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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樹本歌陌生命
周儒編摹眾樹歌唱教材，紮根環保教育

人口耳人樹歌唱教材由師大環l
境教育研究所所長周

儒教授與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陳佩正教授共同帶領計畫小

組完成，而目前他與陳教授

都不再擔任這個計畫的主持

人，但是卻仍然很高興的擔

任這個計畫的資深義工 ， 不

時的投入教師訓練與教材推

廣工作。周教授說明眾樹歌

唱教材其實是源自「種兩千

萬棵樹救台灣水源」活動的

延續，因為任何一項計劃為

了能永續發展與發揮效果，

最重要的就是紮根與教育的

工作，因此希望以有系統的

規剖，讓愛樹的觀念進入校

園， 也因此促成了這項由環

保署、時報文教基金會等單

位共同合作的計劃案。

至於眾樹歌唱教材的推行

時間，則是一個水到渠成的

工作計劃 I要達到的目的

在於觀念的傳達 、價值觀的

澄清 ， 是一個長期且深入的

教育 J '周教授語重心長的

說到這點。其實眾樹歌唱教

材應該說是以樹作為一個引

子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只著

重樹木的教材罷了 ， 相反的

它以「樹」為主軸，以樹串

聯出對樹木的關懷以至於對

地球環境的關心 。 將教材以

「樹與生命 」 、 「 樹與人 」 、

「 樹與環境」的角度，完整

的將環境教育的點、線、面

架構出活動宗旨與精神，進

一步落實國小學童教育，認

知到 「樹與棲地」 和 「環境

保護」的觀念。周教授進一

步說明， I 人與環境的互

動，不只是樹與生命的關係

而己 ，因為任何長期推廣的

活動 ， 只要涉及價值行為的

改變就必須要有有效的教育

配合 。 」

關於教材的推廣，周教授

說其實並非所謂傳銷式的推

廣策略，那是不了解這個專

案的人的誤解，基本策略上

這個教材是不在市面上販售

的，它其實是透過真有專業

素養的訓練師去直接訓練廣

大的教師與社會上的愛用

者，誰要用都可以，誰都可

以擁有政府印製的教材，唯

一的條件是你要擁有就必須

來接受訓練，天下沒有白吃

的午餐 。對此 ，周教授提出

他的見解， 他說 ， 當初的目

的是希望透過親自傳承的動

作，達到教育的精髓，畢竟

教育是需要老師的，否則純

然的提供教材， 豈不任何人

都可以當老師?因此眾樹歌

唱教材也是採用與國際上著

名的環境教育教材類似的推

廣方式與設計，以一個大型

的課程方案為核心， 另外提

供教材 、 白|椒、教師支源的

行政體系方式，紮質的訓

練、使用者教育、經營管理

體系缺一不可，周教授說，

基本上， 他期待的是一個質

與量平衡的教材課程，而並

非純粹的將教材普及而已 。

因為普及的工作太好做了，

只需要將教材寄發給各小學

就好了 。 可是這種方式已經

被研究證實是一種浪費資源

的無效推廣方式 。

周教授也提出他對果樹歌

唱網站經營的看法，對於教

材放在網站上可隨意任人下

載，雖然有其普及性的考

量，但對於眾樹歌11昌教材的

初衷，卻不是一個完善的解

決方式，網路應該只是所有

經營 、 行銷課程中間的一個

管道而不應是全部 。 紅|同之

前提到的質與量的問題，周

教授一直堅持由教師傅承給

教師的方式 ， 原因在於許多

專業的教學方法與學習方

式，是非常需要專業教學人

員的訓練、互動與培養，只

提供教材的方式，恐怕不能

將教材的精髓掌控的完全，

同時 I 普 及不等於落

實 J '周教授再次強調 。

另外 ，關於網站的功能

面，仍有其弱勢的一面，尤

其當任何的program都需要

結合經費 、 人力 、 教材 、 管

道、維繫熱忱的管道與協調

推廣機制等元素，網站對於

教師的向心力 、 互動與熱忱

之維繫，功能性似乎還是弱

了一峙 。 其次，網站的資訊

更新似乎跟不上發展狀況，

維繫的管道不夠強勢等 ，都

會是網站的問題 。 當然 ，還

