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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中 
對經濟弱勢學生的關懷教學 

傅美華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一、 前言：經濟弱勢學生的益友良師言 

雷夫老師撰寫第56號教室的奇蹟這本書與大家分享從事超過20年的教育工

作經驗及心得，目的是希望與教師、家長們切磋交流、反思與探討、學習與精進，

他自身從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教職工作的任內須要調整和改進的地方；另外雷夫

老師也希望每一位教職工作者都能幫助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目標及成長方向。 

閱讀由雷夫(Rafe Esquith)老師撰寫的《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卞娜娜、陳怡

君、凱恩譯，2008)，讓我感動也使我覺得溫馨。反思自己小學時期的求學過程，

因為學習遲緩，對於教師的授課內容有時反應沒同年齡同學敏捷，以至於學業成

就中等。讀完之後，我心中發出讚嘆聲，讚嘆能給雷夫老師教導的學生均是幸運

兒；另一方面則是可惜自己小學時期沒福氣遇見如同雷夫老師這般有耐心的良

師，同時又能成為學生益友型的教師。雷夫老師是我心目中景仰及學習的楷模典

範優良教師之一的老師。 

由《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作者簡介中得知，過去 25 年來雷夫老師一直在洛

杉磯的霍伯特小學擔任五年級的老師，該校為美國第二大小學，學生人數超過

2000 人，高達九成的學生家庭處於貧窮邊緣，且多出自非英語系的家庭。由此

可知，霍伯特小學的學生組合除了有來自於少數的英語系家庭的孩子之外，也包

含了有，例如：亞裔、非洲裔等種族的家庭孩童。這也透漏霍伯特小學大部分的

學生是來自於低社經背景、家庭經濟貧困、弱勢族群的移民家庭者局多。 

二、 為經濟弱勢學生打造一生可用的經濟觀念 

    雷夫老師所任教的「第 56 號教室」，其學生多半為移民之子，家庭的經濟狀

況大部分都不太好，多半沒有自己的房子。因此，雷夫老師為了讓學生可以提早

了解真實世界的經濟運作模式，以及培養理財的觀念，雷夫老師還為第 56 號教

室設計了一個特別的經濟體系，就是學生必須打工賺錢來租自己的座位，若是你

夠有錢，甚至還可以買下它，租給其他的同學，而且都是使用第 56 號教室自己

的貨幣。 

    這個特別的經濟體系是要學生學習儲蓄的好習慣以及節儉的價值。透過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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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為第 56 號教室學生們所設計的經濟學概念，讓學生們懂得惜物的真諦。就

如同雷夫老師在書中提及的：喜歡品質好的東西，孩子們必須努力工作、有所犧

牲才能得到好東西，也才會懂得愛惜。 

    莎翁戲劇的演出更是這一整個學年的高潮。這並不是一個只為了取悅他人的

表演而已，像雷夫老師說的：「我們的目的是學習語言的力量和團隊合作的樂趣」

(2008:243)。希望藉由一個完整戲劇的籌備與演出，讓學生感受如雷夫老師曾經

於書中提及的：「付出努力才是真正的獎賞」(2008:243)。唯有如此，才能讓學生

深刻體驗團隊合作和語言學習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閱讀雷夫老師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這本書裡面關於他提及要教班上學生一生

都派得上用場的技能，如「整理事務」、「安排事情的技巧」。原因是 56 號教室的

學生大多是由他國移民來的學童居多，而且普遍上是家庭經濟弱勢者佔大部分的

情形為多，因此，班上學生的家長們為了家庭經濟的需求，長時間在外工作賺錢，

乃至於學生放學下課之後必須成為鑰匙兒童，獨自一個人在家。雷夫老師要教

56 號教室的學生懂得安排和分配時間，使得學生做任何事情都能樂在其中，樂

觀進取為未來的學校生活及自我人生方向訂定階段性的學習目標。 

    因此，雷夫老師要教第 56 號教室的學生一生都受用的寶貴技能，這就是雷

夫老師經濟學的天空思想，落實於第 56 號教室專屬的經濟制度，裡面有第 56
號教室自己的法定貨幣(Rafe Esquith，2008；卞娜娜、陳怡君、凱恩譯，2008:171)。 

