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的小故事

以下例舉六位獲獎教師的感人事蹟：

老師，是我的第二個媽媽

「以尊重每個孩子差異性與獨特性，努力找尋並點亮她們生命的光!」是國立鳳山

高級中學曾珍老師的教育裡念。小華因外配子女的身分從小備受排擠，曾老師發現後

常公開鼓勵小華，找機會與她閒話家常：「外配子女的身分是妳與眾不同的優點，並

不是缺點，不要因為別人幼稚的偏見傷害自己。」那年，曾老師設計了一個「訪談家

長」的教案，希望學生藉由訪談，試著體會家長的成長挫折，小華怯生生地向同學提

議可以採訪她的母親，本以為同學會排斥，沒想到大家都一致贊同。活動發表時小華

勇敢站上大禮堂，在全校同學面前介紹她的外配母親如何從越南到臺灣，又如何在工

作上被剝削。報告最後，小華勇敢對全校同學說：「我要呼籲大家公平對待外籍新娘

與他們的子女。現在，我要大聲說，我母親是越南人，我--以她為榮!」臺下爆起如雷

的掌聲!

高三時，小華決定參賽移民署的「二代培力計畫」競賽，獲選的獎品是臺灣越南

來回機票兩張，小華說，因為家裡窮，媽媽一直沒辦法回家，連爺爺過世前最後一面

都來不及趕上，「老師，我真的很想帶媽媽回家」，於是曾老師陪著小華開始撰寫計

畫，從版面設計到結果呈現，一起商討修正，終於在全國決選中脫穎而出，順利獲選。

獲獎後小華拿著通知單不停地流著淚向曾老師鞠躬說著：「老師，謝謝！謝謝！我的

媽媽終於能回家了。」小華曾在聯合報記者訪問時哽咽著說：曾老師是我的恩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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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第二個媽媽。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英文老師阮玲，致力於補救教學–扶弱的工作，透過早

自習、課間、午休時間讓孩子知道「老師在乎你。」阮老師說：「如孩子無法藉由我

們提供的方法學習，何不用他們學習的方法教他們。」用孩子的語言、放慢速度陪伴，

用活動提升學習動機、製造成功經驗增加孩子信心，將補救教學系統化、適性化，彈

性調整課程內容，讓孩子愛上英文課。

阮老師教職生涯的第二年，一個孩子躲在教師桌子底下，一句「我是英文白癡

啦！」的當頭棒喝，讓未曾想過對英語學習一直處於劣勢、飽受失敗經驗折磨的小朋

友而言，英語課會是多大的焦慮及壓力的來源，於是阮老師下定決心不讓孩子成為教

室裡的「客人」。 

阮老師擔任四年級能力分組實驗課程教學，邀請這群對英語毫無興趣的孩子一起

「玩」英語。專為孩子設計的課程教材，一節課一個重點，符合學習速度，讓這群孩

子有了笑容，部分孩子會提早到教室告訴阮老師：「我有寫功課喔！」或者看著 65分

旁邊寫著大大的「讚！」高興的說：「我從來沒有考過這麼高分吔！老師，什麼時候

要再考試？」小楷說：「這好簡單，我會了。我最厲害的是背單字！」小翔寫的字還

是龍飛鳳舞，但據其他老師回饋，之前考卷經常空白的小翔，現在居然試著寫很多了，

且他最常問的問題是：「老師，什麼時候還可以寫白板、玩桌遊？」期中考考卷上，

小奕雖然短文閱讀測驗的 5 題錯了 4 題，空白處卻寫著「我喜歡英文！」下面還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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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這讓阮老師感動萬分。

愛爾蘭詩人 Yeats說「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給孩子信念

「你一定可以的！」，他們就會用行動回應你。阮老師就是那個點火的人！

原來，我也可以！

任職新竹市香山區茄冬國民小學的仰孟宣老師說：「教育是一種陪伴，是弱勢孩

子希望的火光。」某天一位具暴力傾向、不愛學習的孩子跟仰老師說：「老師，發生

事情的時候只有你會先聽我說，不跟我生氣、不罵我，還有找好玩的數學遊戲給我玩，

偷偷跟你說，我很挺你，只有你的作業我有努力完成喔！」當仰老師聽到這些話時，

非常震撼且感動，深深體會到老師對孩子的影響有多麼重要。

教室傳來科學競賽孩子們的討論聲，猶記當初小凱對學習不感興趣、面對困難只

想放棄，但現在卻能勇敢發表想法與同儕討論，簡直判若兩人。小凱的轉變來自於風

綠能科學競賽，原先小凱完全沒興趣，加入後甚至覺得自己能力不足會拖累同伴，想

退出團隊。對談中仰老師發現小凱其實將討論內容記在心裡，幾次溝通鼓勵後，小凱

拿出製作的風力發電機讓大家為之驚艷，從此開啟了小凱的自信，甚至可與學科能力

好的同儕進行辯論，勇敢說出自己的想法主張。比賽時，仰老師告訴學生：「結果不

是最重要的，在老師心中你是最棒的，好好發揮實力，並且享受比賽…」比賽中小凱

自告奮勇代表團隊上臺解說，仰老師於事後好奇詢問小凱為什麼有勇氣上臺？小凱認

真說：「老師說我是有能力的，我覺得不可以辜負老師對我的期望，所以我想上臺試

試看，而且我有同學和老師給我的支持，相信我一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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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孩子從評審老師手中接下獎狀，非常興奮說：「這是我第一次拿到有市長

