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們的教育理念           98.9.25 

壹、教育目標 

貳、辦學之必要條件 
参、教育品質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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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師資應受珍惜與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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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業態度最重要 

1.人格特質：令學生敬愛您 

      2.你適合當老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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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教育理念           98.9.25 

壹、教育目標 
一、生活態度：品格及體能 

二、學科課程 

         如果沒有「品格及體能」的生活態度，教育等於只完成了三分之ㄧ。 

貳、辦學之必要條件 
一、全員參與、共塑願景 

二、團隊合作、和諧快樂 

三、持續創新、永續發展 

        在學校發展目標的共識下，充分的溝通，全員參與，團隊合作，貫徹執行力，營造

和諧溫馨的氛圍，共塑學校的願景，進而建立持續創新及永續發展的學校文化。 

参、教育品質之實現 
    一、教育品質之定義 

品質決定價值，品質是「人格尊嚴」的起點，學校辦學沒有品質，學校教育人員

就難有人格尊嚴。因此，如何提升學校辦學品質，是學校教育人員的重要課題。而教

育品質是取決於設備、課程及師資三要素。 

    二、師資的重要性 

    任何一項策略，除了從制度面上設計、規畫之外，優質的執行人力更為關鍵。以

教育來說，最核心之人力是站在第一線的教師，教師始終是「樹人」最重要的推手。

因教育的主要動力在「教師」，教育品質的關鍵也在「教師」，如果教育只致力於設

備、課程、學校制度，沒有把教師置於核心焦點，及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教育品質

都流於空談。是故，「教學」是學校教育的核心；行政是手段，教學才是目的，學校

功能首在「教學」。 

三、師資應受珍惜與呵護 

    教育畢竟是「百年樹人」的志業，而教師是擔負「樹人」大任的推手，自然應該

受到相當的珍惜與呵護。 

    所以，如果要讓教師有最好的服務態度，我們必須照顧好學校的每一位教師，他

們就會以同樣的心力來服務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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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應具備的能力 
   一、教師素質的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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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業態度最重要 

      1.人格特質：令學生敬愛您 

      (1)永遠保有熱愛教育工作的初衷─熱忱、負責及使命感，具有奉獻服務的精神。 

      (2)耐心：對學生視如己出，不放棄任何一位學生。 

      (3)待人誠懇，有親和力、良好的人際關係，能與人合作，和睦相處。 

      (4)情緒穩定，性情開朗，心胸開闊。 

      (5)做事自動自發，認真負責，有績效。 

      (6)富有同理心，人文關懷，樂於助人。 

      (7)樂觀進取，不斷自我成長。 

      2.你適合當老師嗎 

當老師除了專門學科知能及教育專業知能，還要先具備重要的基礎能力： 

﹙1﹚良好的體能： 

         老師面對學生多，體力不好，便易失去熱忱，即使再有幽默感的人也會對

學生不耐煩。若能保持良好體能，通常會有較佳的教學情緒。 

﹙2﹚溝通的能力(聽說讀寫)： 

         學生及家長的差異很大，老師都必須盡量溝通。若溝通上常出問題，日積

月累，會澆息你教學的熱忱。 

﹙3﹚興趣的培養： 

         除自己的專門學科以外，對許多事務能充滿興趣的老師，通常對生活的滿

意度會較高，而這種活力會是支持你從事教學的良好動力。 

﹙4﹚接受人生的不完美： 

         教學充滿許多變數，也許你教得很好，但結果不如預期，所以做老師的人

挫折容忍力要高，百分九十的事情做對了，給自己鼓掌；剩下那不滿意的百分

十，懊惱五分鐘就好，想想以後如何做好比較重要。 

﹙5﹚喜歡和人互動： 

         老師每天需要和來自四面八方的學生和家長互動，若他們對你而言只是一

個符號，終究你會感到教學工作極為無聊，也往往對追求教育新知失去動力。 

﹙6﹚欣賞別人的成就： 

         如果你故步自封，難以欣賞別的老師的優點，無法形成良好的互相傳授，

或互相討論的合作關係，往往也會遇到更多的教學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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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庭的和諧： 

