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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學習趨勢對於班級經營的啟示

魏惠娟

班級經營的概念自 1970年代以來，在西方逐漸受到重視，一

方面由於開放教育的影響，另一方面則由於許多針封教師所做的

調查研究，都指出學生的侵略性行為及違反常規的干擾事件是影

響教學的主要原因。在國內類似的研究及實習教師實際的反應都

指出學生的問題行為最令教師頭痛與憂心。

終生教育的觀念自 1960年代由於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的

研究與提倡，歷經三十多年的發展，已被視為未來教育改革的主

要方向，主主於終生學習是未來學習新方向，如象從終生學習的觀

點槍視班級經營的理念與策略，是否會有不同的啟發呢?此乃本

文撰寫的動機。本文首先論述終生學習的趨勢及其對於教育方向

的影響及學習觀點的街擊，按著從終生學習的觀點來檢視班級經

營的概念與重點，最後分析終生學習視點對於未來班級經營的啟

可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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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班級經營的概念自 1970年代以來，在西方逐漸受到重視，一方面由於

開放教育的影響，男一方面則由於許多針對教師所傲的調查研究，都指出

學生的侵略性行為及違反常規的干擾事件是影響教學的主要原因。在國內

類似的研究及實習教師實際的反應都指出學生的問題行為最令教師頭痛與

憂心。因此，國立台灣師大自八十年學度開始開設班級經營課程，各大學

教育學程也開設「班級經營」一門課供學生還修。此外，相關的研討會召

開，專蓄的出版，班級經營交流網的開啟，更多的對話，凡此種種，都使

班級經營的內涵更豐宮 。 不過，如上所述，由於班級經營的受重視，肇囡

於學生的常規問題嚴重，有關班級的經營策略或討論的重點，也因此著重

於常規的經營或學生問題行為因應策略之探討。筆者在中正大學教育學程

講授「班級經營 J 一門課迄今四年，每學期在上課之初，通常會請學生回

想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師，並述說其班級經營的理念與策略，所得結果

幾乎毫無例外的，都在描述老師各種光怪陸離的帶班策略(而且罰多於

賞) ，每次聆聽同學的分辜，都讓我若有所失，好像同學們並沒有體會到

隱藏在老師經營策略背後的教育哲學與理念?筆者相信，具體的帶班策略

(或招數)對於每位老師都是必要的，運用得當，也可以收到立即可見的

效果，但是那些管理策略畢竟不是班級經營的核心，如果把班級的經營窄

化到常規管理或問題行為的防治，有見樹不見林的遺憾會不會使已經 r 愈

來愈不好玩』的學校，變成更沒有樂趣的地方?使原本緊張的師生關係

(特別是園中階段)變得更敏感?或者使原本疏離的師生關係(特別是大

學階段)變得更遙不可及?

終生教育的觀念自 1960年代由於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的研究與提

倡，歷經三十多年的發展，已被視為未來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終生教育

的觀念強調學習是因應變局，永保卓越的關鍵，真正的學習注重行動中的

反思、觀點轉化與改變，而卻也有不少人同意「學校是過去五十年來始終

沒有太大改變的地方之一 J 註 1 ，如此的宣告，的權令人觸目心驚 。 終生

言主 1 :今丸守主的手 .1弗斯，art"頓﹒數幸賈 ( Jrëlnnette Uos ëlnd 6ordon Dryden )著
「學習革命」一言， 381霄，直在存在學三均每技研習班的場合，有機會討論

