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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葉」一世界 
李佳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去自然化的童年 

多年前曾在一所市區公幼實習，某日老師帶著班上孩子要到戶外遊樂器材區

遊戲。途中，一位孩子被地上一片有美麗顏色的落葉吸引，稍脫離隊伍蹲下撿拾，

老師馬上從隊伍前方對著孩子喊著：「不要撿！那很髒！」那孩子立刻放下手中

的落葉回到隊伍中，突發的短短幾秒小事件，似乎不起波瀾，隊伍重新默默而有

序地持續往前。但老師那短而鏗鏘有力的六個字及那孩子像做錯了事迅速放下葉

子的姿態，卻在我心中印烙、震盪許久～鋪滿了橡膠地墊的水泥地上，一片剛掉

落不久的葉子，老師為什麼會覺得它很髒？ 

近代人類社會發展快速，土地高度開發下，自由開放的自然環境空間驟減；

同時資訊文明的快速腳步也讓人類逐漸與自然漸行漸遠。過去數十年來國外開始

有研究團隊對「去自然化的童年」進行研究及記錄，理查．洛夫（2005）提出「大

自然缺失症」指與自然隔絕而產生了身心問題與缺失等現象，如沉溺在電子文明

的虛擬世界中、煩躁不安、注意力缺失等，呼籲幫助兒童重建與自然的連結，此

項運動帶來的影響力甚至促使美國國會通過「讓兒童走向戶外」法案（郝冰、王

西敏譯，2016）。 

二、尊重自然與生命的華德福幼兒教育 

關注孩子身、心、靈健康平衡發展的華德福教育，培養及提升人生所需的能

力～意志、情感、思考，以實現人的內在潛能。創始人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 1861-1925）博士認為人類生命依存緊繫於宇宙、大自然中，因此重視大

自然的節奏、在自然之流中打造人類與自然間和諧、和平的生活；尊重自然與生

命的立場、正確理解人的本性、給予適時、適性的教育形成華德福教育的基礎（胡

令珠譯，2013）。 

當我成為華德福幼教老師，從教育的視角重新看見美好童年再現眼前，內心

常充滿悸動。孩子們在花園裡自在挖土、玩沙扮家家；爬樹、盪鞦韆、撿落葉、

摘野花；菜園裡除草、抓蟲、追蝴蝶，滿足笑容及朗朗笑聲是孩子們每日工作與

遊戲的主旋律，輕盈而悠揚，那是童年美好的吟唱。在大自然環境中，孩子與真

實的世界相遇、感受著春、夏、秋、冬四季的流轉變化，在天與地之間充分探索，

探索著自然與世界、也探索著自己；在寒暑晴雨中鍛鍊著意志；在萬物勃發的大

自然中滋養與豐富感官、神經系統與強健身體，為未來的學習能力奠定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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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2022）年冬季農耕活動帶著班上孩子們播下蘿蔔種子，實踐食農教育。