         家人生活和諧快樂，是工作的原動力。 

  ☆那麼，你覺得自己適合當老師嗎？ 

  忠於自己的興趣，考慮自己的個性，才是最重要的。一個老師過得不快樂，通 

常不是他的學歷不好，而是人際關係不好，或是體力變差，消耗了他的鬥志，這是

我在教育工作領域，長期觀察的心得。 

       3.教職員只有「適合與不適合」的問題 

                 我們學校的教職員只有「適合與不適合」的問題，無所謂「好與不好」。 

學校有學校的文化、理念及氛圍，今粗淺提出「適合不適合」的界定：主要是人

格特質的問題，不適合擔任教育工作。 

一級 無凝聚力，工作無效 

          ﹙1﹚心性軟弱：過度溫和，尊嚴不足，無所作為，學生秩序鬆散。 

﹙2﹚個性缺憾：固執己意，欠缺耐心，情緒不穩，主觀判斷，標準不一，學生不能

信服。 

          ﹙3﹚思路不敏：未掌握要領，行事渾沌。很努力認真，但無效率。 

二級 自以為是，態度自負 

﹙4﹚敬業不力：不會「自動自發、力學上進。」工作欠缺熱誠負責，態度不夠積極。 

﹙5﹚表達不佳：未能「言行有禮、條理清晰。」師生互動、親師溝通、同仁相處，   

     不能協調無礙。 

三級 私心太重，不會珍惜 

          ﹙6﹚分工不合作：不願主動支援、協助校務。 

          ﹙7﹚身心欠健康：性情不開朗，活力不足，精神不飽滿。 

          ﹙8﹚家庭不安定：有後顧之憂。 

敬請各處室主任参酌輔導處理。 

 

   三、如何培養專業態度 

      1.核心相關圖：老師要努力，讓自己同時具有生命的三大目標，建立平衡的、完整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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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之本份：人生的重要課題 

    人生的重要課題，是能活出生命力，而生命的活力是來自於「自身的圓滿」， 

要跟自己和好，堅守自己「做人的本分」，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做到「不要成為

別人的負擔」，且更能具有無私愛心，在自己有能力時，也要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人能活出生命力是來自於： 

   (1)興趣 

從學習(工作)中找到興趣、意義、價值，是幸福人生最重要的元素。 

人的記憶來自什麼地方？只有一個東西，就是喜好、興趣。有些人並不是頭

腦不好，而是跟喜不喜歡有關；喜歡的，就會想去瞭解它、接近它，自然就會記

住它；不喜歡的，就沒興趣當然就沒記憶。 

柏拉圖：「莫以強迫和嚴厲訓練孩子學習，而應以他們喜歡的事物來引導他

們，這樣他們才更能發現自己的思想傾向。」 

生活本質上的需要是：興趣、專注、穩定、快樂。生活成功的主要道理之一

是，每天保持對學習(工作)的興趣，能夠有持久的熱忱。 

所以「一個人為什麼會敬業？一定是他熱愛他的工作；為什麼他會熱愛這個

工作？一定因為他在工作中找到興趣、意義和價值」。「一個人如只單一為賺錢

而工作，是不容易在工作中找到樂趣及意義的」。(林火旺教授〈職業倫理與工作

價值〉) 

教學(工作)的實力 
IQ 

活出生命力 

健康的體力 
VQ 

豐富的人性 
(人文涵養) 生活態度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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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理，老師對自己的工作，能充滿興趣，通常對生活的滿意度會比較高，而

這種活力是支持你從事教學「持久與熱忱」的良好動力。 

   (2)體能(請參閱洪蘭：〈運動改善情緒，提升孩子學習力〉) 

