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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觸動（why）

       近年來，資訊透過網路快速流通，家⻑及社會對學校教育的品質期待與⽇俱增，造成學校教育變⾰加速。當我

們⾛出臺灣，看看世界其他國家的學校型態，發現各國也不斷地從教育的本質中去尋求更佳的學習模式，例如：塑

造藝術與⼈文氛圍、⾳樂、藝術與戲劇，兼重學童合作學習以及個別化教育，以及⼤學區落實家⻑教育選擇權等。

  　  回到臺灣的教育現場，可發現國⺠中⼩學學校規模的兩極化以及少⼦化衝擊下的裁併校危機，是許多學校必須

積極⾯對的課題。因此各校亦加速教育的變⾰。包含部分學校教師積極投入課程發展、各校特⾊百花⿑放、教育多

元化開始萌芽、家⻑以孟⺟三遷⽅式實踐教育選擇權以及⼩校以特⾊轉型吸引學⽣就讀等，都是臺灣近⼗年來教育

現場的常態。

       在這⼀波百花⿑放的教育改⾰中，華德福教育是頗受到注⽬的，華德福的教育⽬標在建立「⼈性化」的學校，

強調追求⼈類精神⽣活的⾃由、解放，以完成「⼈的教育」，⽽廣博的課程是激發的重要媒介，除了閱讀、寫作、

數學外，還應該包括藝術與⼯藝，因此華德福將課程與藝術全⾯結合，融入整個學習，成為共通的特質。

貮、期待（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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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原有社區學校進⾏實驗教育時，團隊應形塑共同創造屬於「我們的學校」故事氛圍。

⼀、火花－找到學校教育的價值：⾸先透過對話、反思，重新檢核學校內    外部條件，找出課程帶入實驗教育精神

的利基，⽽課程才是學校永續經營之道。

⼆、建立差異化的學校價值與品牌：引導團隊凝聚「差異化、有特⾊的課程與教學，才是學校永續經營的關鍵」的

共識，⼤家⼀起接受挑戰。

三、資源統整：整合並發揮公私部⾨的資源，引入校園成為正向的循環。

四、播下多元教育的種⼦：開始營造對話分享的時間與空間，透過彼此的眼，找到學校未來發展的契機。並以華德

福的理念與精神適時引領教師討論的⽅向，在團隊中灑下轉型的種⼦。

參、步上紅毯（how）

⼀、課程創新、展現能量

    整合各項專業發展計畫，安排了⼤量的對話以及校本進修，期望透過對話～省思～⾃覺的⽅式，發展出由下⽽上

的創新課程。

⼆、聚焦教師專業發展並尋求學者專家及夥伴的協助

    邀請教授及其他華德福夥伴學校的⽀持，結合教師社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親師讀書會，讓校內的討論與對話

逐漸聚焦。

三、建構⽀持系統

    建構教師共同備課平臺，並尋求企業、社區及教育局處的⽀持。

四、訂定逐年實施⽬標

    以藝術教育為主軸進⾏特⾊發展，⽤華德福精神融入語文領域的⽅式進⾏創新教學，積極規劃辦理入學說明會，

⾄鄰近幼兒園發放簡介及入學說明會通知。讓⼤家也看到學校未來永續經營的曙光。

五、建立課程與教學特⾊

    教師透過⾃編課程與教材，與孩⼦⼀起⼯作成⻑，同時必須關注孩⼦的⾝⼼靈發展，如何在現⾏制度、課綱下找

出最⼤彈性進⾏教學創新，建議如下：

    （⼀）語文領域教學：以現⾏國語課本為基礎，加上教師⾃編教材進⾏教學，教師運⽤說故事、⿊板畫，讓孩⼦

⽤⼯作本進⾏學習，同時結合律動、念謠、歌唱及遊戲…等⽅式，⽤⾝體將學習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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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課程：讓孩⼦接受⼿⼯、形線畫、溼⽔彩…等鍛鍊，除了訓練孩⼦的⼿眼協調及專注⼒外，同時也讓

主課程學習有沉澱的時間。

    （三）晨圈：透過肢體律動、念謠、歌唱、遊戲…等⽅式，喚醒孩⼦⾝⼼靈，以開啟⼀天的學習，除了透過晨圈

複習所學外，還希望孩⼦能關注⾃⼰與他⼈，學會敬天、感恩。

    （四）唱遊課：結合語⾔、⾳樂和⼼靈品質表現⽽發展出來的⼀⾨動作藝術；教學中，教師運⽤鋼琴伴奏進⾏律

動課程，發展兒童肢體的協調性。

    （五）特⾊課程：⾃三年級起，將農耕及建築課融入⾃然與⽣活科技領域及社會領域進⾏教學。

    （六）評量：以質性評量為主、紙筆測驗為輔，多元的總結性評量，來了解孩⼦的學習狀況。

    （七）教學空間：運⽤⽊地板、季節桌、虹光漆、染布窗簾…等⽅式，營造充滿⾊彩與溫暖的學習空間，結合校

園藝術化理念，讓美感與教學、⽣活⾃然的結合。

    （八）家⻑⼯作⽇：每⽉安排⼀個假⽇，請家⻑協助教室虹光漆、沙包製作、染布、粗顆粒⿊板製作…等，除提

供更佳的學習情境外，更在無形中做好親師溝通，減輕教師在教學準備⼯作中的壓⼒。

六、持續精進的教師專業成⻑

       調整學校各項活動的步調與節奏，降低老師進⾏課程創新時的耗損，持續精進的教師專業，是課程永續的重要

做法，其⽅式包含：⼩組對話、參加師資培育、藝術課程培訓、教師專業發展、課室觀察、邀請外籍老師進⾏教學

經驗分享，及參加合作夥伴學校備課⼯作坊等。

肆、預期效益～發展成⼀所「我們共同擁有的學校」

⼀、養育孩⼦能了解⾃我，關懷別⼈，成為⼀個溫暖的⼈。

⼆、營造溫暖⽽充滿校園美感的校園空間。

三、培養能展現⾃我，擁有⾃主學習動機的學⽣。

四、孕育具⾃我實現及具尊榮感的教師。

五、形塑能認同學校愛學校的社區家⻑。

伍、結語

        讓我們從回歸教育的本質做起，讓孩⼦能五育均衡發展，透過⼤量的藝術教育，成為孩⼦⽣命成⻑的養分，透

過多元的學習體驗深化學習。相信未來，在學校、社區、家庭積極的合作與努⼒下，我們的孩⼦除了知識的學習與

能⼒的培養外，更能擁有⼀顆敏銳善良的⼼、良好的⼈際溝通能⼒、與⼤⾃然和平共處，讓國⼩成為⼀所讓孩⼦⼀

⽣回味無窮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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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紹先，新⽵縣新埔鎮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校⻑

2王國樑，臺北市中正區忠義國⺠⼩學退休校⻑

3陳麗雲，新⽵市香⼭區港南國⺠⼩學校⻑

4余舒蓉，新⽵縣新埔鎮照東國⺠⼩學校⻑

5黃國柱，新北市三峽區⺠義國⺠⼩學校⻑

6翁明達，臺北市北投區義⽅國⺠⼩學校⻑

7胡宗光，基隆市暖暖區暖暖國⺠⼩學校⻑

8彭惠儀，臺北市中⼭區懷⽣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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