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故事 

用愛陪伴每個懸崖邊的孩子 

任職於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任教的吳俊叡老師，畢業於成大工

業設計系，擔任教師一路以來總以設計思考模式面對各種樣態的學輔

孩子，認為「問題，是用來解決的」，以拾海星的精神，不放棄每一

位來到面前的孩子，日復一日堅持學輔工作 15 年。 

小柯是一名高關懷中輟生，在俊叡老師眼裡是一位不服輸、缺愛、

渴望被認同的孩子。既然不到校，那我們就出走吧！帶著一群血氣方

剛的孩子準備登雪山，而剛從少年觀護所出來的小柯，戴著帽子不願

配合開訓典禮儀式，為了說服小柯，俊叡老師開玩笑說：「那我剃光

頭陪你好了。」隔天，俊叡老師剃了光頭對小柯說：「我沒帽子，你

要陪我嗎」。小柯笑著義氣感十足地拿下帽子，完成開訓儀式。 

平日殺氣騰騰的小柯，原來有懼高症，在三千多公尺雪山登頂路

上，大雨讓這孩子打回原形，癱坐在懸崖邊。一同登頂的俊叡老師見

狀，對小柯喊話，「既然看著懸岩會怕，你眼睛閉著起來，我牽你走，

能爬到這，你的勇氣比恐懼還要強大。」看著小柯邊爬邊走，又不時

跌坐，俊叡老師大雨中喊話，「這就像你面對的官司，就算恐懼，還

是要抬起頭來。」 

俊叡老師向教練爭取把路程切成十公尺一段，每過一段目標都與

小柯擊掌，只為了讓孩子在登山過程中不是記得挫敗而是記得勇氣與

成就。隨著雨越來越大，山上時間不等人，教練無法等待小柯登頂，

要求即刻下山。下山途中，小柯問：「老師，沒上主峰你會覺得可惜

嗎？」俊叡老師告訴小柯，「我不是為雪山而來，我是為你來的，只

有我們一起上雪山，才有意義。你讓雪山見證到你的堅毅，我看到的

是比主峰更美的風景。」 

山訓結訓後，俊叡老師收到小柯手寫卡片寫道：「老師，要不是

山比我高，我就爬上去了，不過，沒關係，我知道你愛我，愛到比雪

山還高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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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叡老師深信，給孩子的愛有多少，孩子的勇氣就有多少。無條

件的愛，能讓孩子不畏挑戰。走在學輔路上，俊叡老師遇到太多被視

為問題的孩子，他用創意與愛以孩子能接受的語言及各種跳脫傳統說

教的形式陪伴這群不一樣的孩子，只為讓他們成長過程留下愛與勇氣

的生命記憶。 

 

18K 金的教育理念 

來自於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的朱美瑰老師，深信教育如 18K 金

般，能堅實承載著啟發學生智慧與潛能的重任。 

當美瑰老師初踏入教育領域，總以為只有學習成績低落、家庭遭

遇困境，或者有情感問題的孩子才會來找她談心，所以她的目光經常

關切的是弱勢學生。因此，當小杰，一位資賦優異且總是面帶微笑的

學生，第一次走進她的辦公室時，她感到十分意外。他的出現打破了

她對學生需求的既定印象。 

當時，美瑰老師正擔任教學組長，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常常需

要加班整理各種文件和準備會議。但每當小杰走進她的辦公室，她總

會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全心全意地聽他講話。在他們的對話中，她

總是用盡全力去理解他的感受，並盡她所能提供指導和支持。記得有

一次，小杰在分享他對未來的恐懼和期望時，不禁流下了眼淚。那一

刻，美瑰老師遞給他紙巾，輕輕地告訴他：「每個人的人生道路都是

獨一無二的，每個人都會有迷惘的時刻，但不要害怕，繼續往前走，

你會越來越明白。」 

美瑰老師並沒有高深的人生哲理，是願意聆聽促成了小杰能信賴

她的師生情誼。現在，他已經是一名研究所的學生，每當他有機會回

校時，總不忘來找她分享他的最新進展。看到他逐漸走出迷惘，她感

到無比的欣慰和自豪。 

與小杰的互動沒有驚濤駭浪或感人涕淚，但他讓美瑰老師意識到

自己在教育上有既定的固著想法，所以令她深刻。她學會了不應僅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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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和成績來評判一個學生的內心世界。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個體，

他們的需求和煩惱都各不相同。小杰的經歷提醒她，作為教育工作者，

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準備好隨時聆聽和支持每一位學生，無論他們

的外在表現如何。這份認識讓她更加堅信，真正的教育應當關注每一

位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內心成長。 

 

