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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實踐之探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從自由靈魂的失去、教育主體的失去、土地教學的失去與社會連結的

失去等四個失去來指出華德福教育、地方教育學、生態文化教育學，對當代教育

的重要性。本研究發現，在以人智學為核心價值的華德福教育中，有許多課程設

計和生態文化教育學及地方教育學相互呼應。因此本研究以華德福教育為主軸，

以一所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為研究對象，透過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等質性研究

法，結合地方教育學與生態文化教育學綜合提出「教育在地化」觀點。 

 研究結論提出四點「教育在地化」特色作為學校落實健康社群實踐之途徑：

（一）強調藝術性與音樂性美感陶養的教育藝術；（二）回歸日常經驗的生活課

程；（三）尊敬萬物自然的謙卑姿態；（四）重視在地扎根的關係存有。本研究主

張，透過教育在地化的教學設計，融入有利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的精神，設計具

有在地性、區域性發展精神的課程，融入富有藝術性、音樂性的教學方法，並以

學生的生活環境為學習中心，培養學生發展出利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的生態智

慧，有利於促進在地社區與學校之間的緊密連結，進而達到建構健康社群發展的

理想。本研究建議教育工作者可參考「教育在地化」精神，發展出各校特色，重

視生態環境永續發展，師生養成尊敬萬物自然的生命態度，以生活經驗為學習的

出發點，透過藝術性與音樂性的教學，陶養學生的美感，並且重視與在地社區及

傳統文化的連結，以發展出各校的辦校特色，達到健康社群與教育永續的發展與

傳承。 

關鍵字：人智學、華德福教育、地方教育學、生態文化教育學、教育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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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 Waldorf School in the Practice of the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Waldorf Education, place pedagogy and 

ecological cultural education to contemporary education from the four losses such as the 

loss of free soul, the loss of the subjectivity in education, the loss of connection with land 

in teaching and the loss of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 In Waldorf Education, there are many 

curriculum designs similar to ecological cultural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lace pedagogy.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takes Waldorf Education as the main axis, a Waldor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nstitu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f interview,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combining with place 

pedagogy and ecological cultural education, and suggests the view of the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 as ways to 

implement healthy community practice in schools: (1) to respect the natural humble 

attitude of all things; (2) to return to the routine lessons of daily life; (3) to emphasize the 

artistic and musical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Beauty of life; (4)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ooted relationship exists. This study advocates that by integrating 

teaching design in education with the spirit of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 should design a curriculum with 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pirit, take students' living environment as the learning center and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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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o develop ecological intelligence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close links between local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so as to achieve the ideal of building a healthy community. 

Finall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as followings. We can apply the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 spirit to school management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cultivate 

the respect attitude to the natural life, take life experi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eaching, 

cultivate students' aesthetics through artistic and musical teaching,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nection with local communiti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develo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he healthy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Keywords: Anthroposophy, Waldorf Education, place pedagogy, ecological-cultural      

      pedagogy,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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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嘗試從四個失去來指出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地方本位教

育（place-based education）與地方教育學（place pedagogy）、生態文化教育學

（ecological cultural education）蘊涵的「教育在地化」（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

圖像對當代教育的重要性。先從科技化社會下的人類發展危機，鋪陳出第一個失

去是「失去自由的靈魂」的人們，接著從現今學校套裝知識的教學導致學生主體

失去來陳述第二個失去─「失去主體的教育」，並從這兩個失去對比華德福教育的

核心精神「人智學」（Anthroposophy）中自由哲學的精神，以及華德福教育創辦

人 Rudolf Steiner（1861-1925）注重學生主體性的教育理念，以突顯出探討華德

福教育的重要性。而第三個失去則是從當今與環境脫節的教學危機切入，探討

「失去土地的教學」對於學校落實環境教育的挑戰，第四個失去則是「失去連結

的社會」，首先強調人是關係的存有的重要性，因此在地化的教學是迫切需要

的。透過論述第三、第四個失去，以論證地方教育學以及 Chet A. Bowers（1935-

2017）生態文化教育學對於當今教育的啟發性。在上述四個失去之中，華德福教

育似乎提供了可依循的教育理念，其中關於心靈自由、在地化教學、生態環境的

教育思想值得進一步論辯與分析。以下各節逐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價值。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失去自由的靈魂 

這是一個不自由的世代，網際網路看似讓人們「無遠弗屆」，卻也形成另一

種無形的界線。「Online」真的讓我們活在「線」上，那是一條無形的線，用社群

媒體、社交軟體、通訊媒體、影音平台…限制了人們的思考、活動甚至是心靈的

自由。網路科技的確提升了我們的生活品質，便利的購物平台、豐富的網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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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即時的訊息接收…但也逐漸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模式。當人們看似

悠遊在網際網路之時，可否想過我們其實已經失去了獨立思辯的自由？ 

《網路讓我們變笨？─數位科技正在改變我們的大腦、思考與閱讀行為》（王

年愷譯，2015）一書的作者 Nicholas Carr（1959-），他本身是知名作家與思想

家，專研商業策略及資訊科技，文章散見於各大報章雜誌，他在此書就以腦神經

科學以及心理學的觀點指出網路改變了人類的閱讀習慣，進而影響大腦的運作模

式和發展。他的研究告訴我們當我們上線的時候，因著網路環境的驅使，使得我

們的閱讀、思考、學習都變得草率無法專注，進而變得膚淺。甚至可能扼殺了我

們的思考能力（王年愷譯，2015：157）： 

根據美國國家神經疾病及中風協會認知神經科學部門的首席研究員葛拉夫曼

的說明，我們在線上不停轉移注意力會讓大腦更善於多工處理，但在增強這

項能力時，我們反而會犧牲有深度、有創意的思考能力。 

而這樣的觀點也被其他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及發展心理學家所支持。任教於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系的知名發展心理學家 Patricia Greenfield，在一篇於 2009

年初發表在《科學》期刊的文章裡回顧了超過五十篇研究，檢視媒體對人類心智

和學習能力的影響，她得到結論如下（引自王年愷譯，2015：158）： 

每一種媒體都會發展某些認知能力，同時會犧牲其他的能力。我們廣泛使用

網路和其他螢幕為主的科技，使得「視覺─空間能力得到普遍且高度的發

展。」…但在得到「視覺─空間智能的新優點」同時，我們「深度處理」的

能力也減弱了，而這種能力正是「有意識地吸收知識、歸納分析、批判思

考、想像和反思」所必須的。 

數百年以來，人類歷史文明的進步與發展，乃是有賴於人類的思考與思辨能

力。因為好奇和不斷地探究與摸索，造就出輝煌的歷史與文明，也發明了可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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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人類大腦的人工智慧，創造出許多利於我們生活的科技產品，其中最重要的發

明就是電腦了。然而，如同各樣研究結果所呈現的，人們高度依賴的科技產品，

可能正是造成我們的思辨和探究停滯不前的原因。數位科技固然有其益處和便

利，但過度依賴的結果，就是破壞了人的創造力、批判思考和想像力，而當我們

失去最重要的獨立思考精神，我們也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如同失去自由的靈魂

一般，飄無定所，失去自身的價值。 

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 Abraham Maslow（1908-1970）著名的需求層次理論

中，將人的需求分成八個層次，由低至高分別是：1.生理需求、2.安全需求、3.隸

屬與愛的需求、4.自尊需求、5.求知需求、6.審美需求、7.自我實現需求、8.超越

自我的需求。當低層次的需求被滿足之後，人們才會追求高層次需求的滿足。而

Maslow 對自我實現需求的描述乃是「想成為自己能夠成為的一種人」的需求

（張文哲譯，2012）。也就是發揮真正的潛能，成為自己有能力成為的人。而這

樣的自我實現需要透過自我價值探索來實踐。因為唯有藉由認識自己，才能發揮

自己的潛能。然而自我價值探索的意涵是什麼呢？湯仁燕（2010：7）指出： 

自我價值的探索與潛在能力的開發，是每個人中生追尋的鵠的，也正是教育

的核心任務。教育的歷程其實就在協助每一個個體，創造獨特的生命氣質與

智慧潛能。一言以蔽之，每一個人都能為實現獨特的生命意義而存在，教育

的真諦就是要適才適性的展開每個人的自我價值。 

就如同「天生我材必有用」這句話所說，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能為自己的

生命創造價值。有許多人，在他們平凡的生命中，活出不平凡的自我。《不怕我

和世界不一樣：許芳宜的生命態度》（許芳宜、林蔭庭，2013）一書描述學習勇

敢舞出自我的舞者；藉著壯遊《轉山》（謝旺霖，2013）歷練生命的青年學子；

原本只有國中學歷，認字不超出五百個字，卻在法國贏得世界麵包冠軍的吳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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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唱出生命力與熱情的素人歌手林育群；《旅途上》（On the road）（何穎怡譯，

2012）的作者 Jack Kerouac（1922-1969）「垮掉的一代」的生命詮釋，鼓舞無數

年輕人尋著他的足跡尋找生命意義；因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而沒有四肢卻活得

樂觀、精彩的 Nick Vujicic（1982-）；同樣一出生就沒有雙臂，雙腿也不健全的

Lena Maria（1968-），一樣積極充實活出每一天…有許多人，在有限甚至是殘缺

的生命歷程中，活出令人為之動容與喝采的精采人生，這就是自我價值探索的意

涵，這就是教育的意義。因此，人類的潛能應該更多被激發，然而過多的科技產

品，會成為人們潛能發揮的阻力。 

當今的教育正在提倡網路學習、雲端教學、數位媒體輔助教學…等等，許多

學校以每位學生擁有自己的平板電腦或是教室有多少先進數位電子配備為招生的

宣傳。屬於另類教育體制的華德福學校，主張不讓國小階段的孩子接觸過多 3C

產品，因為在孩子的身心靈狀態尚未準備好之前，過多的色彩與光采炫目的影像

會強烈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也容易讓孩子的想像力受到牽制，華德福教育希望減

少這些科技對學生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免孩子無限的創造力及單純的天性被侷限

和破壞。華德福創辦人 Steiner的人智學乃是華德福教育的基礎，其核心精神乃是

自由的哲學，學生通過教育可以發現自己的本質，成為邁向自由，並且具有自我

意識、成為可以自我決定的個體，也能在探究中發現世界的意義（蘇鈺楠、梁可

憲，2015）進而追尋一個健康的社群。在今日不自由的數位科技時代，華德福教

育的人智學及其中自由哲學的教育精神或許是「邁向自由的教育」，是一種使人

們的心靈回歸自由的法則，這是本研究欲進一步探究與說明的。 

貳、失去主體的教育 

千百年來，關於「人」存在的思辨，從希臘三哲上古時代，文藝復興啟蒙時

代，工業革命機械時代，一直到 21世紀科技日新月異的網路時代，都不斷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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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探究著，而這也是研究者所關心的議題─人的生命價值。當我們明白自身存有

的意義，我們才能明白我們的人生目標，也才能有意義、有方向地追尋人生真

諦。而教育的精神即在陶冶人們對於生命開展的情懷。賈馥茗（2005：217）以

為： 

教育的適應性見於教育的發生、發展與演進；教育的不變性決定於教育以人

為旨歸，必須教人成為人，以發展人性，培養人格，改善人生為目的。 

因此，教育的本質就在於人本身，教育的本質就應當是「教人成人」（蔡如

雅、李郁緻，2014）。研究者認為教育的意義，是在於啟發並確保我們的孩子成

為一個正確且完整的人，「成己成人」就是培養出具有智慧並有涵養的人，這樣

的人，有一顆寬容的心、謙卑的學習態度、明辨是非的判斷力、包容異己的國際

觀、樂於為他人付出的情懷，並且他也有愛人與被愛的能力，還有不斷求知、求

善、求真、求美的精神，他是一個「educated person」有教養的教育人，而教育

的主體乃是學生。 

但如今，在我們的教育現場，似乎缺乏這種回歸主體的教育精神。政府將教

育經費和心力花費在各種評比與排名的虛晃之中，學生真正的學習和成長被忽視

了。嚴長壽（2011）曾深切呼籲我們的政府重視國家的根─國民教育，因為站在

世界舞台的他，卻正看著台灣的孩子離這個舞台越來越遠，我們青年學子的優勢

正在流失。然而數年過去，台灣教育仍然蒙蔽著一層烏雲。自 1994年台灣正式

啟動教改以後，台灣第一線教師對目前教育的評價與滿意度如何？《遠見雜誌》

（遠見雜誌，2015）於 2015年 7月公佈最新調查結果。結果發現，台灣第一線老

師給目前教育打的分數是 62.5分，近七成老師認為台灣的教育品質愈改愈差，尤

其數學科與自然科的老師們反應最強烈，超過四成認為變差很多。而其中有近六

成的老師認為，現在的學生缺乏學習動機是教學上最大的挑戰。而追根究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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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許多家長的偏差概念主導了孩子的價值選擇，因而使孩子失去發展自我潛能

的最佳時機（湯仁燕，2010），這也是學生學習意願、學習動機低下的原因，因

為學生在教育中主體性失去了。 

學生的主體性在學校被忽略，如同罐頭的「套裝知識」在教室中被強硬地餵

食給學生，如囤積式教育一般「學生只需要消費教授餵養的資訊，並且將之記憶

和儲存即可」（劉美慧，2009：14）。許多學者都指出其中的問題： 

我不能確定孩子是否一定要去學校，因為今日的學校所教給孩子的，不是連

結於人的內在世界的「經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而是一整套的經

過標準化、抽象化的「套裝知識」（package knowledge）。這一整套的套裝知

識反而把人從真實世界中分離出來，與不同時空的人類經驗隔離開來（黃武

雄，2013：14）。 

黃武雄（2013）認為人生存的原始趣向乃是「維生、互動、創造」，創造是

人的天性並使人因此感到愉快，而創造的動力乃是依賴人與世界的互動。因此套

裝知識是不合適的，它並非透過學生的主動經驗，即與世界的互動而產生，乃是

課本的抽象化經驗，這樣的知識只帶給學生認知能力的培養，仍然忽視學生作為

主體性的真實存有。林逢祺（2015）也指出我們的教育是一種讓學生「身心分離

的學校教育」，因為我們忽視了身體知覺的重要性。而這乃是 Plato 主義重視抽象

理性的影響，使得人甘受奴役。林逢祺認為所有理解這種荒謬處境的教育者，應

該就能認同教育的核心任務，就是在於喚醒人認識自我知覺的優先性，如此才能

滋養主體，打破奴性。 

2015年 TIMSS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研究調查顯示台灣學生的學習

興趣與自信心在跨國排行上，都是倒數二至六名，這種情形說明我們中小學生在

國際評比上展現的好成績，可能是透過不斷的練習得來的（王韻齡，2016）。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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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8月剛從美國參訪了三間實驗學校回來的均一教育平台創辦人方新舟、花蓮

縣玉里國中校長林國源、新北市龍埔國小主任施信源表示： 

現代教育體系類似工廠，用標準製作流程，把人一個個生產出來。這種生產

模式在初期很有效率，可以用很少的成本在很短時間內製造出一批國家可以

使用的人才。經過一、二百年的演進，這方法近來卻產生很多弊端，最嚴重

的是，它不但壓抑創造力，更抹滅人與人間的差異，而這差異造成的多元，

是人類社會最寶貴的資產（方新舟、林國源、施信源，2016）。 

除此之外，也有開始看重孩子多元能力發展的家長為體制內的升學主義掛

心，認為這樣的教學使得孩子只知道記憶和背誦等認知能力的培養： 

目前學校和家長的觀念仍奉升學主義為圭臬，學校幾乎成了訓練考試機器的

場所…即使歷經教改，學校教育仍著重於基礎學科知識的教學，意即認知能

力的培養，但課本上沒有的同理心、包容力、創新能力、思考能力、問題解

決能力、求知態度等升學考試不考的，則不受重視（Ariel Chan，2016）。 

從以上的報導和研究來看，台灣教育當務之急是回歸教育的主體─學生、孩

子本身，尊重孩子作為獨立存在的個體，教學設計應該在於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

與好奇心，促使學生主動探究，如此的學習才能持久。而在華德福課程的設計之

中就看見了 Steiner注重學生主體性的教育精神，然而這樣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又該如何落實在教學實踐之中？是研究者想進一步釐清的問題，亦可作為體制內

教育改善的借鏡。 

參、失去土地的教學 

還記得，父親曾告訴我們，在他小的時候，他是如何和同學們在田埂間奔

跑，在溪水邊抓魚，在樹幹上攀爬，在海灘邊戲水…度過一個又一個快活的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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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父親神采奕奕的描述著，一幅又一幅歡樂的景象也跟著浮現在研究者的眼

前。然而，如今這些快樂的童年，只停留在我們父母輩的兒時記憶之中了。台

灣，一個曾被譽為福爾摩沙的美麗寶島，正漸漸失去我們原初的美好。 

在現代化工業及都市的發展下，原本以農村生態為主的台灣人，在生活型態

上有了巨大轉變。農人賴以為生的土地消失了，取代的是一棟又一棟的高樓、一

間又一間的工廠，百貨公司、停車場永遠蓋不夠，冰冷的水泥建築形成一座又一

座都市叢林，以綠化環境之名而蓋的公園，樹木一根比一根還纖細、弱小，大地

的綠正被侵蝕，我們的孩子失去了可以在其上奔放、扎根的土壤。如同郭實渝

（2011：247-248）所描述的： 

接受過土地一手經驗教育的人們越來越少，而「生態盲」卻與日俱增。今日

的人們所受的教育，迫使他們擁抱一些脫離土地的建築形式、購物中心、公

寓、霓虹燈、高速公路、玻璃牆面大樓，以及千篇一律的發展模式，這些沒

有一件能讓人們孕育歸根的意義、責任及歸屬。 

這樣的情形令人擔憂，然而並非只侷限在台灣。各個高度開發的國家，透過

工業快速發展帶動國家經濟，隨著消費主義猖獗，人們衣食無虞之餘仍不滿足，

更貪婪的從大地掠取更多我們所欲的資源，造成許多剩餘垃圾。缺乏永續發展1的

                                                 

1「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有學者認為該詞意指「不論是同一個世代或下一個世代

的人，彼此較好生活品質的權利應該被平等保障」。然而「永續發展」含有「永續發展是能夠滿足

現在的需要，而且也不會傷害到未來世代要滿足他們需要的能力」，若是「永續」與滿足需求為標

準，它就不可避免地與物質發展或是生活條件滿足連結在一起。這意謂著，包裝在「永續」訴求

之下的根本立場，仍然是經濟發展的問題（郭實渝，2006）。因此有學者主張「永續性」的概念

為「基於對彼此需求的認識，我們必須在生態、社會與經濟發展之間取得一種真正的平衡」，這樣

的觀點與「永續發展」有所區隔。研究者認同這樣的觀點，永續發展不應該仍以人類中心經濟活

動的立場為考量，應該以生態環境之間的平衡為考量，特以此註解說明。資料來源：王俊斌

（2011），共有文化、生態智慧與教師永續素養─C. A. Bowers 與郭實渝觀點之研究。市北教育學

刊，40，8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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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加上恣意的開墾與破壞，大自然終究抵不過人們帶來的傷害而開始反撲。

工業發達而帶來的廢氣汙染使得全球氣候暖化，溫室效應加劇、極地冰山融化，

原有的自然秩序受到挑戰，極端氣候在各地給人們造成莫大的傷害和衝擊。人們

終於開始反思，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 

國際間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但環境教育系統化的推動可

回溯至 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提出的〈人類環境宣言〉，其呼籲人類關心自然、愛護環境，並在其後接連舉辦

了幾場重大的國際環境教育會議，進而帶動國際環境教育的思潮（張子超，

2007）。1973年，國際間共有 80個國家簽署了〈華盛頓公約〉（瀕臨絕種野生動

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197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為強調綠色保護意

識，提出國際環境教育方案（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me／

IEEP），更有許多國家將生態公民教育列為國家 21世紀教育重點（王俊斌，

2007）。1982年，為了紀念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十週年，通過了〈內羅畢宣言〉，

除了再次肯定〈人類環境宣言〉的精神外，更針對新的環境議題提出國際間的新

原則；接著，1983年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強調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兩個議題，

顯示出國際間對環保的概念，已由單純自然環境的關懷，開展到對人類生存與發

展的關懷。而此委員會更在 1987年發布了「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宣言，呼籲全球對自然環境與弱勢族群的認同與關切（教育部，2012）。

而後，為了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地球高峰會）於 1992

年發表了〈里約宣言〉；接著 1994年，國際間針對氟氯碳化物訂定〈蒙特婁議定

書〉（Montreal Protocol）；1997年為了穩定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又訂定了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2010年台灣也終於通過了《環境教育法》，宗

旨乃在於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依存的重要關係，增進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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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的精神，以達到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等永續發

展之目標。其中第三條明確指出： 

環境教育是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

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

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法務部，2010）。 

然而，我國雖然也逐漸重視環境教育的精神，但其成效卻令人擔憂。吳鈴筑

（2009）指出我國環境教育有許多問題，其根本問題在於教育未能真正落實使環

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等理念深植人心。郭實渝（2010：5）也曾為文論辯環境運動

的偏失和誤用。他在文中指出，受到杜威哲學實用主義影響的美國，在教育活動

中特別強調科學與科技教育的重要，這不僅影響美國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也

影響了環境教育落實的成果，因為環境教育是不能單靠科學與科技教育的方式來

落實的，因此他主張「應以生態文化與人文學科為出發點來思考科技的應用」實

踐環境教育。除此之外，Adam Werbach（2005）也認為環境主義走到了錯誤的方

向，因為人類始終自視優越於自然，以一種二元思考的態度面對環境問題，郭實

渝（2009：6）寫道： 

許多生態學家或環境學者都將現代生態問題的主因指向現代化的思索，認為

笛卡兒將人類理性思索的優位確定之後，人類便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方式，將

自然與人分開，而以自然只是提供人類使用的資源。 

可見將人與自然對立的二元思考人類中心說不符合環境教育的核心價值。而

這也是我們在落實環境教育時需要思量「知行合一」的問題。 

康以琳、張瑋琦（2016）指出，在現代化的發展下，農村結構面臨劇烈的變

化，農村孩童對土地及農家認同上的傳承逐漸疏遠。針對此一現象，世界許多國

家皆推行小學食農教育，例如烹飪課程及學校菜園種植，以促進孩童與食物、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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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社區的連結。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環境的關係可以透過教育而有所改變。

面對日益重要的環境保護，楊國賜（2016）曾經為文探討台灣環境教育現況及問

題，並指出在進行教育改革時，應重視「人與環境關係」，而這即是各國重視的

環境教育。 

研究者在初次接觸向陽華德福2學校，即可窺見教師強調孩童與食物、環境及

社區連結的課程安排。在 Steiner的人智學中，對於宇宙大自然的法則和圖像提供

了不同的面貌，並且賦予人類生活中的節慶習俗更高的意義和精神性，季節桌的

佈置與擺設也是在呼應不同節慶所展現的氣質與氛圍。在學生學習的同時，這些

教育理念與教室佈置，似乎也潛移默化的浸潤孩子的心靈。美國環境保護學者與

教育家 Bowers所提出的生態文化教育理論探討當前的教育無法適當回應生態危

機的問題。根據李哲旭（2013：2）的研究，Bowers 生態文化教育學的主張和環

境教育強調環境保育不同： 

不同於環境教育對於環境保育知能的關注，Bowers 所探究的重點在於不利生

態永續文化以及其預設形塑個人意識過程中語言扮演的角色，並從此一角度

思考生態永續文化形態以及意識之轉換，發展其生態教育之核心理念，經由

生態教育改革的相關論述，凸顯出其不同於當代主流路線，更富生態關懷之

教育理想。 

由上述論述可知，Steiner人智學及其華德福教育與 Bowers的生態文化教育

思想都關注人們與土地、與自然環境的在地化關係之建立，可謂之一種教育在地

化／地方教育學的精神。因此研究者欲透過分析 Steiner人智學及 Bowers 生態文

                                                 

2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為匿名之後的名稱，主要研究班級為四年級的

小雨班師生，亦已經過匿名處理。考量寫作與語意的流暢性，本研究中的「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

機構」與「向陽華德福」及「向陽華德福學校」三個名稱相互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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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學中關於教育在地化的觀點，探討研究者選定的研究場域─向陽華德福學

校，以提供當今教師進行環境教育時有可參考的教學模式及方向，更是期望本研

究能重新牽動台灣的孩子對土地的憧憬和連繫。 

肆、失去連結的社會 

隨著科技網路、3C 產品的快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似親近，實際上是

更疏離。人們的社交活動發生在飄渺的雲端之上。一群好友、三五成群碰面聚

餐，卻各自滑著手機的景象處處可見，大家都「卦了」、「掛在線上」了。為什麼

我們會喜歡透過虛擬空間、虛擬網路與人互動呢？這是因為人們透過社群媒體獲

得大量的線上即時回饋。有學者說明，接收到新訊息通知的大腦，會釋放出一種

令人愉快的腦內激素，這種腦內刺激帶來了網路成癮的問題，因此人們的生活已

經無法離開網路（Sinek，2017）。我們都知道網路的虛擬性及網路成癮的危險，

然而，現在我們與他人之間的互動，卻依賴許多網路社交軟體，在虛無飄渺的關

係之中，尋找存在感、成就感。透過點閱率、按讚數，我們定義自己與他人之間

的關係，然而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我們可能沒有多大的關係，現今是一個失去連

結的社會。 

有 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教育哲學著作之稱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方永泉譯，2003）已經帶我們進入了 21世紀，然而其作者

Paulo Freire（1921-1997）的思想與精神仍然為人們追尋並實踐。雖然他原先解放

的目標乃是在政府高壓統治之下的農民與勞工，但他對於受壓迫者的見解與批

判，仍然為不同的教育議題帶來新的觀點，值得我們探究。他主張「人是存在處

境當中，不僅是在世存有、亦是在己存有，人是關係的存有」。因此，Freire認為

教育應該是發生在對話之中，對話是教育的基本條件，並且應該要透過教育讓人

延伸和世界對話（方永泉，2017）。透過對話，人與人之間產生了關聯、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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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relation），這樣的關係讓人們彼此之間有了互動，進而帶出進一步的對

話和溝通，而達到意識的覺醒，因此他認為「教育及自由的實踐」（許殷宏，

2017）。 

從 Freire的主張中，我們看見了「關係」的重要性。而同樣在關懷倫理學、

生態教育學、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後現代思潮我們可以發現同樣的精神

─回歸主體。Freire因為體會農民之所以成為受壓迫者，是因為他們失去了聲音，

也就是失去參與政治的權利，而那是因為他們失去了受教權。因此他主張回歸農

民的角度，讓他們學習認字，使他們能夠分析這個世界，進而產生批判性的參與

為自己發聲。如今批判教育學不僅促進許多勞動階層為自己發聲，也讓現場教師

們的教學，更重視學生的獨立思辨，促進學生也為自己發聲。而華德福教育也呈

現了這樣後現代多元精神的一面。 

在《邁向自由的教育：全球華德福教育報告書》（鄧麗君、廖玉儀譯，

1998：300）指出： 

如果我們說 Steiner 所創的華德福教育是一種「教育藝術」，它意謂著，這不

是一連串的教育方法，而是一種生活態度。華德福學校的特色與特殊價值，

在於全體教師儘管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實現這個教育，可是卻擁有同一個精神

目標…人智學和華德福教育並不是高深奧妙的理論，而是符合我們這個時代

人類內心深處的需求：一份不可忽視的需求，甚至隨著時代的變遷，越來越

重要的需求。 

我們可以看到，華德福教育的精神是一種生活態度，並且華德福其實也是一

個看重關係的社群，重視在地化的教育，順應不同風俗民情與文化，開展不同的

課程節奏。吳蓓（2015：11）曾疑惑究竟什麼樣的幼兒園或學校才能算是華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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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她後來遇到英國華德福協會的負責人 Martyn 

Rawson，他說： 

華德福教育誕生在西方國家，當它傳播到其他文化背景的國家時，一定要和

當地的實際情況和文化傳統結合，每個地方都應該有自己的鮮明特色，但不

變的是對孩子發展規律的理解，每個學校、每位老師可以盡情發揮想像力和

創造力。 

因此，華德福教育沒有一個強硬的框架，要套入到每一個不同文化背景的國

家之中，乃是尊重當地文化，融合傳統在地特色，實踐華德福教育的兒童發展哲

學。在台灣，華德福就是以二十四節氣作為整個群體運作的基調，順應台灣在地

的大地氣息，規畫課程與活動。這樣的觀念非常符合在地化的核心價值，在地化

的精神就是與自身的土地產生連結的情感。然而在全球化的 21世紀，我們逐漸

失去了自我的特色與價值。越來越多主流文化衝擊在地文化，主流價值取代多元

的價值，人們譁眾取寵追求主流的同時，卻失去了自己的根、與在地社會的連

結，不僅主流文化如此，甚至是專家學者的理論和教育模式，都有可能在沒有和

在地文化的對話與交融之下，用狹隘的眼光、武斷的手法套用在陌生的土地上，

如此缺少互動與溝通的結果，就是文化衝突與誤解，甚至造成傷害。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華德福教育呈現出不同的路徑。Steiner並沒有主張一種

可移植的教育制度，他強調在地性，因此世界各國，甚至是同一個國家不同區域

的華德福學校，都能從人智學出發，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課程設計與學校特色，從

Steiner的人智學觀點就可看出他尊重個體獨特生命發展的精神。因此，研究者希

望從向陽華德福的新生命視角出發，藉由地方教育學理論看華德福在地深根的脈

絡，希望透過觀課與訪談的視角，理解華德福的孩子在教師的教學與學校氛圍之

中，如何與在地社區建立起更深刻的連結。 

 



 

15 

 

向陽華德福向下扎根、向外伸發的生命路徑是獨特的，並且自研究者拜訪學

校教師，討論進班觀課可能的同時，便可以感受到學校對於社區可望有更多密切

的互動與對話。從 Steiner對於建構健康社群的理念來看，這樣的理想必須透過實

踐來達成，而實踐的歷程亦然是關鍵且重要的，這對於所有體制內的學校，或是

當前諸多體制外，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機構與共學團體，都具有參考的價值，

也值得進一步探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以上的研究背景和動機，本研究乃是嘗試先論述教育在地化相關理論，

提出研究者認為教育在地化的理念與精神，再結合 Bowers的生態文化教育思

想，探討其中的在地化以及環境教育理念，接著以華德福教育創辦人 Steiner之人

智學思想為主軸，釐清其健康社群的核心意涵，再進入研究場域─向陽華德福學

校─加入其在地化的脈絡進行論述，分析向陽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歷程以及環

境教育與人智學落實與實踐之現況，透過教學觀察、師生訪談、文件分析等研究

方法，蒐集向陽華德福教育之課程設計、師生關係、組織結構三個面向中有關教

育在地化、環境教育、自由哲學三個面向的教學實踐歷程與教學方法。期望透過

文獻分析、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研究方法，梳理出個案學校的在地化獨特發

展歷程和其教育理念核心。最終回歸台灣教育現場，探討向陽華德福教育實踐對

於台灣教育有何啟示。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點： 

1. 探討教育在地化的相關理論與基礎。 

2. 探討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教育在地化的歷程。 

3. 探討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對於台灣教育之啟示。 

而根據上述三點研究目的，本研究有以下五點研究問題： 

 



 

16 

 

1. 地方教育學對於教育在地化的啟示？ 

2. 生態文化教育學對於教育在地化的啟示？ 

3. 人智學對於教育在地化的啟示？ 

4. 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教育在地化的歷程？ 

5. 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對於台灣教育之啟示？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以下解釋本研究所涉獵的專有名詞所扮演的角色和意涵： 

一、人智學（Anthroposophy）： 

為 Steiner所提出關於物質與非物質世界的靈性科學探究觀點，名稱源自希臘

文，anthropos有「人」的意思；sophia則是有「智慧」的意思，可以解釋為研究

人類智慧之學，其中涉獵的領域包括醫療、科學、建築、經濟、農耕與教育，乃

Steiner根據自身經驗，以及他多年的觀察和研究所得到的一套生命哲學，對於

人、自然以及宇宙萬物有其特別的剖析和闡述。而人智學教育學

（Anthroposopical pedagogy）為人智學當中的教育理論。依循人智學對於人類發

展圖像，發展出相呼應的教育哲學、教學方法、課程設計、教師團隊、學校組

織、親師合作…等教育相關理念與實踐方法。 

三、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 

華德福教育乃是根據 Steiner人智學精神所開展出來的教育體制。第一所華德

福學校於 1919年在德國司徒加特的菸廠公司創立。在 Steiner的推廣之下，華德

福教育日漸興盛，也受到各國教育學者與教育工作者的重視，將華德福學校帶至

世界各地發揚光大。其教育精神乃是透過充滿音樂性與藝術性的教育方法，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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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導向、順應自然「呼」與「吸」的週期課程，並且教育內容須配合孩童不同

階段教育階段需求，兼顧人的身、心、靈三層次的和諧開展，希望透過教育使人

自由，達到培養擁有自我意識且生命逐步完整純熟，並朝向自我目標實現的自由

屬靈人，以發展出由「自由的文化教育」、「平等的政治」、「博愛的經濟」所建構

的三元社會型態。 

四、地方教育學： 

國內教育界學者在探討「地方教育學」（place pedagogy）或「地方本位教

育」時，皆將 place翻譯成「地方」，而非「所在」。研究者認為，兩方主張中

的”place”皆是強調與地方、當地的緊密關係與融合，且不可忽視「人」仍是地方

教育學之中的主體，不是單個的，而是包涵在地社區的群體性在其中。本研究所

指「地方教育學」並不是單指”place pedagogy”而是包括”place-based education”

「地方本位教育」，本研究中的「地方教育學」、「地方本位教育」等概念可相互

通用。並且本研究所使用的「地方」乃是包括「在地」（local）的精神，看重情

境脈絡，相對於全球化的普遍性重於特殊性，也涵蓋當地的文化歷史發展，重視

與當地社區、環境之間的連結和關係。 

五、生態文化教育學： 

美國教育學者 Bowers 提出，乃是他針對當今環境生態遭受嚴重破壞，且環

境教育無法落實，進而審視當代教育語言不利於生態永續發展的問題，認為教育

必須有所改革所提出的主張。他提出了「語言隱喻」、「文化共有財」、「高／低位

知識」的概念，批判當今主流文化包裝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消費主義，認為

現今都市社會的生活型態應該被改變，認同原住民生態文化中的「非貨幣生活模

式」，希望透過全面改革教育帶來改變，強調教師應對於自身文化預設立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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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釐清教學語言中的「根隱喻」，才能跳脫主流文化的框架，真正傳達並引

導學生發展出有利於生態永續發展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 

六、教育在地化： 

透過分析與歸納人智學教育學、地方教育學、生態文化教育學，並且以向陽

華德福學校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嘗試提出「教育在地化」的學校發展圖像，以論

證一個學校的永續發展，需要包含教育在地化的精神，以達到最完滿至善的人類

社為健康社群永續發展的目標。 

第四節 研究限制 

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的課程有七大領域，分為主課程的「語言、數學、

自然、社會」，以及副課程「健康、綜合、藝術與人文」。語言領域又分為「外

語、本國語、書法」，自然領域除了主課程內容還包括「農耕、園藝」，而健康領

域則是有「健康養生、遊戲、體育」，綜合領域則包括「木工、建築、手工」，藝

術領域則有「形線畫、繪畫、塑形、音樂、表演藝術、優律詩美」。不同領域課

程，隨著一到九年級不同教育階段延伸出多元豐富的學習內容，為了呼應孩子的

不同需求的生命發展，在學校網頁的課程精神的介紹中，可看見向陽實踐 Steiner

人智學的堅毅與絕對「透過孩子去學習人智學，和孩子一起實踐人智學」。在上

述課程中，與地方教育有直接關聯的內容包括「本國語」和「社會」，與環境生

態有關的則是「自然、健康養生、體育」。以四年級的課程內容來看，本國語的

上課內容包含了「西遊記、皇帝時期至商朝的神話、遊牧民族神話、北歐神

話」，社會課程則有「地方探究、原住民的生活」。而地方探究則又探索了「我從

哪裡來、學校在哪裡、台北的歷史地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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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進入向陽華德福學校是透過他校教師的介紹先認識大地師，在認識研究

中的主要聯繫人甘露師，透過多次的面談、討論與工作，取得教師團隊的信任，

進而透過甘露師認識研究班級小雨班主帶教師陽光師。甘露師表示，教師的個

性、班級氛圍、學生屬性，都是研究者是否能夠進班進行資料蒐集與課堂參與觀

察的考量。而陽光師是甘露師認為可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與工作夥伴的首選，

陽光師的個性謙和、親切，樂於分享與交流，更有利於研究資料的蒐集。因此本

研究只選定四年級小雨班作為研究對象，其他年級的課程內容並沒有納入資料蒐

集與研究的範圍。 

另外，因著時間上無法完全配合小雨班其他課程時段，加上研究能力的有

限，本研究只進班觀課兩個季節，並且以主課程社會領域的「地方探究」課程作

為主要觀課的內容。這個課程內容主要和地方教育以及教育在地化的理論與實踐

較有關聯，其他與生態環境教育有關的自然主課程中的「人類動物、農耕實作」

則沒有進行課堂的參與觀察。而像是濕水彩、泥塑、健康養生等副課程，前兩者

僅觀課一次，後者沒有觀課資料。這些因著缺乏觀課資料而不足的觀點，則是透

過教師訪談、文件分析等方式補齊。然而，第一筆的觀課資料的確能夠更深入剖

析教師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果。因此，單一的研究對象以及

單一課程主題的觀課內容是本研究的限制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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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教育在地化理論 