重新思考人生價值與順位，每週問自己：最重要的是什麼？是名？是利？是

健康？幫助自己思考取捨，釐清重點。要提醒自己：人生最大的財富不是金錢，

而是健康，健康出現赤字，人生就不可能快樂幸福。所以，要發展「身體的機能」，

增強「免疫力」。 

①「生病」的根源：人本身看起來最會照顧自己，其實傷害本身最深的，也是他

自己。(人的痛苦都是自找的) 

a.由心理引起。 

              b.不良的生活習慣(可從下列三項檢視自己：飲食、作息、姿勢)。 

              c.意外的傷害。 

②健康生活：養成良好、健康的生活習慣，一輩子受用。 

a.均衡飲食─不吸菸、少喝酒，避免食用刺激性食品。 

b.好好睡覺─足夠的休息、不熬夜，臥室內不要放電視。 

c.規律運動─運動生活化，至少學會一項終身受益的運動，不一定要高難度、競

爭劇烈的項目，即使是在寬闊、自由的綠園道、鄉間散步，也是一種運動，

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d.學會放鬆─情緒涵養(註 3)、正向思考、肢體放鬆、意念清靜，能量自然還原。 

老師面對的學生多，體力不好，便容易失去熱忱，即使再有修養的人，也會

對學生不耐煩。如能保持良好體能，通常會有較佳的教學情緒。 

註 3：情緒涵養 

情緒涵養包括「對己」和「對人」兩個層面，其領域含自制力(自我平

衡、調適)、熱忱、毅力、自我驅策力等。「情緒涵養」這個詞可以用在面

對正面或負面情緒，而「情緒管理」通常比較偏向於面對「負面情緒」。 

不管我們學什麼，做什麼，「正面」去迎接問題，任何事「正面處理」

都會讓事情的複雜化降到最低。同理，正向樂觀時，免疫力比較強，抵抗力

比較強，身體才會健康。 

作為全球首富、美國股神巴菲特的一言一行都極為引人關注，大家都想

知道他是如何成功的，然而，一般人看到他時心中所設想的成功，當然是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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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錢，沒想到他心裡的成功是擁有關懷和愛。他的父母曾告訴他，「如果

你無法對一個人說出好話，那就什麼也別說。」巴菲特始終相信父母的教導，

並試著做到。 

「如果你在錯的路上，奔跑也沒用。」這是巴菲特的另一句名言，什麼

樣的道路是對的，各人有各人的選擇，但是在賺錢之外，得到家人的愛、朋

友的關懷、同事的信任，應該是人生路上的基本要務，而口出惡言往往就是

愛你的人疏遠你的開始。 

     (3)品德(道德可以彌補知識的缺點，但知識永遠無法填補道德的空白----但丁<神曲>) 

        ①德育： 

從最基本的「禮節、整潔及表達」開始，養成良好的生活習慣。 

A.禮節：禮節，對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在孩子學會講話之後，只要遇到人，一定

要教導子女「稱呼、問好」，這樣的教導是不可間斷的，耳提面命、持之以恆，

直到變成一種習慣，一旦養成習慣，彬彬有禮的態度，就會自然而然不時流露

出來。 

教導子女懂得禮貌，看似容易，却是有心的父母才可能做到。 

教導子女成為一位知書達禮的人，讓他一輩子受益無窮，絕對是最有眼光

的投資。 

B.整潔：整潔也是一種道德修養(美德)，世界上凡是以生產精密、精緻工業品聞名

之國家，大都是乾淨的，瑞士、西德如此，瑞典、挪威也一樣。大體上可以這

麼說：「凡是一個有效率的機關或國家，都是整齊清潔的。」為什麼？道理很

簡單，他們使用的物品，懂得分類整理、懂得收拾，就能發揮工作的效率。也

可說：「效率來自紀律，而紀律是來自整潔。」故曰：「整潔是紀律之本，紀

律是效率之源。」 

更微妙的是，凡是政治安定、社會安寧的國家，大都也是整潔的，新加坡

即是最懂這個要領的國家。所以，凡是長期生活在整潔環境中的人，久而久之，

必定會培養出一份理性、愛美、重秩序及守紀律的情操，這就是道德。 

C.溝通表達能力：聽、說、讀、寫 

溝通表達能力，是公民素養的基礎；合宜地表達，應對上的措辭，都代表

一個人的禮貌、修心及生活的態度。表達內容太直率，往往容易得罪人，自己

都還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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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語文表達，我有進一步的看法，如下： 