是不能忽視教育網頁經營部

分的功能性目標，在於作為

一個環境教育系統概念的媒

介，其實，多樣化傳播的力

量還是十分必須的 。

儘管如此，周教授還是提

出他個人對於果樹歌唱教材

這個「資優生」 的建議，周

教授說，其實「資優生有很

多教養方式 J ' 當然也可以

有更好的方式與安排，讓它

的表現更完美。



眾樹歌唱

。透過種子教師研習營，周儒將~

樹歌唱的計劃傳佈閑來。

第一 ，提出更強的訓練

師 、 使用者的維繫方式，包

括一些實質上或非實質上的

回饋，質質上的像是提供優

秀的種子教師每年出國考察

觀摩環境教育的機會，或是

像時報文教基金會提出的貴

賓卡辦法 ，而非實質上的則

是定出專業的標準 ， 讓老師

感受到自己的榮譽感，但是

專業的輔導機制在哪?統合

機制在rVJ11 ?這會是問題的癥

結所在 。

第二 ，提供更多教學策略

的方法 ， 利用網路的新聞信

或期刊，讓每位老師有發表

的環境 ， 這會是對老師很大

的鼓舞，由第一線的教師提

供自己教眾樹歌唱教材中學

生作品的回饋，雖然這個部

分時報文教基金會已經在

做，但是還不夠，這些都會

是眾樹歌唱教材最珍貴的資

產與寶貴的回饋 ，同時，也

是與教師互動與維繫極佳的

方式 。

第三 ，建議加入環境教育

的專業人員到眾樹歌唱的專

案國隊挫， 雖然時報文教基

金會在行政聯繫與媒體運用

發展機制上做了許多努力，

但就整體的計畫來說，還是

缺乏和使用者密切的專業互

動與諮詢，唯有加入環境教

育專業人員，才能讓整個計

畫走得長走得穩，也才能突

破瓶頸 。

第四，尋找夥伴單位 ， 其

實針對整個計劃來說，建議

由專戶華息負擔專業人員的

經費之外，周教授還建議與

其他夥伴單位合作，將某些

重要工作部分以外包的方式

處理，基金會只要掌握品質

即可 ， 這個方式也可以說是

一種異業結盟的方式，不過

更重要的是因為 「專業需要

分工 J ! 

周教授也說，其實眾樹歌

唱教材是他唯一一個不擔心

是否會發生資源無以為繼問

題的教材，畢竟到目前為

止，它都執行的不錯而且很

有希望繼續執行下去，也因

為如此，周教授一直以「資

優生 」 形容眾樹歌n昌教材 !

提到評量學生學習成果

時，周教授笑著說，這就更

需要專業的評估的導入， 不

僅要了解效率還需了解效

益 ， 這是周教授堅持的一

點， 專業的評量是使整個課

程方案走得更穩健的必要工

作 。 教材當然希望有影響效

果，而這個效果也絕對不是

推廣多少套教材， 有多少種

子教師這樣量化的數字而

已 。 耍了解在教材推廣與使

用過程中發生了甚麼 、 意義

是甚麼 、 教師的教學有甚麼

改變 。 教師可以回饋向己激

發出的新教材，可以提供與

學生互動後的成果，還可以

彼此討論教學執行上發生的

問題，這樣才會是一個 「資

優生 」 應得的獎勵 !

提及九年一貫課程 ， 周教

授一點也不擔心眾樹歌唱教

材不受學校重視 ，因為九年

一貫提供的是基礎 ， 教材要

改變的是教師，而且周教授

說 í環境教育在學校向來

都比較不被重視，但是現在

在新課程中 ， 卻是六大重要

議題之一 J '所以眾樹歌唱

的出現 ， 適時提供了教師這

一方面教材的支援 。 眾樹歌

11昌想要影響的是願意來參加

研習營的教師，參加的教師

自然會因為研習營中的專業

訓練而有所成長，這也是為

甚麼他堅持透過訓練種子教

師去訓練一般的使用者的教

師本位專業成長策略的原

因，周教授再一次強調 。

對於眾樹歌唱這個資優生

的未來，周教授希望將來有

國中版的 「 眾樹歌唱 J '因

為愛護環境的觀念與行為的

培養應該是長期且延續的，

而一個教材的推行也需極大

的人力資源與完善規劃，所

以 í 眾樹歌唱」到目前為

止，能有這樣的成果，已經

很不錯了，周教授說 ， 尤其

當他自己無意問發現某問學

校正在全力支持眾樹歌唱，

或是發現使用眾樹歌唱教材

的師生能將愛護環境 、樹木

的理念真體落實在日常生活

中 ， 那才是真正的驕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