展過程中內在的穩定性質。因而在發展及

人格心理學的主流論述中，道德發展的順遂與

否，以及理想人格的養成，便成為極具關鍵性

與切身性的個人身心發展問題。也因此，學校

教師與一般家長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的「品德教

育」，長期以來也就投以無限的重視與關注，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更在教育政策的制訂規劃，

以及教育資源的正義分配程序上不敢予以輕忽

而格外注重。

譬如，於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之際，教育部

根據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民國99年8月28～

29日）之結論與建議事項，並結合學者專家、

行政主管與民間團體匯聚心力，完成《中華民

國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提出

包括「發展多元現代公民素養」及「推展全民

運動與健康促進」等10項發展策略，且進一步

針對未來十年應發展的重點教育事項擬定36項

具體行動方案（教育部，2011）。

其中，在教育發展的重大課題之一「國民

素養與健康促進」一節，該《教育報告書》開

宗明義地提示：「面對網路化、全球化、氣候

變遷與能源危機等社會變遷，現代國民應有的

素養內涵已不斷擴大，學生除了要具備新世紀

所需的基本能力與核心能力外，『品德教育』

在培養新世紀所需的『社會好國民、世界好公

民』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因而，盱衡未來需求，為落實現代公民素

養之培育，尤需聚焦於「生命與品德教育」，

教育部也已訂頒「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等，並協助教師規劃各

類創新課程與教學，形塑尊重生命與品德的友

善校園文化；同時試圖強化師資培育並整合各

界資源，有效推動人權與法治教育，促進性別

地位之實質平等。再者，鼓勵青少年積極參與

服務學習與公共事務，開創志願服務新風貌，

培養高尚道德情操。此外，該報告書還特別申

述：為培養健全的現代國民，促進國民之身心

健康，另需落實學校體育教學，養成學生規律

運動習慣，並推展全民運動，以提升生活與生

命品質。

由此可見，教育部所編寫完成的《中華

民國教育報告書》，其政策目標可謂清晰正

確、研擬之課題尚稱周延實在、行動方針也十

分縝密切實、內容更是面面俱到且豐富翔實。

晚近幾年，教育部及地方教育局處對於「品德

教育」或「品格教育」更是不遺餘力地大聲疾

呼與積極推動，可見其用心之深、用力之重。

但問題是：民眾普遍認知與感受到的卻是學齡

圖1 顧瑜君教授與兩位五味屋可愛美麗的「小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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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率不斷提高、犯罪年齡日漸偏低、