a.要令人看懂、聽懂：能瞭解聽者特質，用對方能「接受的語彙」。 

b.要令人看得下去，聽得進去，或令人感動，其表達的內容遠比技巧重要。 

(a)表達的內容很具體、清楚，令對方瞭解你所表達的主旨、重點。 

(b)表達的語氣，能從人性的立場著眼，考量話說出口的後果。 

☉要用正向、肯定、善意的，非負面、否定、疑問的語氣，以避免誤解。 

☉要開誠布公，要傳達情感，讓對方產生感動，要讓對方察覺到我們的心

裡是有他的存在，那就是「感動」。有事情才找對方談，那叫做現實；

沒事找對方聊，表示有感情。 

☉要多用敬語：  

「請」，代表這個人是很有氣質的。 

「謝謝」，是感恩。 

「對不起」，是很有風度。 

「您辛苦了」，是上對下的鼓勵。 

「好嗎？」，是尊重。 

c.最好的語言不是「講道理」，講道理在心理學來講是攻擊，因為你用道理來攻

擊，我就會防衛。最好的語言，不是用命令式的，是能把愛表現出來，對方就

會按照我們的方式去做。 

②群育(倫理)： 

群育就是講求倫理，是秩序的傳承。倫理源於世俗、情感與社會價值，深植在關

係網路中的倫常之愛，如人與天地、父母、師長、夫妻、兄弟、朋友等關係，透過世

代的傳遞，為社會建立普遍的道德秩序。 

倫理價值在於「善」的追求，善就是好；人對自己好，人跟人之間好，人跟社會

團體好。 

群育是要幫助學生社會化，在群體中個體互動，調和個性與群性，適應社會生活。 

我很鼓勵學生參加社團，學習服務別人，從體驗「團體生活」中，學做人、學做

事。學習服務別人，這看起來好像是在付出，實事上，自己的「獲得和成長」才是最

多的，可以延展適應能力。 

多參加社團、校內外活動、聽演講、當義工等等，藉著體驗友情，成為感情豐富，

能付出關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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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鄉下人的矜持〉(摘自何飛鵬 96.1.22《商業周刊》) 

［所有的東西都有所屬，不是你的，絕不可以碰，就算東西是沒有人的，也一樣不

可以拿，因為那不是你的。 

這就是守自己的本分，每一個人一輩子都要守本分。本分是對應「群己關係」的基

本態度；本分是避免紛爭，和諧相處的元素。］ 

③美育(藝術)： 

藝術之領域：包含音樂、美術、戲劇、舞蹈、詩賦、雕刻、建築及電影等八大藝

術。 

藝術的價值在於「美」的追求。藝術的存在，體現了人類內在具有普遍性的共知

共感。藝術需將感情融入技藝，透過感官的體驗達成，以飽滿的語言結構，創造精神

性的感動，將人帶離日常生活的瑣碎，體驗精神上的超越。如藉由插花、書畫、音樂

等等個人有興趣的活動，是視覺、聽覺、心靈合一的享受，進而帶動快樂的感覺來紓

壓。 

以上興趣、體能、品德三個元素，我把它定位為做人的本分，是人生的重要課題，

也是人生快樂的泉源，因此，我們才能活出生命力，才能發揮「敬業精神與態度」，

才有能力去幫助他人。 

 
伍、結語 

我們堅信：教師持續的教育研習，多看書、多體驗、多和同事相互切磋，在不斷

反省思考與磨練之間，增長生活態度及教學技巧，可以增進教學能力，也能提升其對

教學工作及生活的滿意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