蘿蔔成長時老師安排說著偶劇故事：「拔蘿蔔」；待收成之日，孩子們親身經歷了

「嘿呦！嘿呦！拔不動」的困難，大孩子展現故事裡的溫暖互助，主動而自然地

對更年幼的孩子說:「我幫你！」。用盡全身力氣拔起的大蘿蔔，還包覆著泥土，

透過雙手的清洗帶來潔白透亮，孩子驚呼著：「蘿蔔好白喔！」，捧在手中愛不釋

手，放學每個人抱著蘿蔔回家，自信又喜悅的和家人分享收穫種種。遊戲活動設

計玩身體動作的「拔蘿蔔」，歡笑中鍛鍊著大肢體動作與力氣，友誼情感暖暖流

動在每個孩子心中。晨圈活動及季節桌則融入過年時節炊粿的熱鬧、喜慶還有敬

天謝地的歲末感恩。在「吃菜頭好彩頭、吃年糕年年高升」的吉祥話中蒸起蘿蔔

糕，孩子們開心享用煎蘿蔔糕，每個都是吃完還要的好食慾。此外還請太陽公公

幫忙曬蘿蔔乾，每日的反覆晾曬，小手耐心地一片一片排美麗，讓蘿蔔享受日光

浴，當蘿蔔乾出現在午餐時，孩子紛紛說：「蘿蔔乾好香喔！」、「蘿蔔乾脆脆的，

真好吃。」、「這是我最喜歡吃的一道菜！」、「我出去玩，在外面也有看到別人曬

蘿蔔乾喔。」 

從播下小小的蘿蔔種子，到成為好吃的蘿蔔湯、蘿蔔糕、香香脆脆的蘿蔔乾，

整個歷程老師沒有太多的言語教學指導，但每個階段親力親為的熱衷，都有小小

雙手充滿意志力的參與，為小小孩們帶來大大的滿足與成就感。在這個需求極易

被快速滿足的物質時代，透過順應時節的種植活動練習等待，在食育活動中體驗

傳統節慶文化與古人儲存食物的智慧顯得彌足珍貴。這是冬季從土裡長出的在地

課程活動，從種植、晨圈、故事、遊戲、烹飪、季節桌等各式華德福課程元素中

提供孩子認同本土、體驗與傳承文化的扎根與最真實的在地生活經驗。 

三、大自然的療育與第八智慧 

大自然帶來的珍貴療育力量我們也親身經驗，終日親近自然、土地的孩子們，

除了個個健康很少生病外，有幾個真實例證的發生令我印象深刻。一位剛入學有

假性近視及閃光的孩子，半年後的視力檢查回診，醫生驚奇的發現他視力已恢復

成 1.2，和媽媽說他現在眼睛沒有任何問題；一位有過敏性鼻炎的孩子，入學一

段時間後，過敏的狀況改善許多，他和媽媽說上學的時候鼻子都不會塞住；一位

在美語幼兒園無法坐在位子上學習、無法融入課程、班級而拒學的孩子，轉學來

到班上後，戶外的自由遊戲充分滿足她探索的天性、在真實的自然環境中，充分

運用及開展身體各項動能及感官需求後，逐漸她也能跟隨室內的各項教學活動，

逐步內在動、靜能安適轉換，結交了許多好朋友，連假日都央求著要上學。 

迦納提出存在於自然中的「第八智慧」，洛夫闡釋是「等待一旦有人出現就

能被學習的課程（郝冰、王西敏譯，2016，頁 94）」。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基

本理念第二點中提及「幼兒天生喜歡遊戲，在遊戲中自發的探索、操弄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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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6）」一個孩子在農田的灌溉渠道管旁接水玩，耳朵的位置正好靠

近出水口，他發現渠道管裡的水聲似乎不同，出於本能的朝著水管裡喊了幾聲，

發現聲音在大水管裡真的不一樣，驚喜的馬上跑去告訴朋友們他的發現，於是接

連幾天總是有一群小蘿蔔頭緊靠著出水口，輪番朝大水管裡頭喊，喊一次、笑一

次。一次有個孩子雙手正好扶放在大水管上，朋友們朝水管裡喊時，他的雙手似

乎感受到了什麼，接著我看到他凝神看了看自己的手和水管後，隨即趴下用耳朵

貼緊水管，然後臉上漾出了笑容，驚喜地對一旁的友伴說：「我有聽到你們的聲

音耶！」那一幕讓一旁看著他們行動的我，感動得肅然起敬，一群幼兒對於聲音

的傳導、震動所產生的連串行動反應，那是人類智慧開展的再現啊！ 

在大自然蘊藏的偉大奧秘中，透過自由探索、發現得到的驚奇，雖然幼兒此

時的發展階段尚無法說出道理，但透過感官發現自然，是一種學習或積極鍛鍊注

意力的機會，而敏銳覺察環境對幼兒神經系統發展將帶來積極而正向的影響。大

自然是無限大的潛藏寶庫，可以無數種方式激發第八智慧及人類的其他智慧，於

此能安靜凝神或舒緩壓力，能動用所有感官，從探索中學習、激發無窮的想像力、

創造力。藝術家貝倫森如此描述他的自然經驗，有些時候他是「完完全全地沉浸

在完美的和諧中（郝冰、王西敏譯，2016，頁 102）」。一如在我眼前沉浸在自然

中遊戲的孩子們。 

四、一「葉」一世界 

大自然的廣博、神秘，令孩子產生敬畏，華德福教育認為當老師自己能經驗

到自然力量在心中喚起的崇敬與虔誠；在大自然裡感受驚嘆並安靜下來，對幼兒

的整體生命將帶來重要意義；老師透過內在心境可以教導幼兒無法言喻的敬虔，

引領孩子至自然界運作的神聖力量中，滋養良善之心。當一位老師完全的「臨在」，

化身為教材，這種全神貫注的熱衷，將吸引孩子對此也充滿興趣（林琦珊譯，

2021）。「最深化的教育，來自引導孩子產生某種深刻的印象（謝維玲譯，2021，

頁 167）」，這是一種無聲勝有聲的教育藝術。 

「真正的教育，來自教育者在生命裡成為的樣子」（謝維玲譯，2021，頁 171）

幼教老師是幼兒重要的模仿對象與示範榜樣，那是真正會停留在幼兒心上、身上

超越語言的深刻教育。孩子喜愛親近自然的天性不會因為不同的幼教模式而不

同，但從老師疏遠或親近自然的內在與行動中，雖僅是「一片葉子」，終將帶領

幼兒走向不同的世界。 

五、與自然重逢的童年 

在長期的文明都市生活下，許多城市人對大自然抱持著恐懼、危險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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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心態，這也侷限了孩子接觸自然的機會。我觀察到班上選擇華德福教育的家長，

幾乎都十分熱愛自然及重視自然環境對孩子健康發展的重要性。曾經在雨天的戶

外散步，休息時孩子們看見水漥，快樂地在其上踩踏、蹦跳，泥水噴濺在雨衣、

雨鞋上，開心無比的笑聲引來路人的好奇詢問：「他們的爸爸媽媽知道你們是這

樣帶小孩的嗎？」放學時特地轉述給家長，家長們聞言哈哈大笑說：「我們就是

特地找這樣帶小孩的學校！」 

大人對自然的開放與親近，孩子便能順應天性回歸與自然重逢的幸福童年，

從自然中學習及得到成長的健康力量。而從小在藍天白雲下散步、感受微風輕拂、

溪水沁涼、泥土芳香、蟲鳴鳥叫、蝴蝶翩翩、白鷺鷥在稻田上優雅齊飛等自然之

美與愉悅的孩子，與自然環境的美好連結將成為未來守護自然、永續環境的最大

力量，這是天地間生生不息的良善循環，這也是當代童年與環境議題的基礎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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