社區黑道化現象時有所聞、校園霸凌事件也依

舊層出不窮，導致社會大眾對此現象之觀感極

差，學校行政及教師更幾乎束手無策。凡此究

竟是國家教育政策失誤、方針偏失，或者是校

園資源匱乏、執行能力不足；亦或是教育政策

與學生的社會處境及生活世界之間落差過大，

從而導致徒具華而不實的政令宣傳口號充斥校

園，「品德教育」相關教材豐富精美但卻難以

發揮功效，而學生的學習品質依舊低落，品格

操守原地踏步、未見改善。

顯而易見地，「品德教育」做為「全人教

育」、「生命教育」之一環，以培養「社會好

國民、世界好公民」為目標，進而試圖發展多

元現代公民素養的企圖與深意是值得肯定的。

但放在當前國內中小學多元異質之「校園文

化」的社會脈絡下，「品德教育」似乎顯得諷

刺難堪，也讓人覺得可笑至極。顯然地，這其

中可能產生哪些質變、引出哪些問題呢？

筆者認為：當前我們的學校體制已經無

法承擔起「品德教育」的重責大任。「品德教

育」的關鍵樞紐不在教師專業知能的高低，也

不在課程結構與教學策略的好壞，更不在教學

材料與方法技巧的良窳。真正的關鍵問題在於

「人」，在於每位學生周遭的重要關係人；而

以學校場域而言，最重要的莫過於是每位基層

教師了。今天，假使我們不把「以國家民族為

中心」的教育觀掃進糞坑，讓長期被「黨國意

識型態」與氾濫成災的「資本主義商業消費邏

輯」所壓迫、侵蝕的教師思想徹底解放，重新

還給基層教師一個能夠對於自身，以及所處存

有狀態的成因與結構進行反省的生活空間，並

使其從中找到自我解放與行動的力量，所謂

「品德教育」終將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一齣

極盡扭曲的鬧劇，更是一種教育工作者自我感

覺良好的教育騙局罷了！

殷鑑不遠。過往的體育教育或可借鏡

來思考當前的「品德教育」。例如，游鑑

明（2 0 0 9）以《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

（1895-1937）》的研究已經清楚地提醒我

們：「強國保種」、「體育救國」等等以國家

民族為中心的女子體育觀，甚至從「健康美」

出發的女子體育觀，必定會被丟棄到歷史的塵

埃中。制度上的規訓、身體上的規範、各自為

政的體育教學，以及將女性身體國家化、馴服

化與娛樂化等種種作為措施，必將接受歷史的

檢驗與嚴格的批判。

意思是說，「品德教育」要開展它本有

的教育意義與作用，必須採取迂迴的進路，遠

離當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慣性思維與保守做

法。換言之，我們必須陪伴基層教師透過投入

改善其所處生活狀態的過程中，學習如何自我

反省與相互對話，從而教師或可學習到如何與

學生站在同一線高度、同一種視角、同一個生

命陣線，幫助她（他）們產生批判性的工具

（而理論思想就是最佳的武器），而不是直接

傳授無感的知識內容或工具給她（他）們，甚

至粗暴且野蠻地想要徹底改造她（他）們如何

做一位「模範生」、「乖孩子」。私以為，這

樣一種「柔適校園空間」的創造與經營，是締

造教師與學生生命連結的情感平台，也是彼此

產生互信與愉悅經驗的接著劑。所謂「品德教

育」也唯有在如此緩慢自在、悠閒自信的情感

關係結構中，方可能潛移默化，如春風化雨般

逐步形塑、化育而成。

進一步說，我們（特別是擁有龐大權力

與資源的教育工作者）必須有一定的勇氣與決

心，一起合力來衝破當前僵化的校園生活結

構，讓身為長期被壓迫者的基層教師，與學生

在共同的學習行動中，試著去正向影響更多類

似處境的同儕友伴。受壓迫者必須成為自身的

榜樣，並從自身出發去尋找需要改善的問題，

以及解決問題的良方。簡言之，所謂「品德教

育」必須實踐一種「非囤積式的學習型態」

圖2 五味屋前行動圖書列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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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瑜君，2007），才可能開始冒出青芽，

