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心得-沒有邊界的教室    作者:沈佳慧 

    這本書是明德國中的一位英文老師(林燕慧老師)推薦我的，它是一本圖文並

茂的書，作者本身並不是一位甚麼專家，只是一位樸實的母親，描述幾年來因丈

夫工作關係而居住德國時發現的德國教育，回國後再對比一下台灣的教育，得到

了非常深的體悟，內容中

完全沒有非常專業的理

論，字裡行間只看到一位

母親渴望她的孩子快樂

成長的期盼，因此這是一

本非常適合平時慢慢品

嘗的讀物。 

 

    其實教育本來就沒

有一個絕對的標準，隨著

社會變遷，制度也是一變

再變，有人認為台灣的教

育已經沒救了，但我卻不認為，我覺得台灣的教育正在轉型，這正是覺醒的開始，

因為我認為，有想改變的決心總比原地踏步、畫地自限的好。只是往往政策決定

容易執行難。撇開混亂的政策不論，我們單純來看看德國是怎麼看待他們的教育。

首先，德國的小學階段沒有成績單，只有「學習狀況評估表」，因為他們認為這

階段的孩子需要學習的應是能獨力完成自己分內的事、自動自發，所以評估表的

用途只是檢視孩

子的學習狀況罷

了；反觀台灣，

為什麼台灣的補

習班會蓬勃發展，

甚至補習的年齡

層越來越低，有

人從學齡前就開

始補習了，因為

台灣的家長無法

接受自己的孩子

輸在起跑點，他

們寧願自己的孩

子課業上一名驚

人，而生活技能不會也無差，這就是最大的差別，我會有很深的感觸正是因為我

也是在這樣的觀念下成長的，生活方面的事一律都是由我父母親打理，在他們看



來，他們認為這是在幫我

減輕負擔，殊不知，這樣

是在剝奪我學習跟成長的

機會，他們太輕忽生活教

育了，出了社會，我完全

可以感受到自己離開家後

的無助，養成了甚麼都要

依賴家庭的壞習慣，但是

人的一生都能在父母親的

庇蔭之下生活嗎?台灣家

長往往不太敢放手、他們

不捨孩子犯錯跌倒，總是

低估孩子的能力。「失敗為

成功之母」，而我們總是要

拖到離開家的避風港才真

正開始學習做人，這不是

本末倒置嗎?我向來都非

常支持杜威的「做中學」

理論，他強調學習是從經

驗而來，而這也就是我一

直以來的教學理念。應用在英文的教學上，我總是喜歡在我的課堂上讓孩子真正

使用英文，這是甚麼意思呢?以往大家對英文課的印象就是不斷被單字、文法淹

沒，很會考試，但是卻不敢開口。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是如此，因此我喜歡

安排聽說的練習，若要學會一個語言，一定要讓他們先覺得語言就一直在他們生

活中，說錯總比不敢說好!說錯才有修正的機會!再來就是讓孩子體悟學習是主動

的、是互相協助的，因此我常安排不同活動於課堂中，我寧願壓縮我的講述，多

讓孩子發揮，讓他們當課程的主人，唯有融入生活中，他們才不會認為學習英文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再來，我非常欣賞德國一點，他們將我們台灣常歸類為懸缺

課程的品格教育升格成為正式課程的一部分，獨立出一門課專門教導學生做人的

道理，我認為台灣的教育可以朝這方面走，學習非僅限於學業上，若是一直局限

在這樣的想法當中，我們教育的價值觀會整個被扭曲! 

 

    整體來說，台灣教育已經有受到這些影響，並慢慢在做調整了，只是大家長

久以來太習慣傳統的教學方式，導致轉型當中，不論是師長、學生還是家長方面，

心態都還在調適當中，總而言之，要將習慣改掉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不過，唯

有改變才會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