    雷夫老師在學期第一天的開學日便向班上學生說明此終生都受用的經濟學

課程，教第 56 號教室的學生學習存錢、保持收支平衡和規劃未來支出的能力。

雷夫老師也透過經濟學課程，教會第 56 號教室的學童明白節儉的價值和惜物的

重要性以及必須努力工作、有所犧牲才能掙得好東西。 

    從第 56 號教室的經濟制度，筆者體會雷夫老師透過經濟學課程教會學生學

習「儲蓄」，也教會學生「如何聰明花錢」，還教會學生一項重要的原則「延遲享

樂」(Rafe Esquith，2008；卞娜娜、陳怡君、凱恩譯，2008:175 )。也就是讓學生

知道好東西是留給懂得等待的人，唯有會存錢和謹慎用錢的人，財務狀況會優於

立即享樂和會亂花錢的人。 

三、 體育連結數學：練習為目標而努力的毅力和技能 

    雷夫老師認為不管教的是哪個科目，教師都應該以某一項技巧為目標，等到

學生完全學會再教下一項技巧(2008:162 )。不論是數學科、語文科、社會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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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音樂科、美術科或是體育科，雷夫老師都認為教師的授課教學應以某一項

技巧為教學的目標，而不是只著重於主要學科的教學，卻忽略如體育科對於學生

學習認識基本原則和動作，以及每天運動對身體健康的重要性，還有培養學生運

動家精神、明白團隊合作的價值等。 

    雷夫老師為第 56 號教室的學生所設計體育課程的目標之一是讓班上的每一

個學生在一年結束前輕鬆跑完一哩，而在體育課中加入跑步這個項目，能為學生

們未來準備全國性測驗而培養體力與耐力。反思在未來漫長人生旅途中，人人都

需要培養如同在運動場上以跑完一哩路的運動家精神所需要的體力、耐力和不屈

不撓的意志力跑完這場人生的馬拉松競賽。 

    時下許多學生在學校求學，多半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去學校上學，或是放學

之後，許多父母親為了不讓孩子們輸在人生的起跑點，而紛紛為他們的兒女安排

學習各式各樣的才藝班。孩子們從早到晚馬不停蹄的學習，帶著疲憊的身軀回到

家之後，又得在師長、家長的叮囑之下反覆的練習，目的就是滿足家長的期待「望

子成龍、望女成鳳」，未來的人生成就都能成為社會上的佼佼者，並且過著衣食

無缺、經濟富裕的生活。反思，家長、教師為孩童們精心策畫的人生藍圖是孩子

們心中所想要的嗎？！ 

    雷夫老師教學活動設計多元而活潑化，體育課的教學也連結數學科的教學，

讓學生們以「紀錄數據」的方式監測自己在運動上的進步，此舉有助於學生們設

定目標和目的，對學生們人生的每個領域都有很大的幫助。 

    雷夫老師幫第 56 號教室的學生上體育課的方式將數學技巧應用到真實生活

情境，學生們以紀錄數據的方式來記錄他們在體育課時打棒球的打擊率、防禦

率、長打率、上壘率等各種數據的計算，讓學生們知道數學和數據不再只是學校

一門課，而是能幫助他們理解在操場上玩過的比賽工具，這也使數學與棒球的意

義變得更有不同的價值。雷夫老師將數學課與體育課做成一項統整教學的活動，

落實於日常生活中，讓學生體會運動能強身，運動員也要將數學科學好才能運用

數學技巧幫自己記錄數據，贏得下一回合運動競賽的好成績。 

四、 用閱讀作為經濟弱勢生和全世界接軌的基石 

    在雷夫老師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這本書裡面，提及：「閱讀不是一門科目，閱

讀是生活的基石，是所有和世界接軌的人們樂此不疲的一項活動」(Rafe Esquith，
2008；卞娜娜、陳怡君、凱恩譯，200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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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嗚！多麼發人深省的一句話啊！ 

