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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鄉孩子的啟發，是老師的責任

當我走進書店，這本書《做孩子的重要他人》，幾個斗大的字眼，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 

這大概是身為老師，最敏感的了吧？有人說，老師就是政府派過來的褓姆，這麼說，似乎也沒

有錯；身為老師，與孩子相處是最重要的職責。本書的作者蘇文鈺教授，不只是一位老師，更

是孩子生命中的重要他人、重要貴人。

蘇教授不只被放棄過，甚至還因失戀行竊而在地獄門口徘徊了兩次，所以他更能夠體認到

偏鄉孩子的狀況。其實蘇教授從小身體就不好，成績也差，但在小學時遇到恩師孫先秦老師，

從此便逆轉了他的人生。多年後，他在成大任教時，也曾對自己的人生、現行的教育體制產生

極大的感懷，甚至因勞累而昏倒⋯⋯也因此他立志做「孩子的重要他人」，希望拉偏鄉孩子一

把。

每個週末，蘇教授都風塵僕僕地開著車，載著研究生，從臺南到嘉義東石去教當地弱勢孩

子們寫程式、開發程式教材、訓練新的老師；為了讓更多孩子可以享受到最好的資源，他常常

南來北返，募集更多的幫手，造福偏鄉。儘管教了孩子這麼多東西，但蘇教授他認為，帶孩子

學程式，只是「知識、能力」上的傳承，更重要的是要讓孩子能有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未來

在這個社會上立足的功夫。

* 基本功，更是偏鄉孩子需要的能力

這樣說來，說簡單還真是不簡單哪！孩子必須要懂一些英文，才能學會程式，也才能克服

一些數學上的問題，這些都是最基礎的能力；但偏鄉的孩子，很多在基礎上就出了問題，更何

況要帶領他們更進一步學習這些具有程度的程式語言呢？因此，他找了老師協助孩子們做閱讀

理解的訓練、增進語文能力、以及更多最簡單的知識。這些都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也唯有

透過長時間的投入，才能讓孩子們立足，開放一個新的方向。

從偏鄉看到孩子的希望：讀《做孩子的重要他人》
文字工作者│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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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孩子的重要他人》──蘇文鈺教授名符其實地做了「孩子的重要他人、貴人」，他帶

