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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當學生回想國中校園生活時，他記得的是什麼?

在現今忙碌的教育工作環境中，我們是不是把時間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我們是不是在幫助學生將來成為更有溫度、更好的大人?

　　新北市教師會在10月4日於思賢國小舉辦「108年新北市教育事務現況與展望研討會」，

邀請教育局林明文局長報告教育施政重點，並與現場各校理事長做意見交流。當天除了了解

教育現況之外，教師會還特別安排了一場精采的演講，由安溪國中吳俊叡老師跟我們分享教

育工作者如何調適自己的心境?如何改造校園氛圍?還有他從事訓輔工作和高關懷學生的溫馨

故事……。

跳脫制約的困境

　　俊叡老師先利用一個小測驗，請大家在白紙上畫直線，依指示將四分之三的正方形先

後均分為兩等份、三等份及四等份，感覺越來越困難，到最後要將正方形均分成七等份時現

場陷入「卡關」狀態，沒想到公布答案之後哄堂大笑，竟然那麼簡單!

　　俊叡引導大家去思索為何如此?誠如現場老師們的回答:「制約」。如果這測驗是我們的

教學現場，比如是學生面對自己的狀態，可能從國小低年級到高年級的學習感覺越來越難，

升上國中，家長師長都說國中更難，大腦已先有此指令，結果遇到簡單的狀況反而無法有信

心去面對；又比如是我們教書面對學生的狀態，隨著教學年資增長，事務越來越繁雜，漸漸

失去耐心與熱忱，這時學生或同仁一個小狀況，可能就讓我們覺得很煩，無力承擔……。如

果這測驗一開始考第四題，大家會覺得很簡單，但是經歷前面三題之後就覺得困難，因此要

避免這樣的錯誤，我們在教學現場要將每個問題獨立看待，跳脫之前的制約。大家應該都聽

過這句話:用【過去】的經驗教【現在】學生面對【未來】的挑戰，如果教學現場我們和學

生正處於第三題或第四題的心理狀態，就變成用【失敗】的經驗教【沒自信】學生面對【未

來】的挑戰，又或者是用【片面】的經驗教【無助】的學生面對【複雜】的挑戰，那師生之

間到底是互相幫助還是互相戕害?

　　俊叡老師舉出切身經驗，在輔導室工作時遇到學生必須請假在家幫媽媽坐月子，媽媽不

斷在換男友生孩子，學生的生活經驗是我們從沒遇過的，相形之下我們的經驗只是片面的，

要怎麼幫助他?所以我們要有此認知，我們遇到的各式各樣的學生樣貌，可能只是在此時間

此空間所呈現的狀態，必非全部。每個人呈現的樣子會受他人、環境及自我認知的影響，就

像我們進入電梯時，若電梯內只有自己，跟遇到同事、進來陌生人的反應通常都有所不同，

而學生在我們面前的樣子也非全部，倘若我們能改變環境，改變我們看待學生的模式，改變

學生對自我的認知，那學生在我們面前呈現的樣態也會有所不同。所以我們不必說服學生:

你很厲害，只要改變環境讓他認為自己很厲害；我們不必左右孩子，只要成為孩子的左右，

幫助他覺得自己表現還不錯------其中的關鍵就在我們每一次面對學生及每一次學生面對我

們時的重新選擇，不要帶著過去的看法或自己的習慣看待學生。

打造夢想做自己與他人生命中的天使
〜安溪國中吳俊叡老師演講側記

文/整理◎專發中心副主任 吳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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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盛開蝴蝶自來

　　俊叡老師接著回溯初任教職的偏鄉學校-----南投縣瑞竹國中(電影《老師，你會不會回

來》的拍片地點)。剛去的時候學校有80位學生，當時他身為教導主任，後來學生人數降至

49位。他問校長:「怎樣才有學生?」校長則很有智慧地回問他:「怎樣才有蝴蝶?」

　　當時學校是生態重點學校，應有多層次植栽，卻因風災土石流使得土壤貧脊，年輕熱血

的他，每天利用下課時間一個人拿著鋤頭去挖出石塊、埋廚餘，還買了人生第一台車-----

小貨車，運回不同樹種，和學生一起蒔花弄草，改變校園環境。他才了解:要改變整體環境

，自然能吸引學生進來。

後來他又問校長:「學生要怎樣才有競爭力?」同事又說了很有哲理的話:「你看過貓頭鷹嗎?