    閱讀的確不是一門學科，但是，閱讀卻是與每一個人有著息息相關的重要

性！因為閱讀能幫助我們思考，閱讀也能讓我們更富有體諒他人的同理心，因此

廣泛的閱讀能幫助我們擁有一個更寬闊的胸襟，還能幫助我們啟發源源不斷的創

造力、想像力和與他人分享美好事物的正面能力。 

    雷夫老師說：「閱讀是生活的基石，而且廣泛的閱讀還能與全世界接軌」

(2008:72 )。經歷廣泛的閱讀思考，然後才有機會藉著改良前人的發明物，不斷

的更新、研發才能循序漸進地進入到後工業化或全球化的時代。有些人沒離開過

自己的出生地，卻能透過閱讀旅遊書籍知曉其他國家境內的人文地理、歷史故事

或是地方風俗民情的事情，這完全是憑藉著閱讀讓我們與全世界無縫接軌。如同

雷夫老師說的：「樂於閱讀的孩子能和身旁的世界產生連結，最後具備超越現階

段想像範圍的思考能力」(2008:80 )。 

    由此可知，閱讀可與自己的日常生活做連結，提升自我反思能力與改善自我

缺點和再次力求精進的好機會，讓自我因為閱讀好書而有提升身心靈淨化的時間

與空間，促進更美好的人生目標及方向。 

五、 用信任與身教的道德教育充實經濟弱勢學生堅定良善的心理素

質 

    我很贊同雷夫老師的班級經營運用柯爾柏格(Kohlberg,1969；張春興，1994)
「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論」。更佩服雷夫老師將柯爾柏格「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

論」詮釋更為貼近現代人能理解的「白話文」。 

柯爾柏格(Kohlberg,1969)「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論」： 

(一) 「前習俗道德期」(9 歲以下)：避罰服從取向；相對功利取向。 

(二) 「習俗道德期」(10~20 歲)：尋求認可取向；遵守法規取向。 

(三) 「後俗道德期」(20 歲以上)：社會法制取向；普遍倫理取向。 

雷夫老師詮釋柯爾柏格「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論」： 

(一) 第一階段-「我不想惹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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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階段-「我想要獎賞」 

(三) 第三階段-「我想取悅某人」 

(四) 第四階段-「我要遵守規則」 

(五) 第五階段-「我能體貼別人」 

(六) 第六階段-「我有自己的行為準則並奉行不悖」 

    雷夫老師又提及：「信任是地基，『六階段』則是引導學生學業和人格成長的

基礎建材」(2008:54 )。雷夫老師給我的感受是，他將柯爾柏格(Kohlberg,1969)
「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論」生活化了！而且雷夫老師優先以身作則施行於每日的

言行舉止及日常生活裡。例如：雷夫老師的學生聽見他午休口渴，學生會小聲的

而且自動地去冰箱拿冰開水給他喝。實習老師好奇詢問為什麼要小聲呢？學生很

自然地說：因為不想吵到隔壁班休息的同學。學生已經將柯爾柏格「道德發展的

三期六段論」的第五階段-「我能體貼別人」，「同理心」潛移默化植基於心中，

並且覺得本來就是應該要替他人著想。 

    雷夫老師教導的這群學生多半是居住在洛杉磯某個充滿貧窮與暴力的地區

裡，因此雷夫老師更察覺「道德教育」施行的重要性。筆者觀察，中西方國家許

多教師時常於開學的第一天，習慣性地給班級裡的學生來點兒下馬威的方式讓學

生害怕老師，以做為教師管理班級秩序的手段。殊不知，學生因為害怕老師的高

壓管理政策，表面上遵從教師的指導，私底下可能謾罵聲不斷。 

    教師使用讓學生恐懼老師的班級管理方法，只會讓學生因為害怕老師而增加

師生之間的嫌隙，破壞師生之間的信任關係，讓師生之間心靈的距離愈來愈遠。 

    教師扮演的角色猶如學生家中的長輩或父母親的角色。因此學校、班級應是

學生第二個家，它宛如學生的避風港，能讓學生們安全、安心無後顧之憂地學習

課業。就像雷夫老師說的，用信任取代恐懼是最佳的班級管理方法，而且教師必

須以身作則，說到做到，取得學生的信賴感；讓教師成為學生的依靠，給予學生

可靠的肩膀。(2008: 47)。還有雷夫老師也提醒教師們「身教」的重要性。他提

及：「孩子們一直看著你，他們以你為榜樣。你要他們做到的事，自己要先做到」

(2008: 49)。 

    「貧窮與暴力」多半會使人墮落！如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Maslow,1970)中提及最低層的需求是：生理需要，如：食物、水、空氣、性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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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需要，如：包括對人身安全、生活穩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脅或疾病、擁有家

