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的小故事

以下例舉六位獲獎教師的感人事蹟：

◎用愛與榜樣，陪伴孩子生命成長與茁壯

任職桃園市蘆竹區海湖國民小學的張哲溢主任，秉持著「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的理念，從事教職迄今，哲溢主任一直服務於海湖國小，在哲溢主任眼

中，就是他的家，一切的想法、一切的源頭，都以學生的成長與學校的發展為

出發點。

海湖國民小學是桃園市最北邊的學校，也是弱勢生達 50％以上的農工型學

校，主任不斷嘗試多元有效的教學方法，在服務期間，曾有位叛逆的阿福，因

家中經濟不佳，脾氣火爆常打架滋事，時常可以看到他出現在訓導處。哲溢主

任心想，「既然他精力那麼充沛，就找他來獨輪車隊吧！」。一開始阿福就因

為騎不好而大發脾氣，但哲溢主任沒有放棄，而是鼓勵、督促他繼續練習。經

過無數次失敗，阿福滿身大汗，同事們從未看過學業低成就的他如此專注。訓

練的日子不斷推進，阿福速度愈來愈快，他不喊苦也不喊累，跌倒了就再爬起

來，獨輪車成了他每天到校的重心，而常在身邊鼓勵他的，就是哲溢主任。

二年後參加全國獨輪車賽，阿福贏得 100公尺競速第一、雙人花式表演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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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看著他在頒獎臺上舉著獎盃，眼神中透露出自信光采，哲溢主任覺得一切

的付出都值得了。

在海湖國民小學，像阿福這樣的孩子並非少數，主任不願放棄、用愛關懷

每一個孩子，他相信：如果我們能發現連孩子自己都不知道的優點，教育就能

幫助他「站起來」！

◎把簡單事做好就是不簡單，把平凡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任職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的陳台瓊老師，求學時曾遭遇挫敗，深刻體認

老師對學生的重要性。幸運地在高中階段找到心的方向--特殊教育，進入萬華

國中任職後，秉持所學，堅守國中特教老師一職達 20 餘載，協助北市偏鄉身障

生學習！

特教班的小麗是名中度智能障礙兼患有癲癇，在國小時，她是個三天一小

踢、五天一大打的小霸王，常把老師們「修理」得鼻青臉腫。入國中後，台瓊

老師也曾多次被抓掉頭髮、撕破衣服。在行為分析與增強系統下，小麗暴走行

為從每週一次的頻率，逐漸變成一個月一次、再到半年一次，甚至在國中畢業

後，再也沒發生過。而家長最困擾的是，小麗就醫時對護理人員的不合作，遇

到抽血或注射便拳打腳踢，常需五花大綁才能順利完成，後來在台瓊老師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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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就醫，運用行為契約，終於讓她柔順地配合各項醫療行為。台瓊老師為了

訓練小麗手指小肌肉發展，與小麗約定，每週末晚上要打電話跟老師聊天，直

到現在小麗已 30 幾歲，不再需要電話之約復健，但週末時光卻昇華為情感交流，

台瓊老師儼然已是小麗生命中的 somebody。

 

台瓊老師是位有著「我願意」信念的老師！曾有家長說：「不是老師沒有

重擔，而是她想做得最好，讓家長放心。」。普通班老師亦表示，她常說「我

可不可以做…」或「有需要就交代我」。由於她視學生如子的付出奉獻，許多

身障生由被助者的角色翻轉，台瓊老師推己及人，幫助他人，也間接地擴充影

響力，讓特殊教育不再孤單。

◎自己幸福，助人幸福

任教於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的陳勇延校長，勉勵學生要趁年輕時期

培養足以追求幸福的能力，當自己有能力，還應該懷抱「助人幸福」的胸襟力

行實踐。以這樣的理念為基礎，在經營學校時，勇延校長秉持著「勇氣、務實、

熱情」的核心價值觀，期勉自己經營一所「適性揚才、全人教育」的友善校園

激發孩子的多元潛能，超越自我，做最好的自己，「第一」只有一個，但人人

都有機會成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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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延校長在擔任新豐高中校長時，他觀察到許多國高中都強調百名榜，通

