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明倫國小四十週年校慶 

有你們真好 

－走過那段教改的日子 
■ 劉佳蕙  第九、十任校長   

 

在歡渡明倫國小四十週年校慶，除了慶祝之外，對過去的省思，也是一種成長。就讓

我來說說故事！也讓大家共同回憶在過去的日子裡，我們是被那些教育思潮、教育理論，

那些社會脈絡推著我們向前走？ 

一個學校的經營，絕對不是一個校長的力量可以完成。在明倫國小的二千多個日子裡，

是混和著希望與失望、快樂與眼淚、成功與挑戰的滋味。雖然最後我選擇放下校長的工作，

如果在明倫國小還找得到一些蛛絲馬跡，可以感到「我們那個時代」曾經活在這裡，是一

件令人欣慰的事。 

跳出開放教育，重新建構戶外教學 

剛到明倫國小時，臺北市國小正在推行開放教育。從社會脈絡來看，教育改革是對傳

統教育的反動。社會大眾對於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充滿殷切的期望，「給孩子一個快樂的

童年」是大家的共識。許多人沈醉在「夏山學校」的烏托邦，於是開放教育來勢衝衝，有

如一股銳不可擋的力量。明倫國小首先以戶外教學作為實施開放教育的一部份。記得當年

我幾乎每週都看到遊覽車停在校門口，老師、學生及家長興沖沖得出門去，然後帶著紅撲

撲的臉蛋與滿足的笑容回來。 

「戶外教學」雖深受學生與家長的歡迎，但是以當時的課程結構而言，一天或半天的

戶外教學，多多少少影響原有的上課時間，必須趕進度才能完成既有的教學進度。教學現

場常常陷入「兩難」的情境，過度強調「兒童本位」可能會失去某些重要知識的熟練度；

反之過度強調「教師本位」可能失去兒童學習的樂趣。 

最重要是「如何掌握開放教育的真諦」，就如同許多人陷入「民主式的管教方式」、



「民主式的領導方式」的迷思，亦即民主不是放任，而是依循一條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來

運作。因此「教育的本質是什麼？除了快樂學習外，似乎基本的知識、學習習慣的養成，

也是不可偏廢」。我們在進行學校的教育，往往看到其美好的一面，而忽視其限制的一面；

Gardner（1995）在「超越教化的心靈」一書第十章，有關美國教育的求解之道，亦提到基

本技能的限制及進步主義的限制，正是國內教育的一面鏡子。 

在九年一貫課程中玩多元智能 

自從民國五十六開始實施九年國民教育，在教育行政單位與教學現場在課程設計上，

的確從未思考過要如何一貫。在教育改革的訴求下，九年一貫課程也是時代背景與社會脈

絡的產物。我曾經閱讀當時許多有關的文章或是研究報告，無不提到「教育改革一定要由

下而上，而不是由上而下」，可惜九年一貫課程還是無法跳脫由上而下的窠臼，在不是大

多數老師已經具有共識、專業發展從被動的研習轉變為主動同儕對話、反省性教學檔案的

建立，實施大幅度的教育改革，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尤其從認知心理學的角度看有關知識