」他回答只看過圖片上的貓頭鷹教他利用網路下載翎角鴞的叫聲，他開著小貨車，晚上用喇

叭播放翎角鴞的叫聲，山中真的有貓頭鷹回應叫聲，並且飛過來。原來貓頭鷹有領域性，期

望學生有競爭力，就要給予舞台及對手。

   於是俊叡老師就寫企劃案成立鼓隊，並四處打電話請求師資協助，最後是台南十鼓隊每

星期前來指導練習。鼓隊的第一場表演，觀眾只有三位-----里長、校長及紅豆伯(在山中開

貨車賣紅豆餅的老先生)，但從此展開學生的表演舞台，一直延續至今十餘年。

扭轉安中

　　在南投任教的經驗，深深體會改變環境及提供舞台對學生的影響力，後來俊叡老師調校

來到新北市，當時安溪國中在三峽地區風評不佳，身為安溪國中的一份子，在他考取主任資

格之後，在校長安排下，選擇擔任學務主任，他認為這是改變校園環境最快的方式。

　　他先分析學生背景:家長多為藍領階級，不少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所以學生缺乏關愛

，自尊心低落。又因缺少表演舞台，沒有成功經驗，不敢接受挑戰，顯得自信心不足，缺乏

動機。俊叡老師又說他本身是學工業設計，教授告訴他們遇到問題要感到興奮，因為這就是

商機，所以若我們能以此樂觀態度面對學生問題，學生發生問題就是扭轉學生的契機；另外

就是系統合作，要站在顧客、廠商不同的角度去設想，謀求共同利益，擔任行政也要為家長

、學生設想，和導師及其他處室合作。因此他和學務處團隊秉持這樣的精神，針對學生背景

擬定三個策略。

一、打造品牌

　　俊叡老師告訴學生:「拿著校旗就代表學校」，不論學生到校外參加比賽或是到三峽老

街打掃服務，都要帶著校旗，和團隊夥伴討論做品牌行銷，創立口號:「安中有品，成功有

你」，於是當全校集合時，俊叡老師只要喊「安中有品」，學生們就高喊「成功有你」。這

樣一來，當學生們穿著校服、拿著校旗到老街做服務學習時，觀光客就會紛紛誇讚，建立學

校良好形象，學生便漸漸以身為安中一份子為榮。

俊叡老師還表示跟團隊帶著那些中輟生、高關懷生去老街打掃檢垃圾時，連載垃圾的推車都

立個牌子寫著:安中有品成功有你，還畫上賓士、BMW等名車標誌，學生就搶著去推垃圾車，

到後來這些中輟生也懂得維護校譽，俊叡老師半開玩笑的說:「至少在校外要抽菸時，會先

脫下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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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一個企畫是暑假帶這群高關懷學生背校旗去爬百岳。俊叡老師特別找學生私下賦

予背校旗的崇高責任，讓他們由不情願到備感尊榮，看著學生背的校旗在三千公尺的高山飄

揚，特別感動。俊叡老師感性的說:「尤其這群中輟生平常都是在外遊蕩，進不了校園的，

也許他們的教室根本不校園裡，他們的教室就在山林裡，換個時空，或許他們就是莫那魯道

。」

　　除了上山，輔導組也規畫「夢想家」課程到海邊浮潛淨灘，要中輟生們拿著校旗站在海

水中拍照，去跑萬金石馬拉松時也是拿著校旗跑，各種活動都帶著校旗參與並拍照，不僅建

立品牌，更擦亮品牌。

到三峽老街募集

披著校旗登百岳

參加萬金石路跑也要有校旗

非常有品的垃圾車

帶著校旗下海淨灘

畢業旅行晚會進行授班牌的活動

　　不僅校旗，俊叡老師還從班牌著力。和體育組討論，把原本放在體育器材室角落的木製

班牌拿出來發給各班，要求各班升旗典禮時要拿班牌，甚至九年級畢業旅行時，全校出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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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長還到各班蒐集班牌，再央請校長要開車來溪頭時，幫忙把各班班牌送到晚會現場

