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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師教育學院院長的日子：我所逐與築的教育夢 
吳家瑩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行政管理學系榮譽教授 

 

一、前言 

一個大學各個學院都強了，就強了。同樣一個學院各個系所都強了，就強了。

於是為使合校後之東華大學強，就要讓各個學院都強起來。所以我們的自強之道

乃在將學院孕育成一個「自尊尊人、貢獻創造」的專業社群—它是由「期盼成為

具有原創力學問家的教授群及期盼成為具有領導力專業人的學生群」所組成的自

由人團體，因在我眼中，大學之所以為大，乃在體現教育的本質，輩出各行各業

具有貢獻的人物（或人才）。 

二、逐與築的教育夢 

自從五十歲那年（2001），我就自覺不宜繼續兼任行政工作，否則走入學術

這一行將一無所成。此後我就過著原則上每天早上進書房寫作，下午則上課及指

導學生，與帶校長讀書會或忙家務的生活，直到 2008 年 8 月再出來擔任教育學

院院長，才改變這樣規律平靜的生活節奏。在這不兼行政的七年期間，我出版了

「追尋新學校之路」及「跟蔡元培學當校長」兩書。另一本「新教育學的建構」

則已接近完成，不過因著兼任院長，則拖延近三年才付梓出書。雖然如此我並未

後悔這三年在行政上的忙碌，因我知道藉著這個角色我還能對我服務三十年的花

師在合校後的尊嚴及延續，再盡一點心力。 

在我擔任的行政職位上，若帶著具有夢成份的理念，那麼我的生命，在面對

職務及工作時，就較能展現熱情與活力，且也能更舒坦地更韌性地承受來自各方

加給的重擔，所以孕育融入理念的夢這事，對我的行政角色是扮演滋潤生命之功

能的。就以我在 1989 年 8 月擔任花蓮師院訓導長時，賦予花師訓導職務的新夢

想來說，其理念如下：由於自 1987 年解嚴後，民主憲政已成為中華民國優先必

行的國策，為使此項國家目標能順利實現，以奠定中華民國長治久安之基。則在

教育體系中，自應及早規劃與實踐民主有關的措施，以善盡其孕育國力的功能。

影響國小教育發展至鉅的師範學院教育，若能配合此國家大勢率先地實施變革，

相信更能有效地為推動國小的民主教育紮根。故我認為師範學院的教育該把師範

生當作「未來領導教育革新的人才」加以培育。而要他們肩負依民主理念與精神

改造國小教育的任務是艱辛的，在他們就讀師範學院期間，若未能及早將他們培

養成具有教育革新宏願及本事的領導者，則畢業後面對來自社會各界不當的壓力

時，將會輕易棄守教育理想。在服務師範教育機構的這幾年中，發現不少的年輕

教師，剛踏出校門不久，就難從他們身上尋覓到克服困難以實踐教育理想的勇氣

及意志，殊為可惜。造成此種情形的外在原因固然很多，但內在原因也不能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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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武俠小說的用語來說，「招式雖多，但內力不足」也。故強化在校每位未來