常是取段考或模擬考的全校前一百名獎勵。與他校的百名榜不同，勇延校長自

創另類百名榜，他開辦「新豐故事銀行」，以學生多元卓越、全人發展的校園

故事為收錄題材。將這些故事製成海報張貼在學校最顯眼的穿堂，也在學校網

站首頁最精華區塊同步刊登。一開始許多人質疑那些小事有什麼好表揚的，但

勇延校長相信「沒有不美麗的事物，只有不美麗的眼睛」，在累積逾百則故事

之後，整個校園文化悄悄改變了，學生也重拾自信，以就讀這所學校為榮。而

其中，最令勇延校長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罹患罕見疾病的鄭同學。

肢體障礙一再考驗鄭同學的學習決心。當年故事銀行也收錄了他的生命挑

戰故事。鄭同學雖然身體有障礙，仍然堅持每天到校學習。勇延校長回憶當年

路過他的教室，常常看到他吃力的作一些平常人稀鬆平常的事，心裡感動也替

他不捨，更欽佩他的毅力。在「新豐故事精彩 100」這本集冊即將出版前，有

一天鄭同學吃力地加速他的電動輪椅驅駛而來，帶著企盼問「請問校長，我可

以買到新豐故事銀行新書嗎？我想作紀念。」當時勇延校長低下身對他説「校

長送你一本，加油！」回想起剛開始提出故事銀行的想法，同仁的眼神傳遞

「可能嗎？」的疑惑，故事證明只要有心，教育可以讓更多孩子感受「 I'm

possible，而不是 impossible」。勇延校長後來親自贈送故事銀行合輯給鄭同學，

並在他的畢業紀念冊親筆為他寫下：「滿懷正向思維，會伴隨你走過一切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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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最棒的，我以身為你的校長為榮。」。

在行政領導上，勇延校長相當重視願景的實踐，他在組織團隊時，適才適所、

尊重關懷，因此，行政團隊的穩定度非常高，各項計畫的推動具有延續性，成

果也逐項浮現，勇延校長深信:「要對準方向，可以慢不能停。」，深受學校學

生及同仁信任。

◎由愛出發的教育動機，Always from LOVE!

在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任教的楊幸鈞老師，5 歲時，她抱著一顆玩具球

想學會運球；10 歲時，她加入了學校籃球校隊，從此以後，體育，孕育我的生

命。現在，幸鈞老師用體育孕育下一代生命，幸鈞老師認為孩子需要被支持與

同理，而老師是可以成為孩子的支持者及供應者，並給予安全感的學習環境。

小妍和洋洋是體育課抽離的兩位身障生；小妍是活潑開朗的腦麻輪椅生，

她與她的「電動小跑車」常在校園裡穿梭。洋洋是視障生，能見度約 15公分，

是個「閃電獨行俠」，總能在快撞到障礙物時即時閃過。因某次特教老師公假

幸鈞老師獲得代課適應體育的時光，於課堂中與勇敢嘗試的孩子們約定，要帶

給他們一堂「和大家一樣的體育課」，為達成約定，幸鈞老師引導學生靠著想

像力與創意，設計豐富有趣的適應體育活動，藉由分組試玩、修改、戴上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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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坐在輪椅上並戴上眼罩想像身障生可能會遇到的挑戰與極限，起初小妍

洋洋先分享生活中的困難與不便，開啟認識彼此的第一步。接著同班同學小心

翼翼地確認洋洋是否看得到目標物、讓小妍嘗試丟球的距離，大家都積極參與

他們緊握球拍、盯著目標、用力丟球，在分組競賽裡分工合作，兩小時的課程

大家都流下開心盡興的汗水。

洋洋說：「謝謝你們，我是很懶惰的人，但你們讓我流汗了！」小妍說：

「有許多跟我一樣的人不敢和人接觸，是因為沒有機會和這麼多人一起上體育

課，但你們設計的活動真的很適合我們，讓我有信心和你們一起玩，也讓我更

有勇氣參與在團體中，謝謝你們。」同學們說：「原先很擔心設計的活動不適

合他們，但他們的努力跟投入，讓我們有信心能去幫助人，甚至為人創造快樂

也在他們身上學到讓人敬佩的堅毅態度。」同理心結合創意的行動和不放棄的

精神，是幸鈞老師一直想傳達的教育信念，化限制為機會，透過創意完成了看

似不可能的體育課。

幸鈞老師致力於創新體育教學，與國內體育教師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共同研發教材創新教材，透過團隊合作、問題導向學習（PBL）、運動教育模

式、科技融入等，讓學生找到對體育的熱情與自信，曾多次參與體育課好好玩

等多種教案設計比賽，榮獲佳績，無論在班級經營及指導學生課業或者行政事

務處理上，用心負責，Always from Love，是她的座右銘，專業熱情，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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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堪為良師之典範。

