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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傳奇:

一所偏遠國Jt、實施「倫理互勘」

課程的經驗探討

林秀珍﹒徐世豐

本文以一所山區偏遠小學在民國 68年至 73年間實施「倫理互

助」課程的經驗，作為探討的主題。當年這所小學在經費不足、

人力有 FIt與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學校教師憑著堅定的教育理念與

熱誠，努力椎動「倫理互助」課程，幾年下來學生間的暴力銜笑

逐年遞沌，生活常規也井然有序，這段課程實施經驗對於1見今以

學校~本位的課程改革而言，彌足珍貴。本文根據訪談資料歸納

整理，內容主要包括學校概況、課程方案的緣起、課程方索筒

述、相關配合措施、課程實施結果以及課程實施的啟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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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全~

宣言 、 月IJ p 

教育是教導自然人成為文化人的實踐活動(歐陽教，民叭， p.55) , 

學校則是教育實踐的直接現場。學校課程的規劃、實施，決定了學生學習

經驗的內容，也左右著教育品質的良竄。過去在中央集權時代，國內中小

學的課程受制於統一的標準，學校的自主空間十分有限，這種大一統的思

想模式，雖便於中央的控制與管理，卻不利於教育的創造與革新。民國 76

年解嚴之後，隨著園內政治生態改變與民主思潮的衝擊，中小學的課程決

定與設計，逐漸強調學校自主與教師參與的重要。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

員會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提到學校應有足夠自主與彈性空間，

在最低標準之規範上規劃課程，以落實『教師共同經營課程 j 的辦學理

念 J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民的， p.29 )民國 87 年 9 月教育

部公布的 「 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 將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納入

重點項目，顯見未來國內中小學課程的政策與理念，將會提供學校與教師

更多專業自主的空間，當學校教師享有更多課程設計的權力，相對的也必

須承擔更多的責任。

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改革，是由教育現場中直接面對課程運作與學生

問題的教師，來扮演主動積極的革新機制。只有教師參與才能活化組織運

作，真正落實教育的理念。面對這一波課程變革，學校教師的反應不一，

有人肯定 ， 也有人抗拒、懷疑與恐懼，這樣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 ， 因為任

何改革都在挑戰人的慣性與惰性 ， 當人被拋出穩定的常軌，身處在不確定

的責任承擔中，難免不知所措，此時唯有幫助教師7解變革，掌握相關知

識、技能，才能化解諸多疑慮。在有關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研究中發現，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問題以及教師反對的理由 ，不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

理念或價值性本身，而是經費資源欠缺、教師知能與時間不足、人事異動

與學校規模小 ， 教師流動率高等技術層面的困難(張嘉育，民凹， p. 195l ' 
這些觀點反映出教師對於課程革新的實際運作缺乏信心，如果能夠提供國

內外的實際經驗與具體做法，或有助於信心的建立。從過去到現在，國內

中小學應該存在著許多「主動出擊」的教師，他們為了達成教育目的，解

決學校問題，白發性的推動一些權變的課程方案，這些經驗無論成功與

否，對於現今以學校為本位的課程改革而言彌足珍貴。這些教師的努力就

像一輩盞的明燈，只要我們多一點挖掘與找尋，就能在教改路上減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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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傳奇:一所偏遠國小實施「倫理互助」課程的經驗探討