成為學生的生命貴人 

任職於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的謝世宗校長為木匠之子，靠

助學貸款完成學業，在老師引導下報考教育學院工教系，深知技職學

生勤樸特性，以成為他們生命貴人自許。 

民國 75 年，謝校長在擔任導師期間，在烏山頭水庫辦理隔宿露

營，阿墀(ㄔˊ)是低收入戶學生，因經濟因素無法參加也不敢說。謝

師知道阿墀的困境，找他到辦公室告訴阿墀：「放心，老師會幫忙。」 

活動結束時，阿墀興奮地向謝校長致謝，讓他有機會參加殷切盼

望的畢旅-隔宿露營，是他求學以來唯一一次的畢旅。學生感激神情深

深埋入謝校長心扉。阿墀因為無法升學，畢業時特地向謝校長請益水

電裝修業的前景，阿墀願意從半技師學起。 

事隔 5 年，謝校長購屋因緣與阿墀重逢，他已是水電師傅，並站

穩了就業腳步，再過 10 年，謝校長更欣喜阿墀創業成為水電行老闆，

至此，家中或鄰居有水電需要，謝校長都樂於推薦阿墀來施工維修。 

因阿墀的水電工程品質口碑極佳，甚至在謝校長到苗栗農工擔任

校長，只要謝校長一通電話，阿墀的服務就到位。師生結緣 30 年，

始於有溫度的情感交融。 

謝校長擔任苗栗農工的校長，總是站在最弱勢學生立場思考，搭

配教育儲蓄戶補助來濟助低收學生；愛心餐、二手書、制服、工讀生

遴選都為了弱勢學生。 

 

終身保固的教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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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任教的吳曉菁老師，在舞蹈領域耕

耘近 30 年，立基舞蹈專業，結合身心覺察工具，讓孩子們勇敢無懼

地向夢想邁進。 

萱萱是由外縣市前來文華舞蹈班求學的孩子，因為城鄉差距與舞

蹈視野不同，使得萱萱雖然條件不差，但是在班上成績都維持在倒數

的名次，造成她心中產生學習上的焦慮，常常偷偷掉眼淚，甚至嚴重

到假日返校住宿就抗拒，讓家長憂心不已。 

曉菁老師得知相關訊息後，先從鼓勵萱雲做起，並利用空閒或假

日時間，無償指導。在曉菁老師不斷的鼓勵陪伴，與提醒「堅持到最

後」的信念下，讓萱萱在高三畢業前，得以黑馬之姿，考取自己心中

第一志願的大學舞蹈系就讀，重拾她對舞蹈的自信心，並在後續大學

求學過程中，萱萱因為家中臨時經濟遭遇困難，曉菁老師還協助支援

了部分學費，甚至持續鼓勵孩子努力考取教育學程，取得教師資格，

改變自己未來，以曉菁老師帶領她的方式，延續照顧、指導更多的學

生，將這份溫暖的愛，持續傳遞下去。 

曉菁老師的教學生涯遇到的學生，不是每一個人家庭都是經濟充

裕、幸福，曾遇到家長突然因故病逝或單親的學生，曉菁老師總會以

自身的經驗來分享、鼓勵孩子，正向、積極的面對自己的未來。其中，

小美因為支撐家中經濟的父親突然發生意外過世，曉菁老師得知後，

協助尋求支援，讓小美得以安心讀書，順利完成高中學業，考取心目

中理想的大學就讀。 

已畢業多年的芹芹同學，提到：「回想起高三那年的 921 大地震，

曉菁老師望著那個害怕的我，跟我說：『不用擔心，來住我家！』她

讓我知道真正所謂『不放棄每一位孩子』的道理。」 

曉菁老師對學生的「服務期限」是「終生保固」、「永無期限」

的！只要學生在哪，她的關愛就在哪，她常說：「老師們就像一座遠

方的燈塔，引領著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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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跑道上，往夢想邁進 

