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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李崇建，曾任體制外中學教師七年，目前在台中市設作文班，著有小說［上

邪］，教育書［沒有圍牆的學校］（與甘耀明和著）及［給長耳兔的三十六封

信］。 

全人中學，沒有圍牆，沒有體罰，異於主流的教育理念，卻有非常特殊的課程。

在體制外的教育過程中，引導學生自我發現與探索，培養自主、負責的公民素

養，作者真實的以文字呈現學校中的點點滴滴，透過本書，將體驗到另一種嶄

新的教育。 

 

二●內容摘錄： 

．我屢屢無法上課，要求安靜。這時身軀正在牆壁攀岩，打算當蜘蛛人的學生

竟理直氣壯的說：「沒辦法上課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96 頁） 

 

．當我敞開胸懷，認真聆聽，不執著於對錯，適切點出討論核心，也有一個討

論脈絡作為架構時，問題便不如想像中難解決了。（102 頁） 

 

．如果大家都將文學當作公式來背，文學僅徒具標誌，又有何深刻可言？又如

何能參與其中的美感，更遑論其中的思想性了。（96 頁） 

 

．你是演給觀眾看，還是演給自己？人生的舞台，能說下就下嗎？都演到這裡

了，即使觀眾放棄，你也不能忘記自己的舞台。（235 頁） 

 

．徬徨是一種自我察覺，如果沉澱思索，會轉化為進步的動力。(278 頁)  

三●我的觀點： 

剛開始看這本書，書後的介紹讓我吃驚，上課時老師要求學生上課的秩序，學

生居然敢直接告訴老師這是他自己的問題，在一般的學校，這根本是不可能發

生的事情，學生頂多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不理會就已經很過分了，但在全人

中學，學生們會表達自己的意見，但這對老師卻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作者在書

中提到他花了六個小時讓學生們自己討論出他們能接受的上課公約，在過程中，



許多人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一起讓上課秩序變得更好，作者認為這六個小時

換來上課的秩序，很值得，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許多人看中的是成績好壞，

老師常常要面對進度的壓力，是不太可能花這麼多時間來討論上課公約，而是

直接以老師的上課風格制定，缺乏以學生為主體的方式。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全人中學的自治會在學校擁有極大的權力，學生有權力決

定許多事情，在一個章節裡提到，家長會捐贈給學校一口銅鐘，一開始並沒人

注意到這口鐘的存在，直到某天那口鐘被敲響，開始常常有人去敲響那口鐘，

學生開始抗議並在開會時提出拆除此鐘，而且投票通過，最後學校和學生達成

共識，拆除鐘槌，這鐘從此成為了「啞鐘」，在這個學校，學生的自主意識極

高，為自己爭取權益而不畏懼權威，這種精神讓我很佩服，近年來許多為爭取

自己權益的公民運動其精神也和這相似，有時候站出來替自己爭取權益，別讓

自己的權益受損，該站出來的時候就要站出來，才不會後悔莫及。 

 

書中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你是演給觀眾看，還是演給自己？人生的舞台，

能說下就下嗎？都演到這裡了，即使觀眾放棄，你也不能忘記自己的舞台。」

在戲劇課的成果發表，演員們花了很多時間排戲、走位、練習，沒想到表演開

始才不到半小時，天空就下起滂沱大雨，許多時間以來的魔鬼訓練已經讓演員

瀕臨崩潰邊緣，在知道觀眾們紛紛避雨去了之後更加洩氣，甚至懷疑自己該不

該演下去，這時老師的一句當頭棒喝敲醒了他，不能忘記自己的舞台！的確，

很多時候，不如意的事會一股腦兒的傾瀉而來，很多人都會懷疑自己該不該堅

持下去，即使身旁有許多鼓勵的話語，自己也知道堅持下去就能有好結果，但

是仍然會徬徨，這時這句話真的是一劑強心針，如果連自己都忘記自己的舞台，

那做下去又有什麼意義呢？ 

 

常常在許多報章雜誌上看到很多學者批判台灣的教育體制，不時的也會聽到有

人提出教改，但改來改去好像都沒差多少，全人中學跳脫台灣的教育體制，嘗

試一種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當然不可能路順遂無阻，全人一路的走過來了，

看著全人的例子，我們是不是可以看看自己有什麼能努力的地方，不要拘限於

學校教的課程，有許多事情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學校所學不過只是一小部分，

開闊視野，一定有很多新奇的事物會被發掘。 

 

四●討論議題： 

這本書紀錄著體制外學校生活點點滴滴，但明明現在教育如此普及，並且有一

套規劃完整的教育體制，為什麼仍然有人要創辦體制外學校呢？這是不是代表

著，現行的教育體制有許多不完美的地方，讓人感到憂慮徬徨，才會創辦自己

理想中的學校。那現行的體制中到底有那些缺點？有多少需要改進的地方呢？

很多人都會說台灣的教育制度非常糟糕，許多有志之士也努力的推動改革，而

我們是不是也能盡自己所能，為台灣的教育盡一點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