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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段教育的路

《下一站》

林彥佑 ◎ 高雄市林園國小教師              

書名訂為《下一站》，其實是來自於書

中的一個篇章〈下一站〉，內容描述有一位

大人正在坐火車，突然間，大人夢到自己得

到一億元，但他無動於衷，因為大人的錢財

實在太多了，連一億元都不足以讓他起心動

念；大人驀然想起，如果我一直追求錢財，

那將是人生永無止境地追逐、追逐、再追，

正如同火車向前駛進一般，下一站，下一

站、下一站，永遠沒有終點……。

這本書有更多的短篇故事，如〈問路〉、

〈K.S〉、〈解藥〉、〈同學會〉、〈多話的黃師

傅〉等 11 篇，而後半段有更多是李教授對於

現今教育政策及教育時事所發出的慨嘆，共

計有 24 篇，包括〈誰讓學生死背的〉、〈正視

霸凌，讓他脫離邊緣世界〉、〈不因材施教，

難怪孩子挫折〉、〈別再遇缺不補，偏鄉需要

好老師〉……等，當然，還有一些是李教授

關注的經濟、產業、臺灣前途發展的投書，

娓娓道來，讓人感佩其對臺灣整體教育環境

及社會脈動的投入。

而李家同教授會寫出這樣動人的文章

（前半部）和發人深省的議論（後半部），

其實也其來有自。他長期在南投偏鄉投入

基層教育，寫過好幾本淺顯易懂的英語、

數數教材，為的就是要弭平城鄉差距，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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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感動面與現實面的交互作用

如果說，弱勢的孩子，像缺月、像殘

枝，那麼，因為有教育的力量，才能彌補缺

月之憾、才能灌溉成蓊鬱大樹！而每一位關

心孩子、關心教育的人們，就像養料一般，

讓孩子得以順利長成。

長期關注偏鄉教育的李家同教授，這次

寫了一本令人感動，又令人對教育時事忿忿

不平的書—《下一站》。李家同教授擅長

以說故事的方式，將弱勢孩子的遭遇，以溫

馨、祥和的筆調帶出來，並讓他們透過善心

人士的扶持而得到救贖；這些筆下的故事與

人物，未必是真實世界所發生的，然而，這

樣情境的營造與情節的鋪陳，卻讓我們有更

多的反思—若這個事件真的存在，我們如

何有智慧地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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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的孩子有機會讀得懂主要科目，並藉

此翻身，也讓偏鄉地方的孩子，能夠獲得

足夠的競爭力，和市區、中上階層的學生

共同學習。而同時身為大學教授與校長的

他，當然更關心高等教育、社會趨勢的走

向，以期利用其手中的資源與人文關懷，

帶領大學生走向該走的路，帶領臺灣社會

往國際化、世界化邁進。

在往高等教育投入與往小學教育紮根的

同時，我們看到李教授確實做到臺灣應著力

的方向：「扶弱」與「拔尖」。一個進步的國

家，需要給弱勢、後端的人有向上攀升的可

能；同時，也得針對一群中上程度的知識分

子與菁英階層，做到拔尖的可能；若只是一

味地強者恒強、弱者恒弱，這實非臺灣教育

及整體競合力之福呀！

《下一站》這本書，讓我們得以思考更多

教育、產業的問題；弱勢孩子的下一站，是

怎麼樣子的？優勢孩子的下一站，又是如何

地光明璀燦；而臺灣教育、臺灣整體的社會

發展，它們的下一站，又是如何的呢？

  �教育大環境的總體檢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長期的

投資，也是一段需要長期醞釀、培育，方能

看見成效的事業。臺灣自民國 57 年，開啟了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奠定了國人知識水平的

根基；乃至 84 年的教育改革風潮，激盪出更

多教育相關的論述；再到 91 年的九年一貫課

程啟動，再到 103 年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

讓我們看到教育的不斷變革，正逐漸朝向永

續、精緻、卓越與創新。

教育改革，固然要讓教育品質更為完

美，也要讓學生的程度、壓力，都能獲得最

基本的改善；然而，直至今日，許多老師、

家長、教育團體，都不得不問，究竟臺灣教

育的未來會是如何？臺灣教育的下一站，究

竟該在哪個停靠點停靠？

一、教育的下一站

教育的未來，是由國家擘劃、地方執

行、學校接收，「下一站」會走得如何，也是

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十二年國教勢在必行，

也是時下最受矚目的大政策，不但家長、學

生關心，甚且毫無頭緒，連第一線的老師，

也為迫在眉睫的政策無所適從。

其實，十二年國教最主要的核心，便是

要讓孩子不再為「考試」所苦，期待學子能

以多元學習、自主學習的方式，走一條屬於

自己的路；然而，看似簡單的理念，在執行

上卻顯得窒礙難行；因為學生的入學超額比

序多達十多項，又區分為友善指標與不友善

指標，而孩子面對這些細雜的項目，真的壓

力有減輕嗎？

家長的困惑是，何謂大學區？何謂小學

區？如果我住在偏遠地方，是不是孩子就不

可能唸到市中心的明星學校？我的孩子是不

是要「十項全能」、「比鐵人三項還要鐵人」，

才能高人一等？我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錢與時

間，讓孩子上補習班、學才藝、學體育、積

極擔任幹部、參加志工……？

教師的疑惑，在於還沒有新的課程，我

該如何掌握現況，教現在的國一生？如果面

對家長的施壓，老師該何去何從？未來不再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43民國 101 年 10 月號第 166 期

