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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師到人師－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反思

壹、起點

還記得筆者在師範教育學院上教材教法的某

一堂課時，老師在台上解釋何謂經師？何謂人

師？並期許我們能夠兼具兩者，而成為一位良

師。當時的筆者，認為兩者以經師為重，人師次

之，只要老師在台上賣力講學，學生自然受到老

師的感召和吸引就能學得好。所以筆者當時把它

當作自己的教育理念與目標，希望像老師所勉勵

的一樣，傳道、授業、解惑。

貳、初出茅廬

年輕時筆者深信永恆主義的概念，認為經典

為必讀的材料，如暮鼓晨鐘般，能砥礪人心且發

人深省，又能增進閱讀能力又增廣見聞；相信

精粹主義，認為教師為教室的掌控者，指揮與協

調班級的運作。然而在進入實際教學現場後，發

覺現在的孩子比起筆者小時候有更多的自主，也

有更多的想法，很難再用小時候的觀念與教條約

束，因此也讓教學生涯剛開始的時候有點無法適

應。

參、馬斯洛的啟發

長年在教甄奮戰，研讀專書時，筆者最喜歡

將理論與現實生活做比較，相互套用印證，尋找

或修正屬於自己的教育理念。在某一次複習到馬

斯洛（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時，突然間有了

一些想法。孩子即使年幼，卻都是獨立的個體，

這些個體有著自己的思想，這些思想可能衍生出

孩子解不開的困難，在能夠解開困難後，才能依

序滿足各項需求，並且漸漸往上追求更高層次的

滿足，否則老師一昧教導知識也只是緣木求魚，

本末倒置。想一想，當一位家境清寒的孩子物質

缺乏，且三餐缺乏足夠照應時，可以想像他內心

的不安，這時候即使老師使出渾身解數想教會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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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知識，也一定是徒勞無功，因為孩子的心思已

經停留在基本生理需求層次而已，怎麼會有心思

追求上面的層次？再假設一位不善於人際交往的

孩子，他如何知覺老師和同學對他的關係？倘若

是負向的念頭，在自認缺乏同儕的友情，又缺乏

老師的關心之下，也就不會有求知甚至自我突破

的慾望。老師不只是傳道、授業、解惑，而且能

成為一個能夠裝載所有心靈的容器，在過程中安

排一個舒適、安心且友善的時空，接著，啟發學

生求知便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事。

肆、政策支持

筆者認為新北市或教育部有許多的政策正是

符合營造這樣的良善環境與氛圍。

一、幸福晨飽、午餐補助與各式獎助學金等，正

是在盡量滿足孩子的生理需求，建立物質上

的基本滿足。

二、生活教育方面，推動友善校園讓孩子能在安

全、互相關懷且受尊重的環境安心上課。

三、推廣學習共同體、學思達等各種翻轉教育

也是基於這樣的理想，加強了學生的主動學

習參與度，鼓勵原本逃離學習的孩子回到課

堂，並且透過同儕合作和老師的引導，孩子

們互相觀摩、學習，讓從原本單打獨鬥與競

爭的學習環境變得更有人情味。翻轉教學讓

老師重新了解教材與分析教學內容，讓學生

主動討論與理解知識；因此老師更貼近學

生，學生亦更加融入彼此。

四、普勞頓報告書（沈姍姍，2000）裡面強調

家長的參與度，重要性遠高於家長社經背景

與物質環境。因此，筆者認為未來應該吸引

更多教師開放教室，不只是學校老師觀課，

更應該鼓勵擴大到家長一起參與，讓學習形

成一種大家一起來加入的活動而不是〝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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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伍、回歸自身教學的反思

教育學家格林（Greene, 1973）說：「教師

即陌生人」。沒有一個孩子是一樣的，每當接觸

不同的學生便應該在教學上重新調整，也因此，

筆者這幾年不斷在修正自身教學方式。筆者在擔

任教務組長的一年中，為家庭有需求的學生申請

各式獎助學金，如：低收入戶、隔代教養等，以

保障孩子的權益，使基本需求不虞匱乏。本學期

也擔任學校第一位公開演示的教師，打開教室讓

大家一起關心孩子的學習，在我的教室裡帶入學

習共同體的觀念，希望創造一個平等、互助的學

習環境。在資訊教學上，加入由臺大電機系葉丙

成教授研發線上遊戲學習PaGamO，和學生一起挑

戰全民英檢單字，並且為了成為孩子的楷模，也

要讓孩子知道，即使老師不教英文也和你們一起

學。一切的教學理念都期盼著滿足學生的需求並

且與學生一起沉浸在學習中，並且讓學生能感受

到大家的關注，當孩子能感受到周圍的關注時，

心靈彼此串聯就能讓學習的團隊壯大起來，學習

的滋味也更加美好。

陸、結語

以往的教學理念，企圖將知識灌輸給學生，

而忽略心理歸屬與生理安全層面，在執教的過

程，往往成為見樹不見林。從馬斯洛（A. H. 

Maslow）的需求層級理論檢視教育的實施，讓老

師能關心孩子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滿足，重新檢視

身為人師的責任，並帶領孩子追求自我實現。當

孩子獲得成功後，體驗到真正的快樂學習，因

此，也將能提升孩子往後的學習興趣，這種學習

精神便能讓孩子受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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