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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研究指出幼教工作者的情緒耗竭和離職傾向偏高，而靈性是影響情緒耗竭和

離職傾向的負向因素。因此，本研究目的是從靈性的向度詮釋兩位幼教工作者的

生命故事，分析靈性對教學的意義，瞭解靈性如何支持他們教學。研究者使用訪

談蒐集兩位資深幼教工作者的生命故事進行詮釋，研究結果發現：當資深幼教工

作者扮演的社會角色遭遇挫折，他們若能承認自己和現實的有限，學習從新的社

群關係（例如：信仰群體和心靈團體）得到超越視角，便能從更大的脈絡重新定

義其本質、身分和使命，由教學實踐價值信念。他們從事教學是為回應超越大我

的呼召，相信自己對內在的覺察和情緒會影響教學和幼兒；他們為幼兒提供包容

性環境，培養幼兒對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和關愛，並認為教學的首要目的是連結家

庭和社區共同為幼兒的幸福努力，培養幼兒的品格。可知，幼教工作者從靈性的

向度賦予其教學原因、目的、方法更深層的意義。因此，建議師資培育機構應該

思考靈性對幼教工作者的重要性，在課程納入宗教、哲學、心理學、服務和自然

體驗的活動，幫助職前幼教工作者用多元而且超越的靈性視角重新認識和定義教

學工作的意義和目的。

關鍵詞：生命故事、幼教、教學、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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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have high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nd spirituality is a negative factor affecting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 Because of the high turnover rate of 
preschool educators, it is valuable to think about the teaching significance of preschool 
educ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it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fe stories of two senior preschool educators for teaching from a spiritual point of view. 
I used interview method to collect the data.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when people come 
to recognize themselves and external limitations through encountering setbacks, they 
can obtain a transcendent perspective from their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religious groups and counseling groups) and redefine the nature, identity, and mission of 
the self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self. Teachers in a case like this may develop an altruistic 
teaching motivation, be more respectful and inclusive of every child, and practice their 
spiritual values in teaching. They believe that true teaching responds to the call of the self, 
and they hope to extend the mission of teaching to their students’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the world. In other words, preschool educators can find the meaning, mission, and 
motivation of continuous teaching from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They believe that their 
inner awareness and emotions will affect teaching and children. They provide an inclusive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and cultivate children’s respect and care for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ey believe tha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eaching is to connect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o work together for children’s happines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should consider the importance of spirituality for 
teachers, who can include activities in religion, philosophy, psychology,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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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ature experience in their curriculum.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should help pre-
service preschool educators to re-understand and define themselves from multiple and 
transcendent perspectives, and to find their own teaching meaning, mission, and motivation.

Keywords: life stor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eaching, spiri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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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幼教工作者面臨全球化的影響，需

要時時因應各種變遷（Kumar, 2018）。
例如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大流
行，戲劇化地影響教保人員的工作，他們

必須因應疫情變化，迅速回應工作需求，

出現更高的情緒耗竭（Crawford et al., 
2021）。研究指出幼教工作者的情緒耗竭
與離職傾向呈現顯著的正相關（Carson et 
al., 2017）。

為確保幼教的品質，思考如何降低

幼教工作者的情緒耗竭和離職傾向是必要

的。研究證實，靈性（spirituality）提供
國小教育工作者因應情緒耗竭的策略，對

情緒耗竭有負向影響，而且與中學教育

工作者的心理資本呈現正相關（沈碩彬，

2020；林志鈞、楊瓊瑤，2019）。因此，
本研究希望從靈性的向度詮釋兩位資深幼

教工作者的生命故事，探索並詮釋靈性如

何支持幼教工作者持續從事教學工作。

Spirituality在《牛津英語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係指與物質對
立、純粹的精神性質（Weiner & Simpson, 
1991）；可以界定人性的核心本質，驅動
人內在的最高需求（Maslow, 1971），是
人與生俱來的潛能，使人與超越自身的事

物建立聯繫（Mata-McMahon, 2017）。
Wilber（1998/2000）的存有巨巢論整合
心理學和不同靈修傳統，將靈性視為存有

的最高層次，具有涵養萬物又超越萬有的

特性。

從字的結構看，「靈」象徵巫師念咒

祈雨、代民祭天，「靈」在中國古代代表

可與天通的巫師（宋文里，2018），是可
與天通的存在。華嚴宗宗密（無日期，頁

8）在《原人論》〈會通本末〉四次使用
「靈」字，曰：「初唯一真靈性，不生不滅，

不增不減，不變不易。」他將人人可成佛

的佛性名為「一真靈性」；靈性代表人的

精神主體，與宇宙萬物的根源相通（劉貴

傑，2001）。故本文選擇以「靈性」作為 
“spirituality” 的中譯。

至於靈性和宗教的差異，靈性和

宗教性兩者指涉的經驗雖有交疊，但有

分野：靈性是人的精神本質，宗教性

是人對精神本質的特定詮釋（李安德，

1992/1992）。靈性與宗教關乎人的精
神本質，但宗教有成套的社會組織、制

度、儀式和意識型態，靈性則涉及個人

經驗、情感、力量和關係（Benson et al., 
2003; Hill & Pargament, 2003; Miller & 
Thoresen, 2003），故靈性的定義內涵殊
異性高。