 本章係在闡釋與本研究相關之教育在地化理論基礎與實踐情況。分別從在地

化之理論、生態文化教育學之理論以及華德福教育實踐現況的角度切入探究。根

據研究者的初步瞭解，華德福教育與 Bowers 生態文化教育思想都涵蓋了教育在

地化的精神，因此值得進一步分析與探討。而研究者認為，「地方教育學」與

「教育在地化」的差異在於，前者為一教育理論當中明確的專有名詞，後者則是

一個教育機構、團體、學校動態發展的歷程。一個理論名詞就有其明確的定義和

說明，並且有其代表學者；然而一個動態的發展歷程，是一個現象，也是一個充

滿變動的過程，可以呼應教育現場中，不斷轉化的教學圖像與教育途徑，包括學

生、教師、家長、行政人員、社區居民…的變動，都在這個「教育在地化」的歷

程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研究者不使用「地方教育學」作為「教育在地化」的

統稱，因為在生態文化教育學與華德福教育當中，亦可以看見相似的教育理念與

實踐。因此「教育在地化」可以說是「地方教育學」的動詞代表，但也可能是

「生態文化教育學」與「人智學」的華德福教育當中的一個教育圖像。除此之

外，不單以「地方教育學」作為本研究之「教育在地化」圖像建構的主要觀點，

另有一個考量，不希望用一個特定的框架來套住相關的教育理念。研究者認為這

幾個觀點間有許多關聯性，甚至也有相同的論述立場，當然不盡相同，但是可以

互相參照、比較與補充，若能容納各方觀點，或許能使教育在地化理論發展更為

完善。因此本研究容納「人智學」、「生態文化教育學」、「地方教育學」的論述，

提出學校教育在地化發展的主張與想法。 

本章開頭爰先由在地化之意涵與相關理論著手，先探究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關

係，再分析「地方教育學」（place pedagogy）或稱為「地方本位教育」（place-

based education）相關理論，接著探討美國教育哲學家 Bowers的生態文化教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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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先從環境哲學發跡的歷史脈絡著手，再分析 Bowers與環境主義的關係，並

進一步論述 Bowers生態文化教育思想之中文化和語言所扮演的兩大核心概念，

以釐清其生態文化教育思想對在地化教育之啟示，接著說明華德福教育在台灣發

展概況，以及 Steiner 人智學的自由哲學及其健康社群之核心理念與價值。最後，

從地方教育學、生態文化教育學，以及人智學健康社群圖像綜整出之意涵，提出

研究者所關切的教育在地化精神，以歸納出一符合教育在地化以及永續生態文化

發展的健康社群之教育理念。 

第一節 地方教育學背景與理論 

本節分析的是在地化意涵之相關理論，先從全球化的角度討論在地化的意

義，並釐清本土化與在地化在本研究中所扮演的在地化概念，接著介紹地方教育

學之相關理論。 

壹、全球化與在地化 

在 21世紀的今天，「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早已經是擁有豐厚研究資

料的顯學。它是ㄧ種隨著全球經濟活動的發展、科技網路的發達、在時代巨輪更

迭往前下的全球脈動，是ㄧ種在時間與空間壓縮之下的現象，所影響的範圍涵蓋

了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種族、宗教、語言、法律、生態等諸多層面，基本

上現今人們的生活皆脫離不了全球化的影響。因為關於全球化的研究資料已橫跨

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之中，亦非本研究關注的重要概念，因此以下僅簡單介紹幾位

學者對於全球化的看法，以進一步帶入在地化相關的論述。 

關於全球化的起源，Watters（1995）提出三種可能性：（一）自歷史發軔以

來，全球化一直在進行，從那時起，全球話就已增強其影響力，但是最近一直加

速進行；（二）全球化的發展乃是與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同一時期，而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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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加速發展；（三）全球化是一個與後工業化、後現代化或資本主義式微等其

他社會過程有關的晚近現象。洪雯柔（2002）指出，第三種論點較常見諸各學者

的論述之中，與全球化相關的討論，很多都會將之與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後

現代化與後工業化相連結，或是認定其中具有關連性甚至推斷有因果關係。 

而針對全球化的定義，德國學者 Beck（孫治本譯，1999：30-31）以為的全

球化為： 

可經歷的日常生活行為的疆界瓦解，這些行為發生在經濟、資訊、生態、技

術、跨文化衝突和公民社會等面向…民族國家和民族社會的統一性崩解了；

形成的是新型態的權力和競爭關係，以及民族國家的機構和行動者，與跨國

行動者、跨國認同、跨國社會空間、跨國型態與過程間的衝突和交錯。 

戴曉霞（2001）認為全球化的概念和定義基本上可以區分為二大類：其一主

張全球化乃是全球相互關聯（interconnections）和相互依賴的強化、跨國流動的

增加，以致於整個世界趨向於單一化的發展方向；其二強調全球化乃是時間和空

間關係改變的結果。 

我國比較教育學者楊深坑（2005：10）則是整理了 Bauman, Dale & 

Roberston, Daun, Fetzisimon, Roberston 的論述，提出一個較廣為人所接受的觀

點： 

全球化所指的是時間與空間的壓縮、全球一家、世界一體意識之強化，以及

國家、機構組織之間、個人之間相互依存、互相依賴之同體感與日俱增。 

並且，他指出由於全球性的經濟脈動與數位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的影

響，國家運作受制於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助長了跨國企業的力量，更使得消

費主義興盛，政治、經濟、資訊的全球性發展，也使得文化朝向同質化、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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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而消費主義的商品邏輯主導了文化發展方向，使得全球消費者可謂同時消

費同類型的流行商品，致使大部分人們均有類似的文化生活方式與經驗，

Featherstone稱這為世界的「麥當勞化」（McDonalization）特別是這種文化現象可

視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擴張（引自楊深坑，2005）。 

批判教育學學者 Torres, Carlos Alberto（1950-）則點出全球化對教育最大的

挑戰在於國家與公民認同等面向（Torres，2002：364）： 

全球化是否會使人權與民主參與更普及？或者，全球化將人類活動重新界定

為市場交換機制，無視那些為傳統公民的統治？教育─作為一種共享的公共

活動，致力於公民生活與人權─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是否能更茁壯？全球化

的未來究竟是提供民主教育國際化的理想，或是將教育與公共參與窄化為市

場機制不受控制的黑手的工具？ 

因此，全球化影響之深遠是我們不得忽視的議題。 

而在全球化盛行之際，有學者提出一種地方化或本土化的聲音，對全球化所

引發的全球風險、資本主義霸權、環境與生態危機、分配正義原則之失喪等現象

提出批判（劉約蘭，2009）。回應全球化衝擊的力量是地方的聲音。如同楊志誠

（2010）指出全球化體系的發展已然是不能逆轉的革命性變革，其內涵包括了思

想、哲學、政治、經濟、科技、藝術及文化各層面。從功能角度而言，儘管全球

化的動能是「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但是，從價值層面來看，全球化應該是「全

球地方化」的文化整合型式。陳重成（2010）也討論到，如果從全球化語境的背

景來看建構本土化論述之價值與意義，那麼我們可以直言，任何「地方」

（place）的發展都需要透過一套完整的本土化論述來作為理論的支撐，特別是在

全球化的語境下，每一個「地方」都必須在全球網絡中尋求自我的定位。因此，

如洪雯柔（2002）的觀點，面對全球化帶來的革新、改變甚至衝突，本土化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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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引發本土意識高漲，重振本土文化，相關運動亦逐漸匯聚，人們開始保護本土

語言與民族傳統，重申回歸與關懷本土文化。據此，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化和本

土化／在地化是個不可切割的概念。如同 Beck（孫治本譯，1999）指出，「全球

化」一詞的使用，在各地都導致對本土的重新強調，興起了本土意識，甚至是更

進一步對本土文化的重興。然而這並不等同於傳統主義，並非完全的復古或堅持

傳統的觀點，而是對於本土特質的發揚與再思。 

1992年，Roland Robertson 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之概念

（Kumaravadivelu，2008：45），強調超越全球主義與地方主義的對話，期能使全

球化與在地化的理念結合，由相互對立的二元觀點，走向相互依存或相互辯證的

連結關係，為二者之間的爭論謀求出路（陳伯璋、薛曉華，2001；劉約蘭，

2009）。因此，在釐清全球化的意涵之後，要進一步探討與全球化相對的本土化

／在地化概念。究竟是本土化、在地化、地方化還是鄉土化？相對於全球化的在

地精神涵蓋了哪些層面？又該如何從教育的角度探討？這是下一章節要釐清與分

析的概念。 

貳、本土化、地方化與在地化之概念澄清 

和在地化此概念相關的詞彙有”indigenization”、”localization”，而中文翻譯則

是「本土化」、「地方化」、「在地化」。本研究希望針對教育深根發展提出「教育

在地化」的概念。但在提出這一觀點之前，勢必需要針對這幾種用語進行釐清與

說明。以下先從 indigenization 的涵意著手，再分析 localization，然後介紹和教育

在地化概念相符的「地方教育學」，最後統整並界定教育在地化之相關思維，以

利後續融入生態文化教育學與人智學提出理想「教育在地化」核心精神之討論。 

從辭意來看，”indigen”代表本土的人或事物，而其形容詞”indigenous”則有兩

種意思。一、表示起源自（originating in）某個特定區域或國家，或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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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in）特定區域或國家的特性。二、形容天生的（innate）、遺傳的

（inherent）或是自然的（natural）。根據 S. E. Arevato（引自洪雯柔，2002），

indigenous 此字源於晚期拉丁文 indigenus，indigena意指「生於一地、土生土長

的」。此字源本用於植物，指稱植物自然地生長於適合於它們的地方或氣候中。

當這個字用在傳教工作時，代表「因為傳教努力的結果，產生了民族教會，這教

會分享了植根之地的生活，並且在其自身身上發現統理自我、支持自我與複製自

我的能力」。因此從字面上來看，「本土」強調的是一種起源、來源、出處、回歸

原始、自然的概念，更富含植根於當地擁有自我發展、延續與管理的能力。 

”local”有很多層意思，一、附屬於（pertaining to）特定空間之下的地方或位

置，或是具有其特色（characteristic of）；二、受限於（restricted to）地方的在地

特色；三、相對整個國家，附屬於特定都市、鄉鎮或地方區域。而 locality則有

特定（specific）地方（place）或範圍（area）的概念，是一個地點（location）。

Localization 則是 localize動詞的名詞用語，localize 有界定（confine to）與限制

（restrict to）特殊地方（particular place）之範圍與邊緣的意思。 

Featherstone（1996）將本土化一詞和象徵性社區（symbolic communities）做

連結，他指出在傳統的社會學之中，地方的（local）以及相關的派生詞，在地性

（locality）、在地主義（localism）皆和特定地域「空間」（space）產生關連，而

這空間亦是因與居住處所有強烈的連結而產生緊密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s）。Featherstone 認為，在地性或在地主義通常代表一種穩定、和諧、

融和並且獨特又持久的文化認同，屬於在地性社群的人們會形塑成一個擁有自身

在地文化的獨立社群，致使原本單純日常互動的物理「空間」（space）轉變成有

情感歸屬的「地方」（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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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文地理學、建築理論的論述亦可看出「空間」（space）與「地方」

（local）二詞的不同講究。曾旭正（2010）曾針對英語”place”的中文翻譯進行澄

清。他從「實體到空間，由空間到場所」來論述 space、place、local 等詞彙的用

法來說明「空間」到「地方」用詞的精準性。從黑格爾的《藝術哲學》使用了

「空間」這個詞，並指出建築物的特質在於「界定並圍限一特定的空間」開始，

再到人文主義的空間觀興起，開始注重人們的空間經驗、意象與價值，建築理論

由實體轉向空間，並從空間（space）轉向強調「人」這個經驗主體的所在

（place）。王志弘（2009：5）就指出新文化地理學重於探討： 

所在3「place」作為文化再現與文化政治的對象，所在不只出於主觀感受、 

社會關係與過程中，也捲入了再現、論述或表意系統。 

可見 place之於 space 更富含一種情感取向的語意，而人是 place中的主體，所要

探討更是人在 place之中的存有。那關於地方（place）和在地（locality）的用法

與混淆狀況曾旭正（2010：127）很明確說明了這之間的差異： 

在理論發展過程中，place 的概念裡確實包含著 locality 的意涵，因而衍生

local 的概念，並且在 global”全球性”的論述下被擷取來作為對比，不過只要

進一步考究就可以澄清其本意乃是「全球 vs.在地」而非「全球 vs.地方」。亦

即，「地方」一詞，當它強調「地」的向度時，指的是處所、地點，這是

place 的範疇；但有時它也側重「方」的意涵而指向「地方層級」與「在

地」，這是 local 的範疇。 

                                                 

3 原文”place”一詞翻譯為「地方」，但經曾旭正（2010）的論證，在此語境之中，實翻譯為「所

在」比「地方」更為貼切。因此參照曾旭正針對此引文的建議用法，保留其調整。更詳細的解釋

可參考：曾旭正（2010）。地點、場所或所在論 place的中譯及其啟發。地理學報，58，11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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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分辨出 place與 local 的差異性，而 local 才是本研究的論述脈

絡。而 Savage、Bagnall 以及 Longhurst（引自劉約蘭，2009：23）指出，「在地」

（local）有五個解讀方向：一、在地是指情境脈絡；二、相對於全球化強調普及

性，在地化著重於特殊性；三、在地是指歷史的遺跡；四、在地是網路的樞鈕；

五、在地性是社區的建構。統整學者對於在地化的多元概念有著重情感投入、社

區群體行動、地方文化與鄉土感的認同（武文瑛，2004），而且並非完全回歸復

古或是與全球化抗衡、固守傳統的二元對立，係以透過找尋在地主體精神與自我

省思的過程，突顯其主體性，透過地方空間與社會的「解構─再解構」促進地方

發展（吳綱立、吳聖中，2004；吳聖中，2005） 

據此，可以推論，當使用動詞「在地化」一詞時，意指特定區域中的地方特

色、重視地方認同、社區群體性與情感，是一種涵蓋建構之動態意向的過程。 

另也有學者指出在地化（locality）與本土化（indigenization）二詞常有交相

使用的情形。卯靜儒、張建成（2005）認為在地化與本土化這二詞的交相使用，

是在反映社會隨著時間變遷時，語言也跟著發展，進而容納了社會文化經驗的層

層累積，而有不同的展現方式。本土化一詞泛指一種以臺灣為本土對象的思維；

而在地化一詞則是對應於全球化的反面用詞，強調的是在打破疆界的全球化過程

中，各地既有的文化模式及其因應方式。雖然這兩個詞彙指設的對象範圍有異，

但從時間的向度來看，在地化實含涉本土化的概念。 

上述的分析可以綜合整理出「本土化、在地化」之核心概念。而本研究所要

關注的並非探究根源、回歸本土的「本土化」，而是在外在力量與在地發展的一

種融合、交織歷程較為偏向「在地化」或是「地方化」的意涵，而「在地化」又

能融合本土化的思維，因此採用「在地化」或是「地方化」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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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學者（吳聖中，2005；洪雯柔，2002）將「在地化、地方化」交替使

用，然而當使用「地方化」一詞時，會有在指涉政府機構的「中央─地方」之觀

感與疑慮，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觀點在中文語境之中較偏向「在地化」之概

念，並且「在地化」比起「地方化」更能體現研究者對於在地化的教育所欲呈現

的主動、扎根的意象。而且較多學者使用 locality一詞指稱相對全球化的在地化

意涵，因此本研究主要使用 locality／localization 來代表「在地化」。而回歸探討

教育在地化的理論時，會發現「地方教育學」的精神是最能呼應本研究想要主張

的「教育在地化」理念，因此接下來先介紹地方教育學的發展背景和概念。 

參、地方教育學的教育蘊義 

一、教育在地化的重要性 

早在 Aristotle就已提出人類實踐性活動所依據的知識基礎需審慎考慮其所處

之情境，才能作出睿智的判斷，採取適當的行為，進而成就一個與時俱進的完美

人格。而教育是人類最重要的實踐活動之一，就如 Kant 所言，人類須透過教育

才足以成人，教育可說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範疇，其活動的規劃也因而不能離開人

類所處之歷史社會情境（引自楊深坑，2005）。Heidegger（1926）的名著《存有

與時間》（Being and Time）的觀點亦指出人是「在世存有」（being-in-the-

world），人與其所處的世界不可分割。 

隨著全球化席捲各地，教育也不可倖免地受到影響。Smith（2012）再版的

《反殖民化的方法論：研究與原住民》（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也強烈批評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帝國主義，並且主張社會科學研

究應本諸本土性的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當然，前面的章節已討論過全

球化並非是一個佔領、破壞、同化的單一現象，它還同時促進了本土思潮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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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育研究的領域也有類似的主張，Masemann 與 Rust 均曾主張教育研究應將本

土性的認知方式審慎地列入考慮之中（引自楊深坑，2005）。 

為何需要有教育在地化，因為人需要在處境中才能作出睿智的判斷。就如其

他學者所言，去脈絡化的套裝知識對於學生是ㄧ種異化的展現，會將其抽離自自

身處境當中，而使之喪失主體性與批判能力。只能被動的吸收，這對學生的學習

無疑是ㄧ種殘忍的灌輸和迫害。因為，學生原有的生命力與好奇心在這些填鴨式

的學習當中喪失了，所以的確可以用迫害來形容學生的感受。因此，各國、各地

的教育亦該針對全球化中借鏡來、移植來的教育體制進行反思與批判。因此，本

章欲透過前述關於在地化理論的論述，結合生態文化教育學與華德福教育的觀

點，借助全球化推波助瀾的激盪力量，建構出一個在脈絡與情境之中的「教育在

地化」理念。 

二、地方教育學與地方本位教育 

 從上一小節的討論可以得知，「地方」（place）強調了處所、地點，而也有許

多教育界學者以回歸地方性的論點提出其主張，「地方教育學」或稱「地方本位

教育」便是主要直接關聯的理論。洪如玉（2010，2012，2013，2015，2016）就

很清楚的分析了不同地方教育學學者對於地方教育學的思想和論辯。本段落乃根

據洪如玉之研究進行統整和論述。在洪如玉（2016）「從地方教育學觀點探討跨

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一篇期刊之中，論述了幾位學者對於地方與教育之間關係

的看法。她指出（引自洪如玉，2016：85）： 

Paul Theobald 和 John Siskar 就說明了「地方」概念的「多樣性」（diversity）

以及「社群」（community）兩個概念。前者為異質、多變、多元；後者則表

示在群體之中的共同部分、可凝聚並團結成員的共同因素…Greenwood 也認

為「地方」正是一個既可容納殊獨性、又可分享群體性的概念，因為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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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不同面向去探討、理解與掌握「地方」，從知覺面向去掌握「地方」對

個人的獨特意義，並探討「地方」所涵涉的社會、政治、歷史、地理、生態

面向，在各種關係網絡之中與其他個體和群體發生連繫，因此，「地方」是

一個可連結多樣性與社群的關鍵。 

根據上述對於「地方」一詞的說明，地方對於個人是有獨特意義的，並且可

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探究。1996年，美國教育學者 David Sobel 出版了《超越生

態恐懼：重申自然教育之心》（Beyond ecophobia: Reclaiming the heart in nature 

education）正是從生態教育的視角來討論地方精神；而後 Paul Theobald 在其書

《教導共有財：社區的地方、驕傲與更新》（Teaching the commons: Place, pride 

and the renewal of community）中提出「地方意識教室」（place conscious 

classroom）的觀念，亦是將地方與社區連結的論點（洪如玉，2013）。而「地方

本位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一詞乃是由 G. A. Smith（2002）在 Phi Delta 

Kappen 期刊發表之論文〈地方本位教育：學習我們身處之地〉（Place-based 

education: Learning to be where we are）一文中首度使用（洪如玉，2010）。之後，

「地方教育學」（place pedagogy）、「地方意識教育」（place consciousness 

education）也被用來指稱與「地方」有關之教育觀點。而「地方本位教育」、「地

方教育學」、「地方意識教育」、「地方感教育」皆視為可相互代替、使用之概念

（洪如玉，2013）。 

Sobel（2005：7）對於地方本位教育的定義為： 

地方本位教育是一種教學過程，運用在地社區與環境作為起點，透過不同學

科之間的跨領域課程進行教學。強調實作與真實世界之體驗，這個教學取向

不僅加強知識的學習，也幫助學生與所在社區發展出更強的聯繫，促進學生

對自然環境的鑑賞，並幫助他們成為具有主動奉獻精神的公民。在地公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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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織的主動參與，加上學校的環境資源的共同合作，可提升社區活力與

環境品質。 

而 Paul Theobald（引自洪如玉，2013：119）在他的著作《教導共有財：社

區的地方、驕傲與更新》（Teaching the commons: Place, pride and the renewal of 

community）中明確指出地方教育學兩個重要的前提：一、目前的教育系統應重

視田園學校（rural schools）；二、學校應重視學校周遭的物質環境與社會、政治

與經濟脈絡。 

至於 Gregory Smith 則是較為強調地方本位教育中的自然生態面向與環境教

育。Smith（2002：584）指出地方本位教育的力量在於其適切於地方獨特性，而

這有助於克服學校與學生生活之間的分裂。並且他認為地方教育學的終極目標在

於將學習深植於當地的現象（local phenomena）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當中。他批評

學校教育讓學生與他們所經驗的環境以及探究知識的方式斷裂，並將他們帶向由

他處陌生人發展出來的知識，學生變成只是透過閱讀文章、聽教師講解或是觀看

影片來學習，並非讓學生”全身貫注”的親身經歷這個世界（full-bodied 

encounters）。在他與 Dilafruz R. Williams 共同編纂的《行動中的生態教育：結合

教育、文化與環境》（Ecological education in action: On weaving education,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之中，焦點在於結合教育、文化與生態學（或環境教育）為

跨領域的研究與實踐（洪如玉，2013）。他們指出： 

生態教育的重點強調人在自然系統中不可分割的關係，自然並不是它者可操

控的現象，如同機器的零件─生態教育的實踐必須把人類視為自然環境的一

部分，而人類文化是物種與不同地方之間互動的成果（Smith & Williams，

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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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在 2002年正式提出「地方本位教育」一詞，並且指出地方本位教育有

五個元素：一、以師生的直接經驗為發展課程的基本依據；二、學生是知識的創

造者而非消費由他人創造的知識；三、學生對地方的獨特關懷是創造知識的起

點；四、教師角色不是將他們所儲存的豐富知識傳遞給學生，而是學生學習過程

的嚮導、共同學習的夥伴與其地區知識資源的引介者；五、地區與學校之間彼此

相互參與，學習結合學校與社區。而他也認為「地方本位學習就是把地區環境─

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和自然─放入學生教育經驗的脈絡之中」（引自洪如玉，

2013）。 

由上述的統整與介紹可以得知，地方教育學看重學生的主體性經驗，強調親

身體驗的學習歷程，認為學生才是知識的創造者，並非被動吸收他人的知識，並

且注重學科之間跨領域的學習，以地方為課程發展的本位是其最核心的教育理念

與實踐，課程設計需融合地方特色、生態教育、環境保護等元素，教學方法主張

社區與學校之間的合作關係，教師要成為地區知識資源的引介者，將學生連接於

地方社區，並且認為人與大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並非二元對立關係，人與環境乃

相互影響、牽制，透過地方本位的教育，讓師生共同參與瞭解、認同、接納等互

為歸屬的歷程，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互動與連結。 

第二節 生態文化教育學 

面臨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Bowers提出生態文化教育理論，他從文化以

及語言的角度提出對當代教育以及現代科技社會以及消費主義生活型態的批判。

他站在一個文化生態保守主義（cultural／bio-conservatism）或稱作生態保守主義

（eco-conservatism）的立場，認為「在人類與生物環境的關係上，我們的文化實

踐活動，包括文化觀念、價值、科技等都需要具備永續的能力」（引自郭實渝，

2006：66），而這種對於歷史、文化傳統的尊重與延續，亦可謂教育上的保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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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然而並非保留所有的傳統文化，而是選擇性的保留具有生態意識的文化與傳

統（Bowers，2001）。 

在面臨生態環境永續發展問題時，Bowers 容納了 Bateson提出的生態智慧

（ecological intelligence）回應這個問題，提出傳統文化傳承與生態永續發展的保

守觀點「文化／環境共有財」（cultural／environmental commons），及現代化語言

之中根隱喻（root metaphor）影射的主流文化立場，並且以「低位知識」（low 

status knowledge）與「口傳文化」（the oral culture）的教學方法來建構生態文化

教育學的教育圖像。以下分別介紹他的生態文化教育思想中蘊含的文化觀點與語

言觀點，並介紹「生態智慧」的五個面向，以及「低位知識」和「口傳文化」在

教學層面的應用。 

壹、生態文化教育學之文化觀 

 在 Bowers《謹慎的保守主義》（Mindful Conservatism）一書中，他以在英語

世界中，被多數政治歷史學家公認為第一位提出西方保守主義的政治家 Edmund 

Burke（1729-1797）的觀點為根據，探討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進一步強化他生

態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確立了以保守主義為基礎的環境教育理論基礎（郭實

渝，2006）。Burke觀念的重點在於他的改革觀點是基於社區經驗而非抽象的理

想，他認為社會秩序是從歷史發展的機制、風俗習慣、客觀法律及非有意的社會

力量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這些網絡機制使人們成長成為具有高度文化及文明的

現代人並形成現代社會，他尊重歷史文化成長的傳統，可以和 Raeder解釋 Burke

「個人是愚笨的，但種族是聰明的」的說法相互印證（引自郭實渝，2006）。 

 立基在 Burke的保守主義思想之上，Bowers 發展出文化生態保守主義，並且

強調教育的過程即是透過上一個世代的語言傳承與指導，將文化知識與對世界的

瞭解傳達至下一代。這種對歷史、文化傳統的尊重與延續的教育是ㄧ種教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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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而更重要的是要認清並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值得保存，為了永續的未

來，我們需要保留的是具有生態意識的文化與傳統（Bowers，2001：61-62；郭實

渝，2006）。 

他指出，過去的人們將生態環境賦予神聖性，並且這在許多仍保有傳統文化

的地區仍不少見，但是在消費文化帶來的利益與個人欲望滿足的追求之中，環境

資源均被轉換為可交換的商品，追求發展的同時也提供了正當性給資源剝削的圖

利行為（引自李哲旭，2013）。因為看見消費文化帶來的生態危機，Bowers 從人

與環境資源之互動關係著手，提出不同於一般經濟學上定義的共有財概念。

Bowers認為共有財包括了「環境中所有可以延續人類生活的一切」： 

簡單來說，共有財包括環境中所有可以延續人類生活的一切。共有財，即便

是在古代，也包括人們呼吸的空氣、使用的語言、代間對於價值和定義不斷

更新的敘述、在生物區域之有限環境內生活之世代不斷精鍊之技術和工藝知

識、決策過程所立基之觀念與架構、遊戲或藝術、植物藥性的知識等，事實

上，共有財涵蓋了人類／生物社群未被金錢化以及私有化的所有面向，古代

共有財另一主要特徵為在地的決策系統。（引自李哲旭，2013：48） 

據此可將共有財分為使社群能夠自我充足之在地的知識傳統和互助模式的「文化

共有財」（cultural commons），以及當地生態環境資源的「環境共有財」

（environmental commons），而文化共有財的維持有賴於環境共有財的永續發展。

Bowers（2008）認為文化共有的多元性和文化自身以及生態物種的多元性相當，

應以文化共有的概念建構永續文化的觀點。 

Bowers提出四點來說明傳統文化保留的準則。第一，在決定何者具有保留價

值時，要以與生態正義有關的問題為思考之起點，環境或生態保護的思想是以公

平及公正的看待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為前提；第二，必須保留能維持文化多元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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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自足的傳統，並非目前存在於第三世界的經濟強權與經濟殖民政策；第三，

目前世代需要保留的文化是能維持世代相互支持的溝通及扶持傳統，而不是以科

技為主導的知識傳遞方式；第四，要思考保留下來的文化是否能促進或維持人們

的生活品質（引自郭實渝，2006）。 

因此，Bowers批判當今社會的消費文化生活模式，主張回歸傳統生活方式，

看重世代間文化的傳承，但並非一昧的全盤接收舊有思維，而是根據其利於生態

環境與否的結果來取捨。並且「以文化共有為基礎，提出較不依賴金錢且與環境

緊密相依生活的可能性」（李哲旭，2013）。 

貳、生態文化教育學之語言觀 

美國環境保護學者與教育家 C. A. Bowers（1935-2017）所提出的生態文化教

育理論，探討了當前的教育無法適當回應生態危機的問題。Bowers（2008）指

出，他的許多著作與發表受到 Gregory Bateson（1904-1980）很大的影響。根據李

哲旭（2013：2）的研究，Bowers生態文化教育學的主張和環境教育強調環境保

育不同，他的重點在於分析「語言」如何影響不利生態永續發展的觀點，並且探

討「語言」如何形塑個人意識的過程： 

Bowers 探究重點在於不利生態永續文化以及其預設形塑個人意識過程中語

言扮演的角色，並從此一角度思考生態永續文化形態以及意識之轉換，發

展其生態教育之核心理念，經由生態教育改革的相關論述，凸顯出其不同

於當代主流路線，更富生態關懷之教育理想。 

十二年國教強調的素養教育，亦包括了生態文化永續發展的觀念培養，這不

能只透過課堂的知識傳遞，還需要付諸實踐，並且需要長時間的經營以養成正確

的價值觀。然而，體制內教育看重短期的教學果效與學業成績，容易短視近利，

使用錯誤的評量規準來衡量學生的學習成果，只看暫時的表現，而忽略長期培養

 



 

37 

 

生態友善精神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體制內的教師亦在不

知不覺之中將服膺於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傳遞給學生。最好的例子就是「升學主

義」。學校與家長強調孩子的學業成就與表現，時常是因為好的成績可以進入好

的大學，而好的大學意謂著未來的發展。學校的排名、科系的選擇都已經被資本

主義給壟斷了。每年高三學生準備填寫志願升學之際，都可以看見坊間針對企業

界最愛大學的排名調查，而這些排名更說明了資本主義的操作，企業界越愛用的

學校，越是能夠吸引學生與家長的報考，因為那代表好的工作與好的生活。 

然而，什麼樣的生活是好的？普世的價值仍脫離不了用金錢和名利建構的生

活品質、社會地位與流行文化，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品牌迷思，這些皆是在資

本主義的灌輸下所發展出來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學校與父母似乎看重孩子的課

業成就，其實乃是被資本主義所構築的白領階級生活圖像所牽制了，我們追求的

不是學業表現，乃是隨之而來的名利成就與享樂奢華的生活。我們都被資本主義

華麗又精緻的包裝給矇騙了，更可怕的是─我們渾然不知。這就是 Bowers 所批判

的當代教育語言中所隱含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人類中心論、工業科技等「根

隱喻」（root metaphor）的面向。 

在 Bowers教育語言研究中，他最關切的便是承載西方思想之當代教育語言

所形塑的個體，在「根隱喻」的影響之下，形成了人類中心宇宙觀，脫離自身的

生長環境和背景，適應於消費文化且強化了消費文化中無限循環的發展與耗用。

「根隱喻」的概念即是 Bowers對於當代語言隱喻的批判，語言承載了主流文化

預設的精神與概念，根隱喻成為知識與文化歷史的本體，並在成為主流思想的過

程中，壓抑了其他思維與價值觀（Bowers & Flinders, 1990）。由此可以說明，資

本主義如何透過語言隱喻的承載和傳遞，一代又一代將主流文化複製下去，並利

用這套運作模式，主宰了人類世界的文化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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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文化的擴展，帶來了全球大規模的資源消耗以及文化多樣性的消失。而

其中以主流文化自居者，則是繼續以人類中心論的觀點，不斷傳遞這套資本主義

的語言，以進步為名加速消費文化的擴展與工業科技的發展，進而導致傳統文化

與生態環境的破壞甚至是消滅（李哲旭，2013）。許多教師並不理解其所使用的

隱喻扮演的教育意義，當教師對於其所使用的語言隱喻缺乏意識，會導致教師對

於語言隱喻在學習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遲鈍未知，並且在其語言隱喻被消除時

無法展現專業的認知進而造成誤解（Bowers & Flinders, 1990）。 

郭實渝（2011：9）的一段話清楚說明學校教育所蘊含的語言隱喻價值如何

影響學生的世界觀： 

語言隱喻的探討，教育理念的思考，及哲學觀點的解釋，幾乎所有的問題都

無法逃避文化、社區、環境、習俗、傳統等的影子。這些就沒有辦法使用科

學方法證明或找到確切的證據，尤其是需要他人傳遞的觀點，就很難逃避傳

遞者本身擁有的觀點。影響他人最大的教育活動，不少歷史傳統或文化價值

觀點以教育的方式傳遞給下一代或後代。其中有許多是偏見及刻板印象，如

人類中心理念、大男人主義的觀點等，甚至包括自由主義運動以降的許多現

代性觀念，是否能協助我們永續生存是環境主義運動者質疑的論點。 

對於 Bowers來說，學校教育所提供的是個人意識養成初步以及主要的場

所，因此教育語言成為永續文化與文化團體成員之思維模式和價值觀之間聯結的

關鍵所在（李哲旭，2013）。如何跳脫出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框架，轉化所使

用的語言隱喻，嘗試以新的角度來傳遞傳統價值和環境保育的思想，是當代教育

工作者需要審慎思考的，這也是 Bowers認為當今的師資培育應該強調的能力。 

參、生態智慧的五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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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代主流思潮中強調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並沒有思考到個人始終存在

於時間延續與不斷傳遞的歷史社區之中，雖然現代教育的推動以個人經驗為本建

構知識，但是這些思考途徑都牽制於個人成長的生命歷程與歷史文化脈絡（郭實

渝，2006），人們不可能完全與他的過去脫離，因此傳統始終在我們的生活當

中，Bowers主張要從傳統在地文化與教育工作著手改變，才能培養有助於落實生

態環境永續發展生活型態的生態智慧。 

王俊斌（2011：93-99）根據 Bowers立基於 Bateson生態智慧的觀點，對照

郭實渝觀點，綜合分析出生態智慧的五個面向，以下研究者結上述學者的觀點，

並參照李哲旭（2013）的研究綜合說明之： 

1. 「資訊就是一種造成差異的差異性」（a bit of information is definable as a 

difference which makes a difference）：真正讓人類獲得認識的能力的，正

是「關係」，心智的主要構成是「關係的資訊」（relational information），

我們是透過關係脈絡來進行理解。所以資訊之所以是資訊，乃是因為注

意到資訊之間的「差異」而使其具有意義。因此唯有透過掌握關係的差

異性才有認識新事物的可能。對於生態教育的意義在於，我們乃是生活

在一個相互依賴（co-dependent）的世界之中，生態環境中的任何一點改

變，都是一種資訊符號，應該被察覺並且重視 （Bowers, 2016）。然而

因為資訊本身的顯明性與隱匿性，加上人們對於「訊息」的篩選，並非

中立客觀全盤接收，使得人們對於自然生態的改變無法掌握（李哲旭，

2013）。 

2. 遞迴式知識論（Recursive Epistemology）：所謂「遞迴式知識論」是指我

們現在所具備的知識，其實皆來自過去的無數訊息的遞迴擴增。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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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理解乃是立基於過去的經驗和基礎之上。唯有意識到這個語詞或

觀念的迴圈，我們才能針對這個問題作出改變。 

3. 地圖非領域（The map is not the territory）：「領域」意指自然與文化系統

的世界，而我們正是生活在這樣的實境生活環境中。「地圖」則是具體

承載各種文化／語言隱喻／思想之間的聯結。「地圖」是對「真實領

域」的抽象描繪。「繪製地圖」的過程，真實世界中的「領域」及文化

與自然不斷被抽象化，受限於人類的心智能力、文化脈絡、權力或意識

形態，我們可能決定何者可以放進地圖，何者被排除在外，最後得出

「地圖非領域」的結果。這有兩個雙重意涵，第一，揭露現代文明高度

抽象化知識的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ing）現象；第二，「領域」的本

質是複雜的，但人類只能用抽象化方式簡化呈現，正說明了人類知識與

能力的侷限性。若能領會這樣的道理，或許便能體會「人在自然之中」

的生態智慧。 

4. 雙重束縛（Double Binds）：高度科技化與資本化讓人類仰賴科技帶來的

互助關係，人的「鐵達尼心態」（Titanic mind-set）以為自己無所不能，

只看見進步帶來的利益，卻看不見我們可能失去的純樸生活與富饒文

化。從生態危機的角度來看，當代教育語言的雙重束縛在於，人們不自

覺從過去的文化預設中尋找解決之道，然而過往的概念架構正是生態危

機的根源之一。 

5. 第三層次的學習（Learning III／Level III Thinking）：在面對問題情境

時，學習者能結合對語言隱喻與關係思維的概念，檢視自己的思維模式

是否含有文化預設的立場，能夠思考各種可能的選擇，並且作出正確的

決定，它是一種學會管理自己的學習的歷程（the process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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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our learning），顧慮的並非個體，而是心智運作的整體環境，

並不是僅在乎解決問題，而是看見問題背後的深層內涵。「第三層次的

學習」可以作為實踐生態智慧前四個面向的具體方法。 

肆、生態文化教育學的教育蘊義 

一、印刷文化之於教科書的反思 

 Bowers的生態文化教育思想指出，受制於消費文化、自由主義等當今主流思

潮的框架，環境教育者與學校老師又不斷忽視語言隱喻的影響，導致根隱喻不斷

承載過去錯誤的思維價值，加上科學思維的「鐵達尼心態」，造成環境教育無法

落實。Bowers在提出共有財以及語言隱喻的概念之後，以培養生態智慧作為解決

生態危機問題的方法，並且針對學校教育提出「低位知識」、「口傳文化」的教育

圖像。 

 Bowers（2016：97-105）針對整個現代社會的發展與教育現場指出「印刷式

文化」（the print culture）帶來的影響。雖然印刷術的發明為人類帶來許多便利

性，但因為人們對於科技進步的「雙重束縛」態度，忽視了其中隱藏的問題。

Bowers指出印刷式文化與數據帶來的問題。 

首先，只能針對想法、事件、經歷提供膚淺的表面知識（Print can only 

provide a surface knowledge of ideas, events, and processes.），印刷式文化無法呈現

文化與自然生態環境之中隱含的地方脈絡的多重關鍵因素與關係。作者往往缺乏

對底蘊豐富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緊密連結的符號化過程（semiotic processes）的知

識，就算作者察覺其中的蘊意並且重視文化模式他／她也無法完整的將他們翻譯

成印刷品。因此，印刷只提供了表面的知識，甚至成為與他人溝通的抽象理解基

礎。推特、訊息、電子郵件和手機進一步鞏固了根植於數百年以印刷為基礎的文

化儲存和交流的傳統，認為抽象知識在指導行為和社會政策方面，比起透過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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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互關聯、互相依存的自然與文化生態系統符號化的交流具有更高的地位─我