到此一現象，雖未正式訊室，但是，大家似乎都血買者周恩。

- 48-



終生學習趨勢對於班級經營的啟示

學習的趨勢已勾勒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未來學習及未來學校的形象，但是位

居教育改革最關鍵角色的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是否也體認到因應變局，從

前習以為常的做事與思考方式必須有所調整?對於師生關係本如婆媳關

係'原本就是一場爭戰的假設，是否要重新檢討與定位?是否由於受班級

經營傳統心智模式的影響，使我們對於班級經營的核心有不同的體諒?墓

於終生學習是未來學習新方向，如果從終生學習的觀點檢視班級經營的理

念與策略，是否會有不同的啟發呢?此乃本文撰寫的動機。本文首先論述

終生學習的趨勢及其對於教育方向的影響及學習觀點的街擊，接著從終生

學習的觀點來檢視班級經營的概念與重點，最後分析終生學習觀點對於未

來班級經營的啟示。

貳、終生學習是全球化的趨勢

終生學習主張個人在一生中都要不斷的學習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因

此，教育系統要在兒童幼年時就激發他們有終生學習的動機和準備。終生

學習的理念，自從 1970 年代三本重要的著作出版:終生教育導論( An 

introdudion to lifelong education )、學會生存(Learning to be) 及回流教育

一終生學習的策略( Recurrent education 一 The strategy of lifelong learning ) 

，對於理念的推展影響至鉅，可謂 70 年代最重要的代表作(黃富順，民

的: 5 )。經過三十多年來的發展，終生學習的概念已有了更新的詮釋，

它不再是一種回流教育、或者二次教育機會的提供而己，而是真正的終其

一生的努力，由搖籃到墳墓的學習。每個人無論老少，都要被激發動機並

且為學習做裝備，對於學習的內涵也要轉而自終生發展的觀點來了解，終

生學習為什麼成為一種趨勢呢?整合學者們的意見( Belanger &τuijnman ' 

1997 ; Ragga仗， et aI.1996 ; Tuijnman ' 1996 ; zee . 1996) ，大致可以歸

結出以下幾股勢力之影響:

一、面對經濟、文化、社會各個層面全球化的趨勢，終生

學習成了最好的回應策略

今日人類所面對的改變，不只是物品或服務項目與型態的改變而己，

更重要的是λ的改變，人們的知識、觀念、夢想與表達方式都不同於往

日。由於移民人口的增加，不同文化背景及價值觀的人，在同一個社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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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工作與生活，將成為未來更普遍的現象，第二種外國語言的訓練，顯