不同文化對人精神本質的詮釋各有

特出之處。李安德（1992/1992）認為本
土文化脈絡的人觀更加重視超越個人的整

體，如同儒家的「天人合德」，特別意識

到大我的觀點。而道家和佛學的萬物齊一

和眾生平等的觀點（郭沂，1997；劉貴傑，
2001），這種超越物我、人我的二元對立，
強調物我兩忘的圓融感、人與自然一體的

整體性，也凸顯本土精神文化的特色。

綜合而論，靈性的定義雖然抽象而

且駁雜，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但後現代

的靈性向度已從傳統宗教的範疇移轉為人

文主義的新興概念，更具包容性，能兼

容不同文化，不受限於傳統宗教（Fraser, 
2007; Natsis, 2016）。因此，本文綜合上
面的討論，定義靈性作為人性的特徵和潛

能，代表人的精神本質，是存有的最高層

次，可驅動人內在的最高需求，使人與超

越自己的宇宙萬物及其根源相聯；就如天

人合德的境界，亦能涵養萬物，展現物我

兩忘的胸懷。

西元 2000年以來，教育領域開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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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靈性的議題，靈性和人類的所有經歷

相 關（Harris, 2015）。Belousa（2008）
指出靈性是教師和兒童的精神本質，涉

及學習和發展的動力，是教學的核心

（Zhang, 2014）。教師認同靈性對教學
的影響（Mata, 2014）。靈性使教師從內
在心理資源得到力量，可以調節兒童引發

的情緒，願意瞭解和尊重多元背景的兒童

（Mayes et al., 2003）。

Kumar（2018）發現應用靈性向度形
塑其價值信念和教學魅力的教師，教學行

為充滿人性價值，靈性有助他們克服現實

問題。教師對於靈性的關注可以為受創的

幼兒提供支持（Bone, 2008）。換言之，
教學品質取決於教師的內在素質（Palmer, 
2003）。Kumar 認為靈性支持有意義的
教學和健康的教學環境，有益於教育體

系，對教學者和學習者有實質的幫助。探

討人類心理的模型都強調靈性是全人類健

康的重要面向（Giesenberg, 2000）。理
論和實證研究皆指出，靈性可以從身體、

情感、人際和社會關係影響人的生活品質

（Zhang, 2012）。可知，探索靈性對於
幼教工作者的教學意義，極具價值。

綜合而言，靈性是人與生俱來的特

性，是天生潛能，促使人與自我、他人、

環境、超越的力量建立聯結，為人提供通

向大我的意識，及對存在、意義和目的更

深刻理解的窗口（Mata, 2014）。靈性作
為教學者和學習者的精神本質，從不同的

面向影響教與學的行為，賦予這些行為豐

富的意義；特別是靈性涉及人對生命內在

意義和目的的認識，及對更高能力的信念

（Neely & Minford, 2008），因此，從靈
性的向度詮釋幼教工作者的生命故事，可

以探究幼教工作者賦予個人生命故事的最

高目的，更瞭解教學對他們的內在意義 
為何。

貳、文獻探討

失控的消費主義使教育的靈性向度更

加重要，靈性在學校的課程與教學得到蓬

勃的發展空間（Natsis, 2016）。教育工
作者普遍認同靈性有助發現教學的意義，

而且使教師個人、社群和學校組織都受益

（Kumar, 2018）。所以，本文從靈性的向
度詮釋兩位幼教工作者的生命故事。以下

整理有關靈性的四個向度（Elton-Chalcraft, 
2002; Fisher, 2021; Natsis, 2016），並且探
討靈性與教育的相關研究。

一、靈性的四個向度

靈性在後現代的典範下，可以具體界

定為以下四個向度：內在（the inner）或人
與自我；人與他人或社會與道德（the social  
and moral）；環境（the environment）；
超越（the transcendental）或稱超越他者的
向 度（Elton-Chalcraft, 2002; Fisher, 2021;  
Mata -McMahon e t  a l . ,  2020;  Nats i s , 
2016）。因此，本研究以靈性的內在、社
會道德、環境和超越四個關係向度作為參

考架構，詮釋兩位幼教工作者的生命故事

和教學意義。以下說明靈性四個向度的內

涵，輔以本土文化相關論述的討論。

（一）靈性的內在向度

靈性的內在向度，涉及人對內在自我

的感知、經驗、感受和關係。研究發現教

師認為靈性是內在身分的總和，定義「我

是誰」，關乎人對自己的靈魂、本質、身

分、力量及獨特性的意識，涉及人對於內

在生活動態的洞察及平和喜悅、好奇敬

畏的感受，使人發現生命的意義和目的

（Elton-Chalcraft, 2002; Greenfield, 2018; 
Mata, 2014; Mata-McMahon et al., 2020）。
簡言之，靈性的內在向度有助教師覺察自