庭、身體健康以及有自己的財產。如果人類最底層的需求無法被滿足時，如：因

為生活困頓「貧窮」沒錢生活，又因為肚子飢餓難耐沒有食物可食的狀態之下，

人因為飢寒交迫之逼，頓時間失去道德判斷的理智層面而竊取食物飲用，是社會

新聞中時有所聞的事。 

    又如人身安全長期受欺壓、霸凌，因為無法忍受也無法取得正當管道被保護

時，「結黨營私」糾結群眾、打架鬧事，以為只要組織「幫派」，使用「暴力」就

能保護自己，又能使他人敬畏是一舉數得的事，所以就將錯就錯，從事非法「暴

力行為」擾亂社會安危。 

    雷夫老師明白倘若沒有落實「道德教育」，並且對孩子們提高期望，孩子長

大之後可能繼續被這些不良的「次文化」影響；又如果沒有將柯爾柏格

(Kohlberg,1969)「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論」裡面所提及的『六階段』視為引導學

生學業和人格成長的基礎建材，學生不僅無法倚靠「教育翻轉」因為原生家庭經

濟弱勢所帶來的貧窮可能會繼續一代又一代「複製」；而且最後可能因為不良的

「次文化」如：吸毒、販毒、賣淫、從事非法暴力事項等行業而使得「貧窮與暴

力」世代交替，甚至像受了魔戒下的魔咒永不得翻身而無法擺脫「貧窮與暴力」

像世襲般所帶來悲慘鎖鏈之痛苦。 

    雷夫老師將柯爾柏格「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論」落實於學校生活，活化於師

生之間的日常生活。當孩子們因為接受教育而擁有知識，又將知識轉化為智能

時，他們有了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清楚是非善惡的道德價值判斷，明白學生的本

分就是學習，不求獎賞，因為求取知識、擁有知識就是對自己最好的回饋。 

六、 結語：為弱勢學生預備未來社會的生存本領 

    雷夫老師不僅引用柯爾柏格，也引用英國教育學者斯賓賽(H. Spencer)提倡

「生活預備說」的教育思想。因為雷夫老師知道這群孩子無法選擇誕生的家庭，

但是教育卻可以縮短因為社經地位差異所造成的不公平現象。 

    學生們在雷夫老師耐心、熱情而且循循善誘的引領之下，有了規劃未來人生

的藍圖及目標，自然會朝向自我所訂定的目標前進，如同雷夫老師的基金會是他

以前教過的一名考上耶魯法學院的學生所發起的。雷夫老師說：「我要教的是他

們一輩子都用得到的知識」(2008: 177)。所以，雷夫老師先替他的學生設想他們

長大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然後在小學五年級的階段幫他們做好準備，如同雷夫

老師花許多巧思教學生們「人生道理」、「道德標準」、「金錢價值觀」，還有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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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輩子都用得到的知識」。 