們正是處於這樣在街頭和其他公共領域與他人互動的世界當中。 

其次，印刷的資料無法即時提供生態世界當中不斷變動的動態關係

（dynamic nature of ecologies），並且也無法呈現其中多樣性的訊息。而且，客觀

的思維一旦被印製出來似乎就成為不可撼動的真理一般，成為了主流的「高階知

識」（high-status knowledge）。除此之外，印刷強化了語言隱喻的思維，延續了舊

有文化的預設立場與假設，並且也強化了西方強調主動的個體獨立思考的迷思，

導致個體對於傳統文化的摒棄。 

然後，印刷文化還繼承了種族優越意識，口語的表達反映了多元關係、過去

與現在的影響、含糊不清的隱性（tacit）或是清楚明確的顯性（explicit）的訊

息，並且在不斷更迭的關係之中構成了合宜的道德行為（moral behavior）。然

而，印刷產品成為文化殖民的科技統治手段，藉由繪製地圖、制訂條約、強加的

語言與意識形態，致使口傳文化成為落後的、沒有文化素養的（illiterate）、更容

易被剝削的文化。 

在當前具有優勢地位的文化中促進數位科技，正是透過將這些文化帶入知識

領域與市場經濟當中，這也是殖民工作延續的手段，而這個過程乃是透過個人主

義和在地文化共有財的破壞。文化實踐的歷程仰賴所有的知覺與記憶的協調，例

如：說話者的言談與傾聽，而對他人肢體語言的解讀較常出現在口傳文化之中。

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時常在口傳文化中扮演一個重要的關鍵角色，如同發

生在持續進行交互作用的生態系統中，不斷變化的語言隱喻（metaphorical 

language）一般重要。 

最後，大多數的作者與讀者沒有察覺自身的文化預設立場，這個預設立場在

印刷品編碼中呈現出表面的客觀性（the appearance of o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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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位知識」與「口傳文化」的教學應用 

藉由梳理「印刷文化」帶來的影響，Bowers 的「低位知識」與「口傳文化」

則是應對之道。Bowers 認為低位知識並非以二元論般分割的方式研究世界，而是

採取創作神話的敘說方式（mytho-poetic narrative）將人與宇宙的關係以神話或詩

詞之形式呈現；重視老年智慧以及跨世代的溝通，看重在地環境之生活經驗，而

非普遍性的看似客觀、印刷的資料；除此之外，低位知識著重互動關係，無論是

人、物、環境與文化，均被視為一個整體，不以個人作為敘述之主角，而是以社

區、環境，甚至包括動物都可以作為敘述的主角（郭實渝，1999：20-21，引自李

哲旭，2013：94）。 

而「低位知識」可以應用的表現形式則是「口傳／口述」的方法，在 Bowers

（2012）的研究中，指稱口述不只限於說話，而是多重感官的感受，包括了視

覺、嗅覺、觸覺等。其特點有二：第一，口述包含了體驗與文化經驗，在人與人

的溝通中，用多重感官接收各種訊息，包括思想、情感、記憶、自我認同、意

向、思考與審美意識等；第二，不同於印刷的靜態性，口述是一種立即性的互

動，不斷意識到自己、他人、環境三者間的關係。雖然口述仍有其語言隱喻的面

向要考量，但面對面的溝通，提供了反思隱喻與預設立場的空間和機會（引自李

哲旭，2013）。 

小結 

面對科學思維帶來的進步現代化發展，Bowers（2016）曾肯定科學家在不同

領域中作出的貢獻，可見他並非反對科技的發展。然而他也指出，科學家不太願

意承認科學有其限制性，這表現於他們致力透過介紹新穎的科技來推翻傳統文化

之中，如此能給他們帶來更多對環境的控制權─包括對人們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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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ers批判消費文化及其作為思維模式基礎的現代性隱喻，包括個人、進

步，以及自由主義和科學思維之中。他認為「重視消費／工業文化無盡擴張的問

題才是重視永續之教育應關注的對象，並將此問題的概念與道德架構稱之為『生

態正義』（eco-justice）」（李哲旭，2013：92）。Bowers認為教師應以「生態正

義」作為教學的基礎，其關注的不只是環境問題，同時也是文化、種族、性別等

和社會正義有關的議題，並且從檢視自身的文化預設立場，以及認知模式的角

度，來解決問題（李哲旭，2013）。透過理解印刷文化帶來的「高階知識」問

題，教育現場的教師可以「低位知識」與「口傳文化」來設計教學，跳脫主流文

化的框架，傳遞有利於生態文化永續傳承的價值觀和思維。 

第三節 人智學教育學 

「確認自己的生命任務，以及開展一個成為自由人的各種能力， 

使人類共享美好生活」是華德福教育努力的崇高理想。 

─張純淑 

壹、台灣實驗教育的興起 

近幾年，華德福教育在台灣興起一股島內移民的教育行動，也振興了台灣家

長教育選擇權的主動意識，有更多家長與學生跳脫體制的框架，選擇更有彈性與

主動性的體制教育。有部分原因要歸功於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在台

灣的推動，以及實驗教育三法的通過。另類教育泛指主流體制外的另一種教育選

擇，形式相當多元。根據馮朝霖（2006）「另類教育與二十一世紀教育改革趨

勢」一文指出，「兒童的自由與創造性」是其核心概念。而另類教育學的主要教

育理念在二十一世紀正明顯地被先進國家主流教育改革所吸收與轉化實踐（馮朝

霖，2006）。就如李雅卿（2003）所說：「凡是胸襟夠大、自省力夠強的國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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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法律和制度來保障另類教育的存在，因為龐大的體制教育需要有不一樣的思

考來做鏡照」，因為「教育善求變異，另類催促演化」（引自彭千芸，2011）。 

台灣另類學校教育開端來自 1990體制外學校「森林小學」的創立。至 1999

年修正「國民教育法」第四條明訂：「為保障學生的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

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至此之後，另類學校的辦理如雨後春筍合法發展

（王炎川，2008）。2014 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為另類教育開啟了另外一個

契機─實驗教育團體、機構、學校逐漸在全台各地冒出綠芽、成長茁壯。根據

《親子天下》針對全台實驗教育單位與機構的統計資料，全台目前有 124 個實驗

教育單位，分別有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團體自學、機構自學、私立學校等形式

（陳秀如，2017）。對比 2015年的資料，當時只有 70間實驗教育機構，數據相

差近 1倍，可見台灣家長與學生越來越有教育選擇權意識。目前實驗教育的理念

與體制非常多元，有森林小學、種籽學苑、華德福中小學及幼兒園和教育機構、

雅歌實驗小學、諾瓦小學、蒙特梭利中小學、全人實驗高級中學…等等，2016年

台北市甚至首創全台第一間以培育影視人才為目標的「台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

構」。各機構、團體分別宣揚與守護各自的教育理念與主張，而其中的核心皆關

注多元包容、彈性學習、注重學生適性發展的教育精神。 

台灣教育改革先鋒，亦是台灣目前最年輕的政務委員唐鳳的母親李雅卿

（2003）曾說「學習不過是一個人受到影響而改變的過程，這個影響可能來自他

人（施教者），也有可能來自自己（學習者）」。另類教育的精神已逐漸在台灣開

花結果，隨著實驗教育在台灣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我們的父母與孩子面對教育困

境時另外一種可能和選擇。也使透過教育帶來的「改變」有更多可能。而華德福

教育亦在台灣的多元教育發展上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以下先介紹華德福教育

在台灣的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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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華德福教育的扎根 

華德福教育主張人是由身、心、靈三種層次結合的完整個體，教育者必須幫助

孩子得到全面且均衡的發展，進而得到日後完成自我實現所需的完整內化動力，並

且主張藝術、學術與實務工作間的相互合作，透過藝術的作為，以創新的方法與發

展進行課程，藉此發展學童的身、心、靈的全人教育，展開孩子想像力、創造力的

培養和認知的成長、責任感的覺知以成為全球化公民（陳怡潔，2010）。在教育中

同時注重健康的身體、敏感的情緒、社會活動能力、豐富的想像和智力的發展，因

為它們都是相互聯結並彼此依賴的。並且，華德福教育尊重所有人類的存在價值，

強調透過在地文化與傳統發展教育，從而培養出每一個人的獨特個性（彭千芸，

2011）。從 1919 年開始，在 Steiner 的創辦與推廣之下，華德福教育從德國擴展至

歐洲，從歐洲擴展至美洲、非洲、亞洲，最終也傳播到了台灣這塊寶島。 

1996年，在「幼兒教育的實踐與展望─世界幼教趨勢與台灣本土經驗」研討會

上，張純淑女士和華德福教育英國學者 John Thomson 有了第一次的深刻對話，成

為台灣實踐華德福教育的先鋒，引領慈心托兒所課程轉型為華德福教育型態，並且

逐漸聚集了同樣認同人智學教育的教師與家長們，並在國際華德福教育組織內師

資培育工作者的支持下，他們一起探究與思索符合台灣孩子生命本質的教育架構，

而張純淑女士除了立基於人智學的教育精神，更遵照其中的人類圖像反思自身社

會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圓缺，以重新建構嶄新的學校樣貌（張純淑，2004：66-68）。 

如今，華德福教育在台灣的發展已達到一定的水平並且獲得諸多家長的認同，

甚至有不少家庭為了能夠擠進招生名額有限的華德福學校，而舉家搬遷、島內移民

至華德福教育辦學有成之縣市，間接促進並帶動了整個縣市的經濟、教育、文化發

展（陳雅慧，2012）。依據德國「自由華德福學校聯盟」（Bund der Freien Waldorfschulen，

2017）網站資料顯示，至 2017 年 3 月前，全球華德福學校共計有 1,085 所，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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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共有 61所華德福學校。台灣有列入正式華德福學校名單之中的有 3所學校，分

別是宜蘭縣慈心華德福中小學、臺中市磊川華德福小學，以及臺中市海聲華德福學

校，另有 13所幼兒園也被列在「自由華德福學校聯盟」以華德福理念辦學的幼兒

園名單之中。全台則分別有 20間以實驗教育型態辦學的華德福教育單位（陳秀如，

2017）。研究者曾透過華德福學生和家長的邀請，進入學校參與他們的校際活動。

在這過程之中認識到華德福教育配合各國風俗民情而有不同的教學方法、教學節

奏等。在台灣，華德福教育的節奏，即是配合我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來規劃。而課

程規劃、教室佈置、教學活動也不乏許多融入當季節令氣息、生態環境保護等與「在

地化教育」相連的元素與內容。鄭旭真（2004：18）指出華德福教育課程設計的在

地化精神： 

藝術課程的設計，除了配合各年級的主課程的活動之外，也選擇適合各種不同

文化與傳統、季節與環境自然的變化以及各年齡階段發展的需要。 

從國內學術論文研究動向來分析，若是以「華德福、人智學、史代納、施泰納、

斯泰納、Steiner」等關鍵詞在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搜尋，可以找到 68 篇相關

文獻。其中有 4篇是屬於理工科背景的 Steiner不定設題、Steiner樹，排除這 4篇

文獻，總共有 64篇論文。在這些文獻當中，有關於教師自覺、教師自我生命敘說

的研究，屬於教師個人生命歷程的分析（林幼如，2013；陳俊隆，2014；廖育婠，

2014），也有關於華德福師資培育的研究（陳怡潔，2010；陳雅萍，2014；陳麗環，

2016），另也有華德福教育與人智學教育哲學的理論分析（王士誠，2008；王智弘，

2007；徐泊源，2013；許盈惠，2009；黃鈺婷，2014；劉家妤，2010；顏再興，2009），

華德福學校辦學與治校理念的研究，論述學校的創校經歷與沿革過程的個案研究

（林雅真，2008；張文政，2012；張淑芳，2004）。另有關於學生學習的個案研究

（黃翠萍，2014；彭千芸，2010），還有華德福課程設計理念與教學活動的研究（徐

孟利，2013）。然而，在上述諸多的研究中，張明惠（2012）的研究論文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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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題「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圖像」的討論較有關聯，其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的碩

士論文「德國華德福教育之在地化過程─以雲林山峰華德福學校為例」提到了「在

地化過程」，是與本研究最相關的論文研究。其中針對「在地化」的名詞釋義為（張

明惠，2012：5-6）： 

在地化是相對全球化而來的趨勢和潮流，向家弘認為在全球與市場這個中心

的籠罩下，在地化當然是為了建構在地主體，主體形成一方面是為了抵抗中心

的吸納，更積極則是與中心不同的另一種發展路線的創造。因此在地化有促進

自我覺醒，積極投入復興在地文化元素，以保障「在地」認同和特色的存續的

意義。 

 這裡針對「在地化」的說明是一種相對於全球化的概念，看重建構在地的主體

性，有促進地方意識覺醒與在地特色認同的精神。其研究對象為雲林的山峰華德福

學校，他解釋華德福教育雖然屬於西方外來的教育體系，但為了讓從德國來的華德

福教育得以在雲林深耕，兩者之間的轉化與融合也因此產生，此研究即是探討「華

德福教育被引進雲林古坑地區中間經歷的融合與轉化的過程」（張明惠，2012：6）。 

 而本研究欲探討的「教育在地化」乃是透過人智學、生態文化教育學與地方教

育學三方的視角和理論，得到華德福學校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如何與在地社區、居

民、地方文化產生連結和關係的研究。張明惠的研究的確提供一個可參考的「華德

福學校在地化圖像」，然而，誠如之前所提過的，華德福教育雖然源自西方國家，

當它傳播到其他文化背景的國家時，一定會與當地的實際發展現況和文化傳統習

俗結合，每個地方都有屬於自己的鮮明特色，在融合與轉化之中，華德福教育透過

在地化的歷程，型塑出屬於在地的教育圖像。不變的是對孩子發展規律的理解，以

及學校與老師皆可在其中盡情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來引導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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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對象「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目前尚未有研究者進入其中研究其在

地發展，也尚未有相關的研究探討，而每一間華德福學校皆有其發展脈絡和背景，

都有在地的根與足跡，也都值得被認識與理解，因為沒有一個學校的在地化歷程是

相同的，都有其獨特性與存在的意義，因此論述並釐清「向陽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

化圖像」實具有研究的價值與必要性。以下茲先介紹 Steiner 的生平與華德福教育

的起源與發展，第四章則會進一步分析與論述向陽華德福的教育在地化歷程與軌

跡。 

參、Steiner生平與華德福教育的歷史發展 

 華德福創辦人 Rudolf Steiner 1861年 2月 27 日生於奧地利與匈牙利的邊界小

鎮 Kraljevec（現今位於克羅埃西亞）。他是三個孩子之中的長子，父親 Johann 

Steiner是一名南澳鐵路公司的站長，母親為 Franziska，是一個快樂的農村家庭。

Steiner是很典型的鄉村男孩，關於他的童年記載的不多，只知道大約在他七歲

時，他開始能夠感知到另外一個與普通世界平行，對所有人開啟但肉眼無法看見

的無形世界。他一直對於自己的經驗保持沉默，因為明白向他人提起這樣不尋常

的經驗並沒有幫助。這個沉默持續了將近三十四年之久（Childs, 1996）。 

 因為對於可見與無形世界的高度敏感與興趣，他致力於解釋這兩個世界。當

時的 Steiner對於學習關於自然客體與自然現象的事實與資料，感到非常困難。他

的文字非常值得引用如下： 

要能夠熟記外在的資料對於我來說非常困難，如同必須在科學的世界中被同

化一般。為了要瞭解一個東西是什麼，我必須一再看到自然的實體（natural 

object），這個實體是被歸類在自然科學的什麼品種，長什麼樣子。我甚至可

以說感官世界（sense-world）對我來說更像一張圖畫難以捉模（shado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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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中的感官畫面在我腦海中閃過，然而，腦海中靈性的層面也感受到

現實的真實特質（引自 Childs, 1996）。 

這兩者之間不平衡的狀態一直持續到 Steiner三十五歲左右，直到他同時將感

官知覺與超知覺皆視為真正的存在，才找到真實的平靜與平衡。Steiner一開始在

學校的表現不到一般水準，他不善於言詞的表達，也覺得書寫很難精通。然而閱

讀對他來說輕而易舉，他能快速的掌握到重點。他曾經對一本助教遺留下來的幾

何學參考書產生興趣，Steiner瞭解到書中一頁又一頁的幾何圖形代表外在感官世

界的現實生活中獨立存在的形體，然而也是實際存在於內在世界的概念，這啟發

了他學習幾何學樂趣，他如釋重負地明白，達到可見的（visible）、有形的

（tangible）感官世界（the world of senses）與看不見的（invisible）、無形的

（intangible）靈性世界（the world of spirit）之間的一致性（reconciliation）是可

能的（Childs, 1996）。這兩個世界間的共同存在（co-existence）進一步在 Steiner

受浸4（baptized）的羅馬天主教的宗教儀式與聖餐儀式中得到證實，他的喜樂與

舒暢的源頭並非僅僅來自外在的宗教性服事，而是他能觀察到神職人員在物質世

界中行動卻帶來超感官世界的事實，以及他們如何成為兩者之間的中介人。

Steiner認為，必須藉由哲學的方法才能找到物質世界（material world）與靈性／

精神世界5（spiritual world）之間的橋樑，而這也是日後由他自己所建構起來的橋

樑。 

                                                 

4 “baptized”在恢復本聖經的翻譯為「受浸」，比起「受洗」更能表達是「浸到水裡面再起來」的

一個過程，而非僅僅只是用水沖過去的洗。參考資料：李常受（2008）。聖經 恢復版。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 

5 根據不同學者的研究（梁福鎮，2008；蘇鈺楠，2013；王智弘，2016）”spiritual world”有不同

的名詞翻譯，本研究同時採用「靈性世界」與「精神世界」的翻譯，因此行文之間會交互使用這

兩種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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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秋天，十八歲 Steiner以優異的成績錄取了維也納工業大學（Vienna 

Technical College）繼續他在數學、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以及化學方面的研

究。那時他就決定要成為一名自然教師，並且藉著不屈不撓的堅毅精神，他同時

專攻一般人文學科，以及拉丁文與希臘文，還兼任同學的家教以平衡父母的微薄

收入。並且，他仍持續研讀許多德國哲學家們的作品，包括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962-1814）、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與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在學期間受到德國文學教授 Karl Julius Schröer（1825-1900）的影響，對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產生濃厚的研究興趣，並因此立下了

自己的「歌德主義」（Goetheanismus）起點（Childs, 1996；蘇鈺楠，2007）。1883

年藉由 Schröer教授的推薦，Steiner受到「德國國家文學」叢書的主編 Kürschner

的邀請加入編輯與評論歌德的自然科學作品叢書的工作之中（Childs, 1996）。

1884年開始，Steiner 曾在一個擁有四個男孩子的家庭擔任過六年家教，他最關心

的是年紀最小的 Otto，據記載 Otto 當時是十歲，並且患有腦積水，他其實是無法

接受教育的，但是 Steiner 仍然致力獻身。Steiner能感受到這個男孩的靈魂本體與

身體之間的關聯。Steiner幾年之後發出聲明正是那個時候開始「他開始從事真正

的心理學與生理學研究」，而之後他也成功地讓 Otto 的腦積水情況回轉，使他有

資格進入文法學校，繼續正規的教育，最後甚至成為一名醫學方面的工作者。這

個經驗無庸置疑的對 Steiner帶來重大的影響，促使他系統性地規劃教育的新藝術

（the new art of education）（Chlids, 1996）。在維也納，Steiner渡過一段很歡樂的

時光。 

大學畢業後，Steiner 進入威瑪的「歌德─席勒檔案室」（Goethe-Schiller 

Archives）工作，然而這段在威瑪的七年歲月不如在維也納的日子，對 Steiner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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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一種試煉，在檔案室的工作令他感到失望且理想破滅，他覺得不被歡迎而且

身心分離，他對同事間的假道學氛圍以及他們對智識的缺乏熱情感到窒息，他們

較偏好在文章中以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歌德跟席勒，而不是心領神會這些哲學家

的理念與精神。或許正是因為如此的遭遇，讓 Steiner帶著更明確的目標離開這份

工作。 

1891年，他獲得羅斯托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Rostock）的哲學博士學

位，在威瑪的日子，他陸續出版了幾本書；1894 年著名的《自由哲學》

（Philosophy of Freedom）一書，以及 1897年的《歌德的世界觀》（Goethe’s 

World View）。這些書對於瞭解 Steiner日後提出的「精神科學」（spritual-

scientific）非常關鍵。Steiner三十五歲那年，他察覺到自身知覺的敏感度有很大

的轉變。在他的傳記中他寫道： 

之前我必須花費很多力氣才能維持記憶，現在卻截然不同了。一種對於感知

接收（sense-perceptible）的專注力（attenticeness）在我裡面甦醒了。枝微末

節變得更加重要，我可以感受到感官世界（sense-world）向我開啟了

（Childs, 1996：16）。 

Steiner說明正是在這個時間點，他同時成為精神與物質兩個世界的公民。藉由堅

韌的努力，促使兩個世界的現象經得起他人的哲學與科學的考驗，Steiner達到了

感官與超感官經驗兩者間的和諧與一致性。 

1919年奧地利哲學教育家 Steiner應企業家亦是他學生之一的 Emil Molt 的邀

請，依其「人智學教育學」的理念在德國司徒加特（Stuttgart）為「華德福─阿斯

托利亞菸草公司」（Waldorf-Astoria-Zigarettenfabrik）創辦了第一所學校，以方便

教育公司員工之子女。1923年 Steiner建立「人智學學會」（Anthroposoph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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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ellschaft）進行人智學研究並且宣揚「華德福學校」的理念。除此之外，而他

最後於 1925年病逝於 Dornach（梁福鎮，2008）。 

傳統學校體制過於重視外顯、書本知識，忽略內隱、體驗式知識的重要，忘

卻了知識之本源來自於人、真正的大智慧是在宇宙之間，經由 Steiner的教育方式

可除卻此一弊病，重新獲得精神的實在。個體通過教育得發現自己的本質，成為

日益自由和自我決定的，也能在探究中發現世界的意義（蘇鈺楠，2012：2）。 

華德福教育的貢獻在於試圖創造一種平衡、全面的教育方法，並且同時重視

提升人類三種表現形式的能力，即「意志力、感受力、思考能力」，而這三個能

力會在特定發展階段浮現，因此教學的內容、時機與方法皆須配合孩子的發展歷

程，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是為了滿足孩子的需求，而非要求孩子達到課程的要求

（方淑惠譯，2011）。 

「人智學」是研究人類智慧的學問，其內涵在闡明人類身體、心靈與精神層

面間的關係，也探索人的生命與宇宙萬物間的關連，也就是「能夠意識人類本質

內涵」的學說（陳怡潔，2010）。如同來自德國的華德福講師 Steinmann6所說明

的，華德福教育的理想圖像是「透過教育使人自由」，學習並不只意謂著順從模

仿，並也一直意謂培養開創與獨立自主的能力（韋萱譯，2014）。 

華德福教育的關懷在於「通過體驗與瞭解之意識以邁向自由，並進而達致更

富創造性的精神生活」（引自彭千芸，2011）。。以下茲就 Steiner人智學意涵進行

                                                 

6 Lothar Steinmann 老師曾協助創立德國漢堡及柏林兩地華德福師資培訓中心，亦擔任過柏林師訓

中心的講師，也是一位在華德福教育現場工作超過三十年以上的資深導師與音樂教師。近年來輔

導世界各地許多華德福教育社群之師資培訓，包括克羅埃西亞、東京、橫濱華德福。2008 年也來

到台灣，協助宜蘭慈心、桃園仁美、新竹教育大學、雲林山峰等華德福學校的師資培訓。老師已

於 2016 年 6 月 1 日回歸天鄉。（資料來源：一釐米人智學季刊 02 期、台灣一釐米文創協會網

站：https://www.facebook.com/onemillimeter/posts/542435505960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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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與分析，先介紹華德福教育核心精神─人智學的教育蘊意，闡述其中的美學

教育思想與生態教育思想，並說明三元社會結構（The threefold social order）以及

生機互動農業（Biodynamic Farming，簡稱 BD）建構的健康社群圖像的理念與實

踐。 

肆、Steiner人智學教育學蘊義 

人智學是一條認知之道路， 

它意欲將人類存在中的靈性導向宇宙中的靈性。 

它作為心和情感之需求出現在人的內在。 

它只有再能夠滿足這些需求時， 

才能證明其存在之必要性。 

只有必須從自身情感出發去尋求、 

而在人智學中找到所尋的那些人，才能認可人智學。 

因此，人智學者只能是那些視人類本質和世界等問題為生活之必需品 

─如感覺飢餓與口渴─的人。 

─Rudolf Steiner（1924）7 

Steiner人智學的理念在人類生活的許多領域中都有所涉略，包括宗教8、醫

療、科學、建築、經濟模式、農耕生產等等，皆有著重大的啟發與貢獻（王智

                                                 

7 韋萱（譯）（2014）。人智學指導原則：人智學的認識之路／米夏爾之謎（指導原則第一號至第

三號─1924 年 2 月 17 日）。一釐米人智學季刊，2，頁 16-21。 

8 Steiner 的宗教觀乃立基於兒童時期關於屬靈範圍的親身經歷。他的基督宗教觀乃是直接根基於

他對於靈性世界的感受，並非來自於聖經或是其他外在的權威（Childs, 1996：32）。Steiner 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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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2016）。其人智學教育學乃是基於整體性的觀點，主張藝術、學術與實務工

作之平衡，透過藝術配合學童的身心發展階段，創造一個保有孩童善、美、真天

性的全人教育，奠基在德國觀念論的基礎上，注重情緒智能的教育，強調生活導

向的課程，兼顧人類身、心、靈和諧開展，並期望培養出達到善、美、真的理

想，並且懂得感謝、具有愛的自由人（梁福鎮，2008）。Steiner（2004）認為我們

必須理解人類肉身與靈之間的具體連結，以幫助我們的思考、感覺與意志力可以

再次甦醒。為了瞭解人智學教育學的完整面貌，以下茲先介紹 Steiner對人類生命

發展的觀點，論述其對人類本質的看法，並說明立基人類本質之上形成的獨特教

育階段論主張。 

一、人類本質觀與教育階段論 

Steiner受到歌德的影響，將人的生命組成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身

（body）、心（soul）、靈（spirit），每個層次都可以再分為三個階段，在人一生的

發展中依次開展。而教育的方向就是透過教師與學生一同在其中實踐自我的生命

道路，以實現每個個體的生命目標，也就是各自靈性發展的藍圖（spiritual plan）

（王智弘，2016；梁福鎮，2008）。而身心靈三個層次又可再分為九個階段，以

七年為一個發展階段，以下根據各學者（王智弘，2016；馮珮綝，2017；梁福

鎮，2008；蘇鈺楠，2008）的分析與研究，將 Steiner對人類生命發展階段論加以

統整如下方表 2-1。 

 

 

                                                 

描述他自身的屬靈的經歷，並且深知有一個一般人無法感受到的超感官世界存在，也因此開啟了

他日後的人智學探究之路，並將多年的經驗和觀察融入至他的人智學思想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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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表 2- 1  

Steiner人類生命發展九階段與各階段教學重點 

九個發展           

   階段 

人類 

生命 

三層次 

發

展

年

齡 

人智學 

發展階段 
發展特徵 生命開展與教學重點 

身

（body） 

0～21歲 

0 

│ 

7

歲 

物質身 

（physical 

body） 

新生胎兒的保護鞘

（protecting sheath）

為母親的身體，保護

鞘保護胎兒也讓母

親的物質體對胎兒

進行作用，協助胎兒

感官適應新環境物

質體又可分為頭、胸

與四肢，是有形的存

在，本身是無生命的

載體，受制於物理性

的法則，但是執行靈

魂想望的重要角色。 

身體感官的順利成長，

透過感官經驗學習處於

模仿的階段，發展在於

關懷、愛、養分的提

供。學校應提供自然非

人工的安全學習環境，

教材與玩具都應以天然

素材為主，不要有 3C

電子產品與教學設備的

介入，也不宜有過多抽

象概念，理性的讀寫訓

練也還不需要開始，應

讓孩子自由地盡情遊戲

與模仿，激發其想像

力。 

7 

│ 

14

歲 

生命身 

（life body）又

稱乙太身

（etheric body） 

乙太體是人的生命

現象形式，是一種能

量，植物與動物也都

擁有乙太體。乙太體

在人本質中存在，外

顯於物質體。 

七歲換牙期，乙太體的

保護鞘才解開，此階段

的記憶與背誦能力高度

提升，Steiner 非常注重

此階段的記憶力鍛鍊，

可透過圖像與範例推動

想像力學習，因為乙太

體保護鞘的解開，帶動

了反感力的作用，兒童

自我意識提升，在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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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九個發展           

   階段 

人類 

生命 

三層次 

發

展

年

齡 

人智學 

發展階段 
發展特徵 生命開展與教學重點 

上渴望一個可倚靠的權

威來學與內化模仿。 

透過給予明確的指引，

教師扮演重要的權威角

色，讓學生學習行為的

規範，並且開啟孩子對

真理的探尋。因此，一

到八年級的華德福學生

皆由同一位主帶較師擔

任導師，以幫助其對於

權威的信服與尊敬感之

建立。 

14

│ 

21

歲 

意識身

（consciousness 

body）又稱 

星辰身（astral 

body） 

星辰身代表人類情

緒的表彰，是情感的

載體，是感性的。

Steiner 指出星辰體

是形體內部的活動，

乃是充滿色彩與發

光的「光芒四射」圖

像。 

星辰身在青春期時解開

保護鞘，其作用是意識

與情緒，以及外界訊息

交換過程的判斷與感

受。在缺乏更為成熟的

自我主導內心經驗前，

個體處於不穩定的喜怒

無常狀態，也是我們所

謂的青春期階段。因著

對真理及對真實世界的

探尋與摸索的渴望，個

體開始發展批判思考、

獨立判斷及抽象理解的

能力，也開始會挑戰權

威，透過不斷的內在自

我對話與探究外在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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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九個發展           

   階段 

人類 

生命 

三層次 

發

展

年

齡 

人智學 

發展階段 
發展特徵 生命開展與教學重點 

世界，個體去經驗並驗

證科學與生活需假真偽

的喜悅，思想上更為獨

立，偏理想主義，但內

心仍受限於心靈的格局

而較為脆弱。一個積極

成熟且擁有健全自我的

教師，一旦成為學生心

中的學習典範，便能協

助其轉換諸多不穩定的

星辰身作用，對於這個

階段的學生日後完整的

發展極為關鍵。 

心

（soul） 

21～42歲 

21

│ 

28

歲 

感覺心 

（sentient soul） 

從物質身體的發展

進入心魂的發展，但

與星辰身的關係仍

很密切。 

個體學習掌握自己對外

在世界的感官與知覺，

明白自己的喜惡愛好，

展現更多獨立的自我特

質，個體的個性與人格

特徵更加明顯。 

28

│ 

35

歲 

理知心 

（rational soul） 

對於感覺心所獲取

的感知進行理解與

分析。個體的價值判

斷來自於理知心的

作用。 

關注自我中心發展，確

立自我在世界上的位置

與努力方向，理知心的

發展提供個體明確的分

辨力與目標，協助個體

建立自我的人生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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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發展           

   階段 

人類 

生命 

三層次 

發

展

年

齡 

人智學 

發展階段 
發展特徵 生命開展與教學重點 

35

│ 

42

歲 

意識心

（consciousness 

soul） 

理知心的能量讓個

體能夠開展自己的

生命方向，但也可能

陷入對立與排他的

困境中，意識心階段

是要超越前一理知

心階段的單一和獨

斷。 

更高層次的意識心在此

階段需被發展出來，意

識到人我之間的一個完

整的「我」，意識心的

提升取代價值選擇與對

立，達到一個更寬廣的

本質狀態，不同於前兩

階段的外在經驗與現

象，意識心是一個更深

層的內在自我的拔高和

昇華。 

靈

（spirit） 

42～63歲 

42

│ 

49

歲 

靈自我 

（spirit self） 

第七個七年，個體將

學習把星辰身的好

惡與情緒轉化成靈

性脈絡下的意圖，成

為無私的我。 

若前一階段順利培養出

意識心，那麼進入靈性

的階段的個體將以靈性

的觀點來生活。 

49

│ 

56

歲 

生命靈 

（life spirit） 

第八個七年，乙太身

轉化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個體若發展

成熟，個人的習慣與氣

質都能進入下一層次的

有意識的轉變。 

56

│ 

63

歲 

屬靈人 

（spirit man） 

第九個七年，也是靈

層次的最後階段。 

雖然仍受制於外在物質

身的限制，但已擁有透

過靈性力量轉化物質的

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各學者之研究與相關文獻自行歸納整理。 

二、週期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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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的課程設計基於「完全課程」的觀念，看重規律性，重視人與「自然

萬物」的關係，中小學課程以融合整體的統合課程進行，而每天上午都以兩個小

時的主課程作為開始，並且每個主課程會持續上大約 3～4週，以達到學生一定

程度的投入與專注（張純淑，2017）。Steiner主張身、心、靈的發展具有其規律

性與法則性。如同呼吸、心跳或器官的功能一般，心靈和學習、藝術教育強調的

記憶與遺忘、睡眠的無意識與清醒時的有意識形態、每日的規律作息，以及週期

課程的設計皆和這個律動的法則有關（梁福鎮，2008）。從人智學的觀點來看，

甦醒是有機體中冬天的活動，而睡眠則是有機體中的夏天活動。概念的練習可以

達到思維能力的培養，兒童是一種模仿的生命形式，因此可以利用這種特性來進

行教育的活動。Steiner 主張在兒童身上存在著一種自然的宗教，兒童從周遭的動

作和觀察中知覺道德的事物（引自梁福鎮，2008：139）。而 Steiner也認為，記憶

的能力來自於意志在我們睡眠時，製造一個從無意識的深處生成的印象，並將這

個印象帶到意識層面，因此睡眠品質影響了記憶的強度，這與自我在精神世界和

星辰身的結合的過程相同，都是透過夢醒之間提昇物質身與乙太體／生命身（引

自蘇鈺楠，2007）。 

為了配合孩子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習與發展需求，Steiner主張以「三個七年」9

的教育階段論來設計主題式的週期課程，Steiner從人類身、心、靈運作中的「記

憶」與「甦醒」的「呼」「吸」節奏開展出特有的「週期課程」（蘇鈺楠，2008：

82）。課程強調連貫性，配合學生的教育階段來開展，不同主題間會有一個循環

的模式，形塑了學生螺旋狀的學習經驗，也就是所謂的週期教學。當再次遇到已

                                                 

9 可參照前述表 3-1「 Steiner 人類生命發展九階段與各階段教學重點」對照「身」這個生命層次

的「三個七年」的教學與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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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的學習主題時，立基在原先的基礎之上，新的學習階段的內容則會更深

入、更豐富，但學生同時也可以複習之前已經學過的相關知識。 

這如同人的睡眠與甦醒時刻，睡眠的時候就像課程間的轉換與休息，但其中

蘊涵的智慧能力仍在深處運作著；而甦醒的時刻就如同課程再次出現的時候。也

就是經歷這樣的記憶轉換、重複睡眠與甦醒的內在學習歷程，學生把知識內化成

自己的能力與智慧。教育的目的即在於心靈能力的培養，在過程中喚醒學生的心

靈世界，啟發內在的感受與意志，使個體在思考、感受、意志三元心靈能力之運

作與調和之下，成為一個平衡發展的個體（梁福鎮，2008；蘇鈺楠，2008；

Christopher Clouder & Martyn Rawson, 1998）。 

而華徳福教育乃是以 Steiner的人智學理念為辦學基礎，透過意志、情感與思

考的交融，陶養孩子的身、心、靈，並促使孩子得以邁向自由，其中，藝術與美

感乃是課程發展的重要支柱（范信賢、楊宏琪，2012）。梁福鎮（2001：61）指

出「美感教育是一種經由人類、自然、文化和藝術事物，對個體進行陶冶的活

動」，而馮珮琳（2016）也分析美感教育並不侷限在藝術教育領域，應泛指人在

自然環境、生活情境、各個學科學習領域中的所有美感經驗，能夠涵養人們對於

美的覺知與態度的教育都可謂美感教育。Steiner對於生活藝術涵養的重視，實乃

藉由教育的方法達到孩童美感與生命力的拔高與提升。生活美感的啟發乃是人智

學的核心精神之一，因此以下茲先從美感教育的角度切入介紹人智學蘊含的美學

教育思想。 

三、美學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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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梁福鎮（2008）的歸納與分析，Steiner的人智學思想受到德國觀念論、歌

德10（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美學與哲學觀、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美育思想、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輪迴思想以及尼

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生命哲學的影響。 

因為年輕時受到教授的推薦，Steiner 有幸參與「德國國家文學」（Deutsche 

Nationlliteratur）歌德自然科學部的註解編輯，此後他幾乎花了十五年的時間參與

編輯工作，關於歌德動物與植物的文章註釋，可說沒人比他更瞭解了（梁福鎮，

2008）。歌德對於藝術教育的的最高要求是忠於「自然」，並且分別以造型藝術教育、

音樂教育、文學教育、舞蹈和戲劇來陶冶兒童的感性能力，凡符合自然法則之事物

必能展現「美」的意象，而其教育重點乃在於「美」、「心靈愉悅」、「快適」與「神

聖」之感受（施又齡，1995：191-192）。而歌德對於自然萬物的觀點，影響了 Steiner

對事物自我觀察與直觀的態度，促使 Steiner 重視透過感官經驗以獲取真實的求知

途徑。Steiner由人智學的精神科學觀點出發，瞭解了植物的力量乃是源自於太陽，

植物從太陽獲取的並非只有科學的養分和光，還包括了一種精神層面的支持能力，

從中可以看見生物對環境的適應是出於生物「主動」地改變，並非「被動」地受制

於外在環境。因此，讓孩子實際去感受太陽、月亮以及地球萬物的力量，不僅可以

拓展他們的視野，更是帶領他們進到另外一種體驗，是書本的文字描述所無法比擬

的，是在真實世界中直觀的感官經驗（引自梁福鎮，2008；蘇鈺楠，2007）。 

Steiner 對於美的看法與歌德相似，認為美即是符合自然規律的，並且能引領

孩子深刻體驗生活之中的美感經驗相當重要，而學校即應該營造這樣自然的環境，

                                                 