己的精神本質、身分或是內在的力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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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生命的意義，影響他們的情緒適應和心

理健康（沈碩彬，2020；林志鈞、楊瓊瑤，
2019）。

（二）靈性的社會道德向度

教師認為靈性涉及自我與社會他人的

關聯（Greenfield, 2018; Revell, 2008）。
研究發現天主教學校教師描述靈性的關鍵

字第一位是「關係」，相似的延伸意義是

「歸屬」和「連結」（Kennedy & Duncan, 
2006）。紐西蘭教師受毛利文化影響， 
特別強調教室的歸屬和連結（Fraser, 
2007）。其他教師指出靈性和道德行為有
關，例如愛與寬恕（Elton-Chalcraft, 2002;  
Mata-McMahon et al., 2020）。靈性的社 
會道德向度，有助教師與學生建立正向

關係，重視他們的感受和需求（Elton-
Chalcraft, 2002; Mayes et al., 2003）。

（三）靈性的環境向度

教師認為靈性涉及人與自然環境的關

聯（Greenfield, 2018; Mata-McMahon et 
al., 2020）。研究發現職前教師關於靈性
的回應以自然類型最多（Rogers & Hill, 
2002）。受毛利文化影響的教師認為土地
由靈性的事物組成，他們特別重視人對土

地的認同（Fraser, 2007）。其他教師發
現兒童對於環境的回應是靈性的，例如：

對自然環境感到敬畏（Elton-Chalcraft, 
2002）。靈性的環境向度有助教師看見學
生和自然環境的密切關係，以及學生對於

自然環境的情感。

（四）靈性的超越向度

教師認為靈性涉及人與超越力量的聯

結（Greenfield, 2018; Mata-McMahon et 
al., 2020）。多數教師認同靈性是對終極
存在的回應，包含：對於神的信仰和疑問、

信念、良心以及其他非物質、超自然現象

（Elton-Chalcraft, 2002）。特定宗教背

景的教師強調與神的聯結，關注神的愛和

創造（Fraser, 2007）；他們相信所有人
都有靈性（Mogra, 2010），並承認靈性
不受限於宗教（Greenfield, 2018; Revell, 
2008）。靈性的超越向度有助教師從超越
的視角看待自己的教學使命，賦予教學終

極的目標（Mayes & Mayes, 2002; Mayes 
et al., 2003）。

本文以靈性的四個向度歸納出靈性的

內涵：1. 靈性是人與自己的聯結，代表人
認識自己的需要，接納欣賞和認同自我；

2. 靈性是人與社群的聯結，代表人對他人
的信賴和善行，感受社群歸屬和實踐道德

價值；3. 靈性是人與環境的聯結，代表人
對自然的認同、歸屬和關愛行動；4. 靈性
是人與超越力量的聯結，代表人對於超越

力量的尋求渴望、認同和歸屬。

從靈性的四個向度檢視本土精神文化

的代表—儒家，其核心價值是「仁」，

從《論語》的「君子求諸己」、「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至《孟子》的「仁民而

愛物」，以及兩者皆以「天人合德」作為

終極關懷（吳建明，2008）。此反映本土
文化中人對自己的反思、對他人推己及人

的關懷、對自然的愛護，以及渴望與超越

存在聯合的需求和境界，說明靈性的四個

向度與本土精神文化相互呼應的部分。

而李安德（1992/1992）指出本土精
神文化其實更重視大我的觀點，在集體主

義和儒釋道的影響下，這個大我超越了人

我、物我、天人的二元獨立，強調人與人、

人與自然、人與天的合一與整體性；換句

話說，本土精神文化更凸顯人的「我」消

融在社群、自然與超越存在的共存共榮

中。如余德慧（1987）指出華人的自我價
值建立在社會關係的角色和期待上，更可

以說儒家的「自我」是由各種社會角色構

成的君子或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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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討論，靈性的內在、社會道