準教育改革者之內力，我認為是在教育改革聲中，師院應優先實踐的目標。對這

目標在訓導工作上可著力的重點，依當時花蓮師院獨特的教育時空。我認為可從

下列四方面加以培植：一是孕育師範生「以道理服人」的內力，二是孕育師範生

「以氣質服人」的內力，三是孕育師範生「以貢獻服人」的內力，四是孕育師範

生「以體力服人」的內力。就因著在訓導長的職位上，曾孕育出上述的教育夢，

這讓我找到當訓導長的意義，所以也滋長了一顆更願意承當的心，能果敢地面對

各樣繁重的挑戰。 

那麼我在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院長這個角色上，也曾作了怎樣的教育夢，

而讓我能更帶著意義從事此職務呢？當時的想法是這樣：由於本院存在的學校場

域，自 2008 年 8 月 1 日因合校之關係，就由花蓮教育大學轉為東華大學，從此

本院就從過去較強調教學的場域，轉換為較強調研究的場域；並且，也從過去較

以培育師資為主的單元情境，轉換以培育各類專業人才為主之多元情境。這為學

院帶來重新定位的必要性，當然也為學院帶來新的挑戰，這個挑戰主要在於注重

學術研究的東華大學，是以研究績效作為衡量教師效能的主要基準，那麼教師就

必須轉移更多精力於研究上，相對就影響本院教師對培育學生成良師的關注，於

是如何確保「專業性」與「學術性」之平衡，就成了學院所面對的最大挑戰。為

因應此挑戰，我是抱著樂觀的心情為之，因我認識到合校對學院發展也是有新契

機的。即學院可藉助於東華其他學院寶貴且豐沛的人力與物力資源1，於是在努

力成為國內所有教育學院中可名列前茅之地位時，機會將大增；且也更能如願地

對臺灣教育改革與學校現場問題解決上做出實質有意義的貢獻。 

而在構思值得投入的關鍵改善策略時，因著之前曾研究過蔡元培革新北大經

驗的關係，我已積累了一些心得。就如賈馥茗教授所說：「要推究教育的本質，

最好從人開始。」（賈馥茗，1997，頁 iii）同樣地要推究本院轉型的根本，也要

將院內「身為人」的教授群與學生群之發展與存在處境，列為優先關注點，接著

才是就「硬體之建築、設備等項目與軟體之組織、制度、文化等項目」構思實踐

策略因應之。因此我將「提升教師群的學術創造性」與「養成學生群的專業優質

性」列為院之核心性策略面向，其他則列為支援性策略面向。 

三、提升教師群的學術創造性 

我重新界定「教學」、「研究」與「服務」之關係，將三者視為交互辯證的關

係，而不是個別獨立的關係。亦即認為教授在教學的過程中，是可同時帶動學術

創造的發展，而教授在學術創造過程中，也能帶動教學的改進。再者，教授在服

                                                

1 因之我將花師教育學院與校內其他學院之關係定位為相互合作及相互滋潤的成長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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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過程中，也能將研究成果應用至實務場域，解決現存之問題，進而在現場實

踐所遭遇的新問題，也可化為主題進行研究，讓服務也帶動研究的發展與改造。 

我在構思此面向策略之作為時，即基於此認識而展開，先就此策略之目標來

說，我首先將其表述為「教師師十年內個個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接著又將

它表述為：「教師個個都能成為某一特定學術領域的專家」，最後則暫時定稿為「本

院各個教師都成為具有原創力之某個領域的學問家」。在作法上曾積累了九點構

想，陳述如下： 

1. 老師可逐步構思自己認為有意義且有價值的研究主題，以十年的時間全心投

入此課題的探索，並且以強烈的企圖心，激勵自己將這多年研究所得撰寫成

一本足以表徵自己學術貢獻的專書著作，讓自己的學術生命更為圓滿。 

2. 老師開授一門與本身研究專長相關課程，讓教學與研究產生有機連結。因為

上這樣性質的課，可讓老師對自己研究主題之知識獲得更多的積累，有助於

提升教師在學術上的創新。  

3. 老師每學期對所開授的科目，每科可利用 1～2 節課的時間介紹自己所專長的

研究課題，一方面可促進學生對此課題的瞭解並激發其求知興趣，同時老師

也可在分享的過程中，對自己所關注的課題產生更深刻的理解。 

4. 老師可利用每學期的最後一堂課，分享自己在知識探究歷程中的學思經驗與

人生體驗。這可以讓學生在課堂中除了獲得知識層面的養成之外還能滲透到

「情」與「意」兩個層面的陶冶。（學院可將教師可將所分享的學術生命故事，

採錄音或文稿的形式記錄，當累積一定數量的稿件之後，可以作為院的出版

刊物。這樣可讓老師們的學術生命故事能夠擴大觸動更多學生的心靈，因之

而散播更認真向學的學生文化。） 

5. 老師對所任教班級的學生，抱著發掘並培育人才的企圖心對待他們，則會讓

自己之教學生涯充滿更多意義與樂趣。尤其要發掘對自己研究專長有興趣的

學生加入研究團隊，一方面可及早培養本院學生成為未來的學術人才，一方

面可增加研發能量。 

6. 老師可指導研究生將其畢業論文改寫為期刊論文，並聯名發表，這樣的作法

一方面可以琢磨學生的文章撰寫能力，為日後的學術發展立下較穩固的根基，

同時也可讓老師認真辛苦的指導獲得一些鼓舞。  

7. 參與老師專長發表會，可讓院內老師對彼此研究主題有較清晰的圖像，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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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擴展教師學術合作的空間。同時老師也可相互激勵，提早半年構思科技