盲目的試誤，少一點無謂的消耗。有鑑於此，本文將以一所山區偏遠小學

在民國 68 年至 73 年闊的一段課程創新的教育史實作為探討的主題。

民國 68 年這所小學在經費不足、人力有限與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透

過學校教師的努力，在五年之間點點滴滴的進步，除了學生行為改變，社

區家長的態度也逐漸由冷漠轉為參與，這些努力埋下的種子，在 20 年後

也就是去年 921 震災中，還可見其影響。在地震發生後的第二天，當村裡

的百姓面對殘破的家園一愁莫展時，一位青年站出來組織社區自救會，負

責統善事與聯繫救災與物資的發放，未來他還計畫成立社區的文化協進會，

這位青年就是當年這所小學實施「倫理互助」課程的受惠學生。筆者曾經

耳聞這所學校的辦學，現在在偶然的機緣中親見這位青年對小學生活津津

樂道，連其父母也肯定有加，深感當年這所小學的課程實施有進一步探討

的價值。由於事過境遷，只能透過訪談，請當時主要推動學校變革的教

師，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加以紀錄，除了事實描述之外，其中涉及教育理念

與價值部分， 則由筆者參酌活動內容與訪談結果歸納整理。由於部分陳述

涉及敏感的學校人事，因此這所小學將以化名 「 大山」稱迪之。以下分從

學校概況、課程方案的緣起、課程方案簡述、課程實施過程、相關配合措

施、課程實施的結果等層面加以探討，最後提出筆者個人的管見。

貳、大山國小倫理互助課程的實施情形

一、學校概況(民國68年至 73年間)

大山國小座落在群山環抱的小村莊裡，這裡的村民人口不及 2000 人，

多數以種植水果維生，是典型純模的農村聚落。過去交通不便，村中的小

孩要走四、五公里的路到鎮上讀書，爬山涉水不僅不方便， 還十分危險，

直到大山國小設立，才解決了孩子就學的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中，村民生

活的辛苦可想而知。

大山國小有學生 205 人 ，專任教師9人，工友 l 人，校長為外地人，平
日留在學校的時間不多，對校務也不積極;教務主任已闊退休之齡，很少

主動推展教育革新活動;學校教師一半以上是當地人，流動率尚稱穩定，

唯少數教師在農忙時節，偶會因為自身果聞事務而疏忽本身的教學工作，

這些情況看在懷有教育理想的教師眼中，是很難接受的 o 民國 68 年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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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自軍中退伍的徐姓教師回到這所學校任教，這位教師懷抱著年輕人的熱

誠與真摯的故鄉情慎，希冀改善學校氣氛，為鄉里子弟提供更好的學習經

驗﹒於是一段為期五年的課程變革於焉展開。

二、課程方案的緣起

徐老師發現，山裡的孩子個性純樸憨厚，但是家庭經濟不好且文化貧

乏，普通而言個性傾向被動、害羞、自卑與缺乏自信，再加上父母親忙於

生計，疏於生活指導，所以許多學生衛生習慣欠佳，服裝儀容不整，生活

教育的責任幾乎都在學校身上。有鑑於此，徐老師以「倫理互助」為核心

概念，設計了系列活動 ，一方面改善學生的行為習慣，培養自信;另一方

面希望學生能夠走出自我中心 ，學習與人合作的能力。

三、課程方案簡述

←)基本理念

l 以生活為中心，建立教育與生活的關聯性，讓校內學習經驗延續日

常生活的親切感與實在性，一方面減少學生對學校的疏離感，樂於

參與活動;另一方面能夠將校內外經驗加以連結統整 。

2 把學生視為學習的主動者，而非被動的接受器。透過團體活動的情

境安排，引導學生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在人際互動中，藉由幫助

他人而肯定自己，進一步形成助人的行為系統與行動傾向。

已)方案目標

l 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2 養成主動探究、解決問題的能力。

3.培養人際溝通與互助合作的能力。

日課程組織與架構

大山國小的課程方案包括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兩部分，前者以

每週一節的聯課活動為主，後者包括晨間打掃 、 朝會、典禮、運動會

等，兩者皆以「倫理互助」的精神內涵為重點。其中聯課活動是以學

生的經驗與興趣作為課程選擇與組織的中心，課程內容由各組學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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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傳奇:一所偏遠國小實施「倫理互助」課程的經驗探討