德、環境和超越四個向度，輔以本土文化

的相關論述應有助本研究詮釋兩位幼教工

作者的生命故事和教學意義。以下探討靈

性和教育工作的相關研究。

二、靈性與教育工作的相關研究

（一）靈性與教育工作者的心理健康

林志鈞、楊瓊瑤（2019）的研究證實
靈性對國小教育工作者的情緒耗竭有顯著

負向影響，而且對因應情緒耗竭的策略有

顯著的正面影響。沈碩彬（2020）研究發
現教師的靈性和心理資本有正相關，靈性

藉心理資本為中介，有助學校生活適應。

受訪教師認為靈性的向度（如信仰）可以

提供心理的力量，支持他們面對教學壓

力，包容學生引發的情緒（Mayes et al., 
2003; Mogra, 2010），有助於教育工作者
的心理健康。

（二）靈性與教育工作者的兒童觀點

文獻指出靈性向度的思考，促使教

育工作者對於兒童的靈性更具包容力和想

像力。換句話說，靈性影響教師觀看兒童

的視角（Fraser, 2007）。教師對於靈性
的信念，幫助他們從永恆的觀點看待所有

兒童，敏感於兒童的需求和感受，更樂意

展現同情與尊重，並且創造情感安全的環

境，使兒童感覺被接納和歸屬感，協助

他們健全地發展和學習（Elton-Chalcraft, 
2002; Mayes et al., 2003）。

（三）靈性與教育工作者的生涯抉擇

Mayes 等人（2003）發現許多人抉
擇教育工作，其意義建構的歷程會受社會

歷史環境、個人因素的影響，亦有人感

到超越時空因素以外的力量介入。另外，

其他研究亦指出教師離職的原因與難以尋

找意義、目的，以及和主管、學生無法

建立連結等等靈性的向度有關（Marshall, 
2009）。換句話說，靈性向度的意義建
構會影響人對於教育工作的生涯抉擇和 
去留。

（四）靈性與教育工作的目標和方法

研究證實靈性的向度促使教育工作

者將教學視為超越存在賦予的使命，或是

為人類服務、實踐和宣揚道德價值的一種

路徑。這種觀點賦予他們的教學更高的道

德目標，而且影響他們的教學方法，他

們致力在教學的歷程以身作則，為學生形

塑重要的普世價值和社會德行，例如：責

任、愛、盼望，但是不影響他們對於學科

課程內容的選擇（Mayes & Mayes, 2002; 
Mayes et al., 2003）。

綜合而言，靈性與教育的相關研究指

出，靈性的向度會影響教育工作者的生涯

抉擇和心理健康，幫助教師適應和堅持在

教育工作的崗位上。當教育工作者能從靈

性的向度看待兒童和教學，這會影響他們

對待兒童和教學的方式。他們會賦予教學

更崇高的目標、價值和意義，將教學視為

實踐道德目標的方法，因而在課堂上體現

和傳揚普世看重的道德目標。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要從靈性的向度，詮釋兩

位幼教工作者的生命故事和教學意義。

研究指出人對靈性的定義往往含糊籠統

（Singleton et al., 2004）。靈性原本就是
主觀、抽象、具多義性的概念，以文化、

宗教和語言等作為中介，人對靈性的理解

皆不同。研究個人的生命故事，比起探究

個人對靈性的定義，可揭露更豐富的靈性

意涵（Fraser, 2007）。

Atkinson（2002）認為生命故事允許
人潛入內在深層的靈性經驗，揭示人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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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系統和生命意義，生命故事是研究人內

在生活的一種方法，可以瞭解人主觀的

向度和生命經驗。探究教育工作者的生命

故事，可以貼近他們內在的聲音（Elton-
Chalcraft, 2002）。因此，本研究將訪談
和詮釋參與者的生命故事，以下分段說明

研究參與者的選擇、資料蒐集和分析的方

式以及研究倫理的議題。

一、研究參與者的選擇

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為確保研究參

與者的生命故事可以提供豐富的資料，因

此，邀請年資在 20年以上、宗教背景不
同的參與者：一位是已退休的俠園長（化

名），她是天主教修會修女，曾在蒙特梭

利幼兒園擔任幼教師、園長，現為幼兒園

督導；一位是自營幼兒園的愛園長（化

名），曾是保母、教保員、幼教師，熱衷

於心靈課程。他們皆瞭解本研究主題是探

討教師的靈性和教學的意義，因為對於本

研究主題有興趣而答應受訪。表 1是他們
受訪當時的基本資料。

二、研究資料的蒐集

本文的研究資料，來自研究者博士

學位論文所蒐集兩位園長的生命故事，從

靈性的向度詮釋生命故事和對於教學的意

義。Atkinson（2002）認為生命故事訪談
會因為研究目的而有不同問題，好的生命

故事訪談問題應該由研究者依照研究目的

和情境提出相應的問題。本研究在訪談的

時候，會告知研究參與者研究主題，請他

們分享生命故事，特別是他們為何投入幼

教工作和關於教學的故事，接著由參與者

敘說生命故事，研究者會以肯定性語言和

非語言訊息支持。

本研究的生命故事訪談各有兩次：

（一）首次訪談，研究者會說明研究目的

和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書，而後開始正式訪

談；（二）第二次訪談，研究者會提供第

一次訪談的轉錄稿和主要概念給研究參與

者確認，並根據轉錄稿浮現的問題，澄清

和追問生命故事的細節，鼓勵研究參與者

發展完整有深度的生命故事。最後，請研

究參與者確認是否需要作補充。當他們敘

說的故事出現重複的情況，可以視為資料

趨於飽和。

每位研究參與者皆進行兩次生命故事

訪談，每次約 2小時，長度約 4小時。首
次訪談，研究者的起始問題都是：「請您

自由敘說個人的生命故事。」並且會強調：

「特別是您為何投入教育工作或與教學相

關的生命故事。」後續訪談情境，研究者

會根據研究參與者敘說的生命故事，依當

下訪談情況重述和追問，即時確認、澄清

生命故事的細節，以期澄清生命故事的內

在意義。

三、資料分析的方式

Atkinson（2002）建議賦予生命故事
意義的方法，一則根據理論，二則基於生

命故事本身浮現的主題。本研究同時使用

生命故事自身的主題和靈性的理論，作為

詮釋生命故事的參考架構。首先，研究者

將轉錄完成的生命故事文本以意義完整的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參與者代碼 年齡 性別 婚姻 教育程度 宗教

