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力量
做更好的自己、更溫暖的他人

劉桂光

台北市教育局 聘任督學

點亮生命教育協會理事長



互相問候

請與您左右的夥伴問候一下

請大家起身離開座位，找兩個你不認識或不
太認識的夥伴交流一下(2分鐘)

請您介紹一下剛才新認識的夥伴



How Have You Been?

老師，你過得好嗎? Gert Biesta 格特·比埃斯塔
荷蘭的教育學家

愛爾蘭梅努斯大學公共教育教授；
英國愛丁堡大學教育與運動學教授級研究員；
荷蘭人文研究大學教育學教授；
芬蘭赫爾辛基 Uniarts 藝術大學客座教授；
挪威阿格德大學客座教授。



老師遭遇到的
困境是什麼？

個人
特質

工作
環境

人生
價值

未來
發展

家庭
生活



為什麼不快樂?

日常教學

學生輔導

家長溝通

行政事務

家庭照顧

個人健康

其他問題

讓我們不快
樂的思維與
行為模式

道德判斷

推卸責任

負向思考

要求照做



老師即是陌生人
Teacher as Stranger Maxine Greene 瑪克辛·格林

美國的教育學家

（1）教師須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與價值；
（2）教師應理解並關注學生是獨特的生命個體；
（3）教師應透過哲思建立自我的教學立論；
（4）教師須像「返鄉遊子」重新體悟教學；
（5）教師應引導學生開啟嶄新的生命視野；
（6）教師應透過哲思抉擇教學活動的價值規準；
（7）教師應使師生雙方皆能提升自我意識。



每天讓你到學校的動力是什麼？





THE REASON FOR LIVING.

Ikigai的意思是「The reason for living.」，

可以解釋為你活著的目的，

「每天早晨起床的理由，你生存的價值。」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夢想嗎？
你的生存價值是什麼呢？

你為什麼要活著？



面對自己，從他者開始，為什麼？

沒有他者，就不會有倫理問題！

就沒有教育問題！

THE REASON FOR LIVING.



他者哲學

人生的意義需要發現與建構

所以你經常會覺得生命的空無

因此生命的意義需要不斷地去發現與建構

但我們一定要努力建構生命意義嗎?

只要我們的生命關連到其他人

（列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



因此，為什麼福祿貝爾說：

「教育之道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
Friedrich Froebel，1782-1852



看見學生



引導學生成為一個學習者

生命教育與社會情緒學習

師生關係與班級經營



接納孩子才有可能陪伴引導他們學習

完整的看見與接納



正念

•正念 正向

•但是正念卻是避免負面思考的關鍵

•也開啟了轉為正向的可能性

•正念是行動前對自己的提醒

•不批判、耐心、初心、信任、不強求操弄、接受
現況、放下、感恩、慷慨

•練習正念：專注力、覺察力



正念的態度

•不批判：純粹覺察身心狀態

•耐心：保持耐心，和平共處

•初心：保持初學者的心態

•信任：信任自己的智慧與能力

•不強求操弄：單純的接納，不急著改變

•接受現況：如實地關照當下的身心現象

•放下：放下分別、比較好壞的心，只是覺察

•感恩：脈絡化的理解生活中的事情都有意義，都要感謝

•慷慨：給予別人自己所需的，包括心靈的關愛與物質的東西



生命教育2-1
1.哲學思考：哲學思考是對思考進行理性反思，培養正確思考所需之

知識、技能、情意與態度，以提升學生之思考素養。適切的思考素養

引導學生覺察人我的偏見與成見，提升客觀公正、同理傾聽的能力，

促進理性溝通與對

2.人學探索：人學探索是對於「人是什麼？」、「我是誰？」等問題

進行探究，藉由人性論與自我觀的理解，肯定每一個人都不只是時空

中具延展性的「物」或「客體」，而同時也是不能被物化或工具化的

「主體」，從而建立個人尊嚴與尊重人我生命的適當態度。

內容出處：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3.終極關懷：人生不只有工作或生涯發展的問題，還有生命有無意義、如何面對生命的苦

難與死亡、如何確立人生目標等更終極性的課題。終極關懷乃是整合生死、人生哲學與

宗教的重要課題，讓學生能夠分辨快樂、幸福、道德與至善之間的關係，掌握人生的意

義，建立生命的終極信念。

4.價值思辨：在科技高速發展的資訊、網路、媒體時代中，不僅道德與倫理問題日趨複雜，

美感經驗與健康訊息也日益多元豐富，因此更需要具備討論這些議題的價值思辨能力，

以釐清日常生活及公共事務中的價值迷思並尋求解決之道。

5.靈性修養：人有能力察覺到自我生命的有限性而生發超越的嚮往，「靈性」指的是人自

我超越、追求真理、愛與被愛、企向永恆的精神特性。人的靈性因為追求意義、無限與

神聖而有宗教向度，但它未必與特定宗教信仰相連。靈性修養不僅包括靈性自覺與發展，

也包括人格修養與人格統整，使人的知、情、意、行整合，突破生命困境，達致幸福人

生，追求至善理想。

內容出處：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生命教育2-2



社會情緒學習2-1
SEL 內涵說明 學習重點

自我
管理

具備執行一件事情
所需要的能力，在
過程中能克服壓力
或挫折，並且適時
地自我激勵。

情緒管理：在感到挫折、壓力和緊張時，也讓
自己恢復平衡，並且不會對他人造成負面影響。
動機、自主性和目標設定：能設定有挑戰、可
達成的目標，並且有清楚的步驟來達成目標
計劃與組織：能夠根據資訊和現實修正計劃，
並且具備專注力來完成目標。