同商討決定，教師只是從旁協助的輔導角色。至於非正式課程也以小

組為單位來進行，小組成員的互動是課程運作的關鍵。

四、課程實施

(一)成立倫理主助小組

徐老師將全校 205 位學生以混齡方式編成六大組，名之日倫理互

助小組。每組成員以兄弟姊妹、親戚以及鄰居等親密關係為組織原

則，這種編組方式延續了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網，以倫理親情及友情

為基礎，成員間易有親密的聯繫與默契，在學生的生活經驗與學校經

驗間搭起連結的橋樑。

(二)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分為三部分，一為生活互助;二為學習互助;三為社區

服務。以下分迪之:

1 生活互助:

學生在學校的生活除了正式的學科教學以班級為單位之外，其

餘的非正式課程皆以倫理互助小組為單位來進行 。 由於小組成員間

關係親密，年長的學生扮演了模範與指導的角色。徐老師利用自己

在三年級至六年級的社會謀及體育課，指導中高年級學生如何幫助

學弟妹解決生活問題，建立良好的衛生習慣。學校的晨間檢查、朝

會、清潔區城打掃由各組的大隊長與副隊長統.規劃(正副隊長由

組員投票產生，通常是中高年級學生當選，組員無分年齡高低，都

要學習服從隊長的指揮) ，組員間彼此協助服裝儀容的整潔與衛生

習慣的提醒。這種互動方式是由學生內部自發產生規範的機制，身

為幹部的學生有模範的榮譽感，小組成員也樂於接受兄長組的指

導，這種良性互動避免了師生間因為常規問題而交惡的狀況。

2 學習互助

(1)課業

倫理互助小組是一個互相提攜，共同成長的團體。除了生活

常規的建立之外，徐老師利用課餘時間，事先指導各小組高年級

學生的課業，再由這些學生在早自習時間擔任小老師。這些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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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態度十分認真，因為他們希望在弟妹面前扮演成功的指導

員。

(2)活動設計

每週一節的聯謀活動著重在提供自由、創造的機會，讓小組

成員透過討論、溝通，來決定活動的內容與實施方式，所以學生

是主動的角色。教師允許學生自主性的選擇，同時指導他們反省

選擇的結果。這種以學習歷程為中心的方式，比較屬於課程專家

所言的「過程模式 J (黃政傑'民 80 ' pp .l75-182 ) 。聯謀活動

的實施是由小組事前商定活動內容，確定之後共同研擬一 分活動

計劃書，計劃書的內容必須包括活動名稱、型態、器材、場地與

人數，教師根據計劃書提供修正意見。由於各小組的討論結果不

一 ，所以聯謀活動的內容也呈現多樣化，包括戲劇表演 、說故

事、唱歌、各類團體避戲等。從討論、定案、計劃書的撰寫到實

際課程的進行，學生必須應用國語、數學、社會、美勞等學科相

關知識，所以這些學習材料不再是沒有意義的抽象符號。

3 社區服務

徐老師帶領各小組，不定期打掃社區，一方面讓學生了解社區

環境;另一方面對家長進行機會教育。這項做法打破了學校與社區

的藩籬，當師生進入社區的同時，也建立了學校與社區共存共榮的

關係 。

五、相關配合措施

(→購置學生制服與衛生用品

有些學生因為家庭經濟與文化因素，服裝不僅破舊而且污穢不

堪。徐老師特別購置男女學生制服各二十套，連同指甲剪、安斗等放

在教師宿舍， 一旦倫理互助小組的大隊長發現組員服裝儀容不整，就

會帶著組員到宿舍更換新裝，再由老師指導學生將自身衣物洗淨、燙

平。徐老師發現，每個換上新裝的學生都會露出燦爛的笑容，自信洋

溢在天真的臉龐，這些學生不是不愛乾淨，只是缺乏關懷與指導，這

個時候把溫暖的關照交給學生 ，也許比任何道德理性的言說更有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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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傳奇:一所偏遠圈-)、實施「倫理互助」課程的經驗探討