俠園長（w） 65 女 未婚 碩士 天主教

愛園長（x） 60 女 已婚 學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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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作為一個獨立斷句，擷取意義單元給

予流水號，例如「w1-123」代表俠園長
第一次訪談的 123號意義單元，以瞭解這
個斷句在生命故事的脈絡。

再者，研究者會抽取具有相似意義的

意義單元，將這些相似的意義概念化，提

煉為主題概念編碼，然後反覆檢視所有主

題概念編碼，將相關的主題概念歸納成更

高層次的概念和核心命題。例如，「佛教

家庭」、「敬畏神佛」等不同主題概念可

以得出「幼年的宗教經驗具有重要影響」

的命題。而後，再用主題概念和核心命題

作為重構生命故事的重要結構。

總而言之，本研究的資料分析由下

而上詮釋，從生命故事浮現的主題，歸納

主題概念編碼、概念與核心命題，以建構

生命故事文本。接著研究者對照靈性的理

論，從靈性的向度輔以本土文化相關論

述，詮釋兩位園長的生命故事，探索靈性

對教學的意義。

四、信實度的建立

為提高本研究的信實度，研究者在訪

談結束之後，會提供訪談的轉錄稿和主要

概念給研究參與者確認。這些初步歸納的

主要概念皆源自意義相似、重複出現的意

義單元，在參與者檢視以後，方將其提煉

為主題概念編碼，使這一個由下而上的資

料分析歷程，增加信實程度。而且，在完

成生命故事的第一版詮釋後，研究者邀請

專家學者一同檢視資料和詮釋結果，提供

建議，並依照建議完成第二版的詮釋，方

為本文呈現的結果。

肆、討論與結果

本研究從靈性的向度詮釋兩位園長的

生命故事和對於教學的意義。從靈性的內

在、社會道德、環境和超越等四個向度與

生命故事的對話，可以看見兩位園長訴說

的生命故事與意義，探索靈性對教學的意

義。研究結果分成兩節：第一節將詮釋兩

位園長的生命故事，第二節探討靈性對教

學的意義。接下來的第伍節將說明研究結

論和研究建議。

一、兩位園長的生命故事詮釋

生命故事浮現之愛與歸屬、自卑的主

題，是兩位園長推展生命故事的動能，看

見人渴望從社會關係得到歸屬和認同，肯

定內在自我的價值，這與人如何定義「我

是誰」的問題有關，涉及內在和社會道德

的靈性向度。從兩位園長的生命故事可以

看見靈性不同向度的關聯性，並且思索人

如何從 Maslow需求層次論的基本需求走
向超越的需求（彭運石，2001）。

人在社會關係中必須扮演各種角色，

當人的扮演符合社會期待，就能得到社會

獎酬，滿足生理溫飽、安全、被愛、被看

重的需求，但是不可能人人如願得到。當

人的需求受現實阻礙，開始質疑有限的物

質世界，看見自己的匱乏，人會嘗試從新

的社會道德關係尋求超越的視角，從靈性

的超越向度，反身觀照內在自我。以下兩

位園長的生命故事，揭示兩種走向超越的

路徑。

（一）俠園長的生命故事詮釋

以俠園長的生命故事為例：俠園長

小學成績中上，卻因為身為商人子女沒有

獎學金，內心不平，而且質疑學校公告成

績排名，用分數判斷學生優劣的作法，同

情成績差的同學。換言之，俠園長質疑成

人世界的標準，看見物質現實的有限，可

是，身在其中的她卻不敵主流價值影響，

因為學校的作法產生自卑感，和原本的自

我評價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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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時候模擬考從第一名一直排