得更重要，快速工業化的結果，也使得傳統家庭與學校的價值、規準典文

化變得更脆弱，以學校的角色為例，傳統學校角色籍著教導個人生活上必

須具備的知識，便往會趨於穩定。但是在一個複雜並且瞬息萬變的社會

中，傳統知識導向的教學信念，正面臨了嚴格的挑戰。

二、資訊科技大量並且普及化的趨勢，影響職場結構

資訊及視訊科技的出現，影響勞動市場及其所需的技能結構，未來高

技能導向的職業增多，這種職業需要更好的教育、訓練以及獲得知識與應

用知識的能力，要求高職場表現水準'則需要能自我管理的團隊、彈性的

工作設計、水平的組織設計、資訊及辦公室科技、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

尤其是改革與全面品質管理。為了邁向更高水準、更彈性昀工作場所，成

人教育與訓練的需求大為增加工作中學習，學習中工作」的型態取代

了工作與學習交替出現的情形，例如:隨著時代的變化，方案管理者最新

的工作重點為:要有科技觀點，例如:善於利用遠距學習、網路討論小

組、網路課程、虛擬大學等。身為預算管理人，行政人員必須代表組織、

職員及政府等對預算的執行負責。預算管理包括:預算計畫書、尋找資

源、在企業界尋找合作對象等( Belanger and Tuijnman '1997 5 Peter

son ' 1993 : 12-17 )。職場結構的改變，影響了未來學習內涵及其設計。

三、由於工作時間減少，可支配時間增加的趨勢，致使個

人非工作生活型態改變

由於科技化的趨勢，縮續了人們的工作時間，人們私人生活中教育訓

練及休閒旅遊的機會因此大為增加。以英間為例，個人一生中，平均不工

作時間已由 1856 年的 118， 000小時，增加至 1981 年的 287，000 小時，換言之，

人們一生中花在工作的時間已經由工業時代的 50% '減少至工業時代末期

的 20% 了，預期在後工業時代，這種情形將更明顯( Belanger and Tuijn

man '1997 5 -6) 。由於個人工作時間的減少，因此，其非工作生活型

態也被改變了，未來人們可能更追逐休閥、個人發展等之活動。人們必須

重新定義價值、文化規範 、 機構的結構、人際關係等。人們的生活步調受

網路與衛星的影響，逐漸勝過受政府的影響，由於一個人的知識、技能與

教育水準影響其就業選擇，個人的就業情形叉影響其職業的收入及生活水

準，因此個人的教育水準、教育期限等問題必須更受重視，教育雖然不是

- 50-



終生學習趨勢對於班級經營的啟示

這些問題唯一的解答，然而，教育、訓練與成人學習卻無可諱言的扮演了

極為重要的角色，在成人非工作生活型態中，可以預期的是個人學習的需

求將日漸增加，並更多元化。

參、終生學習指引未來教育新方向

雖然終生教育的思想還在持續發展中，但是終生學習已成為未來生活

的一種方式，殆無疑義，簡單來說，終生學習係指個人一生中，為增進知

識、發展技能，改正態度所進行有意的、有目的的活動。黃富順(民的:

6 )會綜合學者不同的定義，歸納出下列終生學習的共同要素:

1.是一種有意的學習活動。

2. 反對教育和學習的工具性價值觀。

3. 期望學習機會能普遍共享。

4 承認非正規學習的重要。

5 強調學習如何學習，激發學習者不斷學習，獨立學習的重要。

6. 是主含著對於傳統教育哲學主張教育在個人生命過期中有明榷的開始

與結束時間之批判。

終生學習的趨勢指出我們對於學習要有全新的觀念，學習超越學校內

的學習，乃是終其一生的活動，學習管道講究彈性而且多元化，學習方式

注重自我導向學習精神及能力的養成。終生學習的觀念至少指引了下列的

教育新方向:

一、新的是t育與訓練方式之必要:例如:自我導向學習、問題導向的

指導、經驗學習等。

二、有援學校運動之必要( effective school movement )例如:更好

的管理、史經常的學習成就測驗、更有秩序的學校環境。

三、閱讀史學習運動:例如:顧客中心、呂學習機會彈性化、運用科技、

自我導向教材及支持系統之發展。

四、去學校之社會( de-schoo峙。f society )此一運動在 1970年代最

顯著，持此主張者宣稱學校成為壓迫的工具;學校加強了社會不

平等、造成人們的依賴、失去創造力與白發性。

五 、 回流通k育之主張:回流教育的理念主張重新建構教育系統，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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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一生的學習得以被打斷但又可以毫無問題的隨時間姆學習。

綜合而言，未來的世紀，無論是對於組織或個人，終生學習勢必成為

一種生活型態 ， 學習如何改變，不僅是未來成人重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

缺乏這種能力，我們將會被所生存的世界孤立、落伍，終致被淘tt 。

肆、終生學習重新定義教師角色

綜上所述，終生學習是全球化的趨勢，它不但影響個人生速發展與職

場準備的方向，對於教育革新與組織管理都有很深的啟示，本文由於主題

的關係'因此討論焦點僅限於班級經營這個方面。班級經營的關鍵人物是

老師，老師對於學習的觀念與態度對其教學設計與班級經營策略都有深遠

的影響，終生學習趨勢己對未來學習及未來學校產生衝擊，老師的角色如

何再定位呢?

吉妮特﹒{弗斯( Jeannette Vos )以及高頓﹒戴頓( Gordon Dryden ) 