此外，學校環境是潛在課程的一部分，在潛移默化中陶冶著學生

的人格與氣質。徐老師看到學生因為忘記帶手帕、衛生紙而受罰，他

心裡想著，如果學校廁所可以提供衛生紙，不僅能夠解決學生如廁之

後可能的難堪與尷尬，還能兼顧學生的自尊。這項構想得到學校工友

陳先生全力支持，不僅五年之內衛生紙的供應從未中斷，即使後來徐

老師因為個人進修因素離開學校，陳先生一人的然慷慨的從微薄薪水

中固定撥出經費，十幾年來從未間斷。直到今天這所偏遠小學的廁所

依然提供這項人性化的服務，只是工友不必自掏腰包了，因為當年這

些受惠的學生已經長大 ， 他們或為家長委員﹒或為學校志工，這項服

務也由家長自發性的接手來做。薄薄的衛生紙二十年來從不間斷的承

載著厚厚的溫情，緊緊的牽繫著人性的光輝。

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還包含著一段小插曲。當時在民生物

資並不充裕的時代，學校廁所放置衛生紙對學生而言是一件大事，有

的學生好奇的把衛生紙當玩具，有的帶回家和家人一起使用，垣短數

週已經耗盡一學期的存貨。徐老師利用機會教育，教導學生愛物惜

物，另一方面繼續堅持下去，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學生把玩衛生紙

的情形不再發生，徐老師終於鬆了一口氣。

在校園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發生變化，這些變化來自師

生間心靈對心靈的衝擊，也來自環境的不言之教。小小的舉措也許酒蘊

著巨大的效應，可以綿延數十年而不休止。如果用經驗來界定課程，則

學生在校內的一切經驗都可視為課程的一部分(黃政{棠，民 80 ' pp .68-

69) 0 20 年前在大山國小接受人性化課程的學生， 20 年後以同樣的方

式回饋給母校，這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

已)觀念的溝通

l 與同事溝通

徐老師利用課餘聊天時間讓同事了解自己初步的想法，其中一

兩位表示支持，其餘的老師則持冷漠觀望的態度，還好這些老師只

是不聞不問，倒也未曾加以阻撓。在方案實施一 、兩年後，學生無

論在朝會或打掃時間，明顯較能自動白發，學校老師毋須為學生常

規傷腦筋 ， 教學負搪減輕許多。雖然這些老師還是抱著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態度，但是對徐老師的態度則轉為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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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爭取蒙長認同

徐老師住在學校宿舍，下班後常常藉著與村中青年喝茶聊天的

機會，討論教育問題與學校的變革，這些青年就成為徐老師與社區

家長的橋標。

日學生凝聚力的增強

為了增加學生之間情感的聯繫以及訓練強健的體魄，徐老師利用

假日不定期辦理生活快樂營，學生採自顧方式參加，在三位教師的帶

領下，學習無具炊事、紮營等基本生活技能。此外，每位三年級以上

的學生每天清晨五點就要到學校操場集合，自徐老師帶領沿著學校的

山間小徑晨跑 。每天一個小時的 「同甘共苦 J 把師生的心緊緊的繫

在一起。學生們並肩晨跑，幾年下來跑出了情感，跑出了健康，更跑

出了榮譽 。當他們參加全縣越野賽跑，居然捧回了冠軍的寶座，這是

意外的收穫。這項活動讓整個村裡每天早上不到五點就燈火通明，到

後來連一些家長也一起加入跑步的行列。

六、實施結果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J 教育是點點滴滴的累積工程，教育的成效

也許在學生快樂的笑容中流露而出，也許在學生自信的神采中展現出來，

這些無形的進步或許連學生自己都不一定感覺得到。也許學生的問題在老

師費盡心思之後依然存在，但是問題的層次提昇了 ，這就是進步。對於這

五年課程實施的成效，徐老師沒有留下科學化的評鑑資料，他是從日常與

學生的互動中，直接感受與觀察學生的行為。在這幾年中，學生之間衝突

與打架的行為逐年遞減;學校朝會各小組的隊伍井然有序;當老師號召學

生，犧牲星期假日到校打掃服務時，全校會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熱烈響

應，這些學生的課業表現也許不是傑出，但是多能樂於參與團體事務，熱

心幫助同學。那幾年徐老師走在村子裡最怕看見學生家長，因為家長一看

到他，常常會送上一堆自家種的蔬菜水果，讓他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就連現在也是如此，只是送水果的人換成了當年的學生。徐老師語帶幽默

