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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利亞米契斯兒童文學名著《愛的教育》

　　　中有一段話說：「教育之間沒有情感，沒

有愛，如同池塘沒有水一樣，沒有水，就不成其

池塘，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教育愛，是激發

孩子潛能的養分，是成就孩子的未來的陽光。

英國經濟學人研究指出：「教室，是個讓奇

蹟發生的所在，要讓奇蹟發生，必須有優秀的老

師。」優秀的老師是消弭貧富差距的關鍵，優良

的教學品質讓學生的學習成效有倍數成長。對應

隆．克拉克《優秀是教出來的》一書，優秀的老

師亦是需要不斷學習。教育專業的特徵就是擁有

道德、理想和追求專業，教育同仁透過終身學習

不斷自我進步，成為學科專家，也是教育專家。

南投縣幅員遼闊，學校分布廣，小型學校數

量多，學生背景多元，種種客觀條件對於教育而

言是艱鉅挑戰，但憑藉著本縣教育團隊的高度教

育熱忱與教育專業，讓每一所學校展現教育特色

，讓每一位學生發揮多元智慧。近來南投縣教育

競爭力評比大幅進步，學生的學力表現愈來愈好

，就是整體教育團隊的付出看到了成果。然而，

我們並不以此為滿足，要在此基礎上勠力向前，

積極打造靈活優質的南投教育。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

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

理念，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

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生妥善開

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

能力，協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

，願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

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本縣教育要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為願景，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重

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

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

一、成就每一個孩子的國教理想

義

美國學者泰利認為：「領導是為影響人們自

願努力以達成團體目標，所採取的行動。」校長

在學校中擔負起承轉合的地位，藉由學校組織團

體間交互作用的歷程運作，領導一個學校共赴組

織目標，形塑優質的學校形象，因此校長的領導

影響一個學校的發展至深且巨。

所謂學習領導，就是校長以學生學習為焦點

，以提昇學生學習成就為核心。近年來校長典範

角色發生明顯的改變，由行政領導轉化成為課程

與教學的領導者，並成為教學研究領導者。校長

在這個時代擔負起國家未來人才學習階段最重要

的領導人，帶領教師將課程設計與教材教法聚焦

在學生學習需求，並且符應經濟社會的時代發展

，提供每位學生最佳的學習環境，適性揚才，帶

起每一個學生，成為有品格、有能力、有國際觀

的世界公民。

本縣校長領導群有一種傳承、互助及分享的

優良的文化氛圍，已建立多種學習社群，像主題

式讀書會、新手校長工作坊、領導典範–夥伴學

校規劃經營工作坊、以學校同區域或同類型的建

立起之策略聯盟等，未來除校務經營的研討，將

加入更多有關有效教學及學習效能的議題。

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

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

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

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二、型塑學校學習領導的優質文化

「創新」簡而言之就是「創造新的事物」，

利用現有的知識或物質，本著理想或滿足社會需

求，而改進或創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徑

、環境等，並獲得更佳的結果。創新有三層涵義

：更新（替換）、創造、改變，課程創新設計上

可以是發展新的課程的取代舊的課程，或是因應

三、創新課程與活化教學營造標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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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趨勢新創的課程模式，另有將舊的課程加以

調整進而展現新的樣貌。活化教學可以是方法更

多元、教學過程更有趣、教學內容更易理解、學

習結果更有效、心胸視野更開放、課堂氣氛更和

諧。

人類是美感的動物，美感教育是學校重要一

環，美感以提升個人的品味、豐富情感的高貴。

蔡元培認為美感教育是實現教育目的之手段，美

感教育可以陶冶感情、美化人生、鍛鍊意志、養

成道德、充實生活與改造社會，可以代替宗教的

功能並完成世界觀的教育。學校推動美感教育也

可以激發想像創意，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讓

潛能得以適性發展，進而使個人及整體的生活更

為美好，達到提昇國民美感素養、美化家庭社區

品質、營造社會樂善好美的願景。

全國最美的學校就在南投，有的是建築之美

、有的是生態之美、有的是人文之美，在這樣美

的學習環境之下，我們要注入生命的美，例如「

經典教育」。經典是經過歷史淘洗後的珍寶，具

有超越時空限制的價值。時下消費主義導向，生

命扭曲了，缺乏精神價值的追求，透過經典找回

生命的主體性。中庸所言「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弟子規揭示「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泛愛眾」，蔣勳也說「經典小說給他

『回來做自己』 的勇氣」，我們也能從張載「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的豪氣中，透過經典找到人生的大方向

。

美學是生活學，經典教育的推動也是融入學

生的生活中，除了晨光、課間，或是課後，也可

以融入於語文學習，更可以是灑掃應對進退間的

生活實踐。

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志業，也是一種生命

美學。當我們多一點同理心，多一點體諒情，不

管是師生或同儕關係，就可以打破隔閡、增進理

解，強化互信。我們要尊重個體差異，包容不同

看法，競爭而不鬥爭、互利而不互礙；通過良性

互動，進而善用差異，互相補強，從而達到彼此

豐富，共享雙贏的良性循環。

「好山好水好人情」是南投的優美特質，秀

麗山水已經提供優美的外在的教育環境，而專業

熱情的教師團隊和高效率的行政團隊，必能提振

教育的品質，提升學子內在的人文涵養。南投不

但因外在風景之美成為觀光首都，更因內在人心

之美，而成為人文大縣。

四、提升美感教育追求教育和諧共善

目前在本縣各學校的教學現場中，熱情又有

創意的老師們，在各個教室嘗試各種創新課程與

活化教學，像學思達教學、MAPS、分組合作學習

、混齡教學、翻轉教室（可汗學院、MOOCs）、創

客教育（動手做、機器人、程式、專利）和行動

學習等，活絡了課堂教學，翻轉了教學思惟，激

發了學生學習，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未來將從

多元角度發揮教師的專業與創意，包括活化國教

輔導功能、落實教學輔導夥伴、發展需求導向教

師研習、邀請名師作客做課、選派教師國際交流

、鼓勵公開授課，並結合社會資源設置英語品格

學院、辦理課輔及夏令營、延伸數位教學平台、

推動我愛閱讀等，擴大翻轉教學效益，將創意亮

點推廣至全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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