10 這裡對於歌德、席勒、叔本華、尼采等人的中文翻譯乃是由於已有通用的翻譯形式，因此行文

之間直接用中文呈現人名，而非以原文呈現。其他國外學者、地理名稱若無公認的翻譯形式，皆

以英文或原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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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在其中受到啟發。美感教育正是一種身心全然投入的歷程，讓孩子透過直

觀的體驗，培養出敏銳的心智，能關心他人與他所處的世界，並且體會自我與世界

的關聯（王茜瑩，1999：25-26）。 

而席勒對於性格高尚須透過藝術涵養的看法亦影響了 Steiner的美學思想。席

勒認為藝術家透過遊戲來淨化同時代的人們，最後達到性格高尚的目的（梁福

鎮，2008）。而教育活動時常被視為一種藝術，而在教學藝術中，教學的演出者

或是感受者，皆希望達到充滿遊戲興致的境界，席勒因而提出「遊戲衝動」（play 

impulse）之主張，強調透過調和「理性」與「感性」，取得兩種衝動的和諧後，

人藉由遊戲與美結合，回歸到道德、高尚人格的培養，而此審美觀影響了 Steiner

的人智學教育思想。 

Steiner也將美感教育的功能擴展到身心靈的開發，並跨越到精神領域，使個

體能發揮其獨特性（蘇鈺楠，2007）。Steiner認為藝術活動得以開啟寬廣的心靈

經驗，同時生理與心理活動間的交互作用也帶來改變，使得經驗藝術活動個體，

對於來自人類內在生命的動力更容易敞開心胸去親近與接受，在這過程中，我們

也逐漸成為更靈活而和諧的有機體，促使每個人的獨特性與其心靈力量結合而得

以無限發揮（引自梁福鎮，2008；鄧麗君、廖玉儀譯，1998：94）。 

在華德福教育的課程設計中，可以看見教師如何利用各樣的藝術活動，來達

到提升學生高尚性格的目的。華德福教育強調以人為本之「身、心、靈」平衡的

健康發展，重視人們生活與自然韻律和諧的流動，並以多元融合之藝術活動，諸

如彩繪、形線畫、泥塑、蜜蠟、童話、戲劇、優律詩美（Eurythmy）、節慶、音

樂等，作為認識生命以及開展創化自我的教育途徑（張純淑，2006）。Steiner 提

及，諸如人智學這類的哲學的藝術性表演，比起其他理性、智慧的哲學性表演更

富有靈性，並且是更有力的”喚醒者”（awakener）（Child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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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er認為每個兒童都生活在具有規律的循環中，規律的作息帶給幼兒穩定

的情緒、堅強的意志和健康的身體。因此，華德福學校的課程時間表和教材內容

必須能夠兼顧兒童每日生活作息的韻律節奏，以及符合自然大地一年四季的循環

流轉（鄧麗君、廖玉儀譯，1998）。而韻律節奏、重複、榜樣與模仿是華德福教

育中很重要的教學原則（劉斐如，2009）。Steiner希望學生以整個身體的感受表

達自身的情感，優律詩美的韻律即幫助學生表達自身的情緒。 

優律詩美課程是一門充滿藝術性與音樂性的教育美學實踐。1913年，第一齣

優律詩美表演在舞台上呈現了。這個新穎且原創的藝術發展乃是 Steiner 藉由呈現

靈性世界帶來的啟發所規劃出來的，亦是他與他第二任妻子 Marie von Sivers 以及

其他參與者花費數年的時間共同合作所發展出來的（Childs, 1995）。Steiner曾於

1923年，在瑞士為了人智學社群總會成立的會議上，致詞說明優律詩美的本質，

他從雕像的藝術性來回應優律詩美所傳遞的天地之語─人的形體透過擺動所表達

的肢體語言─就是優律詩美，「生」、「動」的天地之語，使人們不再沉默，不再因

為凝視靜止的雕像而被阻礙，透過優律詩美表達他的動作，並敘述這無止盡的世

界蘊含的奧秘，優律詩美完全來自於運動、移動中的人類姿態，並且是從感受、

感覺中被創造出來的，也因此只能在感受、感覺中理解（詹前轍譯，2014）。如

同 Steiner所說（引自馮朝霖，2016）： 

「我們將優律詩美置入華德福學校教育中的一部份，要做些什麼呢？我們可

分出樂音的優律詩美與吟詠的優律詩美，在樂音的優律詩美中，可喚起孩子

自身與知覺部分呼應的運動，而在吟詠的優律詩美中，則將呼應自我的組織

力量。」 

華德福教育主張多元領域學習，以激發學生的潛能，特別強調藝術、工藝的

實作課程，並且認為藝術並非獨立的學門，而是整體課程的核心價值，在華德福

 



 

65 

 

學校，不論是課程設計或是環境佈置，都強調要與藝術和自然結合（馮珮綝，

2015）。此種強調教學藝術性的「教育的藝術」，重點就是要讓教師了解教學的呼

吸節奏，在其對學生了解的基礎下，以深厚的涵養進行教學活動，使學生吸收知

識的過程符合自身的律動，並使學生感受到「教學美感」的體驗，透過教學上美

的意境，獲得認知與技能，並且也達到情意發展的目標，架構出完整的學習體驗

（蘇鈺楠，2007）。資深華德福教師 Steinmann 也提過「華德福教育是一種教育的

藝術，意思是：善用圖像與譬喻，使課程成為一個有節奏的動態過程」（韋萱

譯，2014）。在華德福學校，可以看見許多美麗的圖像展示與佈置，這與 Steiner

對圖像式學習的觀點有關，他認為這能帶給學生想像力的推展，課本、黑板、學

校、教室、週遭環境充滿這些圖像和作品，也是一種潛在的美育陶養，不但有助

於學習，也能在潛移默化中養成學生的美感陶冶。蘇鈺楠（2016：10）論述圖像

式教育哲學的觀點： 

在青春期之前，利用圖像引導可使學童在學習上的心靈感受能力更強，所以

圖像在華德福教育中被視為是推動兒童學習上理解與想像力的重要手段，此

點從華德福課程中不具備固定的、過多文字描述的課本可發現。尤其在八年

級以前的學童，更要求他們畫出對課程的理解與對生活感觸的能力…此種方

式不但讓學童藉由生動的圖像先對生命和自然有精神性的體悟，這種圖像進

一步會成為良好的範例，影響其乙太體，形成一個習慣，在日後進行之性的

理性運作理解時，不但可有更深度的理解，而並非只是表象的看，還有精神

的體會，可刺激學童的想像力運作。 

孩童透過藝術認識世界，甚至逐漸建構出屬於自己探索世界的藝術視角，孩

童的情感亦不斷接受滋養和灌溉，最終在藝術的陶冶之中開出美麗的花苞，而他

所觀看的世界，必定充滿豐碩生命的美好。這是人智學蘊含的美學教育思想帶給

我們的美麗教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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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教育實踐 

花草樹木活在 

太陽光暉的力量中 

人類生命活在 

心光靈明的動能裡 

來自宇宙的陽光 

遍灑在植物身上 

如同人身各處 

顯耀精神的光華 

─Rudolf Steiner11 

Steiner曾指出一個重點「社會問題是一個教育問題，教育問題是一個醫學問

題。」（引自鄧麗君等譯，2007），人智學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哲學主張，教

育只是人智學理想的健康社群圖像的其中一環，他在數學、自然科學、神學、藝

術、建築也都有涉獵與貢獻，其最後的成就被定位為「有機建築」（organic 

architecture）的建築師與人智學的創始者和教育家（引自蘇鈺楠，2007）。在

Steiner的人智學宇宙觀中，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也有「呼」與「吸」的律動。冬至

時往內收縮、內聚於自己深層的本質，然後漸漸往外舒張、對宇宙開放，一直到

夏至達到開放的極點，接著再吸收宇宙的靈性力量，而其中「呼」與「吸」兩極

之間的平衡就是春分和秋分，如此的生命脈動帶來一年四季的輪轉（張秋香，

2015）。 

                                                 

11陳脩平（譯）（2016）。施泰納詩選─關於植物。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取自：

http://www.anthroposophyyilan.org.tw/learn/social/content-2487.html  

 

http://www.anthroposophyyilan.org.tw/learn/social/content-2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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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Steiner 出版了《農業》一書，並揭開生機互動農法的序幕。生機互

動農法（Biodynamic Farming, 簡稱 B.D.）是最早出現的有機農業系統，由

Steiner所倡導，乃是建立在由靈性知識出發的對自然與人類的理解之上，並且，

Steiner也考慮建立適切的社會經濟模式，幫助新的生產方法「盡可能供應世界多

數區域，療癒大地，並使改良後產出的作物能夠滋養到各個層面。」因此，除了

自然科學的探究，他也鼓勵他的學生研習經濟學（陳脩平譯，2016）。 

Steiner認為在開始農耕之前，應該先觀照宇宙星辰的運行來排定農務，因為

Steiner將土地、動物、植物、乃至於日月星辰皆視為一整個系統，其中的每個要

素都扮演平衡的角色。Steiner將地球的生命力關鍵稱為乙太體，乙太體建構與維

持生命體的型態與組織，乃是宇宙的星辰力量透過微量元素輻射到乙太體，並且

影響著生物的活動力。而 B.D.農法要關照的就是地球乙太體下降的問題，希望透

過靈性力量的建構，調製治療地球活力下降的生機配方，進而建立完整的平衡生

態農場（張幼幼，2015；范震華譯，2017）。 

Steiner的生機互動農法來自於他對自然萬物運作的靈性感知與直觀，這樣的

生機、自然、永續的理念也融入華德福教育的課程設計中。華德福教育看重藝術

與自然在課程中的融入與結合，節慶流轉是孩子們所遵循的大自然規律，而回歸

自然的步伐即是一種藝術性的生活，在華德福學校之中，所見之處即充滿了對大

地之母的感恩和謙卑的氛圍。而課程設計當中每個科目都結合了藝術、自然生態

及人文課程的內涵（張純淑，2017）從教室佈置可以看到許多回應自然生態的精

神，以大地色系為基底的教室油漆、呼應臺灣二十四節氣變化的季節桌擺設、順

應孩子身心靈發展需求的素食午餐、講究自然色調棉質素色的衣物穿著、強調選

用原始材料的教學用品、符合自然生態的規律作息，自然日的校外踏查，引領學

生回歸自然生態的懷抱，讓學生直接與自然生態對話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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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秋香（2014：1-7）從華德福教育看重的「節慶」活動來闡述人與大自然的

四季節奏和諧共振的人智學生活哲學。她指出： 

現代人已遠離大自然的節奏韻律，對我們身上運作的宇宙力量也失去感覺，

漠視大自然的力量，對大自然及宇宙的敬畏已漸失，且反過來成為改造大自

然的主宰。工業科技的發展，對地球產生莫大的傷害。節慶活動也變得商業

化、形式化與簡化，失去節慶的意涵。我們需要從心來感覺大自然，讓自己

與大自然的四季律動再起和諧共振，理解並照顧地球，療育我們對地球所作

的傷害。透過不同節慶的經驗喚起超越宗教、文化、種族及領土分界的新意

識，提升世界之愛，共愛地球，而成為真正的宇宙地球居民。（張秋香，

2014：1）。 

 Steiner對於人與宇宙自然的存有是一個相互的觀點，「人類需要萬物，萬物

也需要人類」，而這樣的宇宙觀不是僅透過客觀的知識講述就可以達成的，需要

在課程當中不斷的傳遞與培養，因此華德福教育的課程設計當中，有許多讓孩子

去探索大自然本質以及摸索生態原則與規準的機會（Clouder et al., 1998：83-

105）Steiner曾以「一」（one）作為孩童生態教育的啟蒙。他解釋： 

從單一個體（unity）開始計算，「二」並非個體外在的代表，但是「二」內

含在「一」當中。從一個開始有了兩個，二又包含在一裡面。這顯示出亙古

有機生命起源的圖像。獨特的一包含了所有事物，而其他個體又是這個一的

各別有機體。（Unity encompassed everything and the numbers were organic 

divisions of unity.）（Clouder et al., 1998：86）。 

在課堂間，教師引導孩子去算算看，「這裡有什麼是只有一個的？」孩子們從發

現只有一個太陽、一個月亮、一個地球，最後發現也只有「一個自己」，而且，

不是只有自己只有一個，是每一個人都是只有一個。透過這個引導，他們經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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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質量與數量的差異（Clouder et al., 1998：83-105）。而且，孩子們還同時接受

了敬愛他人與尊重自然的精神與態度。張純淑（2004：68）體會到： 

華德福教育是一種「促進人類心靈精神成長」的教育，是一種包括人與人之

間的理解與溝通、人與土地自然整體的關懷，而朝向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環

境。 

華德福教育的生態教育其實正是以這樣的韻律和美感在浸潤孩子身心靈的感

知，這樣的影響是深刻且長遠的。而這些都是華德福教育中融入了自然美及藝術

美的教學理念與實踐，也為我們提供不一樣的生態教育省思和參考。 

五、三元社會理念與實踐 

華德福教育要傳遞給學生的，不只是侷限在學校生活之中的教學方法或是課

程教材，Steiner衷心企盼乃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社會，

一個文化教育自由、政治平等、經濟博愛的社會。當今的國家藉由其影響力壓迫

了政治、經濟與文化教育的發展，這樣的瓦解與干涉製造了更多了混亂與衝突，

政府很難把事情做對，因為它就像一個龐大的巨人，由各種枝微末節的科層組織

結合而成，產生許多官僚政治，因為過於龐大而無法正常運作。Steiner主張透過

在國家之下建構互相獨立且自主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教育」體系的三元

社會結構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三者間應互相尊重各自利益，相互協調和溝通，發

展出互助關係與公共目標，共同為真正的生機共同體的和諧努力。華德福教育正

是為了構築這樣的人類社會圖像而產生，不同於傳統學校的學生受到束縛，

Steiner設想的華德福教育，應提供一個合適的情境與氛圍，讓人們達到最理想的

自由展現，就是能夠在不干涉他人的自由之下的自我實現，華德福教育的宗旨就

是要促進學生以實際的作為開展自身的意志力、感受力與思考能力，甚至將這些

能力應用在三元社會結構之中（Clouder et al., 1998：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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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er（1919）在華德福實驗學校的開學典禮上致詞表示，我們正在尋求一

種不只是科學的科學，更是一種生命和感受。當這樣的科學流入人心成為知識，

便會立刻開展成為一股活躍的、愛的力量，湧流出實際有效的工作意志，這樣的

工作來自深藏人心的溫度，特別是運用在充滿活力的、成長中的人類身上的工

作。我們需要新的科學態度。除此以外，為了整體的教學藝術，我們需要新的靈

性精神注入（陳脩平譯，2017）。 

並且，Steiner認為今日「我們活出來的精神對未來的人類演化是一種預告」

類似於「根隱喻」的主張，不過他是以正面積極的角度鼓勵教師，強調當今教育

要留下好的圖像給後來的世代。並且看重充滿生命力的教育、藝術性的教育，認

為教師的生命圖像亦是引導孩童生命開展的關鍵。以下呈現 Steiner的話： 

當我們要成為教師及育人者時，把教育分成職業導向或為個人服務是不夠

的。教育需要的是活在我們身上的東西，而不是外在可見之物，就業考

量、國家規範的內容、或是外在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教育。現在存活於

我們身上的事物是未來的世代會活出來、呈現於生活外在層次的那些東

西。我們所活出來的精神對未來的人類演化是一種預告。教師團隊在教育

和藝術方面的感受、思考、意志就存在這個預告裡。有生命力的教育理論

和方法學必須試圖在教師團隊裡注入對成長中人類的認識。這就像心魂和

靈性的生命血流一般，它成為一種藝術，不需要先認識理論就可以上手的

藝術。只有從這樣富有生命力的教育方法才能使教學流入孩子的心魂和理

智中（陳脩平譯，2017）。 

小結 

上述的論述與分析指出，Steiner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核心價值─就是建

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健康社群。透過教育、農業、政治、經濟、醫學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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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互助關係，達到人類社會最高福祉的發展理想。而華德福教育是 Steiner 實踐

這個理想圖像的一個關鍵。他從自身的感官與靈性經驗出發，融入人類本質論的

觀點，提出適應孩子發展的教育階段論。以螺旋式的「週期課程」建構學生的學

習經驗，並且強調教師應該設計符合孩子發展階段的內容，結合不同教學方法，

搭配圖像、韻律與節奏，融入藝術性與音樂性的元素，讓孩子在自然且直觀的環

境之下學習。強調孩子自身能力的引導與開啟，搭配不同階段的學習重點和特

徵，讓孩子的物質身、乙太身、星辰身能夠順利開展與轉化，並且重視靈性生命

的啟發，教師權威典範和角色楷模的豎立對於孩子有很大的啟蒙作用。在三元社

會結構的目標下，華德福教育以人智學為其教育哲學基礎，期望在藝術性、音樂

性，且符合孩子教育階段所設計的課程之中，達到培養擁有自我意識且生命逐步

完整純熟，並朝向自我目標實現的自由屬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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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乃是以生態文化教育學與地方教育學的觀點和人智學的觀

點相互參照與對話，先透過文獻分析與回顧，建構教育在地化圖像，並以向陽華

德福實驗教育機構作為研究對象，藉由參與觀察、教師訪談、文件分析進而歸納

出向陽華德福學校的教育在地化圖像。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章將說明研究設

計與實施的方式，第一節說明教育在地化歷程。先以 Steiner之人智學思想為主

軸，進行文獻分析，釐清其人智學思想與健康社群的核心意涵，並透過觀察、訪

談、文件分析等研究方法，蒐集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之課程設計、師生關

係、組織結構三個面向中有關人智學教育的實踐歷程與方法。 

接著以地方教育學探討教育在地化相關理論，並結合 Bowers生態文化教育

學觀點，分析其中教育在地化的概念與本質，釐清 Bowers生態文化教育學與教

育在地化的關係，並探究生態文化教育思想與向陽華德福環境教育實踐的關係，

加入向陽華德福教育在地化的脈絡進行論述，透過教學觀察、師生訪談、文件分

析梳理出個案學校的在地化獨特發展歷程和其教育理念核心，最終回歸台灣教育

現場，探討向陽華德福教育實踐對於台灣教育有何啟示。因此除了文獻分析，主

要研究取徑為質性研究方法，包涵觀察法、訪談法以及文件分析法，以下為本研

究之研究架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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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上述研究架構圖看似以「人」為中心的開展，然而「人」實質上乃立足於

「自然」上方，代表「自然」與「人」之關係是不可以二元對立之觀點來切割或

分裂。在本研究之中，人並非唯一的關注焦點，自然與人如何和諧共處、共生共

好才是本研究所欲分析與展現的價值。 

「人」與「自然」環繞在一個圓之中，也可說是被圓所包覆，「人」的三個

點在圓形之外以「在地化」來連貫，意謂「人」是一個處在「在地化」之自然情

境下的存有，而圓的下方「教育在地化」即是研究者欲透過在地化教育相關理

論、Bowers生態文化教育思想、Steiner人智學之理論基礎分析與回顧，綜合統整

出一個符合在地人文以及生態文化教育精神之「教育在地化」模式與內涵之主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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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兩邊，「健康的社群」以及「永續的生態」實為本研究之兩個主要理論─

「Steiner人智學」與「Bowers生態文化教育學」之核心價值，也是其欲達到的社

會發展目標，因此放在人的兩端說明其為左右下角理論之實踐方向。至於中間兩

側，「自由的哲學」與「生態智慧」乃是 Steiner人智學與 Bowers生態文化教育學

的所欲發展出來的核心教育精神。在「自由的哲學」與「生態智慧」之兩側外

圍，即是「質性研究法」的研究方法，透過教學觀察、教師訪談、文件分析探討

向陽華德福之「課程設計」、「師生互動」、「組織結構」等三個面向，以瞭解華德

福教育之中人智學與自由哲學、生態文化教育學以及在地化教育等理念與精神，

在向陽華德福教學現場之融入與實踐情形。最後，在圓與三角形的正上方，即是

本研究之研究場域─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研究以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為研究場域，研究核心首先為探究 Steiner

人智學對於向陽華德福師生的影響，分析向陽華德福如何實踐人智學所蘊涵的自

由性、藝術性、音樂性與靈性的教育哲學，並以地方教育學和生態文化教育學等

觀點檢視向陽華德福如何與社區產生連結，如何傳遞有利於生態永續發展的觀

念。為配合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包括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一般行政教師、班

級主帶老師以及四年級小雨班全體學生。 

向陽華德福學校目前為實驗教育機構的辦學型態，師生們落腳在台北南萬華

的一間體制內的小學，目前採租借的方式，使用校區其中一棟建築以及廚房作為

向陽師生日常及自辦午餐之空間與活動範圍，不過校方也仍在細細尋覓另外自辦

學校的可能。畢竟教育體制內、外的辦學理念有所差異，的確會在校與校、老師

與老師、學生與學生之間帶來些許衝撞和磨合，雖然有所不同並不代表不好，但

可能需要花更多時間與精力去找到平衡。例如：課堂時間規劃的差異，就可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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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校的學生互相比較，一邊是上課時間，另一邊卻是休息時間；衣著講究不同也

可能有所困擾，一邊有制服，而且對於服裝風格沒有太多限制，另一邊卻沒有制

服，而且強調無過多加工標誌、人工色彩的樸素衣服…這些不一樣代表著教育理

念的不同，兩校教師在教學上也可能會面臨孩子們的疑惑與挑戰，家長也可能會

有比較的心理，因此在治校與辦學上更有難度。 

研究者是透過另一所華德福學校老師的介紹，認識了向陽華德福學校的大地

師。透過介紹人引薦，取得大地師的聯絡方式後，在向陽華德福與教師面談並說

明研究理念與目的。初次與大地師碰面時，因為當時的研究問題意識尚未釐清，

大地師不確定研究者的題目是否可以順利完成，並認為研究者當時對於自身的處

遇處在不平衡的狀態，因此希望研究者先回去思索此研究的真正意義與價值。 

大地師是一位嚴謹且堅定但又溫柔和善的老師，本身是七年級的主帶老師。

對於人智學與華德福教育有許多體悟與實踐經驗。透過初次的面談，大地師幫助

研究者思索自身的生命處遇，以及釐清自我生命歷程和此研究之間的關聯。大地

師的談話與分享，讓研究者找到更明確的研究方向，並確立了研究動機與目的。

因此在自我整頓與重新整理資料之後，再第二次回到學校和大地師討論進向陽華

德福研究的可能。 

然而因為大地師本身是主帶老師，課務非常忙碌，於是在第二次約談時，將

研究者介紹給甘露師（T1），也是研究者日後接洽以及報告研究進度的行政窗

口。甘露師是一位溫文儒雅的老師，時常站在一個分享者的角色，和研究者分享

他的教學心得或是課堂觀察的想法與收穫。第二次到向陽時，與甘露師的初次對

話，甘露師就透過椅在窗戶旁，關於孩子生命開展的人智學黑板畫，分享其對於

學生生命經驗的觀感和理念。研究者仍印象深刻，那幅擺在窗邊的黑板畫，呈現

出人智學對人的剖析─乙太體、星辰體、物質體與自我體和天地之間的呼應與對

話的意象。那時的自己，對於 Steiner人智學尚處陌生，現在回想起來那幅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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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豁然開朗的領悟與感動。 

在剛進到向陽時，甘露師時常邀請研究者一起參與事務層面的工作，因為

Steiner對於學習的看法就是一種工作，透過工作狀態去感受、經驗實際生活中的

各樣技能與處遇。甘露師會利用這樣一同工作的相處過程，很自在、安然的分享

他對於華德福教育、人智學、自由哲學…等等的態度與看法。因此，研究者很多

時候都來不及記錄甘露師的分享，那些很有哲理、帶有生命智慧的話就隨風飄去

了。然而，這也似乎符合人智學的一種精神─生命要透過自我探索與經驗的過

程，找到存在的意義。要隨時注意自己的心靈狀態，是否混沌不清？那就去操場

散散步、走一走吧！讓身體隨著節奏工作，順應大地的呼吸韻律，這也是華德福

教育很強調的律動。 

因為甘露師本身是行政端老師，能夠幫忙協調進校研究與入班觀課，後來也

協助研究者取得目前主要報導人陽光師的同意，以其主帶的四年級小雨班為主要

觀察和研究的對象。小雨班有 11位學生，在 2017 年四月的研究起初是 14 個

人。2017年的暑假結束後，有五位學生基於不同的原因接續轉出向陽華德福，有

兩位孩子是因為父母親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一位孩子則是考量環境的因素，而一

起轉到新竹的華德福學校；有一位學生，是因為家長希望孩子中學時能轉回體制

內學校，因為擔心孩子之後再轉會跟不上，所以現在先轉回體制內的學校；而另

一位學生的家長希望孩子之後可以在家自學，所以也先轉出了。雖然有孩子離開

小雨班，但也有兩位新的轉學生加入，因此目前小雨班共有 11 位學生，只有少

數孩子是在創校時就留到現在。向陽華德福在落腳萬華時有許多挑戰，校地的空

間發展一直受到限制，更自由與寬廣的空間也是創校的老師們仍然在努力爭取

的，學校各面的生態目前尚處在變動、成長的發展階段，有令人不舒服的不確定

性，卻也代表新學校所孕育的活力與生命力，師生們一起摸索著前進的目標與方

向，一起向外探尋，一起向下扎根，也一起走出並構築屬於向陽的生命路徑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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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圖像。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架構圖，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法的參與觀察法、訪談法

與文件分析法。以下先分別說明觀察法、訪談法以及文件分析法在本研究中的使

用，並介紹訪談大綱、課堂觀察回饋表等研究工具。 

壹、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來自於人類學家的現場田野工作，透過長

時間融入所觀察的社區人們的生活，維持專業的距離，藉以觀察人們的日常生活

和活動，瞭解人們的信念、想法或是期望，並有系統地作成資料紀錄（引自黃瑞

琴，2005）。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應盡可能描述與反省研究者如何進入田野，

並且如何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而研究者的觀看視角也是會影響研究結果的呈

現，因此必須先釐清研究者在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因為關於研究者背景與立場的

描述，可以讓讀者清楚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心路歷程，並且瞭解研究者的價值

觀可能如何影響研究結果，以幫助讀者判斷資料內容與分析結果的可信度。除此

之外，還必須詳細說明研究進行的過程（畢恆達，2010）。因此以下逐一說明研

究者背景、課堂觀察內容及觀察教室環境。 

一、研究者背景 

研究者的觀察身份屬於局外人，對於小雨班的教師和學生完全陌生，沒有過

任何接觸，包括小雨班主帶老師陽光師（T2）在內，研究者進班之前和陽光師也

未有機會深入訪談。因此，這個研究場域對研究者是全然陌生的。在觀課過程

中，研究者也會避免影響教師的教學活動，不會自行介入學生之間的對話與同儕

互動，並且和學生保持距離以維持研究場域的真實性，是完全以一個旁觀者、觀

察者的角色進入班級。 

二、課堂觀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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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學校的課程規劃以融入式的主題課程為核心，每天早上為兩個小時的

主課程時段。華德福的孩子每天到學校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準備上課，而是準備意

志、情感或是思考能力。要將自身的狀態準備好，才開始進入智識的學習。四年

級時的小雨班的孩子們在到校後，陽光師會依天氣情況讓孩子們到操場活動筋骨

與伸展，因為要讓他們準備春季的路跑。而五年級的小雨班每天早晨都一定會有

晨間運動，若是下雨就是在教室跳跳繩。接著便是準備晨圈的時間，晨圈前孩子

們會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整理好剛從操場奔跑或玩耍回來的能量與心情，收斂自

己的情緒，全班和陽光師有獨特的打招呼與問候的手勢與默契，便開始晨圈，晨

圈完會吹七音笛，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課程內容。主課程是以螺旋式的週期課程

為節奏，因此一次的主課程大約持續 3～4週。而向陽華德福的主課程內容雨進

度安排是參考臺灣幾間已辦校多年的華德福學校的課程，再依據向陽教師團隊的

教師會議研議結果來設計。 

研究者總共進行了 18次的觀課，因為受限於研究者的時間，主要是以主課

程為觀課內容，僅有兩次進入副課程觀課。主課程是以「社會─地方探究」的課

程為觀察主題，而副課程分別是泥塑課與濕水彩課程。在教室內的觀察內容主要

是針對教師的教學方法、課程內容、師生互動這三個面向。另外，有四次參與小

雨班自然日的戶外踏察，分別去了「華江雁鴨自然公園」、萬華在地社區與景點

（總共分為兩次自然日完成）包括：「華江整宅」、「龍山寺」、「仁濟醫院」、「環

南市場」、「青年公園」、「東園街」…進行萬華在地社區歷史發展、人民日常生

活、當地產業的認識與瞭解。而較遠一次的自然日踏察則是到臺北信義區的「象

山親山步道」進行校外探索與學習。戶外踏察的行程觀察是以學生的反應、學習

態度以及師生互動為主。考量資料蒐集的便利性與完整性，研究者會以錄音筆進

行錄音，接著再以研究札記紀錄觀察到的師生互動、課程設計與學生學習情形。

而教室內的課堂觀察，則是以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提供的「觀課回饋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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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的方式記錄。觀課時間與日期整理如下方表 3-1。 

表 3- 1  

觀課期程表及其編碼 

編碼 觀課日期 觀課時間 

觀-1-20170410 2017年 04 月 10日 08：30-10：20 

觀-2-20170411 2017年 04 月 11日 08：20-10：30 

觀-3-20170412 2017年 04 月 12日 08：25-12：10 

觀-4-20170413 2017年 04 月 13日 08：20-10：00 

觀-5-20170414 2017年 04 月 14日 08：20-10：30 

觀-6-20170417 2017年 04 月 17日 08：25-10：30 

觀-7-20170419 

（萬華地方社區踏察） 
2017年 04 月 19日 08：20-10：50 

觀-8-20170421 

（萬華地方社區踏察） 
2017年 04 月 21日 08：20-09：30 

觀-9-20170424 2017年 04 月 24日 08：20-10：00 

觀-10-20170425 2017年 04 月 25日 08：20-10：15 

觀-11-20170630 2017年 06 月 30日 08：20-10：10 

觀-12-20170703 

（雁鴨公園踏察） 
2017年 07 月 03日 08：20-10：30 

觀-13-泥塑-20170703 2017年 07 月 03日 11：00-12：00 

觀-14-20170704 2017年 07 月 04日 08：20-10：15 

觀-15-濕水彩 20170707 2017年 07 月 07日 14：00-15：10 

觀-16-20170710 2017年 07 月 10日 08：20-10：00 

觀-17-20170712 2017年 07 月 12日 08：30-10：30 

觀-18-20170713 2017年 07 月 13日 08：25-10：30 

因為華德福教育不希望在孩子的身心靈發展尚未健全與穩重時，接觸太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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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子科技等 3C 用品。因此，課堂觀察紀錄也沒有使用筆電、手機等產品，是採用

手寫的方式記錄，研究者有在紀錄單之中採用象徵性符號來提示想法、意見與待

答問題等。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觀課回饋單」示例如下表 3-2，詳盡的

「觀課回饋單」請參見附件二。 

表 3- 2  

向陽華德福「觀課回饋單」範例 

編碼 觀-1-20170410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10日 星期一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9:30 

詢問 SS 是否記得禮拜五做了什麼，工作

本上的內容。TC: 有沒有人要說說看畫圓

的感覺？沒有人回答。TC 換個方式問。 

 

TC:「真正的光是從自己出發越來越遠，當

我們不知怎麼走下去時，可以回到中間

（家）再出發，今天我們要從外面找到自

己，有天有地，在外面他們要找到自己，

天使要慢慢地找到中心的圓，可以不斷修

正，從外面看見圓的位置，每次沙包丟出

來，可能不夠好，那我可以慢慢修正，找

到最完滿的圓，從自己出發很重要，但從

外面找到也很重要」。 

 

△上面有天，下面有地，我知道我將誕生在

土地之間。神要有光，就有了光，但光後

面有影，一次又一次找到最完滿的圓，我

也希望自己是最完美的圓，但是，一次又

一次我要去修正，因為真的很不一樣，我

漸漸發現我要找到最完美的圓了。你要找

到自己需要知道你是誰，每個人的圓都不

一樣，你可以換顏色。 

◎TC 在念這段話時，融入了

剛剛丟沙包不和諧的過程，

說明要修正。 

◎亦有加入腳放地上的口令

來補充說明自己和他人和天

地。 

 

△口訣：我的眼睛…我已準

備好要和大家一起工作了。 

？似乎每個工作階段、活動

都有一段詩、口訣來搭配。 

 

*詩亦是韻律一環。也讓人意

識到自己與更大世界之連

結。 

 

△補充 TC 這段完整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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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室空間環境 

研究者的觀察位子都是在教室正後方，在教師辦公桌旁進行觀察。研究者參

與觀察期間為 14位學生，學生座位皆有固定，研究者按照觀察期間的學生座位

9:45 

TC 停止唸誦，並在席間指導 S「慢慢修正

找到你自己」，你可以拿走工作本，遠遠的

看，很近的看，會看見不一樣的自己。 

◎SS 都幾乎很上手的找到

自己的圓，並且很專注地在

修正自己的圓，教室聽到的

是蠟筆敲桌的聲音。 

9:47 
TC 協助 SS 看自己的圓，「你要找到自己，

不要被淹沒了」 
 

9:50 
如果你的圓已經好了，可以加上四方的守

護神。 

◎ Sb很專注 

SS 討論星的顏色，現在看到

的星是好幾年前的樣子，TC

你們五六年級天文學會學

到。 

9:52 
有 S 起來借橡皮擦，TC 請她下次跟身邊

的人借就好。 
 

9:53 
TC:如果你的圓已經好了，請帶著工作本

到中間坐下。 
 

9:57 
大家都完成自己的圓並到中間坐下，並圍

成圓。 

◎中間放了盆栽、蠟燭 

TC：請放在心裡，雖然我們

在做同一件事，但每一個人

都不一樣。 

10:00 關燈並點上蠟燭，開始說故事。 
◎孩子們在 TC 的故事情節

中會一直搭配狀聲詞。 

10:15 故事結束，用台語唸誦。 △補充吟唱的台語詩詞。 

10:20 
早茶時間 

S13 來問是否知道他的水果是什麼 
 

二、省思與教師回饋 

 如何區辨課程裡的情感、意志、思考三元結構的課程安排？ 

 可以思索陽光師引導的「個體性」和「地方探究」有什麼關聯？前一年的

基礎「農耕」、「建築」又代表什麼？ 

 故事文本可事後補，可細觀察每個孩子的狀態。 

 陽光師「說」故事時，以哪個中心的運用較多呢？彼此間又是如何配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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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並標示研究者的觀察位子，呈現教室空間平面配置如下方圖 3-2： 

圖 3- 2小雨班教室空間平面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貳、訪談法 

在質性研究中，訪談可以是主要蒐集資料的方式，亦可搭配觀察法、文件分

析等其他研究方法合併使用。訪談乃是在蒐集描述性的資料，必須依照受訪者的

陳述來記錄，研究者才能根據其真實陳述，客觀詮釋受訪著的觀點（鄭瑞隆，

2001）。而訪談的方式又可分為隨意的非正式訪談，即沒有訪談指引，是較為日

常的對話與分享，是隨意的、自由的、非指示性的和非結構的談話方式，在輕鬆

自在的氛圍下，隨性的傾聽受訪者的意見與想法，能夠維持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

的關係，並且也能蒐集到受訪者更多不同心境下的觀點。相對於非正式訪談，正

式訪談就是有特定訪談大綱與問題的訪談方法，更有結構與特定方向，以配合研

究目的蒐集到欲探討的資料與觀點（黃瑞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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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本研究採用的是半結構式訪談，乃根據研究目的，先設計出適當的訪談大綱

與問題。訪談對象分為行政端教師甘露師（T1），與小雨班主帶教師陽光師

（T2）。而訪談並非完全按照此訪談大綱進行，訪談問題保有彈性空間，會適時

針對研究者的問題進一步提問或澄清，亦可能因此延伸出不同的訪談問題，但這

樣才能更符合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的感受與經驗，能適時調整訪談內容以獲得更

完整、完善的資訊。因為行政端教師與小雨班主帶教師的位子與角度不同，對於

學校的運作、學校發展、教學設計、班級經營…等切入觀點也會不同。因此，有

關於學校行政的問題，會以甘露師為主要訪談對象，包括：學校發展、整體課程

設計理念、學校在地經營、教師團隊運作模式…等問題，皆是以訪談甘露師為

主。而小雨班的班級經營、教學規劃、課程活動設計、課程理念、學生學習成

果…等與學生相關的問題，則是以主帶教師陽光師為訪談對象。甘露師訪談問題

與說明如表 3-2，陽光師訪談大綱與問題如表 3-3。 

表 3- 3  

甘露師訪談大綱與問題 

訪談大綱 訪談問題設計理念 訪談問題 

學校運作 

希望了解向陽的人智學實踐狀況。

因為進校觀察的時間有限，只有在

小雨班觀課兩季，對於整個學校的

運作還沒有全面的了解，所以希望

透過訪談，從甘露師的視角來更認

識向陽在實踐 Steiner人智學的歷

程。包括教師們如何設計課程，如

何確認自己的課程有呼應到人智學

的教育哲學觀，對於學校整體的運

作，教師們如何互相支應，教師會

議會如何進行…等等。主要是希望

以一個較全面的觀點來了解向陽目

前的運作。 

向陽如何實踐人智學的

理念？教師們如何檢視

自己的教學有符合人智

學的教育哲學觀？教師

們的研討會議如何進

行？一週有多少時間會

一起研討？會議內容涵

蓋哪些項目？通常都如

何進行？這樣的會議對

於向陽的發展有什麼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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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訪談問題設計理念 訪談問題 