排排到兩百多名，我就覺得說，為

什麼要用分數去判斷一個人，我覺

得我也不錯啊！那時候有那個什麼

軍公教人員子弟的獎學金，80分以
上就有獎學金，我爸爸是商人，那

我分數比你們高，為什麼我沒有獎

學金，心裡就覺得很不公平。（w2-
161-165）⋯⋯你知道我小學的時候
為什麼會自卑嗎？因為那個六年級

排行榜下來，第一名到兩百多名、

三百多名。（w2-530-531）

修女就廣播公教生到地下室集合，

公教生？公教人員的子弟又要做什

麼？所以我就跟著去⋯⋯去那邊就

坐下來聽⋯⋯我就很喜歡，因為她

是教友，所以她講的那個更深入的，

就讓你很感動喔！耶穌是怎麼樣的

一個人喔！（w2-166-177）

個人對於社群標準的不認同，和自我

評價的矛盾，導致內心的不平。俠園長陰

錯陽差跟著天主教公教生去道理班，從修

女的分享看見基督信仰重視人的獨特和神

性本質。她發現更好的價值觀可以超越物

質現實的標準，滿足個人價值受到重視的

渴望。因此，俠園長受洗歸屬基督信仰群

體，認同其精神價值，克服內在的自卑，

不再因為獎學金的事而心懷不平：

我就是讀○○女中才領洗，那也因

為這個宗教的信仰呢，對於整個人

生的一個價值觀就開始改變，比如

說以前小學的時候就是用分數來評

價一個人⋯⋯我本來一開始就對那

個是質疑嘛！我就覺得這個什麼軍

公教人員子弟獎學金？那現在這個

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耶穌基督，

祂是尊重每一個人的，看重每一個

人他的獨特性、人的一個價值。然

後我們要把我們的那個本質，神性

的這個本質要把它發揮出來，就是

我覺得說這個價值觀，所以那時候

我就比較不自卑了。（w2-523-530）

俠園長之所以能超越自卑，始於對

基督信仰群體和精神價值的認同，她效法

修女的典範，學習哲學思考，釐清價值輕

重，熱心參與教會服務，並加入修會，從

超越存在的視角觀看自己，做出生命的重

要抉擇，克服對於出國進修的恐懼，服從

天主旨意，成為終生為人服務的修女。最

終，俠園長將自己的精神價值信念，落實

為肉身的教學實踐：

那時候我是想的是去做社會工

作⋯⋯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出國的事

情⋯⋯30多年前的事情，你很難想
像，出國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後

來我想，你才剛發願，你在發什麼

願，服從，我說好，天主如果是你

的旨意，那我就是去了，雖然我不

知道你要我走什麼路，但是我就去，

這樣，就答應。（w2-385-394）

從靈性的四個向度詮釋俠園長的生

命故事：由於學校以成績排名定義學生的

優劣，可以看見社會道德的向度影響俠園

長對「我是誰」產生自卑的感受，並質疑

社會標準的不公平，直到她在不同的社會

團體認識基督信仰群體和其精神價值，學

習從超越向度的視角肯定自我，方才從靈

性的超越向度重新觀照內在的本質，克服

內心的不平和自卑，淘汰不合其價值信念

的生涯選項，走向社會道德向度的教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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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俠園長的生命故事可代表從形而上的

超越向度，走向形而下的社會道德實踐的

路徑。

（二）愛園長的生命故事詮釋

以愛園長的生命故事為例：愛園長

從小扮演家庭幫手，幫忙父母照顧幼弟，

協助親戚家的勞務，為家庭的圓滿忍耐，

從回應社會關係的期望，滿足愛與歸屬的

需求。愛園長因為夫妻關係受挫，尋求諮

商師支持，她決心勇敢作為孩子的典範活

下去。她為了孩子可以得到最佳的受教機

會，投身幼教，更為陪伴孩子成立保母工

作室，完成取得學位的心願，創辦幼兒園。

我說媽，妳不知道你把我害苦了，

妳教得很好，就讓我非常的辛苦，

就讓我過得非常辛苦，就會很在意

別人的看法，然後很怕衝突⋯⋯他

們會講說要圓滿，然後要忍耐要什

麼的，那你就會覺得整個就是活在

那樣的一個生活狀態。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遇到很多事情，譬如說

可能我的婚姻出了狀況⋯⋯然後我

真的不知道快樂是什麼。（x2-121-
127）

諮商師給我一句話，我一直把它就

是一直記在腦海裡，他是說：今

天不管你做怎麼樣的決定，你能不

能⋯⋯做孩子的典範。（x2-462-
465）

我其實以前是會比較自卑的，因為

我一直很想上大學，可是我那時候

沒辦法⋯⋯結婚就一直都在家庭，

就是帶孩子⋯⋯我就先念保母⋯⋯

開一個工作室⋯⋯我資格都先取到

了，然後學校就租到一個比較大的

地方就立案⋯⋯之後我再去念二

專⋯⋯我再插大三⋯⋯我還第一名

畢業，就把那個獎狀放在她﹝媽媽﹞

的靈前，就是完成我的學業，那也

是完全我的願。（x2-434-457）

雖然，愛園長扮演的妻子角色面臨挫

折，但是，她努力忍耐，扮演好母親的角

色，克盡社會道德關係的各種角色職責，

滿足愛與歸屬的需求，並將擅長扮演的母

親角色延伸到幼教工作，得到家長肯定，

實現個人目標。愛園長以母親的角色自我

激勵，走向自我實現，直到中年轉向心靈

團體的課程，尋求親密關係的解方，重新

觀照自己內在的經驗和感受，走向靈性的

超越和內在向度：

我就覺得以前都是太把注意力都放

在別人身上，是我自己上課之後才

發現⋯⋯有一點都是在取悅人家。

其實後來我們自己去探討自己內在

為什麼是這樣，就是那時候其實是

會去感覺自己，就是說其實內在自

己是沒自信的，你可能要做出很多

表現，讓人家肯定你，去取悅大家，

到後面，就是會有這樣發現。但是

你自己發現之後，你自己其實你還

是會去做一樣這樣的事情，可是你

做了修正之後，其實會有不同的心

情，心態就會不一樣⋯⋯開始注意

我自己，你看我到 50幾歲才開始為
自己想要做什麼。（x2-105-113）

閱盡人間風景的愛園長從心靈課程老

師的引導、他人的分享與融合心理學和宗

教的活動，學習用超越二元對立的視角觀

照生命經驗，發現正向的整體意義，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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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關係的力量。愛園長發現以前自己都