。然後在畢旅第二天的晚上安排全校「團隊凝聚」課程，最後提到「榮譽力」的時候安排橋

段把各班班長邀請上台，俊叡主任這時告訴學生:「原本畢旅前主任就規畫各班要帶班牌，

但你們的導師都反對，怕班牌太重，你們太辛苦，但主任要告訴九年級的你們，要扛起一個

班的招牌本來就不簡單，如果你們沒有那個肩膀，就扛不起班牌，扛不起安中的招牌，你們

是安溪國中最成熟的一群，是學弟學妹的典範，我們更希望你們扛起安中的招牌，就要靠你

們了！」於是畢業旅行第二天的晚會，開啟了安中的傳統，由校長一一授予各班班長班牌。

　　這樣建立品牌到底有沒有發生效用呢?俊叡老師提起一件回想起來還是令他眼眶發熱的

事。有一回星期天和學務處同仁同樣帶著學生、高關懷中輟生及替代役男去做掃街活動，結

果替代役男發現校旗不見了，當時他心想已經下雨了，明天應該還會下雨不用升旗，還來得

及再做一面，就叫大家解散回去了。沒想到晚上十點多他在家上網、滑手機時，學生傳來訊

息:「報告主任，校旗找到了!」而且學生說他去尋找時，發現現場不只他一個人，好幾位中

輟生包含替代役男都回去老街找校旗，當下他感動地眼淚直流。可看出打造品牌這件事已在

學生心中得到認同。

二、挑戰目標

　　當年籌辦安溪國中20週年校慶園遊會時，學生活動組、衛生組長提出環保淨塑的概念，

希望全校能不使用一次性餐具，於是學務處便決定以此為目標，還特別前往新莊國中取經。

原本導師們因為不了解也提出很多疑問，但學務處團隊就發揮設計師解決問題的精神，將導

師們提出的困難一一克服(如:去外面借餐具提供給來賓使用、設立攤位可以清洗餐具……)

等活動結束，有兩項指標可以證明他們成功了!一個是全校2000人的園遊會最後收集出的垃

圾竟然只裝了一個紅色大垃圾袋，令他大吃一驚。另一個是隔天收到抗議信，原因是當天禁

止一位攜帶紙杯的民眾進入校園而被投訴，教育局請他們回函。俊叡老師按捺住憤怒，禮貌

的回函，但在回函中堅定立場，也將回函內容利用朝會時間告訴全校師生，他認為這不僅是

一個機會教育，更不應該讓不合理的舉動打擊團隊士氣。

三、給予舞台

　　因為俊叡老師都在學務處或輔導室工作，比較常接觸高關懷學生。有一次他們和弘道老

人福利基金會合作，讓高關懷學生陪著獨居老人去家樂福採買年菜。原本他很擔心這些學生

會動作會太粗魯，還耳提面命一番:老人家重聽、行動不便也許會尿失禁，有尿騷味等，沒

想到學生不耐煩地說:「主任，在家都是我在照顧阿公，我比你更專業!」果真，這群學生細

心又溫柔，表現非常的好，挽著阿公阿嬤的手，宛如他們的孫子，受到基金會及老人家們高

度肯定，彼此都很開心。到最後有位阿嬤還送給照顧她的女學生一顆蘋果，要她好好上學，

要來參加她的畢業典禮。誠如前面所言，改變環境，改變對象，學生呈現的樣貌也會不一樣。

　　另外學校承辦每年的音樂比賽，俊叡老師和衛生組長一起討論，也把它變成一個教育活

動，讓學生學習用心整理環境，效法領導者親手洗馬桶的哲學，讓來賓到我們學校時能能感

受到親切的服務。於是他邀請大板根集團前來指導學生如何打掃，並將學生打掃的照片貼在

演藝廳的廁所牆壁上，還附上一段文字:「這是我們親手打掃的廁所，請放心使用。」下面

再貼一個「安中有品 成功有你」。標語看起來是給來賓看的，其實是要給學生看的，就是

一種服務的學習，在營造我們跟別人友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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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畢業旅行，團隊也融入減塑環保教育，俊叡老師發揮活動設計的專長，讓淨塑活動