的再建構歷程或是從社會心理學的角度有關人對概念、態度的改變，要求「教師」接受九

年一貫課程的概念、內涵、應用的能力，絕對不是短短一、兩年可以完成，更何況他們還

要學習教材編選與課程設計。 

因此，我當時接觸到；Gardner註的多元智能理論，深深覺得它是可以在影響課程改變

最少，而以教學方法改變，讓學生可以發展他們的潛能。因此當年我大膽地同意老師們不

申請為九年一貫課程的實驗學校，希望帶著老師們開始一起來玩多元智能理論融入教學

中。在這一次小小實驗中，我找了幾位老師開始閱讀有關多元智能理論的英文書籍，可惜

我們無法逃脫教育行政單位一次次的要求進行九年一貫課程的研習活動，種子才萌芽，卻

沒有適當環境成長，一個未成形的讀書會就胎死腹中。 

從英語教學到國際交流 

當年我在明倫國小推行英語教學，迄今仍感謝家長的捧場。但是英語教學的成效一直

未達到我的預期的目標，深深感到遺憾。回想起來，英語教學要成功，教師的理念、家長

在家庭中的協助以及行政上的支持，缺一不可。首先，在國小實施英語教學缺乏經驗，尤

其是對於「班級中英語能力不同的孩子」如何進行教學的經驗是完全空白。其次，英語教

學不是英語教師一個人的工作，而是全校老師都需要去營造英語情境。而教育部急就章式

的「職前英語師資班」，當時的考試只是重視英語能力，無法瞭解他們的教育理念、班級

經營能力、教材教法的能力，導致這批老師在教學現場，出現狀況也是難免的。 

記得我當年曾提出進入明倫國小的新老師，都需要考英語能力，應徵英語教師者，需

以英語寫教學活動設計的主張。可惜，教評會多數委員仍有疑慮，擔心形成一種強迫老師



學英文的壓力。其次，引進外籍教師困難重重，而且國內英語教師對外籍教師的負面態度，

加上法規未通過聘請外籍教師，英語教師對學校英語教學目標缺乏共識等等，這些都是推

行英語教學的不利因素。當年我常參加校外坊間的英語教學工作坊時，是一個「寂寞又特

別」的校長。我真得很拼命在校外吸取新知，卻缺乏「舞台」讓我演出。我記得有一次在

校外遇到Mr. Michael Cahill，他對我說：「大家都認識你，因為你很難得，擔任校長還來參

加這個活動。」 

人是要廣結善緣的，明倫國小有機會與「摩理小學」結為姊妹校，是好友譚瑜華女士

牽的紅線。教育部駐休士頓前文化參事劉慶仁博士，有一次在教師研習中心與我碰面，談

到譚瑜華女士，他很驚訝我居然認識在美國中西部相當有名的譚女士。明倫國小與摩理小

學兩次到美國參訪的交流活動，是我以擔任校長的角色或以臺北人的角色而言，都是成功

地介紹中華文化到國外。事實上，我更感覺到我從摩理小學學得更多。尤其是校長Schwartz

女士熱情招待，還幫明倫國小募了一些英文課外讀物，這都是明倫國小的福氣。國際交流

的工作在國小進行是相當高難度，我當年幾乎每個月都和Schwartz女士以電子郵件溝通，以

維持友誼。在退休前一個月，我前往臺北市公務人員訓練中心參加「如何進行國際交流的

研習」，主講者淡江大學國際交流暨國際教育處陳惠美主任，特別提到國際交流要注意「對

口單位」，她說：「你是校長，寫信給對方校長絕對是正確的。」 

在時間的流逝下，國際交流在臺北市已經變得很稀鬆平常了。但是不把握機會，很快

就失去先機了。記得譚瑜華女士曾說過：「孩子是一張白紙，美國小孩一定知道有一個明

倫國小來自中華民國；他們一定會記得臺灣的」。退休前，我仍在努力嘗試用視訊會議方

式進行交流。雖然，我也知道有人認為明倫國小的國際交流是不切實際的，有人認為要由

近而遠。「緣分到了，躲也躲不掉，何況由近而遠，就一定找得到學校來交流？」 

重回多元智能培養未來領袖 

在明倫國小的最後一年，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王振德教授指導下，我們重

新回到多元智能理論，以人際智能、內省智能轉化為人事智能，進行領導力的課程規劃與

實驗。這個課程實驗，原先是預定在國語實小與明倫國小同時進行，因為課本的版本不同，

加上國語實小擔任教學實驗工作過多，不得不退出。明倫國小很難得有這個機會進行此課

程實驗，因為「教育是百年樹人的工作」，我相信這批接受實驗的學生，最後仍有開花結

果的機會。 

我在明倫國小從民國八十六年至民國九十二年，在六年當中，正是教育改革如火如荼

的進行，我曾努力作一個好舵手，感謝當年的同仁，攜手渡過改革的驚濤駭浪。今天明倫

國小已經四十週年了，是大同區最年輕的學校，當年一群伙伴為它描繪的願景，只有在家



長完全信任校長、老師，讓教育專業回歸教育專業者；教育工作者，更要不斷持續其專業

發展，願景才有機會真正實現。願明倫國小永遠存在，給孩子們一個亮麗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