在討好人，滿足愛和歸屬的需求，但是，

她現在會自我悅納，相信自己此生的修行

目的和使命是成為領導他人傳愛的傳愛使

者，從超越的向度重新定位內在自我：

到現在這個階段，我就覺得對自己

更清楚，然後就會也更有自信，那

個去感謝前面所有建立的過程。就

像我先生可能我在婚姻上經歷的事

情，然後，我就更能去同理⋯⋯可

以從不同面向去看問題；它就不再

是那種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是、

就是非，就只有二元對立。（x2-
149-178）

他是說，其實我已經做了好多輩子

都是當神的使者，就是願意去傳愛，

就是去帶領大家。所以那個你剛才

講的說那個力量怎麼來，我覺得或

許就是我的使命吧！⋯⋯譬如像我

對孩子特別的敏感。（x2-255-264）

從靈性的四個向度詮釋愛園長的生命

故事：由於其克盡社會角色的職責，回應

他人期望，愛園長得到眾人肯定，取得學

位和事業成就。但是，婚姻的問題依然困

擾著她，直到愛園長在心靈團體學會用超

越二元對立／是非對錯的視角，關照自己

的創傷經驗，賦予正向意義，重新認識和

悅納自己，並且為幼兒、家庭和社群大我

的福祉服務，她終於從社會道德關係的實

踐，走向靈性超越向度的自我觀照，將自

己視為傳愛的使者。愛園長的生命故事代

表從形而下的社會道德實踐，走向形而上

靈性超越向度的自我觀照。

（三）綜合討論

人出生以前便依賴社會道德關係存

活，無法逃脫必然的社會角色—子／

女，即使嬰孩被遺棄了，他／她的存活仍

倚仗社會道德關係，並從中得到新的角色

或身分，例如：養子／女或孤兒。人的「自

我」多由社會角色和身分定位和包裝，在

所屬社群的凝視之下被觀看，人也以此社

會角色和身分建立自我認同，例如：我是

優等生、乖兒子。因此，靈性的內在向度

往往隱藏在社會角色之下。

特別在華人社會的集體主義文化下，

人難以分辨自我和社會角色，換言之，華

人或許少有「我」，「我」隱藏在不同社

會角色下，按照符合社會期待的腳本，扮

演好「應做的事」。角色扮演成功，可以

從社群得到認同和歸屬，滿足自己要的裡

子和給別人看的面子；角色扮演受挫，無

法從社群得到認同和歸屬，在集體注視的

眼光下，產生的是「沒面子／丟臉」的感

受（余德慧，1987）。
華人的自我常和面子難脫干係，華人

很容易將自我活成給人看的「一張臉」，

將自我價值建立在他人評價上（余德慧，

1987）。從兩位園長的生命故事來看，
在文憑至上的社會主流價值下，他們或對

學校公布排名或無法上大學感到丟臉和自

卑，皆涉及社會關係的對待，影響他們對

自己的評價，只是兩者選擇不同的方式面

對，走向超越向度的路徑不同。

俠園長選擇基督宗教的精神價值，取

代自己質疑的主流價值觀，從形而上的靈

性觀照走向肉身實踐；愛園長由自己擅長

的母職角色走向教學工作，取得學位文憑

和事業成就，方探索內在的世界，從社會

關係的肉身實踐走向形而上的靈性觀照。

相同的是，兩者都從新的社會道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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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得到超越性的視角，重新定位自己是

