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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次碰到人们问我：“种籽是不是台湾的夏山学校？
”、“种籽是不是德国史坦纳系统的全人森林学校？
”、“种籽是不是美国父母参与的义工学校？
”、“种籽是不是强调从做中学的技艺学校？
”、“种籽是不是日本的绪川学校？
”⋯⋯时，我总是诚实地说：“是也不是。
种籽是一个集所有教育理想、野心的新艺综合体，是台湾本土的教改实验学校。
”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别人的学校有什么不好，也不是对自己参与创建的学校有什么自得的骄
傲，我只是忠于当年创校父母的想法以及这三年来它实际的运作和调整而已。
　　所有参与创校的家庭大都不会忘记，第一次在花园新城描绘种籽未来的形状时，我们曾经探讨过
上面几个不同学校的特点，考虑是不是把它们移植过来。
不过我们发现，上述任何一种教育理想虽然都好，但在台湾都有它时空及文化差异的限制，最后大家
决定，“我们不要引入任何的单一权威”，让所有参与学校的师生们逐步创造出最适合台湾本土的教
育模式吧。
　　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我担任学苑苑长的两年时间中，所有努力的重点就是维持这样的空间和
机会，让参与其间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作这样的探索和实验。
1996年8月，我辞去苑长的职务，仍然担任种籽的教师迄今。
　　创校三年来，种籽终于长出了自己的样子。
　　我们有学生自主的选课制，却规定语文、数学必修；我们有教师的监督制度，却不准许审委会干
涉教师的教学自主；我们有学苑的法庭制度，却将课堂秩序划出法庭审理范围，我们有全校平等的生
活会议，却在学生安全部分，允许苑长一言推翻全部的讨论；我们向政府单位争得教学上的自主，却
接受行政上的节制；我们有学生自选导师的混龄编班，却规定一年级采行包班制⋯⋯　　类似这样的
折中做法，在种籽学苑处处可见。
所以我常常说：“种籽其实是一种本土教育的大追寻，追寻在台湾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各种教育理想
的可能平衡——学生自由学习与成人引导间的平衡；家长教育参与和教师教学自主的平衡；尊重与放
纵、自由与规律、自然与人文间的平衡。
”所以它是我见过维持教育理念中，最实际的执行设计之一。
　　有时家长或记者朋友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种籽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学园吗？
”我往往诚实地说：“我心目中的理想学校，在台湾没有实现的条件。
不过目前的种籽学苑，一定是台湾社会的最佳可能，因为它是让最多人安心的教育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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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录了在一所台湾教育改革实验小学中，一群父母和孩子共同努力的真实历程。
种籽是一所很小、很普通的学校，但又有很多很独特的设置和管理，它是台湾本土教育实验的成功尝
试。
在作者文情并茂的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种籽是尊重、信赖孩子的，它认真倾听、观察孩子的一言一
行，试图从其中找出适合每个孩子的学习方法，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学习课程中，除了知识教育，还注
重生活的实用性与培养独立思考的必需性，培养孩子基本的谋生能力，让他们习惯于主动追寻与探索
世界。
阅读本书之余，我们会思索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最适合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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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卿，1954年生，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硕士，台湾另类教育的标杆人物之一。
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及专栏组副主任、《商业周刊》副总编辑、“台北市自主学习实验计划”的主
持人。
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和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的发起人、“台北县种籽亲子实验小学”创办人及
首任校长、“自主学习促进会”创办人及理事长。
著有《自主学习手册》、《校园青少年人权手册》、《种籽手记》、《乖孩子的伤，最重》、《天天
惊喜》、《成长战争》、《快子·违禁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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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做学习的主人
　【卷三】不打、不骂，怎么让孩子听话？

　【卷四】相信孩子，好难哪
第二章　自由与界线
　【卷一】界线不清难有自由与尊重
　【卷二】不用拳头，怎么保护自己？

　【卷三】学会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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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种籽的教师三头六臂
　【卷三】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卷四】培养孩子对危险的敏感度
第五章　教学信念
　【卷一】教育从孩子当下之所在开始
　【卷二】学习，不要附加人为恐惧
　【卷三】自身经历过的才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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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开放学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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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三】种豆的小农夫
　【卷四】总要看得过去才好
第七章　教学规划
　【卷一】教学监督与专业自主
　【卷二】园丁会议
　【卷三】鱼人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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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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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自然
第十一章　艺术与生活
后记　安全与自由的思索
附录　种籽学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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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信任与尊重　　卷二　做学习的主人　　种籽学苑的孩子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作主
”。
不但学苑的生活规范、环境维护，都由成员讨论，连班级导师、自己的功课表，也都由孩子自己做决
定。
　　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学苑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上午的“规律学习时间”，孩子一定要进课堂上课，下午才是自由选课的时间。
这是大人在制度设计时的妥协结果。
因为刚开始，大人对孩子可以主动、认真学习的信心不够，也对教师是否能够有效引导孩子的信心不
足。
　　一年过去了，不同的老师用不同的方法和孩子们相处。
期末总检讨的时候，有些老师说：“或许学苑应该郑重考虑全面选课的可能性。
因为一年来我发现，孩子在上选修课时，态度认真，遵守课堂规矩，可是在上午‘规律学习时间’，
就有严重的课堂秩序问题。
”也有老师说：“我不知道怎么对孩子解释，上、下午不同的学习要求。
为什么上午一定要进课堂上语文、数学、自然，下午却可以选课？
难道上、下午的课程不一样重要吗？
”　　教师团谈了又谈，觉得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很难维持，于是决定除了一年级刚入学的孩子需要
做幼小衔接的过渡之外，其他的孩子全面选课。
导师只负责在孩子决定他自己的学习计划时，和孩子谈一谈，最后的决定，还是让孩子来做。
　　可是老师们也觉得语文和数学不学不好，因为这两科是孩子进入文明世界、从事抽象思考的入门
钥匙，尤其他们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操作练习，如果没有滴水磨石的工夫，很难建立他们对学科学习的
信心。
怎么办？
　　老师们决定“诚实”地办，也就是诚实地告诉孩子，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两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练
习，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学苑希望孩子都能选择适合自己程度的语文、数学课来上。
　　当然这并不表示自然、艺术、工艺、体育、史地等课就不重要了。
学苑开的都是国小儿童的基本课程，只是什么时候学、用什么速度、用什么方法来学，我们尊重孩子
的判断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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