的表示，這些「收穫」是不是也可以列為「課程實施的結果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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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傳奇:一所偏遠圈-)、實施「倫理互助」課程的經驗探討

七、遭遇問題

在推動倫理互助課程的五年間，徐老師遭遇最大的難題是學校教師。

雖然這些老師沒有明顯的唱反調，但是抽手旁觀的消極態度使這項課程方

案僅僅維持數年，在主其事的徐老師離開學校之後就畫下了休止符。唯一

延續下去的就是工友陳先生不息的熱誠。不過徐老師也提到，雖然缺乏學

校行政與同辜的積極支持，但是也因為他們不干預的態度，才使他有開闊

的自主空間。所以「難題」有些時候反而是一種助力。

參、大山國 IJ、實施「倫理互助」課程的啟示

徐老師是大山國小倫理互助課程實施成敗的關鍵。他能堅持下去是因

為這份工作讓他感覺快樂。快樂就像綿綿不絕的暖風，使相傳的薪火不會

熄滅。如果在課程實施過程中有太多的自我強制而夾雜著不快樂，那就很

難繼續下去。他的快樂來自對教育工作積極的認同，也來自課程實施的有

效性。筆者認為，徐老師推動的課程方案，掌握了教育的原則與方法，值

得提出探討。

一、人性化的關照

徐老師的做法，讓筆者想起一則故事。有一個偏遠的農村突然通了火

車，村裡有個小孩特別熱情與好奇，他每天站在高處等待火車經過，然後

伸出熱情的雙手向旅客揮手致意，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旅客注意到他。幾天

後他開始懷疑是自己的村莊太醜陋?還是自己長得太醜?還是手勢不對或

站的位置錯誤?天真的孩子鬱鬱寡歡，居然因此而生病，但是他每天還是

打起精神繼續揮手。他的父親是一位老實的農民，為了治癒孩子的病，遍

尋名醫，但是所有的醫生都是搖頭。有一天農民為尋名醫，投宿在一家旅

社，夜晚農民的嘆息吵醒同室的旅客，農民據實告知孩子的病由，這位旅

客笑一笑又重新睡去。第二天一早農民醒來發現旅客已經離去，他沉重的

走回村裡，哪知道才走到一半，他的妻子高興的迎面跑來，因為孩子痊癒

了。原來今天一早第一班火車通過時， 一位男人把半個身子伸出窗外，拼

命向孩子招手，孩子跟著火車跑了一陣子，回來的時候病就好了(轉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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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民87 ' pp.66-67 )。這位旅客用熱情的揮手代替理性的勸說，治