迎向陽光成長，開花結果。

「柔適校園空間」並不抽象，也非遙不可

及，它是緊扣著「柔適照顧理論」而來；主張

「語言」或「概念」對柔適照顧的智障性，強

調如何回返非語言（概念）的部分，為學童心

靈開啟一道自由之門，助其從顛沛流離、失序

不安之狀態，朝向身心安頓之棲居場所（余德

慧，2007）。這裡舉兩個實際的社區案例，

幫助大家進一步瞭解「柔適校園空間」如何可

能做為「品德教育」的迂迴實踐路線。

本文首先直接部分引述花蓮縣壽豐鄉「五

味屋」的報導內容：

以日本移民村而聞名的豐田，車站前有

一間名為「五味屋」的公益二手商店，低矮的

日式木造房舍裡，陳列著衣物、文具、杯盤、

玩具、生活雜貨、小家電等各種商品，東西雖

多，卻都整理乾淨、標好了價錢，等待著客人

的青睞選購。其實這些商品來自台灣各地甚至

國外，是許多朋友寄來或親自帶來的愛心物

資，只為了能為這裡的小朋友盡一份心力；而

成立這家商店的大家長，就是東華大學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的教授顧瑜君。

五味屋，是一間讓孩子當家的二手商店，

讓社區裡的青少年假日有地方打工、看書、學

樂器，很多單親、隔代教養的孩子，在這裡重

新建立了自信。清瘦的顧教授總愛拉著孩子們

的手聊天說話、說故事，彷彿帶領著他們，一

步步走出迷茫的青春困境。

其實這不是一家為了賺錢而開設的商

店，而是一個專為社區孩子而成立的「陪伴空

間」，後來更演變成居民的「聚會場所」，用

現代話術來說，就是「資源整合的平台」。透

過五味屋的營運，提供社區青少年一個真實的

學習場所，訓練他們參與照顧社區、資源再利

用等工作，並從中培養興趣和創意。三年來，

來五味屋幫忙過的青少年超過1 0 0人，目前

常態固定的班底也有25到34人，年齡層從幼

稚園到高二，成為社區弱勢家庭孩子的陪伴中

心；而店裡的顧客除了遊客，還有社區裡的婆

婆媽媽，常在這裡邊挑衣服邊聊天，所以店裡

總是人聲鼎沸，非常熱鬧，是尋寶的好地方。

（花蓮縣政府，2011）。 

再來，是台北市北投區「植穗營」的例

子。

「北投追風少年植穗營」是「社團法人

台北市八頭里仁協會」，基於「給孩子一個機

會，增加孩子向上提升的能量」，以及「今天

投資五角，未來可以節省十元社會成本」的理

念所開辦的長期性營隊。自9 4學年度開始，

「植穗營」在台北市北投區逸仙國小正式啟

動。自98學年度起，則繼續分別與北投區逸仙

國小及清江國小合作開辦兩個營隊。基於學生

的需要以及為延續照顧的功能，國中部學生的

營隊活動也自99學年度開辦。

就筆者所知，「植穗營」成立的初衷，希

望能夠長期照顧與陪伴社區內家庭功能不佳與

不彰的弱勢學童。社區志工們像培植稻穗般，

努力讓學童們在營隊中獲得成長所需要的滋潤

與能量，豐碩飽滿。在學理上，「植穗營」揚

棄傳統單向教導、知性學習、結果取向的教育

觀點；採取增權取向觀點，鼓勵雙向溝通討

論、體驗性學習，以及過程取向的成長；實施

各種生活化的活動，從活動進行的過程中滿足

學童的情感需求，引導學童發現自己的專長與

興趣、享受學習；運用活動過程中所出現的狀

況，作為反思、回顧討論的素材；引導學童針

對自己的參與情況做回顧，從體驗中學習。

在具體做法上，「植穗營」乃針對北投

地區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結構功能失調

等弱勢學童，進行課後輔導及照顧。方案服務

內容包括：課業輔導、餐點供應、課外活動、

音樂美術才藝、體育，以及技藝活動、校外遊

憩體驗、畢業旅行等。其目的在於扶助弱勢學

童，使其在學習發展歷程中獲得社區 NPO 組

織的支持，改善家庭功能不足而面臨生活、學

習、關懷等劣勢之缺憾，期以提供弱勢學童另

一個家庭關懷與照顧，以協助學童健全人格發

展為目標（林冠宏，2010）。尤其在國中部

的營隊活動，「植穗營」積極將體育活動列為

重點學習項目。於其間，學生不僅表現出積極

的學習動機，練習認真；教練除了教導技巧之

外，特別要求運動精神及學習態度，充分做

到透過運動實施感化、引導，使得學生的氣

質有所轉化（社團法人台北市八頭里仁協會，

2011）。

圖3 植穗營學童體能訓練    圖4 教練指導植穗營學童打羽球基本動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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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台北市逸仙國小前輔導室主任薛惟中