努力研究各種學習新方法並且共同撰寫「學習革命」一書，引起了不少的

重視，該書對於所謂的學習新方法其實並沒有深入的探討，但是由其排版

所呈現的方式，的確有助於迅速閱讀，得到一個概質的效果，該書第一輩

引述別人的話並用斗大的字指出「學校是過去五十年來始終沒有太大改變

的地方之一 J (林麗寬譯，民的: 38) ，相信叫許多教育工作者先是一

驚，師而似乎不得不黯然的表示同意。未來的學校究竟將如何的變化?從

現在如火如荼紛然並陳的各種方案:如小1汪精神、統整課程、開放教育... , 

以及充滿較勁、角力味道的許多新型態的組織，如教師會、教評會、校長

協會...等，加上各種研究報告所出現的饒富批判味道的名詞，如:去集中

化、擴權增能、鬆綁...等，我們可以嗅出學校組織已逐漸由沉睡中甦醒，

未來十年中，佛斯與戴頓引述的話將不再適用。但是，未來學校究竟會變

成什麼樣子 ， 由上述的現象，仍然無法比較具體的看出來。

天下雜誌從終生學習的觀點，勾勒出未來學校的特徵為:全新的校園

空間 、 學習資源來自社區、教材隨時組合、企業提供器材、流動的教室

(許芳菊，民的， 28-33 )。顯然科技的創新與應用，將嚴重改變學校的

形貌。不過報導同時指出「科技本身立豈不能帶來改變，改變的關鍵在老

師 J (許芳菊，民的， 36-37) ，那麼未來老師究竟應該具備什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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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該報導提出以下十三點供參考:

1.教師是學習技巧和學習障礙的診斷者

2 教師是心理問題的診斷者

3. 教師必須是課程設計專家

4 教師必須是媒體資源的諮詢顧問

5. 教師必須是資訊、學習資源的提供者

6. 教是必須是因隊合作的專家

1 教師必須是團體溝通專家

8 教師必須是獨立研究、獨立學習的指導者

9. 教師必須是學生、未來社會技巧發展的輔導者

10.教師必須是客觀主:正的評價者

11.教師必須是'A'共關係的專家

12.教師必須是社會工作者

13.教師必須是未來學的專家

從終生學習的趨勢視之，前途的報導自有其理論基礎，雖然我們也許

未必同意上述有關未來學校與未來老師所有的觀點，但是相信沒有人會反

對學校必須改變，老師必須改變的訴求吧!

終生學習的思潮帶來了學習新觀念，傳統全時間學習，再全時間工

作，退休之後再休閉 ， 片段分離式的觀念與做法，隨著新知不斷的產出，

職場變遷的速度加速，人口逐步高齡化並且更健康的事實，學習、工作 、

休閱整合並且反覆出現在個人一生中，將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學習的必

要性增加，而且有效的終生學習對於個人、組織或國家能否邁向成功都愈

來愈重要了。此外，個人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每一個人一生中不只擁有

一個職業，可能有一連串的職業，擺在個人前面的機會是開放也是不可預

測的。未來成功的生活策略是學習對工作與生活做更彈性的規創，亦即個

人可以透過許多不同的路徑來達成其生活目標。

未來的學生與老師都必須是一個終生學習者，終生學習者必須是彈性

的學習者，所謂彈性的學習，包括以下的概念:學習方案可以被分解或組

合，成為不同的單元學習方式 (m吋ularization )先前的學習攪得認可;

開放與遠距學習將更為重要;合作整合的學習安排;利用先進的科技來學

習。所謂可以分解或組合的單位，是指個別化的學習方式，換言之，設計

個別化協商的學習方案，而不再受限於長期課程(C∞per • 1996 : 256-271)。

因應終生學習，個人必須轉變成一個彈性的學習者，彈性的學習，有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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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自覺，更了解自己的技能，並且為自己發展更清楚的計畫。

綜上所述﹒在終生學習的趨勢下，學校教育只是學習的一個層面、一

種方式，其他機構，如:大來傳播、工商業界、健康服務、旅遊組鐵、公

共資訊、監獄...等都是學習的媒介。未來的學習應如何再加強改善呢?濟

( z凹， 1996 : 168 )提供以下四個途徑供參考:

1 改進學校的品質:運用更有效更吸引人的指導方法、聘用更有技巧

的老師，設計更好的指導教材、採用革新的管理方式等。

2. 發展新的教育方索與方法。

3.擴大課程的可接近性，除去各種阻礙。

4 去除本位主義，整合所有有益於學習者的資源與方法形成網絡。

整體而言，終生學習的趨勢，將大大改寫學校教育的歷史，不過，教

育改革的成效能否發揮，終生教育理念能否落實，最關鍵的人物仍是學校

老師及其所帶給學生的學習觀念，未來老師固不必一定要具備前途的十三

大特質，才算能勝任的老師。但是，筆者認為，以下的特質，卻是必須

的:

1 未來教師必須願:意學習

2. 未來教師必須願意改變

3. 未來教師必須願:意接受新觀念

4. 未來教師必須願意嘗試新做法

5 未來教師必須願:意常常反思，承認自己不一定是對的

6. 未來教師必須盡力量'J 這一個有益學習， {史學習有趣的環境

伍、終生學習對班級經營的啟示

如果學習是因應變局的必要條件，如果終生學習是未來的一種生活方

式與態度，如果自我導向學習是未來學生必備的能力，那麼，我們要先使

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不要把「學習』與「讀學校的教科書」、「做老師

指定的家謀」畫上等號，教師當用各樣的智慧做好教學經營，使學習豐

富、使學生受吸引，這是不是應成為班級經營的重點呢?如果，學校的學

習有趣、有用，能使學生產生意義感，激發起他們對學習的好奇與願景，

由於學習導致的挫折，及隨之而來的反社會行為，必可以減少，教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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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否就可以不再成為教師們的惡夢呢?本文按著以前述為基礎，先反

思目前班級經營的理論與實踐，再綜上所述就終生學習趨勢，論其對未來

班級經營的啟示，供教育工作者反思。

一、班級經營的概念與實踐

綜觀研究者對班級經營不同的定義(朱文雄，民的;吳清山、李錫

津、莊貞銀、 ~J緬懷、盧美貴，民81 ;李隆盛，黃政傑、民82 單文經，

民的 ; 李新民、蔡明富，顏火龍、民87) .可以抽取出以下有關班級經營

的核心概念:

1.涉及教師、學生、班級與學校的活動。

2. 基於一定的理念與原則。

3 是一個共同合作參與的過程。

4 為了創造理想的學習環境，達成教育目標。

至於班級經營的內涵，則大致包括以下的重點:

1.班級教務、計|導、輔導、總務行政的經營。

2 班級目標、行事曆的研授與執行。

3. 班級檔索資料及其他事務的處理。

4 . 斑紋環境(空間)、氣氛、時間的經營。

5. 班級學生自治活動的經營。

6. 班級常規的經營。

7. #1級學習活動的經營。

若要進一步細分，則班級經營的內容可謂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一般

性的事務，例如:班級圖書區(角落)、教室美化與佈霞、學生安全、班

費、公物、師生關係 、 親師關係、家庭聯絡......等等，其複雜繁瑣的程

度，的確不是新上路的教師所能掌蜜的，遑論在變動不居的時代中，隨時

可能出現的校園事件所需要的危機管理能力，班級經營為什麼重要，由此

可見。

由班級經營的概念視之，雖然涵括許多的人事物，其最重要的目的則

是藉著有效的經營策略，塑造理想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習的發生，達成教

育目標。探討班級經營的專書，也發現作者們都同意教育目標的實踐是班

級經營的最終目的。不過，檢視相關的專著，筆者亦發現基於撰寫的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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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各本專著都是等量分章探討的述各班級經營的內涵，有的甚至對於常

規管理、暴力行為防範、獎懲原則、行為改變技術、不當行為之管理分別

專章探討，佔全書相當的比重(朱文雄，民的;李隆盛、黃政{棠，民 82) 。

突顯班級經營與有效學習鷗係的章節則相形之下少很多，由於學生常規問

題又一向是教師們覺得特別需要班級經營理念的原因，因此筆者在「班級

經營」一門課的設計上，雖然大致會包括前途班級經營的理念與內涵，但

是以往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在探討班級常規的問題與處理。此外，筆者每一

次上課，都會設計一至二次的經驗分享，每次邀請二至四位的實務工作

者，如:老師、主任或校長等來分享個人班級經營的策略。雖然筆者亦事

先與分享人溝通所期望分享的內容例如:教師的理念、教學經營與常規管

理，但是綜合四年來的發現，總計大約十五場次的實務經驗說明，似乎無

論給主講人什麼主題，他們總是花最多的時間來分享:班級常規經營的問

題與策略。

再從實務工作者在期刊雜誌上經發分享之相關報導，也是以班級常規

經營各式各樣的策略分享為主，例如:李麗凰(民86) 提供下列的策略:

(一)學習輔導方面

1 學習園地的 f布置

2回多元的評量方式

3. 成立班絞圖書館

4回學生藝文作品展示

5. 幫助低成就成學習遲緩的學生

6. 作業分量

1 教室標語及美化綠化

8 建立價值觀，

9. 配合輔導室妥善運用心理測驗

已〉生活輔導方面

1.建立學生基本資料

2. 由學生自己訂定統規

3. 使平時表現優良者都可接受班級同學表揚 ， i且是頒 R曾榮譽司令

4. 建立班級愛心信箱

5 設置班級愛心盒

6. 設置班級娛樂器材

- 56-



7. 做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8 養扮演好自己角色的能力

9. 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

〈且在團體輔導方面

1.團體討論法

2. 六六討論法

3. 1li己對討論法

4 座談會

5. 價值澄清法

6 情境故事法

立 斑紋慶生會

終生學習趨勢對於班級經營的啟示

張麗玲(民 88)談教室管理時提供十三點預防措施如:

l 吉T定班規

2. 教師期望

3. 以身作則

4 . 審慎安排教學活動

5. 指導學生選擇良好的行為

6. 給予成功的經驗

t 多與家長聯繫

8.培養學生自我控制的能力

9. 了解青少年身心的發展

10. 了解學生的背景與問題

11.建立師生關係

也不定期安全拾金

13.加強導師責任制與指導活動的實施

賴文正(民88) 所分辜的班級經營經驗包括以下六個技巧:

1 說笑話互之講故事

2. 盡量以幽默代替懲罰

3 逍時提出思考性的問題

4 技巧性的訓話

5. 1贊美式的批評

6 才巴拉大原則

黃義良(民88)則提出學期初的班級經營的十個方法:

- 57-



主題文章

1.事先鎮密全盤規劃

2. 主動出擊掌握先機

3. 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

4 改變家長的概念

5. 善用輔導室資源

6. 建立班級常規

1 成立班級義.:r:. i馬宜再團體

8.每個孩子都是寶貝的概念

9. 與家長保持聯繫

10. 教學應該力求生動活潑

其實無論學者或實務工作者，不管是從理論或實踐的角度來立論或提

供建議，都有助於班級經營原則的掌遷，不過，在讀了五花八門的策略之

後，不免有點見秋毫不見輿薪之感。綜觀班級經營的相關論述以強調經營

的目標是為了促進學習的觀點，相較之下更不多見。管理學大師彼得﹒杜

拉克著名的一問 r What business are you in ? J (你們賣的是什麼? )使得前

去尋求大師指點迷津的客戶，豁然開朗，重新檢視公司存在的基本目標。

或許老師們乃至所有教育工作者在每天忙碌不堪的學校生活中，偶也該佇

足反思:我在做什麼?常規管理為的是什麼?

二、班級經營的新思考

有鑒於教育改革各項政策正在學校內如火如荼的展開，迎向新世紀，

無論決策者、學者或實務工作者都努力在尋求有效的革新策略，希望我國

的教育遁入新世紀不止有新的展望更有新的觀點。終生學習是全球的趨

勢，其對於未來學校、未來學習與未來教師都有不同的要求，終生學習觀

點對於未來班級經營的重點與方向，至少可以歸結出以下四點啟示:

(→終生學習強調學習者不但要有終生學習的理念，更要有終生學習的動

機，終生學習的教師因此要營造每一個班紋，俠之成為能激發學習慾

冀的地方，教師要扮演學習促進者 (facilitator) 的角色 。

口終生學習要能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學校不是唯

一的學習場所，教師也不是知識唯一的來源，教師最重要的任務，在

用心經營其教學策略，務必f史學校的學習有趣。

臼終生學習不重在教給學生多少知識內容，而著重在提供學生獲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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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豆豆且了解如何學習，因此教師不必教太多，但是要注意學生