癒了孩子的心理疾病。在學生問題行為的背後，可能也隱藏著一段不為人

知的辛酸與苦難，他們需要的是同理與接納。徐老師沒有對服裝儀容不整

的學生講太多的道理，說這是不好的，那是不對的等等價值語旬，也沒有

責備學生忘了帶手帕、忘了帶手紙。他只是探出身來搜尋需要幫助的學

生，然後用實際行動把人性尊嚴還給了學生。溫煦的關照可以牽動人的內

心，激發積極的生命反應，學生對服務學校的打掃活動熱烈參與，就是一

項的例證。

二、倫理互助小組是生活經驗的延續

日常生活中，學生的人際關係是由家庭逐漸拓展到社區，學校的學習

活動如能善用概有的人際關係網路，學生的校內外經驗就能統整，形成活

， 絡的網路系統 。 杜威 0859-1952) 曾經指出，一種經驗中包含的技能與理

解能夠應用在另一種經驗中，是因為兩種經驗存在著同樣的因素 。 所以相

似性是一座橋樑'把先前經驗與新的經驗連結起來。許多小學教育孤立自

存，結果兒童進入學校之後，學校的生活與兒童的早期經驗缺乏共同因

素，不僅使兒童在生活上突然出現斷層，也讓兒童的思考無法發揮作用，

這是小學教育不能培養見童反省思考的原因(Dewey， 1933, pp.166-167) 0 

大山國小倫理互助小組的組織原則結合了生活關聯性，兄弟姊妹與左鄰右

舍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親密的互動團體，小組的活動內容則是與學生切身相

關的生活互助與學習互助。不僅如此，身為兄長姊的中高年級學生，在弟

妹面前自然而然想要展現表率的風範'老師只要稍加指導，往往事半功

倍。指導弟妹或街坊鄰居成就了學生的信心，自信與尊榮感伴隨著倫理親

情與友情的滋長，成為課程實施的一大助力。

三、主動參與的模式

大山國小的課程方案重視學生的參與，參與的意義是讓學生成為主動

的探究者，而不是被動的接收器，參與感能啟發學習的自覺與思考的習

慣，學生主動思考，才能產生有意義的經驗。方案的實施策略額似杜威提

出的教學策略，首先是提供真正且持續的經驗情境，讀學生覺得有興趣;

其次在情境中有真正的問題刺激思考;再者學生蒐集資料並做必要的觀

察;下一步是學生有責任將擬議的方案循序發展;最後是提供機會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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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應用自己的觀念，一方面使觀念的意義明晰， 另一方面能自己發現

觀念的有效性(Dewey，的 1 6 ， p .1 92) 。大山國小的聯課活動讓學生參與計劃

與執行 ， 活動完成是學生的目標， 也是學生的責任 。這項課程提供了自 由

表現的機會 ，學生興趣高昂，討論的場所往往從校內延伸到校外。溝通歷

程中的挫折與失敗是學生切身的感受，這些經驗能夠幫助學生學習明智的

表達方式 ， 一方面讓他人了解自己的想法，男一方面也從別人的回饋中拓

展經驗。 此外密切的溝通除了促進了解，更能增進情感的交流，建立深厚

的情誼。由於人際關係不能僅憑抽象的知識來建構，它必須在真實活動

中，透過切身的經驗領會而發展。藉著聯謀活動讓學生有完成共同目標的

機會，由完成共同目標的需要 ，進而了解到人我相互依存的關係，也體驗

了互助合作的必要。所以從討論 、溝通、合作完成計劃書，到成果的展

現，學生的經驗在挫折、失敗、修正與試驗過程中，不斷的重組與改造，

尤其活動設計牽涉到語文的表達 、算術的計算、社會互動、資料蒐集，還

有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發揮等， 也讓正式課程的讀寫算有了實際應用的機

會。總體而言，這項課程方案的精神是可取的，學生也十分主動積極，這

些表現與部分教師的態度形成強烈的對比。

肆、結語

大山國小實施倫理互助課程的經數可以說明，除7有效性的原則之

外 ， 教師的自願性也是重要的關鍵。教師是否把學校當作 「安身 」 的所

在，以教育作為 「立命」的依歸，往往決定了課程創新的可能性與課程實

施的品質。大山國小 「倫理互助」課程的實施，雖然在學生心中留下難忘

的回憶，但是由於缺乏學校教師自顧性的參與與支持，使這項課程方案僅

僅維持五年，這是美中不足之處。近幾年來隨著課程自主權的增加，學校

教師較之以往更有揮灑的空間與資源，誠然理念的落實必須付出相當的心

力，也難免遭遇種種的挑戰與挫折，但是依循著教育之道一往直前，這就

是教師的快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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