來自於臺南市立金城國民中學的林漢森專任運動教練致力將最

好的訓練帶給選手，並與選手一同跑出生命框架，步上夢想雲端。 

談起師徒之情，不禁讓漢森教練回想起阿勇這位學生，一段重挫

之後的奮起，讓師生相扶相持，走到不離不棄的過程，更昇華帶隊信

念。阿勇是漢森教練在花蓮任教期間的學生，談及這位亦師亦友的學

生，每每想起還是令漢森教練感到鼻酸，如今在比賽場上碰面，阿勇

見到漢森教練總是搭起他的肩膀握著他的手說：「如果當初沒有教練

的不放棄，就沒有今天的我，謝謝教練你沒有放棄我！」 

花蓮縣中運的跑道鬆軟，阿勇進行撐竿跳比賽時，從高空中摔落

插入竿坑當場昏厥，漢森教練揹著他到慈濟醫院進行診斷，發現腰部

嚴重受挫有骨折現象。清醒時，阿勇第一句話就問：「教練，我還可

以回去比賽嗎？」當漢森教練說出他的傷勢後，阿勇哭著對漢森教練

說：「我一定要趕快好起來，我要參加亞青盃十項全能比賽。」而漢

森教練也流著淚對阿勇說：「如果你想要，教練一定陪你重新站起來，

我們再一起創造佳績達標亞青！」 

出院後回到校舍，漢森教練安排與阿勇同寢，以便隨時照料他的

傷勢及日常起居，從陪伴的過程中不斷鼓勵他，建立其自信心。民國

77 年臺灣電療器非常昂貴，漢森教練借錢買電療器給阿勇進行一天

三次的電療，十天的療程後傷勢逐漸好轉，後來又購買一臺小型攜帶

式的電療器掛在腰部受傷處。每日早晚，漢森教練開始親自陪伴阿勇

從走路、慢跑到最後能夠進行衝刺訓練，這段期間阿勇忍受著傷勢的

疼痛，忍住訓練的疲累，一直自我鼓勵，漢森教練透過知能應用在阿

勇的復健過程，使得阿勇漸漸康復。 

77 年 5 月底，阿勇參加臺灣國際田徑邀請賽事，並達亞青盃標準

獲選國手資格，進而參加 1998 年第 2 屆雅加達亞洲青年田徑錦標賽

十項全能比賽，榮獲第 3 名的佳績！漢森教練常告訴選手：「競爭結

果就是最好的學習」，現在的漢森教練與阿勇任教不同縣市，常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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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上成為競爭對手，卻能從中看見彼此的不足，相互提醒，好的心

態才是追求成績的基礎。 

 

首創無語利他典範的領路人 

任職於慈濟大學至今的曾國藩教授，為本屆師鐸獎最年長的獲獎

者。於 83 年慈濟醫學院成立後，曾教授便受邀回故鄉-花蓮協助，首

創以捐贈者為無語利他典範-無語良師，翻轉解剖教學並開啟遺體捐

贈風氣，成為引領全球的典範，並榮登華爾街日報首頁及美國國家期

刊報導推廣。 

曾教授在教學生涯中，感受到雖然臺灣的醫學教育屬菁英教育，

但斷斷續續碰到學習上相對勉強的學生，這些學生承受著極大的心理

壓力，或慌亂到自我放棄。面對這樣的學生，曾教授會特別不經意在

實驗課時借著一起解剖的機會，透過互動的方式，為他們再次講解該

部分構造的重點以及判斷的依據，藉由問與答提醒學生思考的方向以

及如何記住這些知識。當學生回答正確，更會適時地鼓勵，勉勵學生

繼續努力，只要不放棄就有機會。 

曾教授經常以自己過去的學習為例，需要時間、甚至是相當多年

的重複才能融會貫通這些知識。學習解剖學，本來就不容易，只有努

力，不要慌亂，按部就班，先瞭解大架構再求記住細節，再苦再難也

要撐下去。 

這些年的經驗裡，當這樣的學生撐到期末終於通過時，私底下前

來辦公室謝謝曾教授陪伴與鼓勵時，看著他們誠摯的眼神，是曾教授

內心莫大的安慰；也有學生在數年後要離開學校旁的教學醫院前往他

處服務時，會特意買張卡片寫上感激的話，親自跟曾教授道別。也有

少數學生不幸未通過解剖學而必須重修時，在曾教授的鼓勵下，也能

在心態上做好準備，通常都能以尚稱滿意的成績通過。 

曾教授也經常在課堂時對著每屆同學勉勵，成績好的同學固然恭

喜，請保持；暫時相對比較艱難跟上的同學請不用妄自菲薄，雖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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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好的，將來有選科別的優先權，經常選擇相對輕鬆或不用值夜班的

科別，而讀醫學系時掙扎在邊緣的同學，是你們在大學學習過程中學

會了面對挫敗的挑戰，畢業後願意選擇較具挑戰性或較為艱辛的科別，

反而這些人經常成為臺灣未來外科醫師中的中流砥柱！ 

曾國藩教授擁有近 36 年的豐富教學與學術經驗，他的領導與創

新，推動臺灣醫學教育前進，也對社會醫療事業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