社會
覺察

尊重不同文化、場
域下的規範與差異；
理解與尊重不一樣
的人，展現同理心
與關懷。

同理與慈悲心：能覺察他人的感受，關心他人。
角色替代：能像來自不同家庭、文化、社會背
景，來自於懷抱不同觀點的人學習。
理解社會情境：理解、欣賞並尊重不同社會規
範、文化差異。

內容出處：參考親子天下



SEL 內涵說明 學習重點

人際溝
通技能

能和不同的人或團體，
建立並維持長久、正
向的關係，創造更好
的環境。

溝通：能夠專心傾聽別人說話，並且真誠表達。
建立關係和團隊合作：能和不同文化、社會背景的人建立融
洽的合作關係。
衝突管理：遇到衝突時能夠傾聽各方感受，並且表達自己的
感受與觀點，努力讓事情變好。

負責任
的決策

能綜合考量各種利益
關係，能做出行動與
決策，並在下決定後
願意接受、承擔結果。

問題分析：能收集訊息、探究問題的原因。
提出解決方案：能為問題想出多種解決方案，並且預測結果。
反思：為了使自我和群體變得更好，在做決定的過程中，願
意花時間反思所做的決定如何影響他人生活。

自我覺
察

認識自己，能夠覺察
自己的情緒、清楚自
己的優缺點、價值觀
與能力，並且了解對
別人的影響。

情緒的自我覺察：能夠覺察與辨識自己的情緒，並且明白情
緒如何影響我。
身分認同與自我認識：理解並接納自己的優缺點、價值觀、
偏見和刻板印象。
成長心態和目標：看見自己在工作、家庭的不同群體裡的價
值、定位，並且相信自己的未來操之在己。

社會情緒學習2-2 內容出處：參考親子天下



看見學生的學習 1

•學習習慣不可能很快就改變

•學習動機的提升需要時間與多元引導

•教會學生VS教完課程

•差異化的教學VS達到同樣的標準



看見學生的學習 2
•學生比較不容易記得老師希望他學會的東西

•比較容易記得他做的事情

•所以老師們要設計學習，把希望學生知道的東西，
轉換成探究的問題或是變成引導學生參與、操作的
學習方式

對話討論/課堂實作/分享心得/成果表現
形成性評量/持續性評量
Assessment as Learning(AaL)
Assessment for Learning(AfL)



傳統教學與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中師長的角色
自主學習

引導學生撰寫自主學習計畫
根據學生的發展設計作業
學生自己設定個人目標
多元的評量為了瞭解自己的知識與技能
為了長期的目標
為了深度理解而閱讀
教學生自己控制自己的行為
教學是演示、以評估學生的最佳學習為主
給予學生必要的自由
知識被看成是能力
教師是現代的管理者(引導與陪伴 影響力)
共同尋找需要改變的東西，把未來看成獲得新觀念的機會
學生反思自己的行為，懂得學習約束自我
了解學生自我知覺的狀態，適時開設幫助學生的相關課程

傳統教學

為學生制訂學習計畫
給予全體學生同樣的作業
為全班預設目標
多數的評量都是紙筆測驗
為了短期的記憶(考試)目標
為了考試而機械式的閱讀
紀律是支配性的
教學是講授、是安排作業
教學是控制
知識被看成是學習成績
教師是老闆(掌控分數 勤管嚴教)
把未來看成跟現在一樣
教師監控，引導學生的行為
沒有特別關照到學生的自我知覺狀態



如何引導學生的自主性發展？

1.從學生的角度出發

2.培養心理需求的滿足感

3.提供解釋性的理由

4.承認並接受負面情緒的表達

5.使用邀請性語言

6.表現耐心



生命教育&社會情緒學習



自我生命價值
的主導性



貨櫃屋 與 貨櫃包
尺寸：606 x 243 x 259公分 尺寸：19 x 8 x 9 公分
重量：2.2公噸 重量：840公克
價格：4萬元(台幣) 價格：37萬8100元(台幣)



從 貨櫃 到 貨櫃屋 到 貨櫃包

我們如何幫助學生創造人生的價值?



成為更好的自己



覺知情緒

Aware

承認情緒
Acknowledge

允許情緒

Allow

接受情緒

Accept

轉化情緒

Action

欣賞自己

Appreciate

自我覺察



讓孩子更好1

改變你的思維
--成為一個學習者

思維習慣革命：引爆學習效能的提問藝術
作者： (美)亞當斯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選擇地圖
以終為始



•激發創造力、培養領導力

•成為一個值得信任、願意合作、積極成長的人

•轉化負面情緒，讓自己成為一個正向思考的人

•將問題轉化成機會

•將失敗轉化為成長的動力

•重新點燃對生命的熱情

成為學習者的好處



1.我想要什麼?(為了自己，也為了他人)

2.現在我是處於評判者?

還是學習者的思維模式?

3.我現在帶著評判者?

還是學習者的耳朵傾聽?

4.我在做什麼樣的假設?

5.在這個時刻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五個關鍵性的問題



讓孩子更好2

改變你的思維
--成為一個系統思考者

未來教育新焦點：專注自己、關懷他人、理解世界
The Triple Focus: A New Approach to Education
作者：丹尼爾．高曼, 彼得．聖吉 譯者：許妍飛 出版社：天下文化



系統思考
走出困境



1.幫助我們打開視野，綜觀全局

2.幫助我們找到真正的問題

3.幫助我們分出輕重緩急

4.幫助我們以終為始，找到解決問題的脈絡

5.讓我們做出最優的選擇

系統思考的好處



幫助我們的孩子
當他們自己永遠的英雄吧！
做更好的自己
做更溫暖的他人

和孩子一起活出生命的光彩



每個人都有創造幸福的能力

老師是
培養每個學生擁有這種能力的人



感謝聆聽

劉桂光

台北市教育局 聘任督學

點亮生命教育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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