孩子認識程式，開發「Program the World」、「Train the Trainers」計畫，並以長期培植偏鄉

在地的教學力量為使命，將軟體開發融入與輔助不同科目的教學現場，提升老師的教學力。因

此，我認為，這是一本可以激勵老師再成長、再精進的動力！

這本書的內容，共有七個章節，十四則小故事，每一則小故事，閱讀起來，都相當地感人，

彷彿在閱讀一段師與生在偏鄉的奇妙緣份！當我們帶著感動、誠心相連的心境來閱讀時，我們

就更能體會蘇教授的用心，以及他對臺灣偏鄉教育的奉獻了！我節錄了幾個章節，包括：阿公

和屘孫、敲開生命的窗、偏鄉的困境、夥伴、臺灣教育現場。從故事的標題，就可以閱讀出一

種生命力了！

* 駐點偏遠國小，看見偏鄉的需求

今年，我因為特殊專案，來到偏鄉學校，學校的類型就如同《做孩子的重要他人》這本書

裡的環境一般，清幽、靜謐，到了夜晚便杳無人跡。這間學校，共 130位學生，距市區約二十

分鐘車程。以全臺灣的幾所偏遠、特偏學校的角度而言，並不算特別偏遠，但學校周圍，幾乎

沒有餐飲店可供應，更別提超商了。學校放眼望去，盡是稻田、近山、農舍、村落，晚間七時

一到，萬籟俱寂；而這一所七十年的老校，就矗立在這樣的氛圍裡，敲響木鐸，讓村莊猶有不

停歇的讀書聲。

我和本書《做孩子的重要他人》的作者蘇教授不一樣，他載著教學團隊，固定於週末前往；

但我卻是全時駐點於此。九月開學，我一如往常地和以前的自己一樣，背起教學的行囊，走進

教室、辦公室；所有的教職員盡為陌生的臉龐，但氣息裡，我可以感受到一種友善。小學校，

老師朝夕相處，所看到的，就是那十多位面孔，工作時在一起，放鬆時亦為同夥，這種隨時密

切互動的感覺，是我以往在七十班的大校時，所無法感受到的。

我想，這就是偏鄉的氛圍吧！

* 偏鄉教師滿懷的熱情

去年，有一次，當我還在城市教書時，我們隨著輔導團的專業支持夥伴一起到偏鄉服務，

原本以為，會不會沒有老師願意出來與我們做教學訪談與教室觀察，沒想到，偏鄉地方的老師

極其踴躍，不落人後，各個臥虎藏龍，坐滿整個會議室，讓我們深深覺得，偏鄉的老師，雖然

人數少，但卻重質不重量！

其實這次是奉上級的指示，下鄉服務，與偏鄉老師做交流，這次的任務對偏鄉的老師而言

並不輕鬆。首先，他們必須先和輔導團老師談如何合作、做教學前的觀察、教學演示、教案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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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課後評估、檢視成長，還得看輔導員上課，給予回饋⋯⋯等，一連串的行程，得完成一學

期至少六次的訪察與紀錄，才算圓滿落幕。這對偏鄉教師而言，沒有嘉獎、獎金，甚至還必須

到市區開會，參與研習，但是老師們沒有被艱鉅的任務打倒；更何況偏鄉小校，車程來回不易，

學生需加倍照顧，教師又身兼行政數職，能有這樣的熱情，誠屬難能可貴。

有一位參與教學觀察的老師說，他們學校組成了一支強而有力的教學團隊，論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行政能力、課程設計，都難不到他們；雖然有時很累，但能在偏鄉地方多一些付出，

也是一種成就感！有一位參與的教師，是在場舉手自願願意擔任這幾次教學觀察的總召，她說

這是她第一次嘗試，自己也在學習，如果有做不好的地方，也請多多包含；這是她的謙虛話，

但聽在我們耳裡，這是何等地感動呀！又一位教師，獲得教育部的閱讀典範推手獎，這在偏鄉

資源匱乏的地方，確實不易；她用閱讀與寫作打造一個語文的王國，讓學生沈浸在學習的真善

美中⋯⋯。

是呀！回憶起這個過程，似乎和《做孩子的重要他人》裡的某些情境，有些相符之處。只是，

蘇教授的團隊帶的是「孩子們、部分老師」，而我所投注的，卻是「有心學習的老師」。

偏鄉地方的老師極富專業與熱情，當大家在為教師工時與教師的責任、義務爭論不休時，

我看到這一群山裡的老師，犧牲自己的時間，也犧牲了陪伴家人的休閒時間；在他們的眼中，

我看到一顆顆充滿韌性與堅毅的種子，正為教育界與孩子的學習，投注心血，等待長成蔚然成

林的希望大樹。

* 教育愛，讓臺灣變得更美

我一直堅信，教育是改變人性以及縮短城鄉差距最好的捷徑。在臺灣，有著因貧富差距與

雙峰現象所帶來的不公平，但因為有教師不凡的身影，才能將這之間的鴻溝，消弭到最低。

《做孩子的重要他人》，是一本充滿教育愛，也是一本讓臺灣最美的畫面重現的書。身為

一位教育工作者，我很慶幸，在我身邊，充斥著許多「教育愛」的故事。如芳是一位剛考上的

教師，堅持到高雄最高海拔的學校任教，因為她想陪孩子一起住宿，分享更多的教學趣事，她

也自願留下來替孩子們在大辦公室免費課輔，因為這是她對教育的初衷。政揚是一位身強體壯

的男老師，在颱風前夕，他扛著教室中的學生物品，陪孩子進駐到另一間安全的鐵皮屋，儘管

已經磨傷了雙手雙腳，他依舊堅持要護送每一位海邊的孩子。

與蘇教授提及的偏鄉環境，有點類似；老師的堅持，也與蘇教授的付出一樣。這樣的故事，

是臺灣最美的，老師們不計較什麼是份內的工作，也不計較一天工作時間是多久。「心美，一

切就美」，這是陳樹菊女士說的，套用在老師的身上，何嘗不可！臺灣的教師是工時最長、工

作量最繁瑣的，但經歷過這種考驗，才顯得出教育愛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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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與思考，看到教育的真諦

蘇文鈺教授在這本書當中提及，孩子要面對的，應該是「思考的能力」，而非「標準答案

的能力」。杜威說，「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不只如此，我發現只要進校園中的無時無刻，

