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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分的機會 

    酷熱暑假的校外研習，真的需要很大的肌耐力，不但戶外三十八度的高溫

考驗著我，教室內滴著水只送風的冷氣也同樣挑戰著我的意志力。這時講師的

個人魅力就很容易會被突顯，正盤算著現在這堂課要用哪種坐姿會比較舒服

時，傳來一陣明亮沉穩的聲音：「…今天沒有要跟各位老師談教學，只想跟老師

們說說我和我的三位兒子…」，哇哈哈！真是太美好了！這一小時的課不用再專

注於教學議題，純聊天，一聽到這個話題頓時我的精神就百倍了。 

    不同於他人的從小卓越，他，來自放牛班的吳順火校長娓娓道來他的成長

背景，從不放棄努力的他，不但連續獲得師鐸獎，更獲選為全國卓越校長，而

這位終身奉獻於小學教育的校長，他的兒子更是顛覆了一般人認為校長的孩子

很會讀書的刻版印象。順火校長的三位兒子都不是典型「會讀書」的孩子，因

為他們通通都「遺傳」父親，學科表現十分的「放牛」。老大和老二數理差，幾

乎都是留級邊緣，但卻都很有藝術天分，順火校長並沒有要他們去補數學而是

選擇要放棄數學，這觀念真是讓我有夠肅然起敬的，而如今他們各自在藝術領

域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最小兒子因文科不好也差一點留級，他選擇讓兒

子轉到適合的理工科系，結果不但從此如魚得水，製作的產品更得到日內瓦創

意大獎。這位一直在推動帶領學習共同體的校長，藉由他本身一路走來的生命

經驗，讓我看到了給予孩子適當的支持，找到孩子對的特質，正如吳校長所說

的，不只是看見 59 分的機會，更看見孩子的潛能，所以終究有贏的機會。 

推動的契機 

    透過順火校長的分享也讓我不斷去省思這一年來，我在班上實施學習共同

體的歷程。記得去年剛來學校報到的時候，有兩件事讓我現在仍然記憶猶新。

首先，教學組長說要我去接四年級這班，當時心裡暗自高興，想說這麼好，新

來的老師可以接最好帶的中年級。在還沒開學之前，校長有先提醒我要去向學

校裡教過這班的老師們請教，而得到的結論是老師們對這班孩子的形容普遍都

有個共通點，他們很聰明也很會察言觀色，我想這懂得察言觀色的孩子肯定是

聰明來著。由於學校很小，沒一會功夫能問的全都讓我請問過了，但總感覺有

股神秘不可言喻的氣氛瀰漫在我周遭。職業的敏感促使我在開學後短短一星期

之內，和所有的家長都電話聯繫過，得到的答案更妙，這班的家長言談間都是

老師辛苦了，要加油之類的鼓勵。當然，經過了這一年的帶班相處，我終於明

白當初那股未知的氛圍真的是無法言喻，唯有親自體驗才知箇中滋味。 

    讓我記憶猶新的第二件事情是開拓我學習新視野的「隔壁班老師」。在開學

前，張老師花了將近一小時的時間，在酷熱難耐的教室裡，汗流浹背的向我講



述著學習共同體的重要以及實施的方式。爾後在這半年的實踐經驗中，藉由許

多的校外相關的研習和教學觀摩，我也不斷的去修正在教學上碰到的困局，雖

然自己目前對於學習共同體的課程設計仍不夠成熟，但這份契機，給了我和孩

子們不同於以往的學習思維和樂趣，而這份幸運也藉由接下來的「隔壁班老

師」得以延續。這一年來，我們從生活共同體到學習共同體，不用華麗精彩的

聲光刺激，我們擁有的是孩子們一幕幕翻轉學習最真實的畫面。 

學習共同體前 

    在學習共同體的教學過程中，強調學生的學習要與思考不斷交錯進行，因

此，除了老師的講解提問外，要給予學生個人有充分自我思考與練習的時間，

然後再視情況去引導學生相互討論、分享所得，最後老師再做學習內容的整理

串聯和歸納。由於這班的孩子熱情活潑，擁有高度的創意，雖然有時難免討論

會流於天馬行空，但透過反覆的練習，大部分的孩子都能藉由協同學習的方式

組織彼此的意見，提出更完整的討論結果。所以在課程設計或有效引導討論這

部分，並沒有造成我很大的困擾。真正讓我覺得實施學習共同體較難的細節是

座位的安排，因為除了考量孩子的異性異質和學力高低外，孩子們學習之前所

謂的「恩怨情仇」竟也大大的考驗著我，畢竟他們很多打從幼稚園就認識，我