    所以，雷夫老師教他的學生「管理金錢」的技巧，第 56 號教室有自己的貨

幣及經濟制度。孩子們學會運用分類帳頁學習存錢、保持收支平衡，並明白節儉

的價值、延遲享樂來學習儲蓄，更體會父母親賺取金錢的辛勞。從第 56 號教室

所離開的孩子們，依舊個個熱愛「閱讀」，並終生為自己的人生而讀。雷夫老師

的確教會第 56 號教室的孩子們一輩子都受用無窮的生活絕技和實用的生活哲學

及價值觀。 

    雖然雷夫老師使用學校的基本課程，但是，他卻靈活地將其改善成與日常生

活連結的實用課程，就如同上述專屬於第 56 號教室的：「經濟學的天空」、「翻滾

吧！體育課」、「培養終生閱讀」等課程。雷夫老師的精心設計，讓弱勢學生能充

分發揮潛能，做好充分準備，迎向未來的挑戰，以克服美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種

族歧視、色情、毒品和貧窮等問題；雷夫老師以身作則，做給學生們看，讓他們

從小明白成功無捷徑，唯有設立自我的人生目標，並且大量努力地付諸於實際行

動，才能改善困境中的生活，使自我邁向美好的康莊大道。 

    台灣地區貧富差距愈來愈懸殊，家庭經濟、社經地位的優劣勢也已經逐漸影

響學童的教育學習品質，在教育上已經逐漸形成「教育 M 型化」趨勢！另外地

處偏遠文化不利、教育資源明顯短缺的偏鄉地區，也因為家庭經濟弱勢又更加突

顯大部分文化不利，普遍上又得不到周全照顧的學子因為家庭經濟不利及教育資

源匱乏的雙重不利因素，使得教育可能無法為這群學子帶來翻轉的機會而苦惱

時，藉著雷夫老師的《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著作，正可激勵許多台灣有心投入

偏鄉翻轉教育的教師們一顆希望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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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習俗道德期」(10~20歲)：尋求認可取向；遵守法規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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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夫老師教導的這群學生多半是居住在洛杉磯某個充滿貧窮與暴力的地區裡，因此雷夫老師更察覺「道德教育」施行的重要性。筆者觀察，中西方國家許多教師時常於開學的第一天，習慣性地給班級裡的學生來點兒下馬威的方式讓學生害怕老師，以做為教師管理班級秩序的手段。殊不知，學生因為害怕老師的高壓管理政策，表面上遵從教師的指導，私底下可能謾罵聲不斷。
	教師使用讓學生恐懼老師的班級管理方法，只會讓學生因為害怕老師而增加師生之間的嫌隙，破壞師生之間的信任關係，讓師生之間心靈的距離愈來愈遠。
	教師扮演的角色猶如學生家中的長輩或父母親的角色。因此學校、班級應是學生第二個家，它宛如學生的避風港，能讓學生們安全、安心無後顧之憂地學習課業。就像雷夫老師說的，用信任取代恐懼是最佳的班級管理方法，而且教師必須以身作則，說到做到，取得學生的信賴感；讓教師成為學生的依靠，給予學生可靠的肩膀。(2008: 47)。還有雷夫老師也提醒教師們「身教」的重要性。他提及：「孩子們一直看著你，他們以你為榜樣。你要他們做到的事，自己要先做到」(2008: 49)。
	「貧窮與暴力」多半會使人墮落！如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1970)中提及最低層的需求是：生理需要，如：食物、水、空氣、性慾。安全需要，如：包括對人身安全、生活穩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脅或疾病、擁有家庭、身體健康以及有自己的財產。如果人類最底層的需求無法被滿足時，如：因為生活困頓「貧窮」沒錢生活，又因為肚子飢餓難耐沒有食物可食的狀態之下，人因為飢寒交迫之逼，頓時間失去道德判斷的理智層面而竊取食物飲用，是社會新聞中時有所聞的事。
	又如人身安全長期受欺壓、霸凌，因為無法忍受也無法取得正當管道被保護時，「結黨營私」糾結群眾、打架鬧事，以為只要組織「幫派」，使用「暴力」就能保護自己，又能使他人敬畏是一舉數得的事，所以就將錯就錯，從事非法「暴力行為」擾亂社會安危。
	雷夫老師明白倘若沒有落實「道德教育」，並且對孩子們提高期望，孩子長大之後可能繼續被這些不良的「次文化」影響；又如果沒有將柯爾柏格(Kohlberg,1969)「道德發展的三期六段論」裡面所提及的『六階段』視為引導學生學業和人格成長的基礎建材，學生不僅無法倚靠「教育翻轉」因為原生家庭經濟弱勢所帶來的貧窮可能會繼續一代又一代「複製」；而且最後可能因為不良的「次文化」如：吸毒、販毒、賣淫、從事非法暴力事項等行業而使得「貧窮與暴力」世代交替，甚至像受了魔戒下的魔咒永不得翻身而無法擺脫「貧窮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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