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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拉開佈滿塵埃的窗簾，一束溫暖曙光灑進教室內，所有的陰霾一掃而空 

 

第七節下課鐘響起，此時的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將一間被指定用來上補救教學的

空教室徹底的再打掃一遍…等，有別於方才空氣中瀰漫著霉味的刺鼻，及遮陽窗簾

將光線隔絕了教室的亮度，甚至那已斑駁的黑板也無法使粉筆百分百的附著上的功

能；此刻的心情是歡愉的，慶幸自己提早前來，早已忽略掉身上沾滿了灰塵，汗水

直流的狀態。第一次上補救教學的學生姍姍來遲，即使第八節課的鐘聲早已敲響，

學生卻如步履蹣跚狀的走進教室。這群來自於不同班級的孩子被老師指定必須抽離

原班級來上第八節補救教學的學生，孩子們的不甘願其實我可以同理，我也可以理

解，初見面的第一堂課，我習慣讓孩子丟掉面具，真正的面對自己的狀況，我的責

任不是把課上完，而是陪伴這群孩子，如何用最簡單的方式、營造有趣的「導戲工

程」,進而讓這群孩子喜歡上我的第八節，完全接受並期待每天的第八節課「補救教

學」的到來。 

 

茉莉花苞子在初長之時，其花苞微小且染著青綠的淡色，常因與周圍的葉色混    

    和，而無法立即性的被肉眼所看見，然一旦開始由青綠翻白，就能期待優雅撲鼻的 

    清香!如同這群補救教學的孩子。 

 

初次見到這群孩子，我們彼此不相識，卻能從孩子的眼神等細微之處，發現他們

因為懼怕或者是怕被人看不起的心情下所進行的偽裝狀態；有的如刺蝟般的自我保

護、更有的如黃鼠狼般伺機找機會測試我的極限…！但這群孩子就正因為在學習上

出了狀況，所已能與這群孩子結緣，我格外感到珍惜！身為這群孩子的「補救老師」，

我更必須要了解他們的需求。說到這群孩子們，那些看似脆弱的生命體，即便如幽

谷中的花草，雖不似溫室花朵般，擁有全方位的看顧環境，但在相同生命的歷程裡，

這些看似生長於深谷難測，乏人問津的處境下，即便無人眷顧，但只要在陽光、雨

水及土壤不間斷的供給養分下，仍然可以綻放出他們堅毅的生命價值!面對需要補救

教學的孩子，那幽谷中的植物似乎像是他們的求學身影，而能用對方法給予他們就

像是那陽光。 

     

     前車之鑑的原理探究，是公平亦是不公平，端視教育壂堂上的「引導者」， 

    如何能以同理及專業的「人道 」相待，來重新喚醒那已存在每朵茉莉花苞中的優 

    雅芬芳… 



這群「茉莉」也許在教育史或文獻上均已有相關研究來論述其學業落後之原因；

如基礎學能貧乏、學業動機欠缺、困難忍受度低、學習習慣不佳、注意力失常，習

慣編織藉口來掩飾其逃避學習或怠惰的理由，對於學習沒有責任感等情形，這完全

是屬於學習表現低成就學生的特質。依文獻表示，在學業表現部分，低成就學生的

特色包括：(1)在測驗的表現上，呈現低的基本作答技巧；(2)學業成績表現較差；

(3)在閱讀或數學的程度比一般的學生來得低；(4)被留級或有學業方面的挫折；(5)

經常找藉口不交作業或遲交，或是向同學拷貝作業。(轉引自張新仁、邱上真、李素

慧，民 89)。也因如此的無力感而導致行為上的異常，如攻擊行為 、退縮 、常會

違抗指令、自我防衛機轉及裝腔作勢等反社會行為、退縮反應，造成人際關係不佳、

缺乏溝通及表達能力、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甚至嚴重到家庭支持度較低。上述種

種原因是升學導向所留下來的等第區分，憑考試成績去評判孩子的能力，其實是個

謬論。 

關於補救教學的課程設計，我堅守在每一堂課裡都聚焦一個課題，再針對課程設

計裡所需的活動面項中去刺激並發掘孩子的長處，讓孩子有看見自己可以表現能力

的機會，進而重新累積孩子的自信。真的！有時只要我們多關心他們，即使只是一

句鼓勵的話，一個關愛的眼神，一個大拇指指向他們，就希望這小小的肯定能讓學

生有所改變。所以暫時撇開現今常態執教者的主觀意識不談，以下是我個人的淺見: 

(一).課程活動中聚焦於學習的勝任感與自我價值感的體驗，設計讓學生逐步獲得 

及累積成功的經驗，尤其設定其信心增強目標，並從而循序漸進引導其面對具

有超越其能力的挑戰性的成功經驗 : 

課程設計依據因材施教而設計，用最簡單的模式去引導思考性的學習策略，讓

孩子能夠理解課程並能勇敢嘗試並駕馭課程內容的延伸性，從中肯定自己的能

力而建立自信。 

(二).盡量避免惡性競爭或任何不利於學生自我評價的社會觀點: 

 

班上排名就是一種比較文化，落後的孩子往往都是無可奈何的面對比較出來的

差異而導致心理上的不平衡，而行為上出現了許多自我防衛機制的現象，最終

會找出一套自己面對比較文化後的社會亂象與產物。而補救教學的孩子們就必

須要讓他們知道，只要有心總比自我放棄好，只要有進步這就是迎接希望的開

始，這也是社會的包容性，絕非以成績作為導向的錯誤觀點。 

 

      生命何其有幸，能夠在這些孩子身上看到教師可以行使的價值，一如照應萬物     

     的自然法則，「陽光、空氣、水」-諄諄教誨，永不放棄… 



 

愛的期待要有等待的包容，樂當孩子那束沁透教室的溫暖曙光，雖處幽谷中的

茉莉，也會因為這道有緣之光而讓其特色盡出，看見自己的可以與可能！也因為這

道如沐春風般的暖陽，持續給予這樣的傻人傻勁的來繼續灌溉這片含苞待放的深谷

茉莉，等待生命之中花開之時的優雅芬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ifGad5WZ3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ifGad5WZ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