反而是那個最不熟悉他們的第三者。 

實施初期 

    為了讓「三藏取經」的師徒四人之間可以互助學習，而不是只有突顯三藏

個人的智慧和機智，我的座位安排，桌椅搬來搬去就跟變形金剛一樣，隨時都

有不同的組合出現。害羞的男生始終不願開口跟女生討論、不夠自信的女生擔

心同儕排擠嘲笑、個人習慣不好的孩子影響其他孩子跟他同組的意願，甚至是

青春期男女生關係的微妙等等，看似無關緊要的因素，卻一一影響著相互學習

的效果。所以敏銳地察覺每位孩子的學習狀況並作適當的安排，尤其是各種特

殊的孩子，在分組及教室秩序的掌握對我都是很大挑戰。這包容差異、尊重差

異「和而不同」的班級經營成了我在學習共同體上最重要的學分。但慶幸的是

這群領悟力高的孩子們，在各自差異的不斷磨合下，卻也逐漸能在相互尊重，

相互協助的課堂氛圍中獲得學習的樂趣與成就感。 

協同學習與合作學習 

    在推學習共同體之初，對於學習共同體與合作學習的差異，剛開始我挺困

惑也常混淆，有時分組很習慣就成了任務分工的合作學習模式，這時除了造成

討論時過於吵雜，也容易造成組長是大樹，組員是小草的刻板印象。然而學習

共同體強調的是協同學習，團隊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要互相學習，所以後來逐漸

就讓孩子從兩兩小組的討論到四人大組的綜合討論，孩子的發表機會變多，聆

聽同學回答的時間也變長，一方面訓練孩子如何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另一

方面讓孩子的思考更深入廣泛。誠如佐藤學所強調的，上課時的客人變少了，

孩子的學習就已經發生了!  

孩子的改變 



    在實施學習共同體一段時間後，看到了原先內向沉靜從不舉手發言的孩

子，開始習慣去跟同學說話甚至主動發問，雖然是小小的改變，身為家長的也

開始能感受到孩子的轉變，而這也正是孩子展現自信的開始。而對於那注意力

不夠集中，不管是坐著還是手撐著，總是有辦法睡得東倒西歪的孩子，也由每

節課一定會睡覺，進步到一天最高只睡一節的情況，發現其實他也能靜下來聆

聽同學的想法和意見，甚至自己也很樂於表達討論結果。數學很棒的孩子常在

國語課時跟畫圖或說話很有創意的孩子學習，學習力較慢的孩子也會主動去請

問理解力快的孩子，甚至也看到孩子們在老師都沒有任何規定提醒的狀況下主

動去關懷他人當他的小老師。在學習共同體的理念基礎上，孩子的自主學習是

最被強調的，而不管是哪一個科目，只要孩子願意去思考，就會啟動學習的能

力。所以從一連串的討論中，孩子們不再期待老師會給標準答案，他們反而能

自信地提出自我的見解，我常在上數學課時，丟一些高年級的題型讓他們相互

討論，看著他們好像懂了但又不太理解的樣子，那想辦法解決問題專注的眼神

與對話，常令我忍不住拿起相機喀擦喀擦猛拍，因為那絕對是世界上最讓人感

動的畫面了! 

結語與省思 

    佐藤學提到學習是一種對話，而不是互相發表，在學習共同體的實踐經驗

上，感謝學校老師們彼此具備學習共同體的理念，從說課到相互觀課議課，逐

步落實並精進教學品質，更感謝校長一路支撐著學習共同體的很多概念，除了

不斷鼓勵教師進修與成長，更營造一個師生共同學習與成長的優質環境。學習

共同體不是特效藥，不是新的教學方法，而是有些孩子在學習上暫時落後，或

許不是他們的智能低下，可能是缺乏相關的生活經驗與支持，而學習共同體能

為他們多開一扇窗，多找一扇門，相信假以時日，當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

動機或目標時，在人生的賽局中，絕對是潛力無窮的，因為每個孩子都可以用

自己獨特的方式展翅飛翔，正如順火校長的教育理念：「不放棄每個孩子，讓孩

子能喜歡學習，樂於分享」，學習共同體讓我看見了孩子的需要，自己的責任；

看見了相互的尊重，彼此的溫暖，或許我們短時間很難去跳脫分數這個傳統的

框架，但提早讓孩子擁有自主學習的經驗相信對他們未來能力的提升會有很大

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