在地化理念與

實踐 

「在地化」是一個學校發展的重要

過程，生態文化教育學與地方教育

學也有提到這樣的概念。並且在蒐

集 Steiner 人智學的文獻中，也看

到支持華德福學校應融入各地文化

特色並轉化成在地學校的觀點。所

以想要了解向陽的在地化過程，並

希望與其他兩個教育思想比較，提

出一個新的「教育在地化」的學校

發展圖像。因此這部分和向陽在地

化的歷程有關，包括和在地化相關

的課程計畫（課程的核心理念）、

課程設計、與社區居民的關係、與

社區居民連結的方式，孩子們上課

之後的反映…等等，並且想要了解

三元社會結構的理念是否有強調學

校在地化的發展。 

向陽如何和在地社區結

合？透過什麼方法？有

什麼管道？有什麼樣的

課程設計與在地社區有

關？學生上課之後對於

地方的反應如何？居民

反應如何？對於學校發

展有什麼影響？三元社

會結構的理念是否有影

響華德福學校在地化的

過程？ 

生態教育 

理念與實踐 

因為關心生態環境的發展，發現地

方教育學、生態文化教育學也都有

相關的課程設計理念，而在華德福

教育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是強調和

諧與健康的社群發展。所以也希望

檢視向陽的課程設計中的生態教育

理念，並希望透過三者的課程比

較，來分析生態環境教育在這三個

教育思想中的地位與角色，最後能

整理出一個融合三方生態教育思維

的課程架構，對於現今人類發展帶

來的污染問題，或許可以提供一個

具有生態智慧且能與自然共處並達

到健康社群發展的教育目標。 

向陽的課程設計，有哪

些部分融入了生態教育

的思想？是用什麼樣的

方法融入？課程內容為

何？學生在上課之後對

於生態環境的看法有什

麼樣的轉變？有沒有課

程是和 B.D.生態農法有

關？ 

數位科技學習

觀點 

在研究動機與背景中，有點到科技

發展讓人之間的距離疏遠了。原本

以為華德福是完全禁止孩子接觸科

技產品，但經過口委指正，才發現

向陽華德福如何看待科

技產品？根據人智學的

觀點，12歲之前的孩子

不應太常接觸科技 3C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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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訪談問題設計理念 訪談問題 

原來 Steiner並非不認同科技，而

是希望等孩子準備好了再來引導孩

子學著運用這些科技媒體。因此想

了解向陽對於科技產品的態度，目

前學校也已收到八年級的學生，想

了解高年級的教師如何引導學生運

用科技。 

品，若是家長的觀念和

學校不同，老師如何處

理？而高年級的孩子已

發展出較完整的自主意

識，創造力與思考較不

會受到科技媒體的侷

限，高年級導師如何引

導學生運用科技產品？

有沒有相關的課程？ 

表 3- 4  

陽光師訪談大綱與問題 

訪談大綱 訪談問題 

一、教學背景 

1. 成長與教育背景？ 

2. 求學背景？ 

3. 為什麼會投入教學工作？ 

二、教學理念 
1. 為什麼會選擇華德福教育？ 

2. 核心的教學理念為何？ 

三、課程內容

與設計 

1. 三元結構在課程中的安排？ 

2. 三年級的「農耕」和「建築」和四年級「地方探究」的

關聯？ 

3. 在「社會─地方探究」這個主課程上，是如何安排課程

內容？教師對於自然生態環境的看法？怎麼選擇素材？

花了多久時間設計與備課？是否遇到什麼困難？ 

4. 時間安排─ 

(1) 從孩子進班與教師問候，教師與孩子之間的手勢用

意為何？ 

(2) 「今天的日期是/孩子們回答」的設計理念？ 

(3) 作業回收與分享用意？ 

(4) 七音笛的練習，敬/謝笛詩的精神？選曲的方法？

是否會以曲子呼應當季的主課程內容？目前這季練

習的曲子包含哪些？孩子們對於七音笛的感受？在

七音笛教學上是否有遇到什麼困難？練習多重奏的

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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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文件分析法 

在質性研究方法當中，除了訪談法與觀察法直接與人互動的蒐集資料方式之

外，還有文件分析可作為現場資料的來源，其目的在於透過瞭解人們的書寫與文

字，蒐集現場原有的文件，以及人們產生的資料文件來分析研究對象，藉此瞭解

研究對象對某一觀點的想法和作為（黃瑞琴，2005；司徒懿，2009）。本研究資

料與文件可以分為觀察、訪談、文件、研究札記四種文件資料屬性，資料的編碼

方式說明如表 3-5： 

訪談大綱 訪談問題 

三、課程內容

與設計 

(5) 晨圈的過程及理念？晨圈的「情感、意志、思考」

的區別？「The beauty before / behind / above / below 

me, I walk」的詩意？「慈愛的太陽」的詩意？「上

有天，下有地，我在中間」的詩意？ 

(6) 沙包活動理念及流程？為何一正一反？沙包會融和

數學乘法的計算，非常有節奏，其用意？沙包的詩

「1摸地、2摸胸、3點頭」的玩法。回收沙包和學

生英文對話的設計？若有學生掉沙包影響全班遊戲

進行，教師的引導方法？ 

(7) 木棒敲節奏的設計理念？ 

(8) 「我的名字」遊戲理念？ 

5. 「社會─地方探究」自然日找彩蛋的設計理念？學生畫

彩蛋的心情？如何和「地方探究」的主課程結合？ 

四、教學方法 

1. 研究者觀察發現，在不同活動時間，老師會使用許多韻

律、節奏、音樂及短詩融入在教學之中，例如：以簡單

的旋律宣布休息時間。可否特別說明這樣的教學方法用

意為何？教師的音樂背景？ 

2. 不同的詩有什麼不同意涵？「腳放地放/背打直」的

詩、「我的眼睛/睜亮了」的詩… 

五、學生輔導 

1. 根據研究者的課堂觀察，孩子們在班上有很大的活動空

間，包括休息時間和遊戲時間。當同學發生肢體上的碰

觸甚至產生衝突時，如何引導？ 

2. 當學生不喜歡自己的作品時如何引導？ 

3. 有觀察到有學生沒有交作業，教師如何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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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向陽華德福蒐集資料編碼說明 

類

別 

代

碼 

資料編碼說明 

＂（）＂括號之中為代碼與簡稱 
範例 

觀

察 
觀 

代碼（觀）+序號（1）+觀察日期（年／

月／日） 

範例：觀-1-20170520 

說明：課堂觀察資料第一筆，觀

察日期為 2017年 05月 20日。 

訪

談 

正
式 

代碼（訪）+受訪者+序號（1）+訪談日期

（年／月／日） 

兩位受訪者為甘露師（T1）、陽光師（T2）。 

範例：訪-T2-2-20171112 

說明：陽光師第二次訪談資料，

訪談日期為 2017年 11月 12日。 

非
正
式 

代碼（非訪）+受訪者+序號（1）+訪談日

期（年／月／日） 

範例：非訪-T1-2-20170410 

說明：甘露師第二次非正式訪

談資料，訪談日期為 2017 年

04月 10日。 

文

件 
文 

代碼（文）+文件屬性（行／教／網）+文

件名稱（週／介／申／靜）+【週報分類

（校／四／養／音／數／文史／社／語

／自／山）】+序號（1）+學校端資料建檔

日期（年／月／日） 範例：文-行-報-校-3-20170606 

說明：行政文件週報資料，〈校

務〉合輯第三筆，學校建檔日期

為 2017年 06月 06日。 

 

範例：文-教-4-20170606 

說明：教學文件資料第四筆，

學校建檔日期為 2017 年 05月

20日。 

 

範例：文-網-5-20170520 

說明：網站資料第五筆，建檔

日期為 2017年 05月 20 日。 

文

件

屬

性 

1. 行政文件（行） 

2. 教學文件（教） 

3. 網頁網站資料（網） 

行

政 

文

件

名

稱 

1. 教學週報（週） 

週報分類： 

(1) 〈校務〉合輯（校） 

(2) 〈四年級〉合輯（四） 

(3) 〈養生課程〉合輯（養） 

(4) 〈音樂課程〉合輯（音） 

(5) 〈數學課程〉合輯（數） 

(6) 〈中學文史課程〉合輯（文史） 

(7) 〈社會課程〉合輯（社） 

(8) 〈語文課程〉合輯（語） 

(9) 〈自然課程〉合輯（自） 

(10) 〈登山課程〉合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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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術研究倫理 

本研究謹守應有的學術研究倫理，所有研究過程取得的資料，包括教師訪

談、學校文件、觀察資料、學生作業與作品等，皆匿名處理，並僅供學術研究使

用。若老師、家長、學生對於訪談過程、資料蒐集與運用有任何的疑慮，皆已告

知可以隨時提出討論並給予指正，資料蒐集過程中所拍攝之照片，皆以學生側面

為主，不正面曝光學生面貌，並且都先經過教師同意才進行拍攝，教師擁有相片

使用與否的最終決定權。 

訪談過程皆經受訪者許可才開始錄音，錄音資料皆轉騰為逐字稿，以利研究

資料佐證，且都匿名處理，詳如附件一。若研究過程中，涉及個人隱私或有違反

研究倫理之處，研究參與者，包括學生與教師，皆擁有隨時終止研究資料蒐集並

退出研究參與的權利。教師、家長、學生「研究參與知情同意書」請參考附件三

至附件五。 

  

2. 學校介紹資料（介） 

3. 新生申請入學簡章（申） 

4. 每日生活靜思語（靜） 

札

記 
札 

代碼（札）+序號（1）+日期（年／月／

日） 

範例：札-1-20170304 

說明：研究札記第一篇，記錄

日期 2017年 03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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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當每個人的靈魂映照出社群整體的樣貌， 

而社群活出每個靈魂的力量時， 

健康的社會就已形成。」 

─Rudolf Steiner12 

本研究之目的，乃是先透過探討 Steiner人智學、Bowers生態文化教育學、

Sobel、Smith 等人的地方教育學理論，建構一個教育在地化的歷程與圖像，採用

質性研究方法，以課堂參與觀察、教師訪談、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向陽華德福學

校的學校發展、辦學理念、班級經營、師生關係、課程設計等資料，與本研究歸

納綜合出來的教育在地化元素與特點進行對話和相互參照。以下呈現三方理論之

間的比較表格，如下方表 4-1。 

表 4- 1  

教育在地化相關理論比較表格 

理論 
人智學 

（Anthroposophy） 

地方教育學 

（place-based education） 

生態文化教育學 

（ecological education） 

學者 Rudolf Steiner 
David Sobel 

Gregory Smith 
Chet A. Bowers 

核心

精神 

探究精神世界的科

學研究，又稱為「精

神科學」引導人認識

自己的本質，並認識

人類精神的存在，以

及物質世界與宇宙

的現象。 

關注在地性以及區域性的

重要，重視每個地方的多樣

性和特色。 

「生態正義」，不只關注

環境問題，也包括文化、

種族、性別等與社會正

義有關的議題，並從文

化預設、認知模式的角

度思考解決方向。 

                                                 

12 引自張純淑（2004：68），走過的足跡─開創者的生命故事。載於倪鳴香主編，扎根與蛻變：

尋華德福教育在台灣行動的足跡（57-89 頁）。宜蘭縣：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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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目的 

透過教育拓展人的

精神領域，培養出

身、心、靈和諧開展，

達到善、美、真的理

想發展，且懂得感

謝、具有愛的自由

人。 

將學習深植於地方現象與

學生的生活經驗當中，適切

於地方獨特性，而這有助於

克服學校與學生生活之間

的分裂。 

振興在地的永續共有文

化，強調培養學生的生

態智慧，經由生態教育

改革的方法，凸顯出不

同於當代主流教育更富

生態關懷之教育理想。 

教育

理念 

強調教育必須兼顧

高階靈性層次的發

展以及低層次物質

身體的照護。反對片

面的知識，強調教學

要讓孩子們對事務

有透徹的瞭解。以

Steiner的話來說「在

華德福學校，孩子們

不僅只是在腦海中

擁有一個觀念，他們

是感受這個觀念」

（ Steiner, 192 ：

175）。適當的兒童教

育不僅是強化個性，

也要培育社會性的

理解、社會敏感度以

及社會技能。 

運用在地社區與環境作為

起點，透過不同學科之間的

跨領域課程進行教學。強調

實作與真實世界之體驗，這

個教學取向不僅加強知識

的學習，也幫助學生發展出

與其他社區更強的聯繫，促

進學生對自然環境的鑑賞，

並幫助他們成為具有主動

奉獻精神的公民。 

教師的責任是關注生態

環境永續發展的議題，

能夠對自身的文化預設

立場造成的語言根隱喻

有所覺知，透過低位知

識與口述課程的在地文

化傳承的教育，達到傳

達有利於生態環境永續

發展的精神。 

教學

方法 

重視課程之中藝術

性與音樂性的陶養，

強調自然直觀對於

啟發孩子的天賦帶

來的影響。藉由滿足

人類本質發展的需

求，透過手做課程，

學生自行製作自己

的玩具，教師同時加

入藝術元素，並且逐

步引導學生發展出

教學方法主張社區與學校

之間的合作關係，教師要成

為地區知識資源的引介者，

將學生連接於地方社區，讓

學生從周遭環境的認識開

始，以個體經驗以及日常生

活為起點，學生能夠更有學

習的動機和好奇心，課程內

容不再是片斷的套裝知識，

而是以學生生活經驗為學

習起點和中心，學生不再是

以「低位知識」的敘說視

角，強調面對面口述課

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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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藝術型態的創

作，並將此延伸到實

際的生活當中。兒童

手做，協助教師激發

學生面對實際生活

時的本能，也同時激

發了藝術的直覺

（Steiner, 1923）。 

被迫接受冰冷的知識，而是

主動去探索具有溫度和情

感的地方環境。 

課程

設計 

重視與生活經驗連

結的活動，他甚至認

為一個沒有辦法自

己動手縫補與修理

衣物的人不可能成

為一個真正的哲學

家，非常看重心靈抽

象思考與真實生活

經驗的平衡發展。 

課程設計需融合地方特色、

生態教育、環境保護等元

素。 

融入社區在地文化，以

原住民社會的生活方式

為典範。 

性別

平等 

有特別提到當時社

會背景的女性教育

也逐漸受到重視，

Steiner 認為只有當

兩個性別的學生都

接受教育，才能幫助

華德福教育型塑人

類學習需求的完整

圖像 

尚未看到相關論述。 尚未看到相關論述。 

教材

資源 

日常生活與大自然，

教師對於學生的觀

察與教學經驗。 

在地社區與環境。 原住民的生活模式。 

師資

培育 

機構 

有完整的師資培訓

單位。「在華德福學

校的教師預備課程

裡，我們努力去建構

一種人類學或教育

的科學，從中開展出

教育的藝術以及對

有合作的社區學校，不確定

是否有完整的師資培訓機

構。 

尚未看到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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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人類的認識」 

教師

圖像 

「如果老師們沒有

辦法注入使人之所

為人的那股清新、真

實、充滿生氣的靈性

進到學校的組織架

構裡，無論有怎樣的

社會學—教育學理

論在背後，這樣的教

育機構還是無法活

化，無法帶領我們眼

前這一代的幼童、青

少年走進正確的未

來方向。」  

教師角色不是將他們所儲

存的豐富知識傳遞給學生，

而是學生學習過程的嚮導、

共同學習的夥伴與其地區

知識資源的引介者。 

重視教師對自身語言隱

喻預設主流文化立場的

自覺歷程，培育具有生

態正義教學論立場的教

師。 

社區

連結 

認為組織或社群需

要一個所有成員都

感同身受的精神使

命，學校與社區應該

建立起緊密的關係，

共同合作，並且建立

起有凝聚力的社群

關係。 

非常重視與當地社區、生活

環境的連結。 

看重在地文化的非金錢

主宰的生活模式，期望

恢復「地方性共有文

化」（the local cultural 

commons）。 

生態

環境 

教育 

對於自然萬物的獨

特生命觀點也融入

在課程當中。 

強調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

和保育行動。 

放棄人類中心立場，以

生態為中心重建概念與

價值觀。以原住民傳統

社會型態為生態永續發

展的典範，重視「非代幣

化」的共有財。 

數位

科技

學習 

12 歲前的孩子在尚

未發展出成熟的心

智時，不應過多接觸

科技媒體，因為這會

妨礙孩子內在圖像

的出現並且破壞孩

子的活動本能，過多

的資訊與光鮮炫麗

尚未看到特定的觀點。 

數位化教育內涵著自身

的語言，是了解世界的

一種特定方式。但也可

能成為主流文化宰制地

方文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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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面，可能破壞孩

子原有的創造力與

想像空間。 

參照上方比較表格並根據研究結果，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人智學在

向陽華德福的實踐，分為課程與教學、校園與教師兩個層次來呈現，第二節分析

地方教育學在向陽華德福的相關內容與面貌，第三節則是闡述生態文化教育學在

向陽華德福的實踐方法，第四節則是綜合上述三者，呈現向陽華德福學校獨具教

育蘊義的教育在地化圖像。 

第一節 人智學在向陽華德福的教育圖像 

向陽華德福的成長路徑獨特且堅定，雖然在組織發展上面臨校地使用權限與

經費問題的挑戰，向陽的師生仍然同心著，走穩每一個步伐。以下從課程與教

學，以及學校組織與教師團隊的角度呈現向陽的教育圖像。 

壹、課程與教學圖像 

華德福的老師其實是和學生一起經驗著生命的茁壯歷程，他們也在摸索，如

何觀察不同孩子的特質與需要，選用符合他們成長需求的學習素材，教師們也同

時在摸索並驗證 Steiner 的人智學理論。陽光師在回憶三年級剛升上四年級的小雨

班孩子們的狀態時，如此寫到： 

升上四年級的孩子果然不容小覷，他們活力旺盛，就像在田裡飛來飛去的小

麻雀，我再次驚艷！因為真如華德福教育所描述的四年級孩子的樣貌：「他

們擁有自信，表現出充滿活力與對世界的學習興趣。」（文-行-報-四-3-

20161206） 

 華德福教育的課程設計看重與孩子的教育發展階段互相搭配，因此向陽的課

程也是經過教師會議的研擬和討論，並參考臺灣其他已有多年辦學經驗的華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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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做法，來設計課程內容。表 4-2呈現 105 學年度向陽華德福春夏季的課程

規劃： 

表 4- 2  

向陽華德福課程與節數分配（105學年度春夏版） 

（資料來源：向陽華德福學校網頁） 

從課程內容可以看到向陽華德福學校的主課程有語文、數學、自然、社會，

副課程則有閱讀、書法、英語、形線畫、繪畫、蜜蠟、泥塑、音樂、戲劇、體

育、健康養生、手工、木工、家政、優律詩美（採週六彈性上課方式），以及自

然日的規畫，還有其他自主運用的練習、彈性時間，以及七年級的自習、班會、

社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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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孩子生命的開展，教師團隊明白「韻律、規律的呼與吸、重複的穩定

性，都是課程裡重要的元素」。 

向陽的課程乃是呼應孩子成長階段的需求，孩子的乙太體正在型塑，規律且

穩定的課程節奏是孩子需要的養分，教師團隊明白「韻律、規律的呼與吸、重複

的穩定性，都是課程裡重要的元素」（文-網-2-20180119）。因此課程的設計看重

這樣的呼與吸律動，對應不同階段的孩子的教育需求，協助其積極探索並開展學

習： 

7-15 歲階段，孩子的乙太生命力正在型塑。韻律、規律的呼與吸、重複的穩

定性，都是課程裡重要的元素。面對國中小的不同階段，課程中意志、情

感、思考的比重與次第也細微地調整。課程中鼓勵孩子發展四肢，以意志力

及創造性活動積極入世。課程將以整體的角度入手，對應孩子當下意識的開

展及學習基礎。（文-行-介-1-20170304）。 

 向陽站在開展現代人類意識發展的立場，課程設計強調「創造真實的情感基

礎與經驗，學習著客觀觀察」（文-行-介-1-20170304）。在九歲的關鍵點，孩童開

始透過四肢來創造與探索，因此有許多讓學生動手的課程，包括形線畫、繪畫、

蜜蠟、泥塑、音樂、戲劇、體育、健康養生、手工、木工、家政、優律詩美等

等，皆是需要透過肢體的活動來進行。 

 另外，孩子的自由意志發展也是華德福重視的生命課題。在針對課程設計的訪

談之中，可以看到向陽華德福教師給予孩子很大的學習空間，當孩子在人際互動上

碰壁，還在練習如何表達情緒，教師就是陪伴孩子們去經歷這些不舒服的時刻，並

且給孩子空間，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情感： 

四年級的孩子重要的是情感的陪伴，三、四年級正在經驗的是情感中的情感。

我確實看見了孩子在情感這塊需要更多滋養，那個就是讓孩子去接受自己想

 



 

98 

 

要的是什麼，自我已經很明確了，所以開始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同感跟反感，

當他只有感覺卻無法表達，就會有各式各樣的行為，打架、小團體…受傷憤怒

難過，老師的任務就是陪伴他們經驗練習情感的時刻。剛開始他們很需要陪伴

跟體諒以及示範讓他們知道如何表達情感才是對的。有些孩子不適當的行為，

要讓他明白如何才能合適表達，有時候需要給的是時間跟空間讓孩子去自由

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情感，並且要透過很多音樂跟藝術來滋養孩子的情感。所以

華德福學校有很多藝術的課程，濕水彩、木工、蜜蠟…課程中的音樂性也很重

要，這些和諧跟旋律可以給孩子滋養。（訪-T2-1-20170418） 

如同研究者在課堂的觀察，陽光師會利用許多機會傳輸自己與他人相處的和

諧，在課程開始前的七音笛練習，孩子們可能還沒有進入當天的節奏，有人漏拍、

有人吹錯，使得曲子不盡和諧與優美，陽光師會提醒孩子們： 

調整自己的呼吸，聽自己也聽別人，用更多力量找到自己，不是為了和別人不

一樣，而是從別人那裡找到自己。（觀-3-20170412） 

每個課程安排與設計，都有其教育精神蘊含在其中，每個環節都不可忽略，七

音笛的練習看似只有音樂性的教育意義，卻也富含人際相處的哲理。華德福教育就

是在這些細緻的氛圍中，激發孩子的生命潛能，而教室環境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教室中，越低年級的班級，教室的元素越接近自然的元素，減少人為的影響，

希望孩子能更接近真實的東西，其中呈現的溫度是不一樣的，許多 3C 產品和教室

中的所佈置的手做物品、季節桌的元素的溫度是有所差別的。在甘露師的訪談中提

到向陽高年級的孩子如何學習運用這些科技： 

8-14 歲是情感的涵養，那我們要去想有什麼東西可以帶給孩子情感涵養？而

且有溫度？如果孩子到了中學，我們還給與故事跟手繪的圖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是因為孩子本身的生命還沒有準備好。今天如果我用比較傳統敘說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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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比如說黃蓋詐降，就很有戲劇張力，這個過程就很難從科技的媒介流出來，

這其中還有很細微的流動，我們應該去保留其中的生命與溫度跟詮釋力。八年

級的孩子會接觸電腦，七年級找資料也會使用。其中的觀點就在於：這個時代

的科技產品是學習的工具，既然是工具，人是否有自由來運用它？到底孩子要

在什麼時候，經由保護找到時間點，讓孩子有意識去使用科技？向陽是 14 歲，

也有些學校是 11 歲開始。這之後能開始讓他們慢慢去使用科技工具。 

所以，向陽的教師會觀察，孩子的生命發展是否純熟，能夠擁有自由意志去操

作並使用這些科技產品，使用之後，是為學習帶來助力？還是造成學習的阻力？在

強調科技軟實力的今天，華德福教育並非故步自封完全排斥科技，而是先透過觀察，

讓孩子了解電腦的組成、運作、原理，瞭解該如何組裝一臺電腦，要買哪些零件，

有哪些步驟。透過實際操作組裝電腦，孩子們從外觀認識這個機器，之後才是學習

如何使用。從直觀觀察開始，過程中嘗試尋求幫助、尋找答案，最後是實際操作，

發現錯誤，再回到觀察的直覺，強調不被科技牽制，孩子是處於主動探索的狀態，

並且乃是運用高等思維來參與這個摸索電腦的過程，這也幫助孩子逃離虛擬的情

境，處於真實： 

相關課程是電腦課，電腦課一開始是觀察性的。所以孩子先去理解這個工具怎

麼組成，我要組一臺電腦，我需要什麼？我要和老闆議價，我要練習組。之後

才是如何使用它，包括：文書處理、基礎簡報、資料蒐集的能力，這也是現代

很強調的能力。他應該自主搜尋之後，才更有意識去消化這些資訊，不僅是拼

湊，他是一種思維。好比說我今天要種玫瑰花，要怎麼讓玫瑰花長得好，然後

去花市交流問人，若沒有交流的空間，科技的角色就來了，我可以上網去詢問

去找社群發問。另外，就回到直觀式的，我要怎麼讓玫瑰花長得好，是不是水

有問題、花期不對、環境不對、是不是有病菌，所以第一階段是觀察，觸動他

的靈感與熱情，只能看，有一些可能的猜想；接著，第二方面是去聽、去找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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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所以需要跟人交流，去找答案，聽可能就會帶來靈感，聽可能也是處於我

和植物之間的互動；第三是實做，然後發現錯誤，再回到觀察的直覺。所以想

像力、靈感、與直覺是高等的思維，這是最棒的思考！（訪-T1-1-20180119） 

而黑板畫與教室氣氛的呈現，則是另外一種真實，教師將他所看見的東西化做

成一種真實。讓孩子們有更多機會接觸藝術性與生態性的環境，教室的環境佈置，

也傳達教師對孩子們的關懷與心情，教師可以融入當下節令的元素，透過節氣、慶

典的氛圍，呈現課程的觀點和內容，讓孩子用當下最真實的感受學習與成長。而環

境氛圍的重視，也是一種薰陶，學校與家庭生活皆能一致呈現相當的理念，如此能

將華德福教育與家庭生活產生連結，課堂傳遞的價值觀便能延續，而減少兩邊的價

值衝突與隔閡。在這樣情境下的生態環境教育也才有落實的可能。 

 Steiner 試圖科學地理解人與宇宙自然的秩序，是華德福學校尋求精神啟蒙的

通道，人體律動、數學形式、星體運作、萬物演化，全部都是有著重要的關聯。所

以華德福課程其實是很有彈性的跨領域學習，不同學科之間的並不像體制內的學

習如此壁壘分明。時常有相互搭配、解說的穿插引用。 

我覺得在華德福很棒的是，每一個學科都不會分得很清楚，在上語文課，卻也

可以帶進地理社會，地方探究雖然屬於社會科，我們也會用不同科目去結合。

（訪-T2-2-20180119） 

 經過人的精神靈魂和宇宙精神靈魂之對話，發覺自己在創造實在中的價值，使

思考得自由地採取新的、未經探究的路徑，這也是人智學中自由哲學的展現，孩子

們接受教師的引導，而從心中發展出獨立自主的自我，能自由地創作、學習，自由

開展生命賦予自我的精神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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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與教師圖像 

學校目前有 15位教師，八位一到八年級的主帶導師，七位行政教師。向陽華

德福給予教師很多自主的空間，也尊重老師作為一個獨立經驗靈性生命的個體，他

擁有課程設計的主導權。也有與他人對話、互相交流的空間。 

向陽華德福重視教師之間的夥伴連結，希望建立一個彼此真摯信任、互相交心

的社群。如同學校網頁的介紹說明： 

我們願意練習真正的信任。在無條件的信任裡，創造夥伴們之間的連結。我們

認為信任是一種主動的影響力。我們期許社群裡外的每一份子如實地接納自

己、修正自己。面對日常局勢，總由身為社群一部份的自己踏出最初的第一步，

主動擁抱當下的試煉。我們也在這份相信自己的基礎上，創造誠摯的夥伴連結。

（文-網-1-20170304） 

每隔週三的下午，會有教師團隊的讀書會與各類型的會議。讀書會由其他學校

資深的華德福教師支援，藉由分享和討論的型式，帶領新生的向陽教師團隊在教學、

工作上能更有方法與方向。而行政會議與教師會議上，教師們會來在一起討論學校

發展、課程設計、兒童研討，這個時段也是向陽的教師們彼此分享教學心得或是生

活點滴的時刻。最近，學校的行政辦公室的花圃邊，多了幾個木製的平臺，甘露師

表示這也是製造一個讓教師們有自在交流與分享的空間和機會。可能一整天大家

忙於課務與行政，但走出辦公室，拿杯茶，就可以一起貼著平臺分享心情，這能讓

大家更同心。 

Steiner 很看重教師自身的生命靈性開展，他認為一位教師的生命經驗，會影

響孩子的模仿與成長，而教師其實也和孩子一樣一起在經驗生命的課題。在和陽光

師的訪談中，她分享到： 

 



 

102 

 

其實我也是和孩子們一起學習成長，他們會看到很多我看不到的東西，有時候

會讓我非常驚訝，原來他們能夠帶給我不一樣的軆悟和觀看視角。（非訪-2-

20180119） 

在向陽可以感受到團隊之間的默契與凝聚力，透過教師會議，雖然也會有意見不合

時帶來的衝撞與摩擦，但最後總能夠達到一個平衡與共識。教師社群彼此間都像是

「給予者」，很多時候會彼此分享教學的心得，以及生活中的快樂，例如玫瑰果醬

的故事： 

大地師很喜歡園藝，種了很多玫瑰花，並且很樂意將其分享給他人，剪了很多

分送出去。一位英文老師也收到了這個玫瑰花，隔天他就將其做成玫瑰果醬，

並且帶來學校分享。向陽很多老師都有在做園藝，所以也會很自然的來交流。

（訪-T1-1-20180119） 

這也如同學校的治學理念所傳達的： 

我們期許社群的每一份子能夠成為「給予者」。（文-行-介-1-20170304） 

向陽的教師團隊圖像給人一種溫柔而堅定的生命力量，雖然學校經歷許多變動，但

這些教師們也一起承擔著許多風雨和挑戰，一起齊心的守護心中所關照的這片校

園與孩子們的成長。就如同水黃皮的豆莢給予的意象： 

每個人，就像是水黃皮的豆莢─水流豆。有著堅硬，強韌的外殼，有著能順

應漂蕩的輕盈，也非常能耐鹽、能吞吐鹵水。一棵水黃皮樹，姿態獨特。兩

棵水黃皮樹，相互看見。三棵水黃皮樹，協力成隊。一排水黃皮樹，是守護

的開始。（文-行-介-1-20170304） 

大地師對於教師的描述很深刻的說明華德福教師的圖像，也代表向陽的教師們努

力實踐與依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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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社會文明繼承的起點，教師即是灌溉社會未來種子的耕耘者。在教室

中，教師是活生生的教材，更是孩子對於成人世界的想像。在學校裡，教師

是自由穿梭與流動的給予者，連結著每個教師的命運。在社區中，教師與社

群成員共同創造在地文化，是社會轉化的催化力量。期許我們能穿越物質社

會的表象，洞視事物的本質，用雙手創造一種新的文化。開展每一個靈性的

種子，期許下一個世代轉化成信賴、互助、公義的社會。（文-行-介-1-

20170304） 

 臺灣華德福教師有自己的師訓課程，向陽華德福目前也有許多老師正在接受

培訓。會利用假日的時間去各地的華德福學校上課，而學校也會提供一定的補助

費用供老師們學習與進修。然而陽光師分享，這樣的師訓其實更是幫助教師更認

識自己的歷程，不是在教你怎麼上課，而是帶你去經驗與重新詮釋自己的生命

史： 

華德福的師訓也都不是在教教材教法，都是在教老師去看自己的生命史，會帶

老師看人的發展脈絡，帶大人去瞭解什麼是人智學。大人先調整跟改變，才能

自然從身教、言教、境教流露出對孩子的影響，華德福老師要面對的不是「怎

麼教」，而是這些事物對自身的意義，然後才能去教導孩子。老師是一直反思、

反問自己，所以華德福教學也會因為老師的特質不同而不同，因為人的元素在

其中有很大的影響。（非訪-T2-1-20171111）。 

這樣的自我剖析和對話的教師自覺之路，也正是 Steiner強調的一位好老師要先從

認識並瞭解自己開始。 

 所有學科與生活經驗之間的關聯，是需要通過教育來揭示，並幫助孩子的靈

魂在層層轉化與領會中，在教師的引導下達成與世界靈魂的同化。學生個體在其

中能意識到一個包括他自身以外，一個文化與信仰更廣大的世界，這也是教師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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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角色的重要。在準備「人與動物」的課程時，陽光師在黑板上畫下一隻又一隻

的動物，當下的她對於身為華德福教師有一種深刻的感動與幸福感： 

看著那畫著黑板的自己，我看見了規律的練習在我身上所做的功，印證了藝

術活動在我身上的滋養，也品味到時間默默送給我的生命禮物。（文-行-報-

四-3-20161206） 

 在向陽華德福有一群以自己的靈性生命發展，引導向陽孩童生命開展的教

師，他們相互託付與信任，守護著孩童們真摯的生命，為了實踐人智學的教育理

念一起同心著、努力著、奮鬥著，不停的向前探尋，與孩童一起感受、體驗、追

逐、探索、享受這個世界帶來的美好與感動。 

第二節 地方教育學在向陽華德福的教育圖像 

 地方本位教育是一種教學過程，透過在地社區與環境作為起點，在不同學科

之間進行跨領域課程教學，並且強調實作以及與真實世界的體驗，讓學生發展出

與社區更強的聯繫，促進學生對自然環境的鑑賞，培養他們成為具有主動奉獻精

神的公民，這也是教育在地化的圖像。 

在向陽華德福教育機構的四年級小雨班的孩子，就經歷了教師為他們量身設

計的在地化課程「社會─地方探究」。從課堂觀察與訪談中可以看出小雨班陽光師

的教學設計已結合在地社區的特色元素，並帶領學生走出教室的框架，進行在地

社區的踏查、尋訪。華德福課程的在地化，對於在地社區學校是共享的精神，學

生不再只是在學校教師學習，而是將整個社群都是為學習的場域。人與人之間的

關聯也因此更為緊密了，在地的社區資源和自然環境對學生成為有溫度、有情感

的連結，因為這些環境是他們學習的所在，亦是他們曾經踏查的地方。每一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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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都可能有他們和教師、同學一起探尋真理的足跡和回憶。學校行政資料的課

程精神介紹即提到「參與在地社群生活樣貌」的精神： 

向陽的地方探索以萬華作為核心，在淡水河岸、在艋舺的歷史地貌裡。萬華

有許多珍貴的老行業，這是各行各業課程的探索對象。往河岸走去，這裡是

亞洲南飛雁鴨的中途站，也是自然日裡孩子接觸土地、樹木的空間。順著河

岸往北是鄰近的大稻埕聚落，往南則是臺北盆地日常農畜產品集散的環南市

場，孩子們在更南端的客家文化園區學習園藝及農耕，它同時是建築課程的

潛在基地。萬華還有更多百年風華的興盛與鄉愁值得孩子持續觀察與參與。

近來，親師也嘗是循著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腳步，嘗試走讀萬華，發覺在地社

群的生活樣貌與需求。（文-行-介-1-20170304） 

座落在萬華的向陽華德福學校坐擁豐富的歷史人文資源，臺北市的南萬華一

帶，富有傳統文化及韻味的歷史與地理位置，為向陽的師生帶來可貴的在地資

源，這是一塊充滿歷史軌跡的台北街頭。學校附近有知名建築設計師早年為當地

居民設計的華江整宅、還有巨大無比早期社區居民共用的彩繪水塔、充滿生機的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香客絡繹不絕的艋舺龍山寺…這些都是向陽師生踩踏、探尋

與吸取新知的在地寶藏。也都成為教師設計課程的靈感來源和教學媒介。 

在「社會─地方探究」的校外踏查之中，研究者也跟隨孩子們的步伐，一起

尋覓這些人文歷史遺跡的歲月故事和發展的軌跡（觀-7-20170419）（觀-8-

20170421）。從孩子們認真聽陽光師解說各個景點的歷史與發展的神情之中，可

以看見他們正在摸索這塊土地，他們日夜所踩踏之地，認識這塊土地上的居民、

建築、地方產業、生活型態。華江整宅為何存在？坐輪椅的老人如何上下樓梯？

設計整宅空中花園通風管柱的用意？從學校看見「人壽一村」水塔的方向是哪個

方位？高氏大宗祖祠堂的興衰？艋舺大道是鐵軌的遺址？仁濟醫院與萬華孤兒院

的關係？萬華大別墅很高的來由？（札-1-20170419）（札-2-20170421）孩子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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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非常入神，並且認真的將他們所見所聞，畫作成工作本上的一頁頁足跡─記

錄著他們走過、聽過、看過的每一個在地社區與地理環境。 

由外而內，由內向外，陽光讓孩子從教室到校園四周，再從校園四周到周邊

的景點，接著更往外，走到了台北盆地、走到了象山。從瞭解自己身處的校園所

在地開始，到認識周遭社區，最後看見了整個台北。教師一步一步，引領著孩子

親身經驗自己的渺小，看見人與自然的關聯，認識人和環境的互動性以及不可分

割的關係。如此，以孩子的經驗世界出發，重視每個學生的學習特性，華德福教

師讓孩子直接經驗這個世界帶給他們的感動。不是先透過片段的學科知識，而是

透過親身探索與體驗。在地公民與社區組織的主動參與，加上學校的環境資源的

共同合作，可提升社區活力與環境品質，朝向建構健康永續社群邁進。這樣的課

程設計也是ㄧ種跨領域的展現，沒有單一學科的概念，地方探究所可能涉獵到的

歷史、地理、自然生物、都市發展、農耕…都是課程設計包含的面向，這也和地

方教育學的跨領域精神吻合。 

 

圖 4- 1 象山親山步道踏察 

 

圖 4- 2 濕水彩課程學生作品 

「臺北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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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態文化教育在向陽華德福的教育圖像 

華德福教育以藝術與生活為主軸，將美感自然地融入在課堂學習、校園環

境、生活起居以及師生互動之中，研究者觀察到華德福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會結合

「詩詞」的唱誦，呈現出不一樣的教學語言與教育美感，而詩詞中所隱含的生活

態度與生態保育精神，亦可為當代的教育語言帶來不同的教學思維。以下呈現

「詩詞」在華德福教育中所扮演的思想傳遞及教學角色，最後回到生態教育的面

向，探討華德福教育如何透過「詩詞」所富涵的藝術性與音樂性特質，將富涵尊

重自然大地的感恩之情，以生態智慧的語言傳遞給華德福的孩子們，以作為回應

Bowers語言隱喻思想對於當代教育語言的啟示。 

壹、「詩詞」在華德福課程中的生態教育實踐 

 Steiner主張孩子的語法與修辭能力皆能在優律詩美具精神層面的韻律中得到

培養，不僅具有教育的作用，亦有藝術層面的價值。以下以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

機構小雨班師生每日朗誦的詩詞說明華德福生態教育的實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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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幾首詩詞與詩歌，是研究者透過觀課與教師訪談蒐集到的詩句。在詩

句當中，教師已將核心的尊重、感恩、珍惜等與自然生態共處的精神融入在其

中。這些價值觀與生活態度，在孩子們似乎例行性的每日念唱中，已滲化他們的

心靈。在每日的吟詠中，亦觸動了孩子們內心深處的自我組織力量，這能帶動他

們發展出對生態環境的珍惜和感恩之心。如同 Steiner（鄧麗君等譯，2007：72）

針對華德福教育中，每日朗誦詩詞與歌唱歌曲的課程節奏，其中表現的無意識重

覆行為的描述： 

越是留在無意識的習慣，對情感的發展越好。而如果孩子能夠越深刻地意識

到：因為這個行動必須被實踐，所以全力以赴地重覆去做，這個行動就越可

能成為真實的意志動力。總之，越是【透過】無意識的重覆培養情感，而

【達到】完全有意識的重覆培養出原本的意志動力，因為藉此果斷力和決心

力量會升高。 

貳、詩化的教育美帶來的啟示與應用 

 在華德福教育的課程設計中，研究者看到價值觀念陶冶、健康人格型塑的教

育理念，所有的課程安排都有其人智學的教育哲學作為立論基礎，學生的學習乃

是依據一套完整的教育理念，按部就班進入不同階段相對應的學習主題。而人與

自然、宇宙的關係，也是人智學看重的一環。教師乃根據班上學生的氣質，參考

Steiner設計的學習階段內容，擬訂一系列和學習主軸相互應，並且能夠符合學生

學習起點行為的課程。而所有課程也皆保有其彈性，教師可依據學生當天的學習

狀態，適時改變學習內容或節奏，並沒有一套死板的規準。 

 一位真正的華德福教師，在教學上擁有相當高的自主權，但也會遵循著心中

那套人智學所啟發的教育核心理念，與孩子們一起在求學的路上摸索與成長。研

究者在初次接觸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時，即窺見教師強調孩童與食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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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區連結的課程安排。Steiner的人智學提供我們對於宇宙大自然的法則和圖像

不同的面貌，並且賦予人類生活中的節慶習俗更高的意義和精神性，季節桌的佈

置與擺設也是在呼應不同節慶所展現的氣質與氛圍。學生在這些氛圍之中學習的

同時，這些教育理念與教室佈置，似乎也潛移默化的浸潤孩子的心靈。華德福教

育本身即可說是一種教育美的展現，而課堂中穿插的詩詞朗誦聲，更傳達出一種

愉悅與輕盈的美好學習經驗。 

 透過課堂觀察研究者逐漸體悟，詩詞的朗誦，也可以是一種社會關係的互動

與師生互動，學生在詩的朗誦中，也間接接收了教師的教育理念與生活態度。詩

的陶養作用，便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文字的力量帶給學生感動，也將學生貼

近事物核心。而詩的韻律與節奏，輕輕觸碰著封閉的心靈。當學生開口念詩，他

也等同於敞開胸懷接受詩詞背後語言隱喻的薰陶，念詩的過程亦符合了 R. S. 