◎「成為良醫之前，先做成功的人」，良醫的使命在於愛人的實踐

任職於國立成功大學的湯銘哲特聘教授深信「先做文化人，再做專業人」

理念，並藉著擔任教育行政的機會力行實踐。留學期間受到優良老師典範影響

而改變志向，回國後專注於醫學教育，嚴謹治學，期能培育出對社會有貢獻、

有愛心之良醫；也用自由開放的方式引領學生跳脫成規框架，學習問問題並解

決問題。帶領跨領域的醫學科學團隊，戮力科學研究與醫學人文，並對罕見皮

膚疾病的人文關懷做出社會貢獻，餘載至今，教學研究服務之熱忱有增無減，

並且樂此不疲。

1998年 3 月 24日下午，銘哲教授於成大醫學系講授「臨床溝通演練」課

時，課堂上有位學生，名叫小凱，當時小凱帶著「成大醫學院簡介」上臺。訴

說三年前有位成大醫學院老師到港明中學做宣傳，讓小凱印象非常深刻，經過

一番努力，終於考進成大醫學系。小凱後來專攻皮膚科，進入成大臨床醫學研

究所攻讀博士，在銘哲教授的實驗室研究蟹足腫細胞力學。銘哲教授的悉心指

導及小凱醫師的勤奮努力下，讓小凱醫師不僅以優異的博士論文完成博士學位

亦促使他獲得科技部吳大猷傑出年輕學者獎勵。小凱醫師在先天性表皮鬆解性

水皰症的診斷治療以及學術研究的成就受到學界的肯定，目前已是成大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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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學科副教授，由於在皮膚遺傳疾病病友的照顧無微不至，更贏得「泡泡龍

王子」之美名。

銘哲教授熱衷於人才培育， 期許培育出對社會有貢獻並兼具人性關懷與精湛

醫術的良醫。鼓勵學生不要怕失敗，要問問題並解決問題。鼓勵學生在學習和

研究上一定要懂得創新，最後將所學的貢獻、應用、服務於社會，透過愛與關

懷的傳染力，改變學生及醫學教育。

◎希望，能讓人願意改變！矯正教育是建造希望的工程

明陽中學鄭麗文主任服務教職 23年的用心投入，明陽中學對她而言，是第

一，也是唯一的學校。原本讀商科的麗文主任，學習過程中，卻對心理學感興

趣，故投身教育工作，原想穩定的當個普通老師，卻成為矯正學校首批「開路

先峰」，兼任 18年行政職務，參與矯正學校變革與成長，致力協助犯罪少年順

利回歸社會，她的專業加上愛改變了學生的命運。

一批學生手鐐腳銬從囚車上下來，鐡鍊的鋃鐺聲很是刺耳，怪獸就在其中。

待過輔育院，未成年又再犯傷害罪進入明陽中學執刑，父親因病過逝，成長過

程中只有祖母獨自扶養怪獸，他常說；「什麼都沒關係啦！我就只剩一個『阿

嬤』而已，她也不會等我出去啦！」。怪獸在明陽中學就像他的綽號一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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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際衝突或是幫同學出氣而「獸性大發」打架鬧事。每一次，怪獸只要打架

違規，我總會去靜思班（違規房）看他，聽聽他的成長故事，聽聽他講他當一

個吉他手的夢想，然後告訴他，我有多麼希望他能趕快出校，還有，阿嬤是多

麼地希望他回家！怪獸最後一次違規回班之後，我準備了一支吉他和一些譜給

他，在他的錢卡裡存了些生活費，他答應我不再打架！ 

怪獸出校後，從事下水道、大卡車司機、水果貨運等勞動且粗重的工作，

偶爾開車經過高雄，就會順道來明陽看看學校和老師。他是個操臺語口音直爽

的男孩，若你在路上見到他，必定心想「會不會是流氓啊？」但他卻對我說：

「我從小沒見過我阿母，阿嬤沒空理我，你很像阿母一樣很愛唸東、唸西……

擔心一大堆……」怪獸喊我「阿母」的口氣很土，但是超可愛；「阿母，可以

帶我去三樓看看明陽中學嗎？」怎麼了？你又想回來關﹖「才沒有！只是想看

看，懷念一下而已……我答應阿母不會再犯罪，一定要做到……」 （附註：

明陽中學學生出校後，無法再進入校園，行政大樓三樓，可以鳥瞰明陽中學校

園全景）

麗文主任輔導多位學生，在校期間表達對被害人的虧欠，透過修復式正義

的過程，協助學生取得被害人或家屬的原諒與寛恕，讓彼此在司法事件中療癒

而恢復正常的生活。不少曾經由她輔導過偏差行為的孩子，雖然已經離開學校

進入社會超過 10年，現在仍然會回到學校來探望鄭主任，孩子們對於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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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充滿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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