部申請案，讓自己研究的思考資源更豐盛。 

8. 每個老師可找一個班級或學校作為專業服務長久投入的場域。因為藉著這樣

的專業服務過程，不但可驗證所構思的理論，且可從中發現更有意義的研究

主題，同時也讓教學的內容更為豐富。 

9. 出刊花師教育通訊，將院內老師之各種研究成果及目前在國際上教育研究的

新趨向，以更易為中小學老師及家長所接受的方式，扼要地介紹給教育實務

社群及花師在各縣市畢業校友。如此一方面可讓教育新知獲得應用的機會，

一方面也會增進老師們之研究熱誠。 

四、養成學生群的專業優質性 

我重新思考學校「課內活動與課外活動」之關係，將兩者在培育學生成才之

教育功能上，視為相輔相成之關係，而不是互不相干的關係。亦即認為學生在校

所從事的各種正式課程之學習活動如各科目之教學與實習實驗等，及所參與的各

種非正式課程活動如宿舍生活或社團活動或打工體驗或國際交流等等，都是可能

影響學生成長的重要機制，皆可統合善用之，以助長學生成為各類達人。我在構

思此面向策略之作為時，即基於此認識而展開，先就此策略之目標來說，我首先

將其表述為「學生四年內個個帶著專業自信走出校門」，接著又將它表述為：「學

生個個都能帶著專業自信走出校門」，最後則暫時定稿為「本院各個學生都成為

具有領導力之某個類別的專業人」。在作法上曾積累了四點構想，陳述如下： 

1. 鼓勵本院的學生在大學四年期間至少都有一次當領導者的體驗，無論是校院

級各自治會、各系學會、各班級、各社團及各宿舍各寢室之長字輩職位或其

相關之各類幹部皆可。且學院為他們舉辦領導力培訓工作坊，增長他們都有

當家的素養與能力。畢竟他們未來都將是領導社會往前的中堅粉子。其中各

系學會會長更是擔負著領航者角色，必須具有寬闊及整體之視野，才能引領

各系同學進入更有意義的參與。故院可設置「系學會會長聯席會」，除可隨時

對其領導困境給予支持外，也可因著交流各系學生事務之經驗而成為更具宏

觀性之學會領導者。本院之「系學會會長聯席會已運作數年，但效能還有改

進空間。 

2. 招聚關心學生發展的老師，組織培養學生多元能力發展的「達人班」，讓學生

依照未來之就業發展或本身興趣，自由參加所開設之班別。預計規劃開設的

有「考試達人班」、「創業達人班」、志工達人班、「學術達人班」與 「領導達

人班」等四種不同類型之班別，讓學生有更多之生涯發展進路可選擇。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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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在這方面也開過幾梯次之達人班，後則因院務太忙而停頓。 

3. 鼓勵學生善加運用學校所實施的「課程學程化」制度。讓學生除了具備教育

專業之外，還有培養另項專長的空間，以增加學生畢業後求職之機會。亦即

學生在 128 個畢業學分中，還可空出 20 幾個彈性學分（相當於一個學程），

讓學生可依照個別興趣或結合生涯規劃來選讀。如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的學

生若嚮往開設文教機構（如課後輔導班），在學院就讀其間，除了可以獲得教

師所需之教育專業能力外，還可以修讀「管理學院」所開設之有關「行銷」、

「管理」等學程，培養經營與管理能力，讓學生能夠以更宏觀的視野瞭解如

何「經營」一家文教機構。而能擴大發展空間，有機會成為一位「事業經營

者」。而且在學校「課程學程化」制度下，其彈性選修與跨組認可之設計，對

本院不想以教育專業為未來生涯的學生，也能兼顧其求知與發展需求，因而

較能克服過去選錯系帶給學生的困境。 

4. 基於未來的師培生不能只是死背理論，需能將所學教育理論與實務結合才是

成為教師的必備條件。為使師培生能提早瞭解教育實務並且不斷充實自身的

專業素養與鍛鍊自我的教學技能，學院也推動教學方法的革新-使學生從聽講

學理形成知識的學習取向，轉換為討論實例建構智慧的學習取向，以激發學

生的智慧及高層次思考能力。學院已將案例教學法之推動訂為發展方向。目

前除了在硬體上已建構三間案例教學教室，同時學院已有多位老師累積了案

例教學與研究經驗，算已奠下了不錯的基礎。今後只要能持續精進與推廣，

不但對所有所有學生思考力之淬練有幫助，且也能成為學院之另一特色。 

五、結語 

我在 2008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擔任院長期間，曾懷有上述之教育夢，但

因合校初期，學院從軟體到硬體待調整與待興革之事，實在太多。整個心思與時

間祇能先集中於既重要又急迫的事，如學院制度規章與課程架構之重新建立、師

生文化差異之磨合與潤滑及學院大樓之重新設計與規劃等等基礎性生存課題之

安頓，故較無暇去關注大學更重要但不急迫之事，於是我這個教育夢也成了未竟

之願。今合校已邁入第十五年頭，相信也是到院更有餘力專注於師生研究與教學

這些關鍵性且核心性大課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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