Peters（1919-2011）的教育規準─合價值性、合認知性、合自願性─是一種教育美

的展現。詩的文字承載的精神，透過律動、節奏，外在的莊重氛圍，強化了其中

教育的作用。不知不覺中念完一首詩，教師也傳授了他的教材內容和知識。此

外，詩的朗誦聲就如同鐘聲，幫助學生心境的轉換，讓孩子沉靜、沉澱，念詩時

所傳達的敬語、尊重、安定，讓班級的氣氛穩定了，這是一種約定，也是一種默

契。 

 若學生學習到自然界是如何相互產生關連並且互相牽制與影響，認識自然是

生命的存有，一旦學生發展出這樣抽象思考與判斷的能力，他們更能輕易地理解

自然科學與生態環境（Clouder & Rawson, 1998）。直接回歸自然是最好的教學方

法，讓學生透過歌德式的直觀，感受真實的經驗，如此能引領他們回到最純粹的

感官經驗，讓他們享受和自然間的真實互動，並結合「詩詞」韻律的節奏，融入

符合生態教育永續發展精神的語言，透過學生「主動」的學習歷程，學生們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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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地從心中養成對自然環境的感恩之情─這即是一種生態教育與美感教育的體

現，這也是華德福教育給我們帶來的感動。 

第四節 向陽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實踐 

壹、生態環境教育的實踐 

 季節桌是華德福教育當中很鮮明的一個角落。它是配合當時的節慶而有的佈

置和美感呈現。透過季節桌的藝術性觀感，可以感受到當下的節慶帶來的感動與

氛圍。這樣的佈置也透露與大地韻律連結的呼與吸脈動，是ㄧ種自然的陶養，也

是一種美的涵養。學生可以從教師的季節桌佈置感受到與天地萬物共處的美妙，

桌上的素材有最純粹、最純真的自然元素，也有樸素的棉布做為佈置的媒介，黑

板畫也時常成為佈置的一個中心。孩子們在華德福學校裡是無時無刻浸透在藝術

性的美與和諧之中，而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共處、共好精神也無時不刻流露出來。 

 

圖 4- 3 招生說明會入口季節桌 

 

圖 4- 4 研究者所繪第一幅黑板畫 

 
圖 4- 5 招生說明會教室季節桌 

 
圖 4- 6 行政辦公室季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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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針對課程設計的訪談之中教師回應到： 

Steiner 提到的課程結構是很完整的面向，這不僅適用於課堂也適用於整的人

的發展。在華德福教育中有提到一個例子，孩子剛出生的時候，他不能動只

能躺在那裏，就有點像植物一樣；慢慢的他開始會翻身，他就會像魚一樣，

會動尾鰭；再慢慢的他就會變成爬蟲類會開始爬。這是個很有趣的過程，孩

子的發展跟人類的演化有關。所以我們要讓孩子感受到大自然的韻律和宇宙

的韻律。（訪-T2-2-20170416） 

從上述的訪談中，可以看見華德福教育會以自然生態作為人類處境的說明，

這樣的類比不僅讓學生認識自己，也與天地萬物更親近了。因為孩子們隨時都會

在課間聽到教師借用大自然例子當作教材，引導學生去經驗、去體會。 

就生命史而言，我們也在經驗意志、情感、思考。小時候我們不知道怎麼說

話，我們是透過模仿，這需要靠意志，接下來我們靠情感，最後才會進入更

全觀的思考。在最理想的狀態下我們希望讓孩子去經驗人的平衡，這三種是

需要平衡的。所以在課程安排中我們會去安排這三個部分。而四年級的孩子

重要的是情感的陪伴，因此我們不斷練習表達情緒，強調韻律，是為了滋養

情感。（訪-T2-1-20170418） 

課堂間穿插詩詞帶來的韻律與節奏，的確滋養了孩子們的情感，讓他們快樂

且自在，有些孩子會用幾乎全身的力氣大聲朗誦，有些孩子則是穩穩的跟著節

奏，在詩詞的律動間，孩子們的情感滿足了，並且也在無形中培養社會化的能

力：傾聽與尊重。若是吟誦的過程不去傾聽，只自顧自的念唱，會讓整個詩詞凌

亂不堪、缺乏美感；而要達到和諧也要互相尊重不同的音量、聲調。 

【除了】故事的滋養，另外也有身體和大自然接觸的力量，孩子在經歷如何

過生活，所以我們讓孩子動手做。農耕跟建築就是人類在一開始為自己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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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開始，所以孩子要跟土地接觸，種下種子，讓種子長大，他就會知道

他能種出東西。孩子會覺得神奇，我照顧土地跟植物，土地就照顧我們，長

出東西。孩子就是去拔草、澆水、噴酵素，去看自己種的東西長得怎麼樣。

這些東西都和生活有關。所以我們也讓孩子真正去插秧，去經驗農夫做的事

情也是重要的。那個過程必須等待將近半年，這都是回到生活的本質，讓孩

子看見真正生活的樣貌。這些都是安定的力量，因為孩子就像那個稻米一

樣，要等待才會長大。對，孩子有東西要長出來，需要時間，你也要相信自

己會長出來。（訪-T2-1-20170418）。 

每早晨，小雨班的孩子們到校運動玩進到教室之後，全班會和教師一起念唱

「今天的日期」（觀-4-20170413），陽光師說明： 

這是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習慣，它是每天早上喚醒孩子進入學習的方式。會

邀請他們去想今天的日期是幾月幾號。我們用的年不是用西元的年，我們是

用中國的記法。像今天的日期是丁酉雞年，1 月 19 日星期五，再來是說出節

氣，透過說出節氣，他也可以去感受外在的感覺，每一年再說這個節氣的時

候可能都不一樣。孩子就會說「去年的小寒好像沒這麼冷」…最後會說今天

的小天使是誰，其實就是班長，但就是說小天使，每天都會有人幫大家服

務。（訪-T2-2-20180119） 

透過看似簡單的日期複誦，孩子們查覺時間、季節與大地風貌的嬗遞，也使得孩

子學會從時間的視角來觀察週遭環境，不知不覺中，孩子們也關心起自然景物的

變化，能夠說出自己所感受的、所看到的、所聽到的直覺觀察。這樣的轉變，也

是在培養孩子們對生態環境的尊敬與保育。 

Steiner認為一旦孩子們學會以真誠的藝術性感受觀察人類或是動物的內在本

質，就算是在現實工作中，他們也能享受無比的自由，他們能夠自在的發揮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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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能力，並且創造出美妙的作品。採用自然元素當作教材，是華德福教育的

一個特色。從主課程的語文、社會、數學、自然，以及副課程的體育、音樂、書

法、優律詩美、濕水彩、戲劇、木工、手工、泥塑，都可以看到融入自然生態的

課程規劃，課程間跟自然的關係很緊密，因為人類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年紀

愈小的孩子跟世界是合一的，不應該那麼快就讓他們分離。他們透過回歸自然，

得到很多感動、溫暖與愛。〈自然課程〉的週報中，三年級的教師寫到： 

一個多禮拜的整地圍籬、覆土和土，我們在菜園裡種下第一個種子。孩子們

經驗整地的辛勞與認識土壤的重要，用身體的勞動、感官與自然的相遇，走

過每一個基礎功夫。層層的土壤蘊含著秩序與奧秘，往外的工作也是往內的

梳理，紮實地做好每一道工序，汗水的流動滋養飛揚的心魂，孩子們正接收

著自然傳授給他的功課。（文-行-報-自-1-20161101）。 

我們可以看見華德福教育的精神其實已結合了當今的生態教育思潮，透過自

然生態的環境，讓孩子直接感受大地的運轉和規律，在生態公園、池塘、山林

間，讓孩子自在地摸索與探究，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導師。這並不是一個新穎作

法，乃是遵循 Steiner 人智學的教育精神，一步步實踐並驗證出來的。 

小雨班四年級「人與動物」的自然主課程，陽光師設定的課程目標有四點（文-教

-1-20170707）： 

1. 瞭解人類具有三面向的本質，思考的能力（頭），感覺的能力（心）與

行動的能力（手），與動物界的差別在於人類具有思考、說話和創造的

能力。 

2. 研究各種不同的動物、鳥類、植物和昆蟲的關係，瞭解他們與生俱來的

堅強本能與生理上的特性，以確保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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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讓孩子知道人類有責任去愛護並照顧我們的動物朋友。 

4. 讓孩子體認到科技的發展，已對世界的野生動物造成影響及深遠的衝

擊。 

在自然課程中，教師已融入生態環境教育的精神，透過認識動植物的特性，能夠

建立起愛護的心，並也知道人類有責任維護地球生態的永續力。 

「生命就像是一株植物。植物不僅包含外在生命所呈現的現狀，在它隱含的

深層內在中，也保存著一種未來的狀態。」過去、現在與未來，彷彿都在同

一片風景裡，一切端看我們是否真正了解生命的本質與存在。（文-行-報-1-

20170720）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當華德福的教師在思忖

著孩子們未來的發展時，他們其實也不斷在探索自己的生命本質，而華德福的教

師們在尋找自我的旅程上，也是在實踐生態教育的旅程上，因為人的存有就是一

種與天地不可切割的存在，Steiner描述的宇宙和大自然的法則提供我們對地球的

重新理解。 

而每早晨七音笛的練習時間，陽光師也將生態環境教育的思維融入七音笛練

習的曲子當中： 

在華德福從一年到四年級或在往上，不管是歌曲或是詩都是跟季節有關。所

以春天就會吹春天的歌，望春風、韋瓦第的春…會以四季的歌曲，也是跟著

節氣在選擇樂曲。程度上面也會考量，有的時候也是讓孩子經驗歌詞的優

美，所以盡量會選一些跟環境有關的歌。四年級以前都是跟大自然有關係

的，所以我們不唱流行歌，因為流行歌是抒發個人情感與情緒，我們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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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孩子去看大自然的變化，那些歌都是說大自然的變化，談到自己的比較

少。（訪-T2-2-20180119） 

五年級的「植物學」也是孩子們去接觸與認識環境的機會，植物生命力雖然細緻

卻很有力量。透過歌德式的觀察，孩子們體會到生命力的美好，發展出更多與生

態環境之間的連結和情感。 

這一年的任務是要從神話的世紀轉換到歷史，轉換過程中必須更有主體意

識。延續四年級的人與動物，五年級透過植物學，孩子們將能發展出更多生

命與環境間的連結感。（文-教-2-20180120） 

 在一次的非正式訪談之中，和甘露師討論起如何協助都市的孩子克服環境教

育上的限制，老師解釋到大人的引導角色非常重要，並且說明在生活中有與土地

接觸經驗的孩子，更能適應農耕等課程，與大自然那份最真實的接觸經驗，面對

自然環境孩子們更自在，且更懂得存著敬重的心來體驗這份真實，從外在的環

境，逐漸回到自己身上，孩子看見環境與自己生命的關聯性，透過對植物的觀

察，孩子認識植物也是一種生命形態，如同自己一樣，需要陽光、空氣、水的滋

潤才能生長。孩子們發現植物的需要原來和人類有關，人類應該保護這些生命長

成的需要： 

植物學最後帶給孩子的觀察，是讓孩子看見環境與生命的關係，最後就連接

到自己。當他看見環境與生命的關係，他再去看見自己與環境的關係，因為

他起初只看見植物的美好，或是植物帶給人的資源，但最後會發現人與植物

都是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我們跟植物是沒有差別的，會發現人與植物也存

在除了食物、欣賞的關係之外的互動與關係─都是一種生命，這會讓孩子去

發現植物不同的價值。五年級開始上植物學，謝飯的時候感謝太陽，因為植

物是大地照顧的，太陽照顧的。透過前面的引導，孩子再回去自然之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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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就會不一樣，會去更貼近土地去觀察、發現，並且充滿驚奇。（非訪-T2-1-

20171111） 

如同一再強調的，要從心來感覺大自然，讓自己與大地的四季律動產生和諧

共振，透過這樣的傾聽與潛移默化的生態思維的浸潤，我們會理解地球，瞭解我

們帶給地球帶來什麼傷害，並願意誠心地去療癒我們所造成的傷害。而這些對自

然生態的尊重態度，也融入在華德福教師的教學設計中，以充滿蘊義的詩詞、歌

曲、教室季節桌佈置的形態呈現，引導學生感受人與生態環境的互動性與關聯

性。 

貳、地方本位教育的實踐 

 四年級的社會主課程「地方探究」是一堂地方意味濃厚的課程，和向陽華德

福的在地發展密不可分，其中的設計理念乃是依照 Steiner所強調的「所有的課程

必須是跟生活有關的知識」。因此，「地方探究」就是對於環境的探討，結合了自

然、人類生活的運作： 

從三年級的農耕建築之後，他們就要走出去。三年級是和自然比較多連結，

四年級是要和地方連結，從自己走出去。所以四年級一開始帶地方探究，我

也是讓孩子去經驗自己在哪裡這件事情，也是順著情感中的情感，我希望他

們是在情感有被滋養的狀態下走出去的。也是透過不同活動去經驗自己是在

什麼位子。（訪-T2-120170418） 

從課堂觀察中也可以看到「走出去」的課程規劃（觀-6-20170417）。陽光師透過

帶孩子們們走出最熟悉的教室，帶著他們繞學校週遭一圈，觀察週圍的店家、指

標、建築，並引導學生思考，哪些是我們每天經過確沒有發現、沒有注意的事

情。這也著呼應四年級的還對於空間與時間摸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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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級的階段，呼應著孩子內在對於空間和時間的擴展，教師必須體悟到

更多不同的課程深度。透過學生對學校與自身住家的地方感建立，他們能夠

更加對自己的過去與現在連結，同時理解到目前人類社群的狀態。（文-教-1-

20170707） 

在研究者參與孩子們地方探索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孩子們對於在地歷史發展的好

奇心，並且因為陽光師前面課程鋪陳，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探究能量在孩子心中。

當我們一離開教室向外踏尋，孩子們的情緒是雀躍的，一路上興奮不已，認真的

聆聽陽光師引人入勝的萬華歷史的介紹，並且熱烈的討論和發問（觀-7-

20170419）。研究者也被孩子們的精力充沛感染著，感動於他們對於自身所在之

地的好奇與關注。在向陽華德福的學校簡介中這樣描述： 

我們相信人智學的實踐，是一場溫和且積極的社會運動。所有的改變與幸

福，一定要先由自身邁出步伐。在這樣的路途上，付出代價，持續不斷前

進。我們認為，透過對自身內在的發掘與覺知，尋找足以平衡、時時提起的

力量。這樣的主動貢獻帶來真正的幸福感，這樣的社會意識也人人具備。

（文-行-介-1-20170304） 

地方本位教育強調的是回歸在地脈絡，看重生活周遭環境的變遷與發展，教

學內容強調在地取材，讓孩子從最熟悉卻又陌生的生活環境開始探索。這個歷程

也是ㄧ種關係的建立，與在地社區的關係、居民的關係、當地產業的關係、道路

與建築的關係…在認識這些環境之後，你會發現自己不是ㄧ種單獨的存在。這樣

的情感連結也出現在課堂間的七音笛練習當中。很奇妙的，演奏笛子的過程，也

是在領會存在團體中的感動，陽光師分享她在選擇七音笛練習曲的精神： 

七音笛在四年級的時候每天都會練四部曲的卡農合奏，包括到現在也是。第

四部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旋律，它其實和棍棒的節奏類似，你跟我吹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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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時間點進來，但最後我們可以合成一個很好聽的樂曲。這是讓孩子去

經驗雖然我們有不同，但並代表不好，這樣的分裂沒有不好，仍可以有美麗

的樂章。（訪-T2-2-20180119） 

小結 

Childs（1996）指出人類在本質上是靈性的存有，也有靈性生命成長的需

求，當今不平衡的人類社會物質主義發展，極需重視這樣的根本，也需要看重宗

教、藝術、科學統一的歷程。而向陽華德福學校正是逐步在實踐這樣的理念，課

程乃是遵循 Steiner的人智學理念來設計。透過資深華德福教師帶領的讀書會，以

及各個華德福學校之間的交流、分享及學習，加上學校內部的教師會議研討，向

陽教師團隊能更清楚學校的發展與目標。並且在兒童研討會議上，各班主帶老師

們會提出特別需要關心的孩子，教師團隊會針對每個孩子的情形加以討論和分

析，透過經驗的交換與分享，以及各自的觀察和剖析，授課教師們也能夠更明白

孩子的真實情況，知道應如何給予合適的協助與引導。 

校園與教師的佈置滿了大地的氣息，所到之處都是花草與天空或土地的色

調，季節桌、黑板、牆面、地板…充滿的藝術性的圖畫與點綴，沒有人工的匠

氣，只有最純真、最原始的味道。而課程之中滿了「詩意」的教學方法則是為孩

子們帶來更多美感的陶養與生態教育的洗滌，並且透過在地發展的課程，向陽華

德福的學生能夠建立起和當地居民的關係，自然日踏察、畢業音樂會、節慶活

動、路跑活動…等等，都讓孩子們更瞭解他們所處的這塊土地的歷史和文化。當

他們與這片土地建立情感與關係，自然能夠產生尊重與愛護之情，能夠珍惜我們

所擁有的共有財資產，這樣的教育滿了人性、藝術性與靈性。「我們必須做的是

走出當代的教育與文化模式，肩負起現代教育的責任，讓它提昇、讓它充滿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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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像人自身充滿靈性一般。」（鄧麗君、廖玉儀譯，2007：182）。向陽華德

福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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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在當代興起的教育理論當中，研究者發現地方教育學、生態文化教育學以及

華德福教育的核心理念皆與「教育在地化」的概念有關。經過本研究的分析和論

述，綜合整理並歸納三方學說的「教育在地化」精神： 

地方教育學啟示教育需關注在地性以及區域性的重要，應該重視每個地方的

多樣性和特色，讓學生從周遭環境的認識開始，以個體經驗以及日常生活為起

點，學生能夠更有學習的動機和好奇心，課程內容不再是片斷的套裝知識，而是

以學生生活經驗為學習起點和中心，學生不再是被迫接受冰冷的知識，而是主動

去探索具有溫度和情感的地方環境，從地方教育開始，學生能夠體會人與自然的

互動關係，人在大自然中的微小，而能心生敬畏與感恩，因為體悟這一切的自然

資源與生態環境，都是我們從天地間白白領受的。 

Bowers的生態文化教育思想亦和地方教育學互相呼應，文化共有的觀念讓我

們學會珍惜並懂得分享，語言隱喻的觀點，讓教師在設計課程時能更敏銳省思自

己所預設的立場，更積極引導學生發展出符合生態永續發展的生態智慧。而

Steiner人智學最終的目標，是要建構出一個人類與自然相互平衡、健康的社群。

這樣的追尋和地方教育學以及生態文化教育學有著同樣的途徑─透過教育傳遞符

合永續生態發展的價值觀，並培養孩子的主動性與好奇心，結合在地資源，連結

人與人、人與社區、人與環境，形塑健康的社群圖像。 

因此研究者認為地方教育學、生態文化教育、華德福教育這三者之間是可以

相互呼應與參照，進而提出「教育在地化」的概念。透過教育在地化，各個學校

可以找到與社區最好的連結方式，進而結合在地的資源，達到生態環境教育更精

進與落實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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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嘗試從四個失去「失去自由的靈魂」、「失去主體的教育」、「失去土地的教

學」、「失去連結的社會」來指出華德福教育、地方教育學、生態文化教育學蘊涵

的「教育在地化」圖像對當代教育的重要性。本研究提出四點「教育在地化」特

色作為學校落實健康社群實踐之途徑：（一）強調藝術性與音樂性美感陶養的教

育藝術；（二）回歸日常經驗的生活課程；（三）尊敬萬物自然的謙卑姿態；

（四）重視在地扎根的關係存有。以下逐一說明「教育在地化」精神與蘊義。 

（一）強調藝術性與音樂性美感陶養的教育藝術 

華德福教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充滿美感的教育圖像，透過藝術性與音樂性韻律、

節奏，孩子們在規律的「呼」與「吸」律動間，轉化了生命的深度，配合教育發

展階段，設計不同屬性的課程內容，融入藝術性與音樂性的元素，利用每日課堂

間，傳遞不同精神的詩詞的歌唱與念誦，孩子們的情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這些思

維的洗禮，從無意識的重覆動作，到有意識的轉化出主動的行為，透過這樣的課

程節奏，孩子們是自在的，滿足的，享受的。沒有填鴨的學科知識，強逼的學習

表現，無意義的抄寫與罰寫，趕不完的教學進度…孩子在充滿美感的課程當中，

能脫離體制內各種不美的教學環境，讓心靈更為自由，能回到最純真的自己，找

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在美的氛圍中，學習也是一種享受和幸福。這個精神回應

了「失去自由的靈魂」。 

（二）回歸日常經驗的生活課程 

在華德福教育、地方教育學與生態文化教育學當中，皆可以看見強調回歸孩子日

常生活經驗的課程設計。學生的學習不應該是抽離他自身的經驗，在日常生活

中，即富涵許多先人留下來的生活智慧，這些智慧結晶應該被孩子瞭解並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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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傳統文化與原住民文化當中「非貨幣」形態的生活模式。這些寶貴的日常

經驗，透過「口傳文化」與「低位知識」的樣態存在並流傳，並非主流文化當中

可以吸取的智慧結晶。而且，許多生活智慧皆是以跨學科領育的形態交織運作，

因此，不應該過度強調以學科領域劃分的課程設計，透過回歸生活經驗的課程，

孩子們更能被激起探究生活的好奇心與活力，而達到引起學習動機的果效，也能

夠讓他們更熟悉自己生活的場域、文化和環境，關心週遭人、事、物的變遷。當

他們懂得關心，並且願意去嘗試、探索、反省，就更能發展出獨立的思辨精神與

成熟穩重的性格。這個精神回應了「失去主體的教育」。 

（三）尊敬萬物自然的謙卑姿態 

從生態文化教育學當中，可以看到 Bowers認同原住民文化的「非貨幣生活模

式」的精神，「文化共有財」也是一種尊重自然資源的共生模式，而他的「口傳

文化」與華德福教育重視圖像與故事的教學，皆具有經驗與文化傳承的意味，這

也是一種謙卑的姿態表現，除此之外，Steiner對於天地萬物生命形體的觀點，也

代表一種萬物有靈的崇敬自然觀，人類不單是唯一的中心，動物與植物的生命皆

和人類一同在地球上共存發展，因此，從歌德式的直觀經驗出發，以自然大地最

原初的面貌作為孩子們學習的場域，這樣的課程設計，也在地方教育學當中呈

現。教育在地化第一個精神就是不以人類生活發展為重心，而能去在乎並且關心

週遭的生態環境發展與保護，是一種與自然萬物相互尊重的謙卑姿態生活著。在

這樣的觀念下，孩子們更能跳脫資本主義帶來的消費文化的生活模式，能夠珍惜

所擁有的資源，並養成利於生態永續發展的價值觀，這個精神回應了「失去土地

的教學」。 

（四）重視在地扎根的關係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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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化教育學看重「地方性共有文化」的學習，也就是「文化共有財」的傳

承，並且強調「低位知識」與「口傳文化」的價值，這都是在地文化的資產和精

神，並須透過教師對於自身語言與文化預設立場的覺知，達到建立學生利於永續

生態發展的價值觀。而地方教育學強調學校、社區的合作學習，建立起許多合作

關係與模式，也成為可以參考的教育在地化方法。人智學最終渴望達到的三元社

會形態，也是一種看重在地關係的社會架構，人不是單獨的存有，而是一種關係

的存有，透過建立關係，我們發展出人類社會的精神，也共同守護在地的社區資

源與傳統文化，這是一種約定和連結，將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自然產生關

係，這樣的連結跳脫當今網路虛擬世界的冰冷斷裂，帶來互助合作，帶來溫暖，

也帶來真摯的情感，而情意的抒發與培養是當今高科技社會極度缺乏的生活元

素。這個精神回應了「失去連結的社會」。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以下提出三點對於未來研究之建議：（一）實驗教育不應只

強調教育理念及創新，還應兼顧如何落實，「教育在地化」是可參考的發展方

向；（二）未來研究可透過更詳盡的田野調查，瞭解生態教育課程落實的情形；

（三）針對華德福教育體制有更全面的研究，包括長期追蹤、擴大研究年齡，以

及增加家長、社區居民等研究對象。 

本研究建議教育工作者可參考「教育在地化」精神，發展出各校的辦校特色，重

視生態環境永續發展，師生皆養成尊敬萬物自然的生命態度，以生活經驗為教學

的出發點，透過藝術性與音樂性的教學，陶養學生的美感，並且重視與在地社區

及傳統文化的連結，以發展出各校的辦校特色，並達到健康社群永續的發展與傳

承。 

除此之外，隨著實驗教育機構辦學風潮的興起，越來越多具有教育理念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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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教育工作者，有心自主辦學。可以借鏡本研究之成果，進一步長期觀察教育

在地化的課程實施果效，學生的學習成果，以其對其心智發展的影響，尤其是有

利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的生活模式和價值觀是否真的落實。這些都是未來可以繼

續研究的方向。除此之外，華德福教育是一套完整的教育體制，本研究對象只涵

蓋向陽華德福的四年級師生，以及行政教師，並且觀察與研究時程不到一年的時

間，未來可做更長期的觀察，並將研究對象年齡、觀察課程內容的範圍擴大和延

伸，能使整體研究更為完整與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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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訪談逐字稿 

編碼 訪-T1-1-20180119 

訪談 

大綱 

訪談 

問題 
逐字稿內容 

學校

運作 

向陽如何實踐人

智學的理念？教

師們如何檢視自

己的教學有符合

人智學的教育哲

學觀？教師們的

研討會議如何進

行？一週有多少

時間會一起研

討？會議內容涵

蓋哪些項目？通

常都如何進行？

這樣的會議對於

向陽的發展有什

麼重要性？ 

 教師會議：週三下午，點燭→念詩 →開始討論學校運作事項→最後

的時候再念詩→熄燭才結束。會議當中也是會有劍拔弩張的時候，所以

最後的收尾是很好的。大家會勇敢表達自己的需求，也能夠一起統整各

自的想法，拋出自己的需求後，也能夠讓大家有機會回應，回溯的聆

聽，別人有需求，那我是否能做些什麼。這樣的關係是華德福教師們期

待的。 

課程發展的重頭戲是寒暑假，暑假要提出一年的，寒假要提出半年的，

學期中也會討論課程發展的內容。Steiner的實用教學指引裡面有談到課

程設計的內容。教師會議是學校的心臟，大家像容器一樣，彼此的意見

可以拋出來互相傾聽。當一個社群能夠真心討論，背後的精神力量就能

灌注進來。兒童研討也是如此，學校致力營造非正式溝通的空間，促進

大家意見的交流。 

在地

化理

念與

實踐 

向陽如何和在地

社區結合？透過

什麼方法？有什

麼管道？有什麼

樣的課程設計與

在地社區有關？

學生上課之後對

於地方的反應如

何？居民反應如

何？對於學校發

 三年級的時段是孩子脫離合一狀態的關鍵點，所以會有農耕建築；

四年級會比較以較為立體的角度來看地方脈絡，所以有地方探索。四年

級植物、五年級動物、六年級礦物都和社區有關。目前在地居民的反應

還很有限，刻版印象很深，認為華德福是有錢人念的學校、貴族學校、

太過自由的學校…等等，例如：看到父母親的車子，看到孩子太過外

放。因為目前有中學的孩子，所以會希望課程帶進社會參與和服務，包

括音樂分享，手做的編織，能夠分享給社區比較弱勢的人。八年級目前

結合探險的需求，利用換工的方式來體驗。社區結合這塊，向陽還有很

大的努力空間。Steiner在實用教學指引當中有提到，七年級之後就是社

會性的課程，他覺得孩子有需要去理解大致上的脈絡，他才能理解不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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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什麼影響？

三元社會結構的

理念是否有影響

華德福學校在地

化的過程？ 

行業的辛酸。他認為這是人熱愛工作跟尊重工作所需要的階段。六升七

年級的孩子的音樂展演，春夏各有一場。會根據每個班級的狀況而定。

音樂展演的快閃，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有一些實用性的考量，從一開始

快閃、練膽子、到畢業旅行的籌錢，然而居民目前沒有太有感覺。學校

內部還在整理的狀態的時候，往外時候的能量還會有些斟酌。三元社會

裡面有一部分強調文化，就是精神性，就是你要有一個在地化的主體出

現。經濟的面向是博愛，就是互惠，有售票，文化的面向是主體性，另

外一面向是政治，就是每個居民都能平等參與。 

生態

教育 

理念

與實

踐 

向陽的課程設

計，有哪些部分

融入了生態教育

的思想？是用什

麼樣的方法融

入？課程內容為

何？學生在上課

之後對於生態環

境的看法有什麼

樣的轉變？有沒

有課程是和 B.D.

生態農法有關？ 

 生態如果把它視為是人類存在地球的整體與各人之間的連結，華德

福課程設計是完全一樣。我以自然史來講，農耕建築來看，很明顯就是

人起初如何運用土地，蓋房子，這是人與自然的交互作用。四年級的動

物，去觀察動物和人有何不同？人有四足，又有靈活的手。一路往上，

植物、礦物到七年級，現在有談營養學，去反思我們每日所吃的東西怎

麼來？我們吃的東西和環境中的動植物也在交換，他們也去討論健康與

疾病問題，我們身體的健全也是來自身體和周遭環境健康的交換，例如

心肺的運作，就是和外在空氣交換。我運輸血液，也是和外在交換。若

是沒有注意外在環境，身體可能就會出問題。所以孩子會去思索。甘露

師認為課程發展和環境生態是完全一致。至於學生對於這些授課的轉

變，是潛移默化的，最大的轉變是心態上：原來我不是只有我，我是和

一群人，我的食衣住行都會造成這個星球細微的轉變。例如七年級園藝

課做盆栽，為環境做出改變。在吃的時候也會思考要吃什麼？對身體影

響是什麼？會不會有負擔？是人工的嗎？B.D.目前沒有，但是有園藝

課，大地師很喜歡園藝課。大地師種很多玫瑰，一位英文老師將其做成

玫瑰果醬。向陽很多老師都有在做園藝，所以也會很自然的來交流。 

數位

科技

學習

觀點 

向陽華德福如何

看待科技產品？

根據人智學的觀

點，12 歲之前的

孩子不應太常接

觸科技 3C 產品，

若是家長的觀念

和學校不同，老

師如何處理？而

 我覺得這並不是 Steiner那個時代就已經掌握的命題，但有一個觀

點，8-14歲是情感的涵養，那我們要去想有什麼東西可以帶給孩子情感

涵養？而且有溫度？如果孩子到了中學，我們還給予故事跟手繪的圖的

原因是什麼？可能是因為孩子本身的生命還沒有準備好。今天如果我用

比較傳統敘說的方式，比如說黃蓋詐降，就是很有戲劇張力的，這個過

程就很難從科技的媒介流出來，這其中還有很細微的流動，我們應該去

保留其中的生命與溫度跟詮釋力。八年級的孩子會接觸電腦，七年級找

資料也會使用。其中的觀點就在於，這個時代的科技產品是學習的工

具，既然是工具，人是否有自由來運用它？到底孩子要在什麼時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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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的孩子已

發展出較完整的

自主意識，創造

力與思考較不會

受到科技媒體的

侷限，高年級導

師如何引導學生

運用科技產品？

有沒有相關的課

程？ 

由保護找到時間點，讓孩子有意識去使用科技。向陽是 14歲，也有些學

校是 11歲開始。這之後能開始讓他們慢慢去使用科技工具。相關課程是

電腦課，電腦課一開始是觀察性的。所以孩子先去理解這個工具怎麼組

成，我要組一臺電腦，我需要什麼？我要和老闆議價，我要練習組。之

後才是如何使用它，包括：文書處理、基礎簡報、資料蒐集的能力，這

也是現代很強調的能力。他應該自主搜尋之後，才更有意識去消化這些

資訊，不僅是拼湊，他是一種思維。好比說我今天要種玫瑰花，要怎麼

讓玫瑰花長得好，然後去花市交流問人，若沒有交流的空間，科技的角

色就來了，我可以上網去詢問，去找社群發問。另外，就回到直觀式

的，我要怎麼讓玫瑰花長得好，是不是水有問題、花期不對、環境不

對、是不是有病菌，所以第一階段是觀察，觸動它的靈感與熱情，只能

看，有一些可能的猜想；接著，第二方面是去聽、去找幫助，所以需要

跟人交流，去找答案，聽可能就會帶來靈感，聽可能也是處於我和植物

之間的互動；第三是實做，然後發現錯誤，再回到觀察的直覺。所以想

像力、靈感、與直覺是高等的思維，這是最棒的思考！這就不是文書處

理的能力可以帶來的幫助。簡報就是關乎表達與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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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 

編碼 訪-T2-1-20170418 

訪談 

大綱 

訪談 

問題 
逐字稿內容 

教學

背景 

為什麼

會投入

教學工

作？ 

 從大學念教育系，也有很多機會跟孩子接觸。我在跟孩子工作的時候很享

受，也看見自己對於孩子的影響力，也透過教案設計、教學的過程把一些有趣的

東西交給孩子。所以就想要從事教育的工作。一開始想讀教育是因為高中的時

候，我原本是念三類組，但後來護理系跟老師在抉擇，那個時候有問過臺大護理

系的學姊，但爸媽說他們都念到得憂鬱症。因為還是很想幫助人，這個理念沒有

變，所以就選擇了教育。 

教學

理念 

為什麼

會選擇

華德福

教育？

核心的

教學理

念 為

何？ 

 選擇華德福教育是因為指導教授給的機會，在認識教育的路上，從大學四年

的訓練到實習，到了一間大學校去實習。長時間要當一個老師的感覺跟我想像的

落差很大。一個老師必須長時間跟孩子相處，而那部分需要去磨練班級經營的技

巧。而這些部分讓我很震驚，出作業改作業，讓我開始思考這真的是我想做的

嗎？後來又回到研究所找自己的方向，在研所過程中也一直碰撞跟摸索哪一種教

育是適合我的特質。感謝我的老師找我進來華德福。剛開始很辛苦，當時的一二

年級是混齡，因為老師很少，也讓鄭老師要想辦法去找老師，於是想到我，那也

是我第一次接觸華德福教育。 

 在一開始進入向陽時，因為才剛開始，孩子的狀態很混亂很可怕。我當時是

一個局外人角色，因為我還不認識華德福，我認為當時的狀態老師並沒有享受教

學，孩子也沒有享受學習。這讓我去思考我這六年讀教育的過程，真正的教育應

該沒有類別，不管是哪一類教育，只要孩子跟老師是享受的，都是最棒的教育。

從那一個時候我也開始打開心去學習，真正的把我之前學過的都丟掉，當時的我

把教檢教案都放下，重新去聽，華德福的老師怎麼跟孩子相處，課堂怎麼進行，

這個華德福教育怎麼強調孩子的身心靈平衡的發展。怎麼有一個教育能夠照顧到

孩子也能照顧到老師，這是我很驚訝的。因為華德福採四季制，我一放假就會去

不同華德福學校去看老師怎麼教學。 

課程

內容

與設

計 

三元結

構在課

程中的

安排？ 

 Steiner提到的課程結構是很完整的面相，這不僅適用於課堂也適用於整的人

的發展。在華德福教育中有提到一個例子，孩子剛出生的時候，他不能動只能躺

在那裏，就有點像植物一樣，慢慢地他開始會翻身，他就會像魚一樣，會動尾

鰭，再慢慢他就會變成爬蟲類會開始爬。這是個很有趣的過程，孩子的發展跟人

類的演化有關。所以我們要讓孩子感受到大自然的韻律和宇宙的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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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命史而言，我們也在經驗意志、情感、思考。小時候我們不知道怎麼說