名字的獎狀，原來我也可以，我一定要把它裱框給爸爸媽媽看，好在當初老師有叫我

參加…」從這次比賽後小凱上課不再逃避，縱使成績沒有很好，但他會勇於嘗試，畢

業時，小凱跟老師說：「老師，其實所有的課我都很排斥，好在有妳，鼓勵我參加比

賽，讓我發現我的優點，讓我對自己有信心，我會加油的。」

用愛融化礙

任於私立惠明盲校的羅綉靜教師，擅長透過教學、符號、教材與學溝通，透過視

聽嗅味觸知覺的訓練，以正向理念陪伴學生學習，尊重差異化、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

羅老師擔任視聽雙障班級導師的第一年，全班六位學生的共通點除了視障、智障

外，還有語障，情緒或是肢體障礙，老師上課無法用一般方式教學，學生常會有情緒

行為問題，雖小翔曾學過一些手指語及手語辭彙，但仍不會與師長溝通及互動，羅老

師帶入可觸知符號的系統教學，新增溝通媒介，製作客製化可觸知符號，運用盲人的

觸覺敏銳度，使用觸覺替代視覺學習的觀念，配合實質體驗，周而復始反覆不同的學

習，如陶藝課客製化的可觸知符號是用擷取部分陶土擀棍貼在△（三角形符號）上，

上陶藝課前選取及觸摸這符號後去上課，然後在陶藝教室門口觸摸貼在□（正方形符

號）上相同符號，經過一年小翔可以辨識符號的意義，知道哪一個符號代表上甚麼課

及要去哪裡上課；第二年帶領小翔進入行事曆系統學習後，小翔摸到客製化的功課表

後，會知道自己要去上什麼課程及帶什麼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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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老師以多元方式及多感官教學，同時結合學生既有習慣的方式，慢慢看到小翔

的轉變。第一學期小翔主動將輔具放在耳朵旁聽，興奮地表示要聽聲音的渴望，甚至

第二學期出現戴耳罩式耳機聆聽古典音樂聲音時，陶醉地笑出聲音來，那畫面至今讓

羅老師仍無法忘記，「好美啊﹗誰說聽障生不需要音樂呢﹗」某天，羅老師在詢問小

翔要不要吃泡菜時，小翔竟自然主動地打出手語，之後也漸漸可以打出一些手指語，

在羅老師的努力下終於讓小翔能與老師溝通，羅老師也不用再唱獨角戲了，師生間一

來一往的互動，令人感動不已﹗

為花東孩子爭取一片天

任職於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汪冠宏老師，從畢業分發後就一直在該校服務

至今。花蓮的學生雖純真樸實，卻常因少了家庭支持及基礎學力薄弱而缺乏自信，再

加上身處缺少相關產業的偏鄉，使許多學生無法發揮所長，汪老師覺得十分可惜。時

任實習處主任的汪老師為了幫學生尋找進路，主動寫信給中鋼公司，希望能夠提供實

習與工作機會給花工的原住民學生，原先汪老師並不抱希望，沒想到中鋼公司被這封

信感動，派員到花工接洽、簽約，開啟連續五年的合作，從訓練、面試、實習到成為

正式員工，汪老師參與了每一個過程，讓數十位花工學子成為中鋼的員工，因此翻轉

了許多貧困孩子的命運。汪老師記得有一年去中鋼探訪學生時，學生很自豪地告訴他：

「我已經在高雄買房子了，還有寄錢給花蓮的爸媽呢！」當時學生眼中閃耀的自信與

喜悅，令他深深感動，難以忘懷。

為了讓懼（拒）學的高一學生小張能融入學校生活，汪主任特別召集特教團隊、

導師與任課老師，共同討論課程安排及搭配行政資源，引導小張看見友善的同學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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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校園，三個月後小張的臉上終於有了不一樣的表情，逐漸可以入班上課，之後還

參加了校內的圖文比賽獲得冠軍，這巨大的轉變讓汪老師更堅定推動融合教育，期待

每個特教生畢業後都能獨立自主，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無論是在教學或行政工作上，

汪老師都希望營造一個友善溫馨的環境，讓師生願意嘗試、勇於改變，更能樂在學習

海事教育重要推手

任職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的俞克維教授說：「在專業知識外，為學生鋪設良好的

海事職涯發展，是我畢生的志願。」這除了是俞教授父親跟兒子的職業，也是俞教授

一生的志業。30年的教師生涯，長期協助教育部、交通部、國教署協助推動海事教育

政策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動 STCW 課程認證，這項認證制度打破自 1978年

STCW國際公約發布後，我國海事職校無法被國際認證海事教育的困境，現我國有 5

所國立海事水產職校的航海科與輪機科均通過 STCW 國際公約認可證書，讓畢業生均

得參加交通部辦理的航海人員測驗，通過實習即可取得一等航行員或一等輪機員資格，

大幅度提升海事職校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

俞教授 20年的行政工作中，104年至 106年曾借調到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積極推

動離島特色課程成為招生誘因，另外編修學校中程發展計畫，嚴格控管經費執行及設

施改善，引導行政主管重視學校發展，105年領導該校接受教育部科技大學綜合評鑑，

獲得該校有史以來第一次全校全系所一次性通過評鑑的歷史紀錄；在產學合作上，俞

教授承接的「新建海事教育實習船籌建計畫」，接續前一艘老實習船於海上實習任務，

成為實踐海事教育的海上教室，整艘船從製作至操作船舶的過程都將成為海事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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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並培育符合 STCW國際公約適任能力的船員，提供海事教育與世界接軌的實

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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