正是「教育→思考→教育→思考⋯⋯」的不斷循環。其實，在教育現場，如同一篇篇的教學研究，

當我們面臨教學的問題時，便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思考教學→重新執行。

也因為有這樣的概念，我在對孩子互動時，總是以大量的「思考」來啟發學生的想法。而

在面對考題時，我也開始朝向有部分的「沒有標準答案」的模式去出。我思考了一下，標準答

案，只不過是「當下」的標準，只是讓老師能「方便批閱」罷了，但對孩子的學習，真的有用嗎？

會不會只是一種「記憶、機械式」的呢？這幾年，吹起了一陣翻轉教育、學思達的風潮，以往

我總是主導整堂課程，幾乎鮮少有機會讓學生思考、發言，但這幾年，我嘗試把內容的精髓運

用於課程中，讓學生在上課前可以自行預習，接著在課堂上我再針對大家預習所面臨到的問題，

由我或同學共同解惑，接著再正式進入課程、拋出有難度的問題⋯⋯ 我發現這樣的教學，不論

對我或學生而言，都是全新的開始，我也相信，這樣的學習成效比之過往，是更好的。

* 從教改，看到孩子的需求

特別是當我閱讀完《做孩子的重要他人》這本書時，我看到蘇教授把現行的教育環境，做

了一個很好的詮釋，也許也間接讓我們重新思考「教育改革」的議題吧。最近，媒體再次聚焦

於教改的問題，究竟要歸究於誰的責任？這是一個極大的命題，身為教學現場的我，總覺得，

談責任太沉重，與其卸責，不如省思目前的教育現況，有哪些是值得改善的。

如果我問，您覺得教育是誰的責任？大多數的人直覺便是學校、老師的事； 但您可知道，

教育要成功，家庭與社會的環境扮演了八成以上的責任； 也就是說，孩子在學校經過教導，但

回家後卻任其吃草，那前功盡棄的可能性非常地高； 而提及社會的學習氛圍，我們是否營造了

一個好的教育形象，供學子模仿呢？

前幾天，一則臺南某國中家長等候孩子回家的停車接送畫面，引起廣大的迴響； 我看到一

整排整齊的機車停放著，這是家長集體的自我約束所創造的良性奇蹟，這是「後囑效應」體現

於家庭中的典範，我也深深感受到，唯有這樣的氛圍，才有辦法教育下一代。而在這個事件的

同時，我也看到一位國中女生，惡意謾罵商家，事後在網路上又大言不憚，無視於網路素養； 

我直覺這是品格育的問題。又或者說，孩子學了許多道德的知識，但是否有形塑成能力、涵育

成素養、在生活中實踐？所謂的道德，與其紙筆，不如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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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還需要什麼能力呢？

今日談及教改，有人說，現在的教育欠缺了「人味」課程，日本自小培養書道，大陸也開

始重拾經典、心靈的課程，許多國家都從「心」開始推廣； 但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其失敗的

地方是：「心靈」沒有列在正式課程中，而是需藉由社會資源的挹注才能得到； 倘若，學校沒

有申請這一類的計畫，孩子有機會學習嗎？我也發現，目前的教育中，我們是否給了孩子國際

化的視野？一個孩子、未來的公民，需要有覺察世界的能力，他需要站在自 己的家鄉，去理解

另一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事件、去同理我們無法想像的世界、去培養人道關懷的精神。我們的孩

子，未來的競爭對手絕非只有臺灣，看看大陸、以色列、東協、印度的崛起，看看那些我們所

不知道的國際教育，我們會發現，孩子需要的能力，肯定有許多的不足。

我也發現，教改之後，課程改了，觀念也逐漸改了，但你覺得，現在的孩子或教育環境，

有達到我們想要的理想嗎？我多希望，看到孩子說話時能展現自信、看到孩子與師長應對時，

能回歸傳統的禮教、看到社會層面能尊重教師專業、當然也能看教師對自我的期許。這不是八

股，而是有了彼此的互信、尊重，才有更可貴的教育成效； 我希望未來的教改是「寧可春風化雨，

也不要明哲保身」。

教改的錯是否溯及既往，見仁見智，與其悔恨，不如瞻前。身為一位國小教師，我所能做的，

便是在班級裡感化孩子，期待他們成為不耽誤社會的人，教育之路總是漫長，但值得等待、值

得投資！

* 結語：一本改變教育環境的書

《做孩子的重要他人》是一本值得閱讀的書。蘇教授從偏鄉的教育現況中，看到了孩子的

學習，也點出了教育未來的方向；此刻，我正在偏遠學校服務，我體認了書中的箇中滋味，我

也親眼看見了偏鄉孩子的情況；我期待，因為這本書，也因為蘇教授的理念，可以改變我們現

在的教育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