話，我們是透過模仿，要靠意志，接下來我們靠情感，最後才會進入更全觀的思

考。在最理想的狀態下我們希望讓孩子去經驗人的平衡，這三種是需要平衡的。

所以在課程安排中我們會去安排這三個部分。四年級的孩子重要的是情感的陪

伴，三、四年級正在經驗的是情感中的情感。我確實看見了孩子在情感這塊需要

更多滋養，那個就是讓孩子去接受自己想要的是什麼，自我已經很明確了，所以

開始有ㄧ些想法，有ㄧ些同感跟反感，當他只有感覺卻無法表達，就會有各式各

樣的行為，打架、小團體…受傷憤怒難過，老師的任務就是陪伴他們經驗練習情

感的時刻。剛開始他們很需要陪伴跟體諒，以及示範讓他們知道如何表達情感才

是對的。有些孩子不適當的行為，要讓他明白如何才能合適表達，有時候需要給

的是時間跟空間讓孩子去自由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情感，並且要透過很多音樂跟藝

術來滋養孩子的情感。所以華德福學校有很多藝術的課程，濕水彩、木工、蜜

蠟…課程中的音樂性也很重要，這些和諧跟和絃可以給孩子滋養。 

 三段節奏會細分在課程中許多部分，每一個主課程都可以再切分。人智學的

三元可以擴大到整個社群的力量，除了三元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是四體，也關乎

人的發展，人智學的內容真的很多，他會讓你看到另外一個樣貌，在華德福教育

中也談醫學跟農業，所以他背後的精神就是人智學，教育只是一個管到。 

三年級

的「農

耕」和

「建

築」和

四年級

「地方

探究」

的關

聯？ 

 從華德福看人的發展來看，可以知道三年級的時刻是要從情感中的意志跨越

到情感到情感的時刻，也是非常重要的時刻。在華德福教育中有提到孩子有 9歲

危機，他們要跨越護城河，他跨越之後就不能再回頭了，以前的他會覺得自己和

外面的世界是合一的。但在 9歲半的時間點，他的自我要長出來了，所以他明確

知道有些東西他不講大人就不會知道，所以這段時間是他們最大的挑戰。所以他

們會有很多挑戰跟嘗試他們會想要超越。這段時間也是身理發展的時間，他們的

心跳根呼吸也開始要接近大人，但他的身體還很小，所以他會想要突破，他們身

上會有很多矛盾跟不舒服，那是身理跟心理都夾雜在一起的。這段時間家長也會

很辛苦，因為孩子開始不會什麼都說。這跟三年級的農耕內容也很有關係，所以

透過創世紀的故事，讓他們知道人是如何誕生，這會有安定的力量。這個安定在

於，雖然外面混亂裡面也混亂，但有ㄧ個權威帶來安定的力量，不僅是西方的神

也有各個神話。這是故事的滋養，另外也有身體和大自然接觸的力量，孩子在經

歷如何過生活，所以我們讓孩子動手做。農耕跟建築就是人類在一開始為自己預

備生活的開始，所以孩子要跟土地接觸，重下種子，讓種子長大，他就會知道他

能種出東西。孩子會覺得神奇，我照顧土地跟植物，土地就照顧我們，長出東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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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就是去拔草、澆水、噴酵素，去看自己種的東西長得怎麼樣。這些東西

都和生活有關。所以我們也讓孩子真正去插秧，去經驗農夫做的事情也是重要

的。那個過程必須等待將近半年，這都是回到生活的本質，讓孩子看見真正生活

的樣貌。這些都是安定的力量，因為孩子就像那個稻米一樣，要等待才會長大。

對，孩子有東西要長出來，需要時間，妳也要相信自己會長出來。 

這個是農耕，再來是建築是住。孩子去想自己要有家嗎？先讓孩子回想自己第一

個家是哪裡？在出生之前第一個家是媽媽的肚子，從那個家出發，就是利用出生

的概念，去滋養他們現階段要重新出生的自我，要讓他們放心跟相信，再來討論

想像中的家，原始人的家、小動物的家…這些都是在帶建築的時候讓孩子經驗

的，最後會有實做的過程，這就呼應課程的三段節奏。最後實做是意志的操作，

前面讓他們對家的感受是情感，在中間我們在考量要蓋什麼建築這就是思考。每

個階段都會有意志、情感、思考。 

 我們三年級是蓋穴居，我們要先挖地基，在挖土的過程中，孩子就會去感受

到底他腳底下踩的是什麼東西。我們挖了十天不斷地挖，孩子經驗的是大家一起

做這件事情。大家在做不同的事情但有共同的目標，你會看見孩子不同的狀態。

很有意志力的孩子，會希望把他做完。從孩子的工作中我們看見很珍貴的經驗，

那時為了要挖那顆大石頭起來…在那個過程就是經驗你要如何更柔軟地去移動難

題，真正的問題不是那顆石頭，而是下面的土。有些孩子會想要敲碎石頭，但他

們會發現石頭的堅硬不是能夠敲碎的。所以他們就開始轉，這也讓他們知道不能

硬碰硬。 

 從三年級的農耕建築之後，他們就要走出去。三年級是和自然比較多連結，

四年級是要和地方連結，從自己走出去。所以四年級一開始帶地方探究，我也是

讓孩子去經驗自己在哪裡這件事情，也是順著情感中的情感，我希望他們是在情

感有被滋養的狀態下走出去的。也是透過不同活動去經驗自己是在什麼位子。 

所以這三周主課程我就是在預備這個事情，從徒手畫圓、四方神獸的故事，透過

聽覺、觸覺去判斷自己的位子，帶孩子認識方位，因為在春天所以結合了復活節

的活動，從自己到教室，再回到家裡房間，再回到教室，再走出去學校到外面

去。這季我們就走到南萬華、東萬華、北萬華，西萬華是用路跑。接下來要一邊

走一邊去聽這裡的故事，以前的故事，跟現在的故事，故事是滋養孩子重要的力

量跟原素。所以再挑選故事希望能平衡孩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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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 

編碼 訪-T2-2-20180119 

訪談 

大綱 

訪談 

問題 
逐字稿內容 

教學

理念 

教師對於自然生

態環境的看法？ 

 哇…這個問題問臺北人真的…我覺得自然生態真的是根本。因為當

我們真的好好照顧這片土地的時候，這片土地才能照顧我們。華德福是

以人誌學為基礎…我們覺得土地、醫療還有教育是使這個世界可以更健

康的核心。所以自然環境之於我就像一個基礎一樣，只有土地被照顧好

了，我們才有辦法辦華德福教育…所以要講自然環境…所以壓，在臺北

其實在都市裡頭，要讓孩子很自然的就接觸到自然環境不是一件很容易

的事情。如果我們所指的環境是比較原始的狀態，我們更多是希望孩子

能接觸到真正的土地…去經驗這個宇宙、這個環境所透露的事情，他們

才能不會太自私只想到自己，就回到那個根本，而且大自然還有很多奧

秘是我們不知道的…植物的觀察當中就會發現更多平常沒有看到的事

情，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去看它，當我們五年級去看這些植物的時候，去

介紹這些真菌，這代表另外一種在大自然的位置，如果沒有它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被分解… 

 很多東西是改變他的想法。我覺得若孩子能夠跟自然環境很自然的

連結，他的心就會再打開一些。就像我們在上植物學的時候，會觀察到

不同植物有不同選擇。有些植物妳就只看到葉子，不會看到他的花，但

妳不會覺得他醜。每棵樹也都有自己的樣子，當我們看見它們不同不會

覺得醜都是覺得美…所以透過自然環境不加修飾的和諧，讓孩子去感

受，這個和諧會變成一個圖像印在孩子心中…有這個圖像在孩子裡面，

孩子的心會更開闊，這是我們的期待！ 

課程

內容

與設

計 

在「社會─地方

探究」這個主課

程上，是如何安

排課程內容？

（找彩蛋、萬華

踏察、歷史故事

選擇…）怎麼選

擇素材？花了多

久時間設計與備

課？過程中是否

 找彩蛋是因為那個時候是復活節，那個時候在上地方探究，上道方位，

所以我就結合找彩蛋的活動…東方的五個顏色，東方四神受加上中間的黃

色。就是用這個異相請家長幫忙，讓我藏在不同角落：東西南北各一顆。

透過這個遊戲讓更切身經驗方位在哪裡。讓他們去找東西邊在哪，透過那

個活動，讓他們更清楚自己的學校，方位之於學校…像現在冬天吹北風，

他們就會說要關右邊的窗戶，就很有意思。 

 四年級的地方探究的主要精神，主要是讓孩子有走出去探索環境的勇

氣。基本上孩子到這個年紀都有這個欲望。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陪伴孩

子真的去探索，因為他們儘管有欲望，他們可能還是覺得自己沒辦法、或

是父母不同意…所以當我跟他們去探索這個環境，從學校到萬華道爬山看

見臺北，那個探索主要就是想要讓孩子去經驗這個精神。我的靈感從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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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遇到什麼困

難？ 

來？因為知道孩子需要親身經歷的探索，所以真的讓孩子去做跟找。比如

說我講完四神獸的故事…我讓孩子自己去創作四神獸的故事，結合復活

節，讓他們找但更清楚學校的方位。每個三的自然日也是透過認識路名，

看見 101，那個探索就是去打開孩子的眼睛，我就會去想很多活動，或者

我在跟孩子說話的時候，可以引發出他們看見東西的眼睛，那個能夠觀察

出新事物的眼睛，我覺得那個才是最根本的，它可能可以發現連我自己都

沒有發現的…所以認識方位完再讓孩子去畫自己的房間…透過鳥瞰的方

式，從上面看下來東西長什麼樣子，那是不同的視角，也是讓孩子親自去

畫、親自去看，也是讓孩子去思考如果今天是臺北的第圖妳要怎麼畫。所

以地方探究的結尾，就是畫臺北山系跟水系的地圖。 

 靈感跟資料來源，就是去看孩子的身體，他們需要切身經驗，所以要

讓孩子動起來，真的可以去探索，而不是只有在教室…這些東西可以變成

回憶，而這個回憶可以變成他生活中曾經學過的一部分。 

課程

內容

與設

計 

「上下左右拼字

詩」的設計？ 

 這是為了讓孩子去玩方位，這也是他們回家會寫的小日記，因為字

也有方位。上面下面左邊右邊都有不同的字。這個部分希望結合讓他們

去學習地方探究的地理與語文。我覺得在華德福很棒的是，每一個學科

都不會分得很清楚，在語文也可以分地理社會…地方探究雖然屬於社會

科，我們也會用不同科目去結合。上下左又拼字詩，我也是請他們寫

的…我請他們為這首詩下一個標題，他們討論之後覺得應該叫「平衡」：

上有天下有地我在中間，前有光後有影我在中間，左有你右有他我在中

間。 

課程

內容

與設

計 

從孩子進班與教

師問候，教師與

孩子之間的手勢

用意為何？孩子

可以選擇想要用

的手勢？ 

 四年級的時候妳來的時候有讓他們每天晨間去運動，為了春季的路

跑。五年級則是每天都有活動，若是下雨在教室做的舊式跳繩。早上大

家都會一起運動，運動大約 20 分鐘，然後晨圈 15，再吹笛 15分鐘再開

始主課程。學生是 7:45-08:10 上學，有些孩子很早到，妳若比較早到，

可以自由選擇你是要在教室還是在哪裡，八點就是所有人都要到樓下運

動。我是八點 10分才會出現，我出現會帶他們暖身、跑步、收操在回教

室。四年級花比較多時間做建世情。 

 四年級入班的手勢是和孩子問早，一二年級的時候是擁抱，我自己

有觀察到孩子越來越大，對於問候會有點尷尬、不好意思，所以握手的

時候也是，可能摸一下就離開。所以我就設計一個像是遊戲一樣的方

式，這有點像我們班的小祕密，只有我們班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這也

能滿足他們分裂的衝動。它的動作也有點繁瑣，也能讓他練習手部的肢

體，所以我會用不同的手，讓這些特殊的孩子也是很好的練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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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內容

與設

計 

「今天的日期是/

孩子們回答」的

設計理念？ 

 這是從一年級到四年的習慣，它是每天早上喚醒孩子進入學習的方

式。會邀請他們去想今天的日期是幾月幾號。我們用的年不是用西元的

年，我們是用中國的記法。像今天的日期是丁酉雞年，1月 19日星期

五，載來是說出節氣，透過說出節氣，它也可以去感受外在的感覺，每

一年再說這個節氣的時候可能都不一樣。孩子就會說「去年的小寒好像

沒這麼冷」…最後會說今天的小天使是誰，其實就是班長，但就是說小

天使，每天都會有人幫大家服務。 

課程

內容

與設

計 

七音笛的練習，

敬/謝笛詩的精

神？選曲的方

法？是否會以曲

子呼應當季的主

課程內容？目前

這季練習的曲子

包含哪些？孩子

們對於七音笛的

感受？在七音笛

教學上是否有遇

到什麼困難？練

習多重奏的用

意？ 

 七音笛在四年級的時候每天都會練四部曲的卡農合奏，包括到現在

也是。第四部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旋律，它其實根棍棒的節奏類似，妳

跟我吹得在不同時間點進來，但最後我們可以合成一個好聽的樂曲。這

樣的分裂沒有不好，仍可以有美麗的樂章。另一部分，手指頭的練習是

讓孩子更靈巧，由慢到快進到下一個階段。 

 在華德福從一年到四年級或在往上，不管是歌、是詩都是跟季節有

關。所以春天就會吹春天的歌，望春風、韋瓦第的春…會以四季的歌

曲，也是跟著節氣在選擇樂曲。程度上面也會考量，有的時候是讓孩子

經驗歌詞的優美，所以盡量會選一些跟環境有關的歌。四年級以前都是

跟大自然有關係的，所以我們不唱流行歌，因為流行歌是抒發個人情感

與情緒，我們主要是帶孩子去看大自然的變化，那些個都是說大自然的

變化，談到自己的比較少。 

課程

內容

與設

計 

沙包活動理念及

流程？為何一正

一反？沙包會融

和數學乘法的計

算，非常有節

奏，其用意？沙

包的詩「1摸

地、2摸胸、3

點頭」的玩法。

回收沙包和學生

英文對話的設

計？若有學生掉

沙包影響全班遊

 四年級的孩子正在經歷很多四分五裂的狀態，有很多不舒服的感

覺。所以有些孩子可能會用言語嘲笑別人，團體動能之間也可能會有小

團體，加上孩子長大，性別意識也出現，男女分明，所以就是一種分裂

的狀態。沙包的活動是要讓孩子專注在沙包上，透過沙包的活動希望成

就一個整體。它不是個人的沙包活動，是大家一起，要透過這個活動達

到整體性，讓他們經驗完整，讓他們不要因為現在的分裂而忘記整體，

因為五年級的發展是立基在這個整體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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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進行，教師的

引導方法？ 

課程

內容

與設

計 

木棒敲節奏的設

計理念？ 

 棍棒的強度很強，強烈的撞擊和敲打，透過節奏呼應孩子分裂的狀

態，有一點讓他們宣洩的感覺，也在節奏中有不同的分組，大家雖然是

打不一樣的，合起來卻是好聽的。透過這個活動告訴孩子，不一樣沒有

不好，不一樣也可以成就美好。透過大聲的節奏節拍，讓他們抒發它們

內在說不清楚的狀態，並且從透過不同節奏合成美好的旋律，讓他們知

道分裂也可以成就美好。孩子們在這當中，就會很想跟別人不一樣，大

家都打一樣，但就有人會想打不一樣。因為這個階段它就是要學習克

服，堅定自己不受影響。 

課程

內容

與設

計 

「我的名字」遊

戲理念？ 

 在地方探究的課程之中，因為那個時候要教他們畫地圖，所以是從

絕對變成相對。那個活動就是要找回自己的活動。這個活動有很多東西

在裡面，我主要帶這個活動是想讓孩子經驗：第一，因為他們現在處於

分裂的狀態，所以很容易被別人的話，或是表情或是肢體語言給影響，

所以他們就會失去自己，會認為自己是不是哪裡不好，尤其是有小團體

分裂的時候。所以當他們在玩這個遊戲，他們丟出自己名字的時候，很

像就是自己迷路，但也同時得到了別人的名字。這也是他們四年級的狀

態，可能有很崇拜的人，他們就會很想要跟他黏在一起，然後跟他組成

一個小團體。當他們名字跟別人交換，不斷的交換，最終的目的就是要

找回他自己，他就可以安定坐下來。背後情感層面的意義，是讓學生去

經驗「找到自己的快樂」（笑）。就是自己的迷路了，他就很想去找到自

己，不斷努力去嘗試，希望再次去找到自己的名字，他才能夠坐下來。 

第二個部分就學科知識來說是相對位置，以前都是從我出發我叫別人，

現在是透過別人找到自己，從絕對位子彆呈相對位子。那個重點就是在

地方探究中要讓學生去學習話地圖，那個經驗就是讓學生從絕對的角度

變成相對的。天上的鳥也有不同的角度，所以那個時候有鳥瞰圖，桌子

西邊與我的東西…所以我們是透過圖案，透過地圖，標示每個人的家，

讓學生練習說「我的家在誰的家的東邊，但對於別人就是在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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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觀課回饋單 

紀錄者：  葉愛憫   

編碼 觀-1-20170410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10日 星期一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注 

8:30 進班、自我介紹，TC 問孩子想知道名字嗎？想。因此

介紹全名。 

S1：她好奇怪喔 

△補充歌譜、桌上擺了蠟燭 

8:35 七音笛，TC 提到韋瓦第譜孩子很開心、興奮。 

敬笛→開始吹奏，分三邊再各自加入成多重奏（Do Do 

Do, Re…）→54321212111→老師接著示範一段譜，孩

子很順暢的跟上。 

 

8:37 請孩子（2位）上台吹四季春，其他人跟著（第 1

部），再來吹第 2部，也是請 2位上台 

△歌名 

TC「準備是沒有聲音的，但

姿勢是準備好的」 

 

8:43 TC 吹主旋律，前面吹第一部，後面吹第二部，很和

諧，孩子幾乎都跟上。 

！（符號註記）孩子→S 

？（待追問）詢問練了多久 

△待補充 

*省思 

◎事實描述 

8:45 請四位 S 上台。i 5 6 2 5 1→卡農，四季合奏 

TC 會打節拍、哼旋律讓孩子們能跟上，也在較亂的時

候有路可循。 

TC：「要去聽別人，你不是

一個人在世界上的」（很感

動） 

？上台的孩子其中一位應是

新加入的轉學生？ 

8:51 結束時摸了 S13 的頭→你今天表現很棒  

8:52 謝笛：謝謝笛子陪伴我工作 X2  

8:53 休息時間  

8:55 圍圈、呼吸、吐氣、front, back, middle X3 

搖擺身體→一ㄚ O（有 2位 S13,S1 似乎較沒有和諧） 

學生編號按照座位順序 

9:00 TC 打開你身體的這顆星星，從頭出發→右手左手右腳

左腳 

 

9:01 The beauty before me, I walk…finish the beauty之後劃圈 △補充英文詩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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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念太陽的詩→上有天、下有地，我在中間 →有孩子手打到彼此 

△太陽詩 

△我在中間的詩 

9:05 沙包，乘法心算大家一起算，TC 給題目 

，SS 一起有節奏地回答，再一一給題目，SS 回答。 

SS 代表全班 

9:07 沙包遊戲和著詩，1摸地、2胸、3點頭、4→5→6→ 

991010上高空→回收沙包：How are you?SS answer 

△補充沙包詩 

9:10 唱歌形成圓，丟沙包給別人，讓大家都能摸到沙包，

前面掉了 2次（S13, S1）→TC：修正丟和接的方式→

第 3次成功但丟回時失敗→第 2回合大家圓縮小，失

敗 2次（S13, S6）→第 3次大家都很小心成功→最後

一回正的掉了，反的回來。 

△補充和弦、法律 

 

S6不和諧 

SS:很難 

TC：是啊，所以我們需要大

家都在一起 

 

9:18 休息、TC 請大家要喝水 

S13, S7 跑來看，S7：字寫好多喔 

S7, S8（坐隔壁，移桌子撞到

S7，S7踩他腳，S8不介意） 

9:20 TC:準備好要上課了嗎？ 

S：腳放地上/背打直，手放桌上/請坐好，背靠背/身體

距離桌子兩個拳頭 

 

△補充吟唱的詩 

◎座位不同，代表座位並沒

有固定？ 

當孩子在拼湊故事時，有別

的孩子也在講話，TC 問他該

聽誰說話？ 

9:21 開始講故事，前情提要，請孩子回想故事內容，拼湊

故事內容（在講故事時，TC 邊有身體動作） 

 

9:25 S13 跑去削鉛筆，TC:這個時機不是削鉛筆的時候，請

你回來 

 

9:29 故事快到最後時，TC 點 S13 回答（當時 Sb低著頭看

手） 

 

9:30 詢問 S 是否記得禮拜五做了什麼，工作本上的內容 

TC: 有沒有人要說說看畫圓的感覺？No one answer, TC

換個試問 

 

TC:「真正的光是從自己出發越來越遠，當我們不知怎

麼走下去時，可以回到中間（家）再出發，今天我們

要從外面找到自己，有天有地，在外面他們要找到自

己，天使要慢慢地找到中心的圓，可以不斷修正，從

◎TC 在念這段話時，融入了

剛剛丟沙包不和諧的過程，

說明要修正 

◎亦有加入腳放地上的口令

來補充說明自己和他人和天

地 

 

△口訣：我的眼睛…我已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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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看見圓的位置，每次沙包丟出來，可能不夠好，

那我可以慢慢修正，找到最完滿的圓，從自己出發很

重要，但從外面找到也很重要」 

△上面有天，下面有地，我知道我將誕生在土地之

間。神要有光，就有了光，但光後面有影，一次又一

次找到最完滿的圓，我也希望自己是最完美的圓，但

是，一次又一次我要去修正，因為真的很不一樣，我

漸漸發現我要找到最完美的圓了。你要找到自己需要

知道你是誰，每個人的圓都不一樣，你可以換顏色。 

備好要和大家一起工作了 

？似乎每個工作階段、活動

都有一段詩、口訣來搭配 

 

詩亦是韻律一環。 

也讓人意識到自己與更大世

界之連結（甘露師評註） 

 

△補充 TC 這段完整的內容 

9:45 TC 停止唸誦，並在席間指導 SS「慢慢修正找到你自

己」，你可以拿起工作本，遠遠的看，很近的看，會看

見不一樣的自己 

◎SS 都幾乎很上手的找到自

己的圓，並且很專注地在修

正自己的圓，教室聽到的是

蠟筆敲桌的聲音 

9:47 TC 協助 SS 看自己的圓，「你要找到自己，不要被淹沒

了」 

 

9:50 如果你的圓已經好了，可以加上四方的守護神 ◎ S8很專注 

◎ SS 討論星的顏色，現在

看到的星是好幾年前的樣

子，TC 你們五六年級天

文學會學到 

9:52 有 S 起來借 eraser，TC 請她下次跟身邊的人借就好  

9:53 TC:如果你的圓已經好了，請帶著工作本到中間坐下   

9:57 大家都完成自己的圓並到中間坐下，並圍成圓 ◎中間放了盆栽、蠟燭 

TC：請放在心裡，雖然我們

在做同一件事，但每一個人

都不一樣 

10:00 關燈並點上蠟燭，開始說故事：阿諾轉羅盤，上面的

針永遠指向北邊，瓦特說阿諾老師有說過，地球中心

的力量吸引著世上的東西，但阿諾糊塗，這樣要怎麼

找東西方向？瓦特問，阿諾你記得太陽從哪升起呢？

阿諾說東邊。於是在森林裡，他們先睡了。突然一陣

光亮讓他們睜開眼睛，漸漸天空由紫變紅，慢慢圓圓

小小的亮光升起，瓦特叫醒捷克、阿諾，往東邊太陽

升起的方向前進，希望找到東邊守護神，來到一個湖

邊阿諾不小心把棒球棒掉進湖裡，他說真有守護神就

把球棒給我！這時湖裡起水波，青龍張大眼睛看阿

◎孩子們在 TC 的故事情節

中會一直搭配狀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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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觀-2-20170411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11日 星期二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0 孩子們站在位前，伸開雙臂，問候老師。 

老師：今天有兩個小孩不在，一個檢查，

一個發燒。S10 問老師發燒的小孩有沒有

喝奶。 

孩子們對於 O已沒有太大反應，似乎並沒

有因著 O在場而不自在 

8:22 老師一一和孩子們用手勢（△）問候，有

些孩子想改變手勢 

 

8:25 老師：今天的日期是？請孩子分別用一個

字、兩個字回答，並再次說早安（有韻

律） 

 

諾，阿諾問你是東方守護神？青龍問你知道我的名字

嗎？阿諾說你是青龍，青龍成了煙飛去，得到了一個

青色的蛋。他們繼續往西方走，夕陽由橙轉紅變成紫

漸漸暗去，這時天暗了，他們看見天上七顆星星像一

隻老虎一樣…那正是西方的守護神，他們聽見了四方

的聲音，由聲音判斷了自己的位置，聲音停在他們後

方，有一到白色光芒散出來，看見了一隻白色的老

虎，全身閃著像是星星的光芒，用溫柔眼神看三人。

瓦特：你是守護西方的神獸嗎？白虎問你知道我的名

字嗎？瓦特說：你是白虎，白虎化作一道煙，在地上

留下白色的蛋，最後瓦特帶了四顆蛋回去。 

10:15 故事結束，用台語唸誦詩詞。 △補充吟唱的台語詩詞 

10:20 早茶時間 

S13 來問是否知道他的水果是什麼。 

 

二、省思與教師回饋 

 如何區辨農園裡的情感、意志、思考 

 可以思索陽光師引導的「個體性」和「地方探究」有什麼關聯？前一年的基礎「農耕」、「建

築」又代表什麼？ 

 同樣，需要區辨「三元」結構化課程的安排。 

 故事文本可事後補，可細觀察每個孩子的狀態。 

 陽光師「說」故事時，以哪裡（個）中心的運用較多呢？彼此間又是如何配合呢？！ 

 



 

155 

 

8:27 老師：今天的分享時間要請 2個人，孩子

們很踴躍要分享昨天完成的詩。「上是

口，下是中，我的車子被拖吊；上是ㄙ，

下是口，我的台北真漂亮，上是穴，下是

工，我愛空中腳踏車，上是小，下是大，

我愛用尖的色鉛筆，上是日，下是比，我

在煮昆布湯」 

S13：我的分享到此結束，謝謝大家，S7

回答：謝謝 S13 的分享。老師補充，S13

你能分享也要謝謝大家專心聽。 

◎詩寫在練習本，S3芙、美、完、習，詩

和文字有關。 

8:34 老師：請大家挑一個自己最想分享的，請

S8上台幫忙記錄。 

1妧 2狗 3左是水，右是干，妹妹流了好

多汗 4左是女，右是子，嘟嘟是隻好猴子

5外是門，內是日，今天你要掃房間 6內

是ㄦ，外是口，四通發達的台北 7上是

几，下是木，我帶花朵去掃墓 8左是足，

右是各，我家前面有馬路 9左是言，右是

己，大家一起寫日記 10上是田，下是

土，左是田，右是田，我和 XX打壘球 

老師：謝謝大家的分享 

老師提醒孩子：◎分享的時候要站起來，

S8負責在黑板上寫大家的字 

 

*好有創造力的文字遊戲，很有詩意 

 

◎左右拼字也是在玩方位，也是一種跨領

域的學習 

8:40 老師：今天下午有手工課，請大家交出手

工作品 

◎有些孩子沒有帶，似乎都很在意忘了帶

作品。 

8:42 老師收回練習本。邀請笛精靈陪伴我們一

起工作。敬笛（△2）親愛的笛子呀，我

會好好珍惜並把它分享給每個人。 

老師先開始吹曲子（△3）SS 再接著一個

個多重奏（1234567111），第二首，echo

老師（△4）的準備，SS 跟著複吹；第三

首，老師：老師吹一個你們跟著吹，要仔

細看，仔細聽。 

◎說完開始哼旋律，擺蠟燭，S13 協助拿

老師的笛，笛子捧在手上 

△2 

△3 

△4 

※孩子們都能記得老師前一個旋律 

8:49 第四首四季紅，S13 在老師說準備時發出

♪，老師提醒第二次，S13準備時就是沒

有聲音，不然同學都要一直提醒你，第五

次，加入鼓的元素（當節拍的功能） 

※是交給孩子來提醒孩子 

◎老師在 SS 吹的時候都會拍節奏和配合

簡譜 

8:53 第六次，三部，主旋律由老師帶另外有跟 ※在吹笛的過程中，SS 會互相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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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老師練過的 SS（包括 S13），第七次

（卡農）有三部主旋律，老師開始要變慢

了，請大家呼氣、吐氣，S8在一、二都

吹的時候在看老師桌上的黃金葛，老師後

來走到 S8邊吹笛，S7的笛子不是木笛，

她在吹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看著門，背向

SS。 

※老師在一開始有提醒要去聽別人 

二、省思與教師回饋 

笛子的合奏，練習是很棒的人際互動練習方式，因為你要去聽別人的節奏，再調整自己的節奏，

不是自己想怎樣吹就怎樣吹。 

 

編碼 觀-3-20170412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12日 星期三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5 分享時間，S13想分享，TC 回答：你昨

天分享過了，你要把機會讓給別人。但沒

有其他人要分享，因此還是讓 S13、S3分

享 

 

8:30 S13分享……謝謝大家時沒有站直，TC

提醒他要站好再謝謝大家並請他再 thanks

一次 

◎TC 在細微之中、小事之中提醒孩子的

品性 

8:34 S3分享 ◎孩子分享前，要先看著同學問候，同學

再回應 

8:37 老師分享每個孩子的部分故事，並告訴

SS 要珍賞自己好的部分，不要因為有不

好的地方就挫折 

 

◎TC 會點出每個孩子作品的優點，並幫

助孩子來珍賞，以及用心來聆聽 

8:47 老師要跟你們說，要更相信你自己，點

S8，並告訴他為什麼有些人不願分享，就

是因為怕被同學嘲笑 

 

8:52 請笛精靈一起工作，敬笛「親愛的笛子

啊，小鳥歇息的樹枝化作你的身體」

（△） 

C 大調 

（△）對笛子的感謝涵蓋了對自然的尊敬

精神 

※吹奏的曲子也和自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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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四季紅多重奏，卡農多重奏 

老師:調整自己的呼吸，聽自己也聽別

人，用更多力量找到自己，不是為了和別

人不一樣，而是從別人大你找到自己 

◎今天的多重奏比較浮動的感覺？ 

 

9:08 曲子（△2） ◎TC 的譜都要背起來 

△2 

9:15 謝笛 ◎有個幾個男學生不願站在女生旁？ 

9:18 晨圈： 

眼睛看手掌，找到自己的力量穩穩站著 

The beauty before me, I walk: behind me, 

above me, below me △3, the beauty within 

me慈愛的太陽…△4 

 

9:27 一正一反，目的是讓沙包經過每個人 ◎今天沙包都沒有成功，似乎代表孩子的

狀態不夠好？ 

9:30 找到自己的名字的遊戲  

9:35 SS 在釐清哪裡有問題，S11 說我的名字不

見了，第二次，S11 仍然找不到自己，很

生氣，TC 提醒她，生氣並沒有幫助她 

 

9:40 休息時間，老師提醒小天使，小主人的遊

戲 

◎S11 

9:43 腳放地上/背打直，手放桌上/請坐好（△

5），背靠背/身體距離桌子 2個拳頭 

△5 

9:45 我的眼睛/睜亮了..（△6） 

S11 在念詩時跑來拿圖畫紙，TC 詢問她

是否知道在什麼時間做什麼事？ 

△6 

9:50 開始工作  

10:00 S14 在寫字，第一個完成工作本，S9詢問

玄武怎麼畫 

◎教室中有一些聲音 

  

編碼 觀-4-20170413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13日 星期四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0 孩子們交作業，幫忙搬椅子（各自的椅子

原本在中間沒有來的同學也要搬回來） 

◎SS 會彼此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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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當日小天使要帶大家問候 TC，「TC 早安/

小天使早安」然後 TC 一一向 SS 打招呼

問好△1 

 △1 手勢意義 

8:25 TC：今天的日期是/SS一個人一字+一起

回答（△2） 

△2 「今天的日期是」的意義 

8:29 TC 針對 SS 的草稿終於回應「要對自己更

有信心」（△3）SS 開始回應自己曾經練

習過的小故事。今天 TC 給 SS 們的草稿

的修改，並請孩子周末寫完整到工作本上 

△3 孩子們的作業繳交方式？ 

8:35 TC:請笛精靈和我們一起工作。敬笛，「親

愛的笛子呀...感謝你為我們帶來美好的音

樂，我會好好珍惜，並把她分想給每個

人」△4 

△4 meaning 

8:38 曲子△5（1____2 天空之城）TC 提醒 SS

若忘記曲子，你的同學會是最好的幫助

者。TC 會幫助 SS 聽指揮，停了就要停。

3：四季紅（春）， 4：卡農 

△5 問 TC 在選曲子時有沒有什麼理念 

◎練卡農 TC 會走在孩子中間，讓他們能

找回節拍 S10 會去引導 S7讓她能跟上 

8:53 季節的迴轉△6 
 

8:56 謝笛：謝謝笛子陪伴我工作 X2 △6 meaning 

8:59 休息、♪喝水  

9:00 晨圈 ◎晨圈 SS 向下摸地時，TC 會一一去看每

個 SS 

9:10 木棒+曲子+打拍子 ◎木棒敲地板很有節奏感是否對於孩子也

是一種能量的釋放、壓力的釋放？ 

9:20 我的名字的遊戲 X3 仍然失敗（S13 進不

了可以正確的玩遊戲） 

 

9:29 休息時間  

9:30 TC 詢問孩子是否有注意到季節桌？並請

每天的天使幫忙澆水 

 

9:35 TC 請孩子回想昨天做的事情，找蛋，煮

蛋，並分享 S10, S13, S1 的彩蛋，以及請

SS 分享畫蛋時的感覺，TC 特別點 S4（他

當下是趴著沒精神）的工作過程很厲害 

◎TC 分享她過程中觀察到孩子認真的部

分，強調每個人修正工作的特別性 

9:40 帶孩子回想找蛋過程，並分辨東西南北方

位，利用黑板的四神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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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觀-5-20170414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14日 星期一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0 TC 在處理 S13 和 S11之間的紛爭，TC 請

S13 清楚說出自己不喜歡的感受，S13 必

須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要去樓下工

作，放學後亦必須留下 

△詢問 TC 對於處罰/工作的看法及理念 

8:25 TC 請今天的小天使陪 S13 下樓，S13 明

顯不願意 

△TC 對於 S13 情緒的看法 

8:27 全班起立，敬禮向 TC 問候早安，TC 特

別對 S11 提醒要說出自己的感受 

△S13, S11 的爭執？ 

8:30 TC 詢問 SS 發生了什麼事？ 

S8說 S13「每天都……」TC 糾正他要小

心的使用「每天」這個詞，並請孩子正確

使用每天，SS 說是 TC不在時，S13 就會

這樣，S5補充，S11 跑掉是因為 S7對

S13 說不要打我，我愛你。S2也說 S13 是

故意的，大家跑過去，S13 故意擋住 S11

的路，TC：因為我有看見，所以我會處

理，但若我不在你們該怎麼處理？SS 說

要把他們分開，TC：S11 可以先離開，但

S13 可能會繼續，SS 說可以告訴 TC，但

S11 太常說要告訴 TC，卻沒有，因此 S13

最常去堵 S11 

◎過程中，TC 有強調 S13 是不是故意還

是在玩而已，TC：你們要感謝 S13，因為

他讓大家學到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做錯

事不能只說對不起，他要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他現在下去工作，整理辦公室，再去

跑 2圈操場才能回來，他會準備好，也會

修正自己的行為，他有成長，你們也要成

長 

8:45 TC：今天事情就到這裡，邀請笛精靈陪

伴我們工作  

 

8:46 S5在吹笛時較少看人，S4在吹快的節奏

時會越來越快，S1 也不會看人，有看 TC

的孩子：S2, S3, S4, S9, S10, S11, S12, S14, 

S4在吹笛時會一直晃動，也會吹太大

力，S3會去看 SS 的指法，S7會看 TC 及

SS 

△！！因為 O的座位在最後，有一排孩子

的表情及動作無法觀察，尤其是 S6 

8:53 結束時，S11 說自己被拉走，TC 說因為

你太專心聽別人忘了自己的 

△華德福 TC 的音樂素養？師訓的音樂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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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曲子（△1）分四次 △1 

9:02 季節的迴轉 ◎TC 的音樂背景？在 TC 和 SS 的互動中

有許多♪，EX節拍（手指）、下課時的小

曲子 

9:10 S7和 S6會去幫忙移公用的架子和桌子，

下課時，S7和 S3 會去黏著 TC，S9, S12, 

S14比較常黏在一起 

 

9:15 晨圈…吐氣像柳樹的樹枝往下，S12, S9

抬著頭，看見 O在看，S12 趕快低下頭 

◎圍圈要找到對面的人，吐氣，吸氣 

 

編碼 觀-6-20170417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17日 星期一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5 孩子問候 TC，起立，立正，敬禮「陽光

師早安／各位小天使早安」→TC 向 SS 一

一握手問候 

◎握手問候時，SS 會向老師報告自己的周

末或目前的心情 

S6在學校近四年了 

8:31 今天的日期是「丁酉雞年，大家一起來」  

 

8:32 今天的分享開放，S8舉手分享/SS 會和他

互動、問問題，S8 周末去大佳河濱公

園，打棒球（中外野手→二壘→三壘的位

置）TC：S8為了這場比賽準備了很久。

S5分享他家的魚產卵，TC：恭喜 S5，你

們要準備更大的魚缸了。S5分享要怎麼

照顧魚苗 

 

8:40 分享時間結束，S11 也想分享，TC 再開

放一個名額給 S11，分享周末爸爸要他收

拾房間，因為 TC 周一要來，但他東西太

多了，TC：所以妳要學會減法，把不

要、用不到的東西淘汰，重要的東西就會

留下來了。 

 