走一段教育的路：《下一站》

考試了，學生可能缺乏讀書的動機了，老師

上起課來，是否會欲振乏力？

十二年國教，肯定是教育的下一站，但

這個「車站」，已經準備好讓教育列車停靠了

嗎？還是只是一個虛無、如同北北基一般馬

上被廢棄的小站呢？

二、學習的下一站

在面對十二年國教之際，學生的學習方

式，勢必會有一百八十度的調整。從早期的

聯考制度，學生的學習，就像自強號一般，

完全只停靠「考試站」、「讀書站」的大站，

根本不需停靠「才藝站、體育站」、「幹部

站」的小站；到了推甄制度、多元入學的時

候，學生的學習，猶如莒光號的火車一般，

「讀書站」、「幹部站」、「社團站」都得停靠；

而十二年國教，更像是區間車或普通車一

般，站站都得停，站站都得比較，少一站，

便少一些乘客（積分）。

未來的學生學習方向，或許視野會越來

越寬廣，但未必會越來越精深；學習可能越

來越多元，但未必是越來越快樂。學習的真

諦，在於用輕鬆、快樂、無壓的方式來汲取

知識，而非用痛苦、填壓的管道來應付。

下一站的學生，必須學習更多的人際互

動，以融入班群、社群；必須有更多的能耐

接受挑戰，以積極參與各式各樣的校內、校

外、縣內、全國比賽；必須有毛遂自薦的勇

氣和負責任的能力，因為要爭取擔任幹部的

機會；必須要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因為要

擔任志工、增加時數；必須有三頭六臂與各

種天賦，因為要學習藝能科的認知、情意與

技能。

下一站的學生，要試著學習像一塊海

綿，時時可以吸收不同的知識、接受不同

的訊息、迎接不同的挑戰，才能彩繪自己

的人生。

龍應台部長說得好：「畢業是制度性學習

的終點，是自主性學習的起點」，十二年國教

的學生，既不能輸在起跑點，亦要拚命地在

終點站拔得頭籌！

三、課程的下一站

在現今的九年一貫課程當中，孩子們透

過系統化的課程包裝，學習了領域概念、課

程統整、科目的橫向與縱向連繫；然而，對

於絕大多數的第一線老師而言，大家看到的

是一套「不甚完整的課程」，因為，音樂老師

未必會和美術老師共同連繫；健康老師未必

能教體育；綜合活動可能成為語文、數學課

程的借課時間……。美其名將課程做了一番

大規模修訂，卻忽略了更多的配套細節與第

一線教師的意見；到頭來教師白忙了一場，

學生的素質也未必提昇；全體師生的心力，

就耗費在這個政策當中。

下一站的課程，將有更多的挑戰，也

充滿著更多社會大眾的期待。針對十二年國

教，北市府已率先提出新課程，以讓國一的

老師能秉持著十二年國教的理念，與時俱

進，配合教學；但是，其餘的縣市，對於

十二年國教的新課程，不是陷於五里霧中，

就是八字仍沒有一撇。

課程的規劃，首重學生的心智發展，其

次為生活連結，再者為與國際接軌；知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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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式—螺旋式課程，便是由下而上，

反覆來回，循序漸進，由淺入深，逐步吸

收，以塑造一套合乎學習年齡與學習歷程，

並結合生活、趨勢所設計出來的課程；而

十二年國教的課程，也應秉持著更多的理論

支持與證據，才能鞏固學生的程度，為此一

政策立下良好的根基。

四、親師生的下一站

教師是人類心靈的工程師，而學生則

是國教未來的主人翁；學生是國家的寶，親

師則是拉拔學生最主要的推手。對於十二年

國教，家長、教師、學生，甚至是制定政策

者、推動政策者，大家都準備好迎接前所未

有的挑戰了嗎？

下一站，教師必須有更多智慧，處心積

慮地替學生的未來，找到適性發展的可能；

教師不再只是經師與人師，而是發掘學生更

多亮點的老師，找到孩子多元智能中的優勢

能力，並加以輔導、探問，以期讓孩子擇定

最合適的特色學校，做最好的生涯規劃。

下一站，家長要做的，便是徹底地放開

智育與考試的傳統窠臼，尊重學生不同的性

向發展；並鼓勵孩子能夠多元探索，提供學

習管道，增進更活絡的親子交流，促進良性

的學習模式。

下一站，學生要學習的，是主動、負

責、樂觀、踏實的態度，把握每一個當下，

發揮潛能，創造生命中的無限可能，並積極

追求學業以外的表現，展現自我，肯定自

我，找到自己的舞臺，發光發熱。

親、師、生在十二年國教的教育思潮

中，是互相打氣、共體時艱的合作者，正如

一個同心圓一般，彼此扶持、牽繫著；他們

更像是策略聯盟的夥伴關係，資源分享，訊

息互通，把所有可能的訊息，都投入於學子

的身上，以期獲得最大的利益點。

  �教育的下一站，我們正在尋找新契機

教育的下一站，也許走得荊棘難行，也

許走得頭破血流；革命的價值在於衝破舊有

的體制，擺脫過去的思維；革命的意義，也

在於創造更多合理性、意義性與真實性。

十二年國民教育所帶來的新潮流，就是

要創造一個無限可能，尋找教育的機會點，

帶動更多的教育論述，提昇學子學習素養，

以達到更精緻的教育品質，而也唯有如此，

才能在下一站當中，看到「黃金十年」與

「精緻教育」的新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