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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救教學─補救課業，更應滋補心靈

　　本次專訪對象─江永昌議員雖非議會五審教育小組成員，談話中卻看得出議員

對教育議題的關心及用心，對於基層面臨的困境有非常深刻而務實的理解。

教育除了知識的傳授，更應含括人格的養成，所以正常補救教學也應包括這些部

分，並不單單依據學科，孩子課業落後常常是他心靈滋養缺乏的一個表現。

　　如今12年國教勢在必行，對補救教學這塊相對更加重視，這可能是契機也可能

是危機，在這個時機去思考要不要做專業的配置，讓學校可以有其他機制，加入社

工跟督導介入，專人、專業的去協助學校提升補救這一塊的理想性，我非常贊同，

而如果仍然只是停留在「補學業」的概念上去提升補救的「量」(編按：指人數、

節數)，補救的「質」效果還是有限。只是我們還是要比較務實的去看當下政府是

否有財源來因應？在我看教育發展基金，它經費並沒有實質增加。

二、期勉教師面對社會環境的轉變，仍能不忘初衷，保有對孩子起初的愛。

　　現今社會的整個系統、價值觀變化很大，且家長高度自主，這對老師來說是很

大的挑戰跟衝擊，再加上整個社會經濟狀況不佳，使包括老師在內的收入相對穩定

者，都是用放大鏡來檢視，受到嚴格檢驗。

　　雖然社會對老師的期待很高，但傳統尊師觀念卻已式微，這時就需要跟社會有

一些對話增加彼此的理解，例如：對於教師績效的檢核甚至於考核成績設限，這是

社會工業化之後把工商業界的思維套用到教育界的一個做法，因為一般社會企業界

認為員工表現是常態分佈，認為是中心曲線，所以會認為考核成績設限是一個合理

的操作，但是實際上，同樣一個標準用在各校，隨著每個學校面對的狀態都不同，

從學校規模到學區的社經條件、家長需求、學生特性，整個架構都不同，不能框在

一起。

　　我想教師考績覈實，這是一個共識的方向，可是我認為一個模式，不能拿來套

用在全部的行業上，一定會需要修正，因為考慮因素不同，老師應該有老師自己去

檢核的制度。希望不論是學術界或教育界的相關單位，大家集思廣益來設計適用的

法制，這一點，我願意為老師說話，不是一定是設限幾分之幾可以考核為優良這樣

的制度才叫做公平或是才有獎優汰劣的作用。

　　現今教學環境的挑戰、變化這樣大，社會應給予正向思考，多給一生投入教育

的老師多一點正向的鼓勵，老師也要能自我肯定，因為教師是高度榮譽的工作，工

作需要有高度責任感，希望老師能夠不忘自己的對孩子起初的愛。

　　盡管社會似乎越來越功利主義，工作多半是商業利益、利益交換，但教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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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行業卻很特別，因為教師是在教育他人的孩子，許多老師大半生跟其他孩子相

處的時間，甚至超過跟自己孩子相處的時間，外界有時候一些比較功利主義的要

求，或是因為個案而汙名化老師的狀況下，希望老師不要放在心上，仍然在心田

裡有所認知，這是一份愛的職業、也是幫助他人、成就他人的一種享受，是彌足

珍貴的。

三、家長的投入及支持，是學校教育力量的養分

　　在工商社會及網路普及的影響下，傳統價值觀受到挑戰，甚至顛覆，此時，

孩子的人格教育養成，最需要家長多加陪伴，但現今家長跟孩子相處的時間，扣

除睡覺及在學校的時間，陪伴時間連三分之一都不到，有些家長常常把教養的責

任寄望在學校、寄望在政府，其實正確的觀念應該要讓父母知道「父母才是孩子

學習(或反學習)的對象」，孩子像種子，家庭是種子生長的園地，基本的土質要

顧好，學校及政府再來灌溉成長、適性發展，才會事半功倍，如果家長選擇正確

的第一歨，學校以及政府則是加分效果，如果家長自己無法割捨時間，忽略家庭

這一塊，學校及政府要來補救，就是是事倍功半，呼籲家長不要僅僅寄望學校老

師，也要負起親職，要做老師最好的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