所說：「……『植穗營』主要針對高風險家庭

的弱勢學生提供各種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品

格教育。德瑞莎修女說：『愛，就是在別人的

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植穗營』老師

就是發揮大愛的精神，全心全意陪伴孩子走一

段人生的歷程。因為愛要傳承，因為愛，永不

打烊。……『植穗營』老師首先要面對的是學

生的行為和態度都不易管教，行為問題是老師

們最大的挑戰；這些孩子都是長期缺乏關心和

接納，也欠缺正向激勵和安全感，雖然老師們

都很有愛心，但是孩子們的頑劣習氣，仍然讓

老師們吃盡苦頭。當然，『植穗營』更重視品

格及 EQ 教育。因為當孩子們能夠感受到被關

懷和被尊重，當他們自我覺察到自己是有價值

時，他們才會開始學會尊重別人、關心別人。

所以，『植穗營』是重視全人發展的團隊，更

是弱勢孩子的第二個家。因為唯有在愛與尊重

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才擁有愛人的信念與能

力。」（薛惟中，2010）。

在此並引述一位「植穗營」志工媽媽的感

想與心得，和大家一齊分享。

回想他這六年來的轉變，回憶當年我

對他深刻的感受，都驗證了我的直覺是正確

的。……我們很欣慰這幾年的陪伴，他決定了

自己的路，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不再是上學不

知為何，在家不受重視，生活沒有重心的孩

子。現在的每一天，他知道有更高的標準在要

求，他需要努力，他需要克服，在他的性格裡

似乎也注入了承受和忍耐的精神力，因而呈現

出沉穩的特質。一個從10歲到16歲的男孩，

我看到他的成長，我為他感到欣喜，也為我們

曾經為他做過的努力和陪伴感到無限的安慰。

人有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從「小小」身上，

我更加確定這個想法。（吳綉鳳，2011）

在筆者看來，花蓮的「五味屋」與台北

的「植穗營」都是社區中弱勢家庭、弱勢孩子

的「陪伴空間」，事實上也是一個不必言明的

「品德教育」場所。但是，「五味屋」的主事

者顧瑜君教授，「植穗營」的主事者曾麗娟教

授，以及所有認同「五味屋」與「植穗營」之

理念與做法的志工們，從來不曾標榜她（他）

們所做的是官方或教育當局所謂的「品德教

育」。她（他）們所走的是一條迂迴的道路，

也是一條人跡較少的路；沿途難免崎嶇不平，

困難重重，坎坷不順，但路的盡頭總有一線曙

光、一道彩虹，可以期待，也值得等待。

走筆至此，「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

正好發表最足以反映與代表今（2011）年社

會現象的漢字，其中「絆」字脫穎而出，雀屏

中選，以六萬多票獲得最高票，並做為日本這

一年的總定調，其次依序為「災」、「震」、

「波」等等。「絆」有「牽絆」、「羈絆」、

「聯繫」、「所屬」、「聚焦」等諸深義（晏

山農，2011），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一種情

感的聯繫。在歷經今年3月11日東北大地震、

海嘯與核電災變等複合式災難後，日本人更懂

得親友間的牽絆照應是何等重要，且更珍惜人

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與相互扶持（林翠儀，

2011）。「畢竟，人與人彼此若無牽絆，災厄

就永恆不竭。」（晏山農，2011）也誠如黃

菁菁（2011）所言：「三一一大震災讓許多

人幾乎失去生存的希望，但由於人與人之間互

相扶持的情感連結，給災區的民眾帶來活下去

的勇氣，來自海外的溫情支援更讓日本民眾深

深感動，也體會到患難見真情的真意。」

日本年度漢字「絆」，對於「品德教育」

與「柔適校園空間」的啟示與開展，或許可以

如此觀察、理解，也可以如此期盼。

而方向對了，路就不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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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台北市逸仙國小前輔導室主任薛惟中

所說：「……『植穗營』主要針對高風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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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他這六年來的轉變，回憶當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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