結合班級小隊成果展現，並即時回饋在通訊軟體上，活動組長、衛生組長在畢業旅行前一天

的行前說明會，先播放一些影片，再讓各班去發想:我還可以多做些什麼?畢旅過程中各班同

學把環保當成是一件幫助別人快樂的事，老師、同學玩得不亦樂乎，寓教於樂。於是300多

位學生在義大的時候，一起拿出環保杯，離開飯店時將房間整理好，自己帶拖鞋，不穿飯店

的免洗脫鞋，吃完飯飯把碗筷疊好，不搭電梯走樓梯，冷氣開27度、28度……，飯店人員也

回饋學生的好表現，並期望其他學校也能像他們一樣優秀，俊叡老師和學務處的夥伴再把這

樣訊息傳遞給學生、導師，激起學生榮譽感，給予正增強。

    其實學校每個例行活動皆可以做些小小改變，使它賦予意義，給予學生表現的空間。先

透過多次和導師的讀書會討論，再由導師帶領同學一同思考，在會考結束到畢業典禮前，我

們可以多做些什麼?於是在衛生組的協助下，各班就開始進行不同的活動，如:去榮民之家做

才藝表演，把講義留給學弟、學妹，去打掃學校附近的天橋等，同樣拍成短片上傳，這些沒

有服務時數的服務，更顯得真實可貴。

　　同樣一個頒獎活動，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因為家樂福那次活動，給予高關懷學生的感謝

狀，俊叡老師也突發奇想，和生教組長討論，由生教組長一一打電話給學生們的家長，請他

們朝會時到校頒獎給自己的孩子，並且別讓學生知道。生教組長原本很懷疑，以過去的經驗

這些家長一定意願不高，一開始真的不順利，再討論後，修正對家長說法：「謝謝你們給我

們這麼好的一個孩子，他們在服務裡為校爭光，阿公阿媽都很感動，這是你們教出來的，所

以由你們來頒發最適當…」沒想到，後來生教組長也回饋自己很感動，因為打這些電話，使

他對這些家長們改觀，過去認為這些家長不關心孩子，當天竟然還有家長願意請假，特別

陪伴長者去家樂福採買 與長者親切互動

參加萬金石路跑也要有校旗 認真仔細清潔馬桶 音樂廳廁所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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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來頒獎。所以那天的頒獎人，有阿公，有阿嬤，也有在家中地位不高的新住民媽媽……

，許多老師在頒獎當下都覺得很感動。

　　還有一次邀請到太陽馬戲團的台灣表演藝術家陳星合到校演講，演講結束要頒發感謝狀

，身為輔導主任的俊叡老師特別安排一位特教學生到台前代表致感謝狀及合影，他向全校師

生說:「今天陳星合老師的演講一直強調自由和勇氣，所以現在我們要邀請一位全校最勇敢

，卻也是最不自由的自由之人，代表校長頒發感謝狀，大家在校園都看過他坐著輪椅，每次

我覺得他需要幫忙的時候，他都說沒關係，主任我自己來……。」這個經驗給予那名特教生

極大的鼓舞力量，俊叡老師也從他的臉上看到更多的自信光彩。

結語

　　「用心才能體會，體會才能感動，感動才會行動」從俊叡老師的身上，我深深感受到是

他能用心體會學生、家長、同事的心情，學生、家長、同事才會感動進而付諸行動。像是中

輟生復學，他以面對家人出獄的心情和輔導室同仁討論，組長及幹事隔天便準備了過火儀式

及豬腳麵線來迎接中輟生，鼓勵他改過自新。所以許多制式的SOP流程，若能花些心思，做

點小改變，相信便能在學生心中留下印記，激勵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跳脫制約

，改變環境，創造目標及舞台，相信教育路上便有更多天使陪伴左右。

家長到校頒獎給孩子 餵復學的中輟生吃豬腳麵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