8:43 TC 分享 SS 們的回家作業，並珍賞 SS 們

的畫法 

 

8:45 邀請笛精靈陪伴我們工作，SS 們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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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靠攏 

8:55 S6鼻子過敏很嚴重，吹卡農，主旋律 S1, 

S2, S10, S10 和 S1 有互看指法，S13 今天

的笛子不順，一直在清笛，沒有將注意力

放在吹奏上，TC 在曲子中間有去幫忙他 

 

9:00 TC 提醒 S4, S3, S5 的節奏太快，要回去聽

主旋律，找節奏 

◎這樣的「傾聽」對孩子的影響？ 

9:05 「四季的迴轉」吹笛結束時，SS 有點躁

動 

 

9:10 S3幫忙推公用桌，S13在打鼓，S7跑來

TC 旁說「我是口香糖」 

休息時間 

 

9:15 晨圈…TC：「從我們的翅膀出發，土地會

給我們力量，上天也會給我們力量」太陽

慈愛的光芒為我照亮這一天，在陽光的照

映中，我禮盡人類的力量 

 

9:20 日月星辰的遊戲  

9:24 丟沙包 X3皆失敗，TC 很堅定的結束

了，並說看見自己每一天的樣子 

◎在課程之中，TC 會說看見自己的用意 

9:25 另外一種挑戰，一次有 10個沙包出去，

今天只有 3/10 回來，是三成也是 30%，

TC：以後我們每天都會挑戰一次 

 

9:30 腳在地上/背打直…。這個周末，我們畫

了教室，請 SS 看 TC的黑板畫的教室，

S5說比例要對，接著請 SS 一個個起立看

SS 們的頭，從上面往下看 

 

9:35 時鐘也會變成一條線…TC 說明她在黑板

上的圖和比例，S8 補充他的觀察，TC：

原來小鳥看的世界跟我們不一樣，今天要

去校園觀察，TC 要帶你們去看一張很特

別的地圖。今天我們要離開教室，因為這

教室是我們待最久的，但是外面還有很多

我們每天經過卻沒注意的事。 

 

9:40 TC 開始詢問 SS 學校附近的店家，SS 七

嘴八舌，TC 我們會發現有些人很清楚，

有些人很模糊，S8 很投入 

◎S2, S9 住學校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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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 校園校外踏察一圈，觀察學校周圍的店

家、路標 

◎在出去觀察前，教師透過先在教室引起

SS 的觀察動機，帶孩子回想學校周圍有哪

些店家，結果發現沒辦法有精準描繪，TC

再詢問是否已準備好要出去找答案，SS 這

時已非常雀躍 

9:50- 

10:20 

O走在最後面，S6 和 S13 會彼此討論觀

察到的街景，S13 在出去時帶著小筆記

本，S6會協助其寫下店名，並且認真記

住重要資訊，在 TC 最後詢問 SS 觀察到

什麼時，S6原本想說的被說走了，他能

馬上想到另一個大家尚未講的資訊。 

S1, S11, S12, S14 在途中摘了幾片葉子，

TC 最後看到詢問那是自己掉的還是摘

的？S11, S1 沉默，S11 才說是我拿的 TC

提醒 SS，你們要摘要想想，如果沒摘他

能繼續長，但你們摘了下來就要清楚要用

來做什麼，你們要想一想。 

◎S6在班上和教師、SS 互動似乎都很平

淡，不太有明顯的情緒及表情，O一直以

為期很內向不太與人互動，但在校外踏察

的過程中，其和 S13 的互動自在、友善、

會協助 S13 寫字，甚至幫助其做紀錄，在

O的提醒要注意觀察時也會馬上回到觀察

情境中。 

 

編碼 觀-7-20170419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19日 星期四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2 S11 是今天的小天使，帶大家向 TC 問好 ◎編碼方式可修正 

8:26 今天的日期大家一起來，丁酉雞年 4月

19日星期三，小天使 XXX節氣清明主課

程社會一 

 △1 手勢意義 

8:28 TC：今天大家要完成教室的鳥瞰圖及

詩，自然日我們要走出去到更遠的地方，

所以要早一點走出去，希望大家早一點早

茶，10:30 可以出去 

 

8:30 今天的分享時間，你們昨天回家做了什

麼？SS：完成客廳的鳥瞰圖及數學的加

減。 

△3 孩子們的作業繳交方式？ 

8:31 TC 分享 S10 的圖→S8的圖自己分享

→S11 家顏色很統一→S4 用鉛筆先打草

◎家裡有鋼琴的 SS：S10, S8, S3 

◎S4和 S11 會一直被男生拱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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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上台分享，叫 SS自己猜家裡有什麼

擺設→S2→S3→S13→S5→S7（用字表

示，但 TC 有說盡量用畫的）→S12→S9 

◎SS 看見色彩鮮艷，完整會發出驚訝的聲

音 

◎SS 似乎都有去過彼此的家，有些人會說

我有去過 XXX家 

◎S14 因為沒睡好，晚一點來 

◎在吹笛子的過程中，S1, S8 沒站好，TC

會請他們站好 

◎在過程中，SS 會一直用笛發出聲音，

TC 提醒很多次 

8:50 TC：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邀請笛精

靈陪伴我們一起工作。敬笛 

 

8:52 TC：C 大調練習曲，S13 在準備時吹了笛

子，TC 告訴他準備時笛子不需調音，只

要把預備姿勢準備好就好 

 

9:00 四季紅（春）、卡農  

9:03 TC： S1你要去聽別人聲音，你不是一個

人 

 

9:10 TC 帶 SS 把卡農較不熟悉的一段一起吹一

次 

 

9:11 季節的迴轉  

9:13 S13 在不合適的時間吹笛，TC 請他下課

留下 

◎S12 下課後，其他女孩會來找她 S2, S1, 

S9, S11 

9:20 S4, S8 下課後互打對方玩鬧，TC 原本在

處理 S13 的情緒，結束後請他們來，問誰

先動手，並告訴 S4 會痛要說，並告訴他

們要再練習這件事。 

 

9:21 晨圈，S13 自行跑到旁邊坐下，front-back

結束後，TC：S13 如果可以就回來和我們

一起，S13 回來 

◎在伸展時，TC 有特地多摸了幾次 S8 的

背 

9:28 TC:今天 2個音  ◎TC 分享她過程中觀察到孩子認真的部

分，強調每個人修正工作的特別性 

9:32 練習 10顆沙包同時回家，全部失敗  

9:39 傳球/打鼓 計算球傳的次數，SS 都很開心  

9:43 TC 拍鼓，SS 拍桌子，配合著拍節奏  

 

編碼 觀-8-2017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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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21日 星期五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2 今天的小天使:S6  

8:26 今天的日期，大家一起來  

8:28 TC 問 SS 昨天回家寫故事如何   

8:30 TC 邀請笛精靈 

S13 弄錯曲子，S14 特別比給他看 

◎TC 開始哼曲，SS 就安靜了 

8:37 四季紅→春→卡農（最後有點不和諧，

TC：今天大家都吹太快了，因為每一部

都有厲害的人，但大家耳朵都沒有打開去

聽別人，每天都不一樣 

◎S2站在窗台旁吹 

◎S2→S10 位子對調 

◎S4→S9 

8:43 四季的迴轉第一部  

8:45 TC：下周我們要進第二部了，大家有譜

的要帶來，並加上豆芽 

◎S13 跑去清笛子，TC 請他下課後留下

來，S13 有情緒反應 

8:53 S11 對 S4說你知道你衣服上寫什麼嗎？

（LOVE） 

 

8:55 TC：今天幾個人，S13：15，TC：所以是

單數，單數可以找到成雙成對的人嗎？

S13：不行，TC：所以你對面有沒有人? 

S13：沒有 

 

8:56 晨圈 

TC：手往上伸，吸氣往上，吐氣、膝蓋

打直 

一ㄚ O，加快加慢 

「太陽慈愛的光芒，為我照亮這一天，心

靈的…」 

◎TC 會摸 SS 的背繞一圈 

◎S1在做動作時會有自己的動作 

9:00 S11,S9 因為 S7的動作覺得好笑，在偷偷

講，TC 叫他們講出來，並去想一想別人

的感覺好不好 

 

9:05 TC：今天的成功率，9/10 失敗，1/10 成

功 

 

9:08 一個人一顆沙包，「一摸地」/一人 2顆沙

包，坐地上丟，「一摸地」（二摸胸、三點

頭、四拍手、五開花、六滾球、七洗臉、

◎S8在做沙包時很投入不會去找別的 S 

◎S13 一開始不停，S1提醒他要聽 TC 示

範，但講了好幾次他不聽，TC 提醒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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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梳頭、9910上高樓） 

1 2顆一起丟，2一隻手一顆丟，3 一顆

放頭上（上有天/下有地/我在中間，前有

光/後有影/我在中間，左有你/右有他/我在

中間）4 拋拋接接，TC 示範並說：學除

了練習之外還要做正確的 

妳就要回到自己不要浪費自己的 time 

◎S8玩沙包的遊戲很快就上手了，3顆也

是 

9:15 用 3顆沙包，拋拋拋接接接  

9:22 TC：今天的最後，不管你拿幾顆沙包，

全部放頭上（往前傾讓其往下掉）謝謝大

家 

◎移桌子後，S11有一些表情和聲，S10、

S8、S4在模仿她的表情 

9:26 ㄅㄧㄥ ㄅㄧㄤ的曲子  

9:30 今天我們要去萬華人最多的地方 校外踏察 

 

編碼 觀-9-20170424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24日 星期一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2 SS 討論春假要做什麼 ◎每天都會念日期 

8:24 TC：今天的日期是/SS:丁酉雞年 4月 2日 

星期一小天使 XXX，節氣穀雨，主課程

社會 105春 

◎在說節氣時，SS 還停在上一個節氣清

明，TC 補充是穀雨，所以這幾天都在下

雨，但這個雨對稻苗很重要，因為準備長

苗了 

8:26 TC:今天的分享時間/S4分享去南澳跑

13KM馬拉松的行程/S11 分享週六和 S1

去上英文課周日表姊來家裡玩/S5 週六和

山蝸牛去爬山/S10 分享周日去政大後山騎

腳大車及其他行程 

◎因為 S11 的分享不夠有統整，很像在聊

天，TC 請她再想想先坐下 

◎S5分享，但忘了是哪座山，S10、S8問

是在哪一區？在哪裡集合？TC 說這些問

題很好幫助妳下次記得去了哪裡 

◎S11、S10 的分享比較像流水帳 

◎S11 分享時提到她在家有玩 ipad，TC 提

醒她這個東西對妳就是不好的，妳已經知

道了，但在家妳要自己選擇，不然爸媽就

會幫你選擇，而且妳玩就會影響到別人 

8:45 敬笛（S13 的笛套亂擺，TC 走去協助他

放整齊，曲子 1→2（曲子 1的調）→卡

農→四季紅  

◎今天的卡農比較和諧 

◎S2在吹笛時，自己站在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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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TC:這件事可能要再說一次，預備就是姿

勢做好但沒有笛聲 

 

8:55 TC:今天的卡農拍子比較準，你們除了自

己的旋律也要聽別人 

 

9:00 季節的迴轉  

9:05 休息時間，S1,S12,S14,S2,S9 常在一起，

S7, S3 常粘著 TC,S6 常自己一人在旁邊 

 

9:08 晨圈  

9:15 「在陽光的輝映中，上天啊您已經仁慈的

將他賦與我」 

 

9:16 沙包 10顆出去，只有 1顆回來，S1就掉

了 5顆 

 

9:20 分隊傳球比賽  

9:25 找名字（S13 跑來在 O旁不出去找人，

TC 經過 S13 想和他握手，TC 提醒他要自

己走出去找人握手） 

△補充沙包詩 

9:29 休息 ◎移桌子後，S11 有一些表情和聲，

S10.S8,S4 在模仿她的表情 

9:30 TC 出去，S10 和 S7在模仿 S11 在玩，

S13 爬到桌上/TC 在門口看到後，進來

說：心中的那把尺不是老師，若老師不在

時，你是一個人，進來後又是另一個人，

你就要想一想為什麼 

 

9:35 TC 請 SS 回想上週五校外踏察的內容，S8

觀察很細緻，說了很多 SS 沒想到的 

◎銅鑄龍柱、通風柱、華江整宅、藻井、

剪粘、書卷樓梯、觀世音、天上聖母、仁

濟醫院、福智大師、雙龍搶珠、淨心瀑

布、三簷屋頂、文昌帝君、關聖帝君、華

陀、學海書院、高氏大宗祠、祝生娘娘、

月下老人 

9:57 TC 解釋龍山寺已結合了佛教和道教，這

些是人們信仰的寄託 

10:00 TC:我們這兩天要把 SS的作品黏到工作本

上，你們都知道自己的家和學校之間的方

位關係嗎？你家在哪裡？你們可以想一下

從家來學校的位置 

◎工作內容：家裡、學校、環南市場、房

間、龍山寺 

 

編碼 觀-10-20170425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4月 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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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3 SS 進教室/TC:今天讓你們在操場比較久，

因為有好天氣 

△ SS 上課進教室前， 8:20 前都在操場 

8:25 問早（△2） △2 SS 用不同手勢和 TC 互動是自己決定

的嗎？ 

8:33 分享時間 

「上下左右內外拼字詩」練習本 

S1 上是竹，下是旬，媽媽幫我煮蘆筍

湯，上是竹，下是官，我會用長笛吹管樂

器，上是水，右是去，我姑姑住在法國，

內是兌，外是門，家家喜歡閱讀書，內是

馬，外是門，小偷闖進我們家 

S5 內是馬，外是門，內是辟，外是門，

盤古開闢 3天天地，內是木，外是口，真

是困惑的一天，內是袁，外是口，我看見

一位園丁，內是活，外是門，我要闊步回

家 

S14 左是水，右是炎，好久沒去淡水了 

S13 左是言，右是己，我喜歡看西遊記 

S12 上是田，下是肉，我今天沒有胃口 

S11 上是日，下是生，早晨星星真美麗 

S10 上是自，下是心，小兔工作不休息 

S9 上是隹，下是又，我養一隻小老鼠 

S8 上是夕，下是夕，我和多多打藍球 

S7 上是草，下是焦，李阿東愛香蕉皮 

S6 左是而，右是寸，我快要沒耐心了 

S3 內是或，外是口，我暑假要去德國 

S2 左是水，又是每，大家一起看海景 

△3 詢問老師國文課的教學 

8:52 敬笛 
 

9:08 C 大調→F大調→四季紅→卡農→季節迴

轉 

謝笛 

◎ S13 四季紅吹錯部，S14 一直提醒他要

看她的手勢，TC 結束後也有再說一

次，他可以看旁邊的同學 

◎ S2一樣站出去 

9:10 晨圈 ◎S11 因沒帶笛子，休息時被 TC 請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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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TC 說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聖杯，從

天地接收力量 

「我禮盡人類的力量，您仁慈地將他賦與

我心靈，使我能努力工作並熱愛學習，光

明慈愛由您而來，敬拜與感謝向您而去」 

話，看起來不太開心，晨圈時表情不好，

動作也不確實。 

9:22 10顆沙包挑戰回家仍然失敗 1/10 
 

9:25 木棍操，用木棍排成一個圓 

△4 暖身操 

△5 前後/前後/前前後後 

△4 

△5 

9:35 腳放地上/背打直  

9:36 TC:我們要回想這一個春天我們做了什麼 

昨天：黏作品→華江整宅、龍山寺、仁濟

醫院→環南市場、力霸大別墅、西藏路、

內外土地公→校外一圈→畫彩蛋、藏彩蛋

→教室比例圖→東西南北四神獸的故事→

八方位→四神獸的詩、方位詩（上有天，

下有地）→四神獸的圖→找到自己  

◎S8有時會講出很細緻的上課內容，EX

學海書院是三進四合院 

◎在回想的過程中，SS 會七嘴八舌，TC

會適時引導 SS 回答 

9:52 遊戲結束  

 

編碼 觀-11-20170630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6月 30日 星期五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0 全班在操場中間折返跑 S15 新同學，似乎都能跟上大家的節奏、

吹笛、晨圈詩、演戲，S15 和 S5有講話，

算術很快，很在意別人把 11X11算錯 

8:24 猜拳跑步遊戲 

 

 

8:26 收操，當 SS 做到 2人一組的動作時，TC

會提醒 SS 要問對方「這樣力道可以嗎？

你不是要讓他痛，不要突然推」 

 

8:35 回班上  

8:37 全班立正敬禮「老師早安」  

8:38 「今天的日期是……」  

8:39 TC 提到 SS 很厲害，夏至到現在只開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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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電風扇，S11 說不是我們很厲害，是

TC 開不開的問題。TC 回答不是耶，你們

現在會覺得熱嗎？SS：會，TC：有比在

操場熱嗎？SS：沒有，TC：電風扇的風

是人工的，你們要去感受自然的風 

8:41 敬笛，練習歌，2 首歌：1愛我們的家，

SS 分別擔任不同樂器的演奏，手鼓、鈴

鼓、笛子。2卡農 

△「我們的家」的歌詞 

8:57 TC:笛子有聲音的請放下，我們還在分部

的時候，你們就在吹，你們並不知道自己

是哪一部 

 

8:58 卡農吹完，TC 讚美 SS今天的卡農很和諧  

9:03 謝笛  

9:05 晨圈，S11 不想，S8站旁邊，就嚷嚷，

S4,S13 就學她的音調，TC 請他們三個先

離開圓圈 

 

9:06 再請 S4, S11, S13 回來→晨圈  

9:15 數字遊戲，找規則重複  

9:21 就演戲位子，SS 就定位  

9:23 TC:接下來歡迎四年級小雨班西遊記  

9:50 排戲結束  

9:51 TC 鼓勵 SS，也提醒 SS 們的台詞、走位  

9:58 腳放地上背打直，手放桌上請坐好，身體

距離桌子兩個拳頭，數學快算練習 

 

10:00 S15, S8 同時寫完  

10:08 早茶時間，S10 撥了一塊麵包來分享給 O ◎S10 分了好幾次點心給 O 

 

編號 觀-12-20170703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7月 03日 星期一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0 全班在操場運動、折返跑、猜拳男女陣

營，踩樓梯上下 

 

8:27 收操  

8:35 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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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敬笛，2個練習曲，四季紅，愛我們的

家，卡農 

 

S4,S8 打鼓 

△卡農 TC 彈琴，SS 的身體方向也都會向

著 TC 的方向 

9:08 晨圈 
 

9:10 TC 用英文提醒 SS，每個人都有一顆星  

9:11 丟沙包，S11 丟給 S16 掉了，會跟 S16 道

歉 

跑走跑丟沙包，按照第一次的順序，SS

們很雀躍 

 

 

9:23 圍圈預備心情排演，眼睛閉上傾聽周遭聲

音 

 

9:24 

│ 

9:45 

排戲 

 

準備出去散步、走走 

 

 

 

10:11 在河邊的座位區坐下講故事，福建到台灣

淡水河旁的兩座山，大屯火山，觀音山，

大湖→台北在中間，新店溪、大漢溪 

雁鴨公園 

10:16 吃早茶  

10:20 S8跑到釣客的釣魚基地，想要抓螃蟹，O

告訴他這是螃蟹的家，我們是訪客，不該

打擾牠們，安靜的觀察就好，但 S8回我

要抓牠 

◎在雁鴨公園時，男學生很喜歡到處看、

到處跑，S8跑到釣客的基地抓螃蟹，回程

的路上男學生也很愛拿樹枝打樹 

10:30 回學校  

二、省思與教師回饋 

在雁鴨公園的活動，男學生會去嘗試用自己的方法和自然互動，去河邊抓螃蟹，用樹枝打樹上的

果實，去嚇鳥（包括女學生也會一起尖叫跑到樹下，不知是有意或無意？）不知道 TC 會如何引

導？怎麼劃分人和自然生態的界線、互動底線？能不能抓魚、抓螃蟹只是為了好玩？學校中高年

級的 SS 對於抓動物（昆蟲）的態度？在男學生在抓螃蟹時，Ｏ有說不要打擾他們，這是牠們的

家，我們是訪客，用看的就好，但 S7回他要抓，後來 O離開，他們的確也抓了，但又放回去。現

在覺得當時不應表態，只要在旁邊看 SS 如何和生態互動就好。 

 

編號 觀-13-泥塑-20170703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7月 03日 星期五一 

課程名稱 泥塑 教學者 泥塑教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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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TC 講解地形、河流、台北盆地的位子 ◎S8問 TC，101在哪，TC 講解整個台北

盆地周遭的山脈、河流 

◎泥塑課主要是讓學生實作，今天是第 2

堂課 

◎在泥塑課 SS 較沒有拘束，會走來走去 

11:20 分頭指導學生地形、河流、高低起伏  

11:55 大部分的學生皆完成作品，開始清理桌面  

12:00 下課  

二、省思與教師回饋 

泥塑課和生態教育的關聯性？ 

 

編號 觀-14-20170704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7月 04日 星期二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0 操場運動 △S1尚未來教室？請假例行檢查 

8:40 問候 TC，但 SS 不太有精神，TC 請大家

深呼吸三次伸展再來一次，老師認為有比

較好 

 

 

8:45 TC 說明小雨班要幫忙 A班伴奏畢業表

演，之後每天 8:40-9:00 都是練習時間，

接著全班去音樂教室練習 

△「萬華大富翁」？ 

△蒐集音樂課有關在地化、生態教育的教

材 

△蒐集課程之中使用到的萬華在地素材，

EX萬華大富翁 

（萬華圖書館，臺北水窗口，高傳奇老

師，萬華官網） 

◎S14 被指派彈鋼琴、S12 拉大提琴 

8:46 教師M（音樂老師）發樂譜，指派學生擔

任不同樂器的伴奏 

△桌前會擺蠟燭、盆栽？ 

8:47 教師M 帶 SS 練三部再合起來吹一遍 
 

9:02 教師 C 打鼓加入，並示範一次鋼琴  

9:04 謝笛  

9:08 回教室  
 

9:12 

 

TC 請 SS 圍圈詢問 SS伴奏的意願，她表

示要尊重 SS 的意願，而且練伴奏要花時

△班際、校際事務的合作性，訪問甘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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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很嚴肅的事，SS 皆願意幫忙伴

奏，TC 表示教師 M 會很開心，因原本只

有 B班五位學生伴奏，甘露師表示擔心 

9:16 晨圈  

9:20- 

9:50 

排戲 

TC:「接下來歡迎小雨班帶來的西遊記」

並幫忙伴奏出場 

S13 唐僧／ S1+S3 豬八戒 ／S4 紅孩兒 

S7 孫悟空 ／S5 悟鏡 ／S8 牛魔王 

△如何從「西遊記」的繼續回應地方探

究、生態教育？ 

→TC 回應，回到 SS 的發展狀態，除了表

現自己，她的時空感也很重要，和地方探

究強調時空呼應，排戲是更具體經驗，更

自然融入 SS 正在經驗的事件 

9:50 進入主課程 

TC 幫忙 SS 回想昨天的福建官來台灣採硫

磺的故事，搭配「台灣立體地圖」說明觀

音山、大屯火山在淡水河的位置 

◎黑板畫了「我的家鄉、臺北、Taipei」 

△詢問老師說故事的素材 

10:00 TC 問 SS 知道哪幾條河匯聚成淡水河，

SS 回答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TC 問

SS 知道這三條河的位置？並請 SS 推測，

S7, S5 會問其他地標的相對位置，例如，

101在哪？台北車站？ 

 

10:05 TC 問 SS 自己的家在哪？S11 問大安區在

哪 

◎SS 很熱烈討論自己家的位置 

10:08 休息時間，有八位 S 馬上跑去地圖看自己

的家 

 

10:10 S10,S14 問 O的家在哪，S2問 O在寫什

麼？ 

 

10:12 早茶時間，TC:今天我們做了很多事，休

息時間大家要好好休息 

 

10:15 SS 分別出教室去操場玩 △訪問 TC 對於「分享」在課程設計中的

角色，包括早茶時間的設計 

二、省思與教師回饋 

今天課程及其他活動很緊密，SS 會有亢奮的狀態，但會有固定的節奏及轉換心情的機會。例如：

晨圖、主課程前的工作詩、早茶的感謝詩，TC 的聲調會緩和的帶 SS 轉換心情，在主課程的講故

事時段，有幾分鐘全班都很專注、安靜，只有 TC 說故事的時間，可能也是累了，但也很難得安

靜，O認為這是很好的默契和轉換 

 

編碼 觀-15-濕水彩 2017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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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7月 07日 星期五 

課程名稱 濕水彩 教學者 濕水彩教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14:00 TC 進教室，今天的協助組別幫忙 TC 畫

紙、顏料等美術用具 

◎S1因為穿裙子但坐姿沒有注意，被幾個

男學生笑著提醒，哭了，TC 請她去旁邊

談，她說她不喜歡他們這樣 

14:05 TC 請 SS 拿著畫板去刷紙，S10 和 S7不

小心把 S1的水打翻了大家都有去幫忙處

理  

 

14:10 刷完紙，S11, S4 抱怨顏料很臭，TC 回答

因為我們是礦物顏料 

△礦物顏料？蒐集學校中所有美術用品、

課程教具的來源、成份？ 

14:15 問 SS 我們位在哪裡？國小是位在整個大

台北盆地的哪一邊？並問台北盆地是如何

隆起的？問陽明山的七星山、大屯山、觀

音山在哪？SS 皆能指出，S4問老師我們

今天要畫什麼？TC 回我們要畫山 

 

△之前的濕水彩作品及老師教學理念 

14:20 第一筆畫藍色，TC 說均勻的讓藍延伸，

所有的山都是由海底隆起的對不對？ 

第二筆畫黃色，把台北盆地畫出來，S4

說這不就是甘露師說的，兩座山之間有一

條河？ 

 

14:30 TC:畫到越後面，水分越少，先把第一層

山畫出來，越後面的山加一點藍，越前面

的山則用黃色，所有顏色重疊上去時，會

有不同的綠，可將山做出前景、中景、背

景 

 

14:40 第三筆是紅由下而上  

14:45 已經完成的人可以慢慢收拾  

14:50 S4打翻自己的畫筆水瓶，SS 開始陸續完

成，TC 誇獎 S10 畫得好，S6是第一個完

成並且收拾好桌面的人，還幫忙 S4擦乾

淨他的畫板，並且幫 S7擦，S7 擦很久都

不乾淨，因他的海綿是髒的 

◎S4很專注，也畫得不錯，S6動作很快 

15:00 TC 請 SS 圍圈，並把畫放中間，讓 SS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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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看，TC 強調前景、中景、後景 

15:05 下一週課程會延續台灣高山、河流主題  

15:07 請 SS 分享覺得很棒的畫，TC 說大家今天

其實都畫得很好 

 

15:10 結束  

 

編碼 觀-16-20170710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7月 10日 星期一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0 TC 收今天的週記 △補充作業內容，SS會有的作業，EX週

記、學習單 

8:26 TC:「今天的日期」 錯了 2,3遍 

8:28 TC 預告今天七音笛要去幫忙伴奏、配樂

的人 

 

8:32 預告今天的課程流程 △今天的課程 

8:35 七音笛練習、練排戲所需音樂，悟空、八

戒、唐僧、悟鏡 

△敬笛前 TC 哼的曲子 

△主題曲誰負責想 

◎在吹八戒時，S13 會幫忙配音，很投入 

8:53 晨圈（SS 顯得有點浮躁）  

8:58 「太陽慈愛光芒…」  

9:00 排戲、戲服就位、道具準備 

TC:一旦你們上舞台就不是你們自己了而

是你們所演的角色 

 

10:00 圍圈，TC 鼓勵 SS 今天早上大家都很認真

也都努力讓大家知道自己的角色 

△戲劇和課程關聯 

10:01 圍圈坐著練習台詞 ◎S13 飾演唐僧，似乎也有唐僧的風範，

S5都會記得其他人的台詞 

◎今天泥塑是做東西南北地標 

10:30 結束  

 

編碼 觀-17-20170712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7月 12日 星期二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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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8 「今天的日期」 △畫冊補充，學生的作品 

8:30 TC 預告自然日的課程要搭水上車，每天

的開船時間都不一樣，TC 問 SS 知道為什

麼嗎？S8回答因為漲潮、退潮。 

周五要爬「天上山」（土城），會從天上山

看到火焰山，但其長度會比象山還要長 

 

8:35 「今天的課程」，TC 說明今天排戲會從頭

到尾走完，不會打斷，要計時 

 

8:37 七音笛 △桌前會擺蠟燭、盆栽？ 

8:48 S7還沒來，TC 請 S1去詢問，S3因身體

不舒服趴下休息。練唐僧、沙悟鏡、豬八

戒的主題曲，中間因 SS 一直吹，TC 提醒

他們準備的時間就是準備 

 

8:55 S10 問悟空的主題曲可否有個音改半音，

TC 表示這樣音樂不整齊，就會亂 

 

9:00 紅孩兒、牛魔王、鐵扇公主前的音樂  

9:02 S1因沒有跟著吹，TC提醒她不論演戲時

有沒有跟著伴奏，現在都可以跟著練習 

 

9:10- 

9:36 

排戲  

9:40 圍圈。TC:我們從 9:12到 9:36，我們花了

幾分鐘？SS 講了幾次才講對。TC 問 SS

剛剛演完有什麼感覺：有幾個 SS 說了自

己的感覺 

 

9:45 TC 總結分享，今天大家對於彼此該做的

事情是清楚的，S13 的音量非常好，並且

有些伴奏大家都很積極，S1的定位很

棒，小妖怪很整齊 

 

9:50 S7進來，S1說剛剛沒有妳好難過  

9:53 晨圈，TC 說在戲劇上大家都很努力，為

了週六能表現出最自然的一面 

 

9:55 「萬華大富翁」的遊戲分組進行，TC:東

西南北的萬華我們已經花了一年的自然日

去走過 

△訪問 TC 自然日一年的規劃 

△「萬華大富翁」（遊戲時有錄音） 

△「萬華人小宇宙」 

10:05 四個組別：萬華隊、千金大小姐隊、妘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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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品隊 

10:25 早茶時間，S12 Mom 準備司康，周六要

賣，先給全班試吃 

 

 

編碼 觀-18-20170713 

觀課班級 小雨班 觀課日期 106年 07月 13日 星期四 

課程名稱 社會─地方探究 教學者 陽光師 

一、教學內容記錄 

時間 教學流程 觀課省思與備註 

8:25 問候，預告今日課程 
 

8:30 TC 說明排戲，稱讚 S13, S7 昨天在活動中

心預演聲音很宏亮，大家表現不錯，TC

仔細說明今日課程節奏 

  

8:37 敬笛 

卡農（今天很和諧）→唐僧→悟空→豬八

戒→張太公→悟鏡→山／紅孩兒→牛魔王 

 

8:56 休息（S13, S4 拿棍子互打在玩，S8後來

和 S4打，TC 剛好進來，女學生都在旁邊

看跟尖叫，TC 沒有多說什麼；S15 會和

不同團的女學生互動，會主動和不同團的

女學生玩在一起，S3總是一人在旁，S17

和 S2有互動） 

△TC 會哼一首歌，今日 SS 很安靜，補充

曲子 

△七音笛的時間 SS 很難靜下來，TC 在講

話時，一直都會有笛子的聲音 

9:00 晨圈，S11 因為休息時被 S8弄到，因此

不想和他站一起，TC 說若你不想和你的

同學好好相處，請自己換位子，因為這是

你自己選的。 

 

9:07 走路、跳走傳沙包，圍圈再傳  

9:12 S11 和 S8因為在爭執，TC 請他們站在

class後面 

 

9:13 Ready 7 的節拍  

9:16 SS 要玩萬華大富翁，S8去拿錢，被 TC

制止很不高興就發脾氣，TC 問 S11, S8 知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S11 同時卻又管到在

教室中間的 S4，因為 S4用 S11 他們的隊

名取笑她，TC 也把 S4叫來。 

△TC 用更嚴肅、宏亮的聲音把 S4叫來，

後來請三人都去接受額外的工作，S4, S11

去打掃，S8去跑步。 

9:25 TC 回到 class中間問 SS 知道發生什麼事 ◎TC 請 SS 想想有什麼解決辦法，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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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並說明因為 S11, S8 一直說對方不喜

歡聽的話，所以讓彼此都生氣 

S8用諧音表現幽默很好，但這需要練習，

他們三人也都是班上的開心果，但他們也

要思考和他人相處的方式，S8覺得委屈，

但也要思考自己不對的地方。等一下他們

回來請大家給他們加油打氣。 

9:30 開始玩大富翁，因為有交錢給玩家的過

程，SS 討論錢要拿走跟收走多少，各組

走到可買賣之地要念出卡片上的介紹 

 

9:45 有一組走到南機場，TC 說明南機場也有

整宅像華江整宅一樣 

 

9:52 遊戲結束  

二、省思與教師回饋 

「萬華大富翁」帶給孩子們的省思，遊戲是否可以達到認同地方、與在地社區產生更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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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聯 

研究者收執聯 

研究參與知情同意書 

教師版 

敬愛的______________老師，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哲史組的研究生葉愛憫，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撰寫

與研究，研究題目為「一所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圖像」。研究目的乃透過人智學、生態文化教育

學、地方教育學三方理論爬梳關於「教育在地化」的歷程與方法，並且以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教師訪談、課堂觀察、文件分析等質性研究法蒐集資料，釐清學校的教育在地

化圖像，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者的建議和觀點。期望透過本研究，能夠為台灣教育的發展提

供不同面貌的教育實踐方法與教學參考。 

 

 本研究將謹守應有的學術研究倫理，所有研究過程取得的資料，包括教師訪談、學校文件、觀

察資料、學生作業與作品等，皆會匿名處理，並僅供學術研究使用。若老師對於訪談過程、資料蒐

集與運用有任何的疑慮，皆可以隨時提出討論並給予指正。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若您在閱讀完本「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後，同意參與研究，勞煩老師

您於下方簽名欄位上簽名。本同意書分為第一聯與第二聯，分別由您和研究者收存。衷心的感謝您

的協助和參與。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哲史組 

指導教授：方永泉 博士 

研究學生：葉愛憫  

敬上 

---------------------------------------------------------------------------------------------------------------------------------- 

研究參與同意書 回函 

 本人同意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葉愛憫碩士論文「一所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

圖像」之研究，並同意研究者視需求進行拍照，然而本人擁有相片使用與否的最終決定權。本人亦

同意接受訪談並允許錄音，並且同意研究者將錄音檔轉騰為逐字稿以利研究資料佐證。然所有資料

皆須匿名處理，若研究過程中，涉及個人隱私或有違反研究倫理之處，本人擁有隨時終止資料蒐集

並退出研究參與的權利。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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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聯 

研究者收執聯 

研究參與知情同意書 

家長版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哲史組的研究生葉愛憫，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撰寫

與研究，研究題目為「一所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圖像」。研究目的乃透過人智學、生態文化教育

學、地方教育學三方理論爬梳關於「教育在地化」的歷程與方法，並且以向陽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教師訪談、課堂觀察、文件分析等質性研究法蒐集資料，釐清學校的教育在地

化圖像，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者的建議和觀點。期望透過本研究，能夠為台灣教育的發展提

供不同面貌的教育實踐方法與教學參考。 

  

 您孩子的班級是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我誠摯地邀請您的孩子一起參與這個研究。研究過程中，

我會拍照記錄孩子的工作本與課堂學習內容，並且透過課堂參與，觀察孩子們的學習歷程。所蒐集

到的資料皆僅供學術研究，並匿名處理，不另作其他用途。若爸爸媽媽對於資料蒐集與運用有任何

的疑慮，皆可以隨時提出討論並給予指正，並擁有終止孩子參與研究的權利。 

 

 為了保障您與孩子的權益，若您在閱讀完本「研究參與知情同意書」後，同意孩子參與研究，

勞煩媽媽或爸爸於下方簽名欄位上簽名。本同意書分為第一聯與第二聯，分別由您和研究者收存。

衷心的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哲史組 

指導教授：方永泉 博士 

研究學生：葉愛憫  

敬上 

---------------------------------------------------------------------------------------------------------------------------------- 

研究參與同意書 回函 

 本人同意我的孩子____________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葉愛憫碩士論文「一所

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圖像」之研究，並同意研究者視需求針對孩子的工作本進行拍照與課堂觀察

紀錄。然所有資料皆須匿名處理，並僅供學術研究使用。若研究過程中，涉及個人隱私或有違反研

究倫理之處，本人擁有隨時終止研究者資料蒐集、並讓孩子退出研究參與的權利。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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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聯 

研究者收執聯 

研究參與知情同意書 

學生版 

可愛的華德福孩子們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的葉愛憫老師，我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我的

研究題目是「一所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圖像」。老師希望選擇你們作為我的研究對象，並希望藉

由你們的工作本與課堂觀察，了解華德福學校有關生態環境教育與地方教育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成

果。老師會透過拍照的方式，引述你們的工作本內容，解釋並說明我觀察到的現象並呈現研究成

果。 

 

 這個研究也會讓你們的家長知道，並且在取得家長的同意之後，愛憫老師才會適當的使用我所

蒐集到的資料。你們的工作本內容和文字只供老師研究使用，若需要引用，也都全程匿名處理。 

 

 若是你同意參與老師的研究，老師會非常謝謝你的支持和參與，這對愛憫老師來說也非常重要

並且很有意義，老師會非常感謝你願意和我分享你的學習成果。 

 

 為了保障你的權益，若你在閱讀完本「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後，同意參與研究，請你於下

方簽名欄位上簽上你的姓名。本同意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聯由你收著，第二聯則是由愛憫老師收

存。愛憫老師再次感謝你的協助和參與 

 

老師祝福你  

           自在學習 健康成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哲史組 

指導教授：方永泉 博士 

研究人員：葉愛憫 老師 

敬上 

---------------------------------------------------------------------------------------------------------------------------------- 

研究參與同意書 回函 

 我同意參與葉愛憫老師碩士論文「一所華德福學校教育在地化圖像」的研究，並同意愛憫老師

拍照記錄我的工作本和課堂學習內容。愛憫老師會遵守研究倫理，所有的照片和資料都只能用於學

術研究，不隨便把我的資料流出去。若是我不想繼續參加這個研究，我可以提出我的疑問，並且可

以退出愛憫老師的研究。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