是否學到了，教師不但必須是一個終生學習者，更需擁有新眼光來看

新的學習，無論學習內容、學習方式、學習評量都要重新經營。

同終生學習趨勢發展至終的理想乃是學習社會的建立，學習社會的基礎

則在於學習型組織，班級經營的終生學習視，就是要經營每一個班級

使成為學習型組織，因此教師要認識學習型組織同時扮演學習型組織

的領導人。

學習型組織的經營可以說是班級經營的極致 ， 學習型組織的理念假設

每一個人都是天生的學習者，偉大的國隊並非一開始就造成的，乃是透過

學習如何創造驚人的成果所致。學型組織最終的目的不是在建立學習的組

織，乃是在建立學習的觀念，有意的學習，可以使組織成員在工作中活出

生命的意義，突破自己能力的上限。學習型組織究竟應該有什麼特色，彼

得.聖吉建議各個組織根據五項修練原則來操練，並且歸納出屬於自己的

學習型組織的特色。不過，彼得﹒聖吉根據個人多年實驗的結果指出，學

習型組織大致有以下的特色:

1.重視改進

2. 不斷的實驗，而不在尋找最後的答案

3. 尋思設計行動新方索，不是 ~;5m傳統的做法

4 . 組織成員寧有爭1翁，不係持;尤默

5. 鼓勵懷疑發現矛盾、而不是除去它

6. 視策略性的改變為學習必經之路

在終生學習的理念導引下，未來的教育目的、內容與方式都將有很大

的改變(葉學志， 1991) ，正如諾爾斯( Knowles, 1977:53 )強調的教

育的目的必須從知識的傳遞轉變為發展學習的能力課程必須從以精

熟教材為基礎轉變為以學習的方式技能為基礎的一種新的組纖教師

的角色必須重新界定，從傳授知識的角色轉變為以協助學生探索恩考為主

的角色」。

上述四個啟示中，學習型組織的建立可謂一以貫之，因此筆者建議老

師要成為終生學習者，紛演新黨日的愛好者，不妨先組成讀書會共同探討，

確實了解學習型組織的各項修練，再以之為班級經營的核心， 一個班級若

能朝學習型組織轉型，則教師必定是一個學習促進者，他所營造的學習，

必然有創意、有趣味，也必能拿捏真正學習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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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吉吾

本文由終生學習的趨勢，其對於未來教育與學習觀的衝擊，反思現階

段班級經營的概念與核心工作，筆者肯定班級行政事蕩的經營﹒學生問題

行為的處理，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內涵，對於學校老師而言，若能掌握其主

要原則，再了解一些實務策略，的確有助於新手上路。對於老手而言，則

了解及更新管理授巧與策略，當然更是不可或缺的知能。

筆者從終生學習的觀點，強調學習的核心概念，目的只是在提供教育

工作者另一個思考方向，特別希望提醒教師們，能隨時在行動中反思，常

常自我探尋、自我檢視:我提供的學生正在學習嗎?我的學習有趣嗎?我

知道學習的新方式嗎?並且顧意不斷的調整、不斷作必要的改變，則學校

將成為學生的樂園，班級經營就絕不再是「老師的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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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Implications of Lifelong Learning to 

Classroom Management 

Wei Hui -Chuan 

Schools today are radically different than the schools of ten or fifteen years 

ago. Incidences of youth suicide. violence and abuse have become common topics in 

the media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classroom manage

ment has been important. 

The idea of life-span learning has often been suggested in the past. The term 

continuing education came into widespread us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UNESCO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was powerfully introduced by many coun

tries.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education requires not only the growth of 

provisions for adult education, but also the rethinking of schooling for children. 

Lifelong education has bee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flect the concept and focu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in the new century of lifelong learning. The author first expresses the lifelong 

education trends and issues and its influence to the learning concep t. Some new 

thought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is then discussed. 

Keywords: classroom management, lifelong education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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