誰，而且皆涉及超越性存在和利他的精神

價值。

可知，當人發現社會角色之外，還有

內在自我，他們嘗試尋求超越的視角，重

新定位和定義自己的身分和使命。如同俠

園長認同基督宗教的精神價值，受洗並加

入修女會；愛園長在心靈團體認同其使命

是神的傳愛使者，她從服務和教學實踐內

在身分。兩位園長新的身分和使命，有賴

新的社會道德關係和視角賦予，而新的社

會道德關係強調的則是不同於主流價值的

精神價值。

綜合而言，在華人的社會中，人因為

自己扮演的社會角色受挫，感到「丟臉」

和「沒臉見人」才開始反身觀看，探索那

層臉下的「我」究竟是誰？反思「我」認

同的是什麼？就彷彿在舞臺上演戲的人，

終於走下舞臺，進入不同人群，看見臺上

的自己只是一個角色，這種離開原本視

角，反身觀看自我的「離見之見」，正是

因為他們走向了靈性的超越向度。

從兩位園長的故事看見，新的社會

道德關係對他們特別重要，提倡精神價值

的新社群能提供大我的脈絡，邀請他們走

下舞臺，看見其角色及與他人的關係和互

動，幫助人用超越各種二元對立、至高的

視角，重新理解其生命經驗，並賦予整體

性的意義。人可以從原本受挫的角色走出

來，整合新的視角和價值觀，重新定義自

己的身分和角色，超越限制。

本研究發現：兩位園長看見自己和世

界的限制和缺乏，在新的社群團體尋求超

越的視角，並且轉化為從超越性的視角來

看自己和世界，重新再定位自己內在的身

分認同。他們的教學以推動自己認同的價

值為使命，這是一種內在推動的力量，不

是受到外在現實世界或是社會他人的權勢

所屈服，這種內在的推動力使兩位園長可

以克服限制。

二、探討靈性對教學的意義

本段從靈性的四個向度，詮釋兩位園

長關於教學的生命故事，探討他們如何賦

予其從事教學工作的原因、目的、教學的

預備和方式，分項說明如下。

（一）從超越的向度詮釋教學原因

兩位園長原先的生涯規畫無關教學，

俠園長本想從事社會工作，愛園長商科畢

業後原本從事會計工作。但是，受到時空

環境和個人因素影響，交織成就如今的抉

擇，無論是否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他們都

從靈性的超越向度，詮釋自己從事教學的

原因：

我說好，天主如果是你的旨意，那

我就是去了，雖然我不知道你要我

走什麼路，但是我就去。（w2-385-
394）

當我自己成立自己的工作室，還是

幼兒園的時候，我什麼事都會做，

然後那時候他把我調來調去，我每

一個階段我都會帶⋯⋯然後碰到的

孩子疑難雜症，我都會。所以我就

覺得這個就真的老天爺還是上帝祂

可能要栽培你，就是會讓你經歷到

這些東西。（x1-328-331）

俠園長認為是天主要他從事蒙特梭

利幼教，本身無特定宗教信仰的愛園長也

將自己的經歷歸因於老天爺或上帝的栽

培。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否有宗教承諾，兩

位園長皆從靈性的超越向度詮釋自己教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5(1)-02 黃于庭.indd   31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5(1)-02 黃于庭.indd   31 2024/6/14   上午 11:56:362024/6/14   上午 11:56:36



32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學的原因來自大我的呼召。Lips-Wiersma
（2002）認為靈性可以視為人建構現實
的上位原則，使人結合不同元素，賦予

整體意義。其他研究亦發現超越個人之

上的引導是人成為教師的主因，教師認

為有超越性的力量，使他們從事教學工

作（Marshall, 2009; Mayes et al., 2003; 
Mogra, 2010）。

（二）從靈性的內在向度詮釋教學的預備

兩位園長認為教學前最重要的預備，

是教育工作者對於自己的認識和情緒的穩

定。俠園長會透過規劃教師的進修活動，

協助教師從自我認識的課程更加認識自

己，以幫助他們做好蒙特梭利教學環境的

準備；愛園長則重視老師對自身情緒狀態

的覺察和梳理，並且提供他們紓解的方式：

寒暑假辦老師的自強活動，每次自

強活動都會有自我認識課程進來，

邊玩邊有上課這樣，老師們也很有

成長⋯⋯老師也慢慢學習我如何退

隱，有一個空間騰出來，然後能夠

看到孩子⋯⋯要好好做一個環境的

準備，那同時老師如果對於自己的

認識又不太夠，所以她很難把它做

好。（w2-351-498）

我跟老師講說，如果他們（孩子）

今天一直都在吵鬧，情緒不穩定，

你要檢視你自己，應該你自己是有

情緒⋯⋯要讓自己先穩定⋯⋯我是

跟老師講說，你今天情緒不 ok，你
可以跟我講，我去幫你們看，你就

可以到花園，還是到外面，自己去

吶喊也沒關係，把自己先整理好，

再來帶孩子。（x1-290-297）

從靈性的內在向度詮釋兩位園長對於

教學預備的觀點，他們都重視幼教工作者

對於自己內在感受、經驗的覺察，相信其

對內在的認識和感受會影響教學環境和幼

兒。如同文獻指出，靈性的內在向度可能

會影響教師的情緒適應和心理健康（沈碩

彬，2020；林志鈞、楊瓊瑤，2019），有
好的情緒適應和心理健康正是預備從事教

學的重要基礎。

（三）從靈性的環境向度詮釋教學的方式

兩位園長雖然有不同的教育理念和相

關經歷，但是，他們的共通點是非常尊重

每位幼兒自然的天性和獨特的學習步調，

給幼兒可以自由選擇的彈性時間和空間，

並且提供適合不同幼兒的包容性環境。因

此他們的教學方式尤重幼兒的發展和自主

性，悉心觀察幼兒的需要：

在蒙特梭利的環境裡面⋯⋯給孩子

有自由選擇的這種時間和空間，所

以，他的那個情緒不斷地在自我抒

解，釋放也好。或者，他也會自我

去做一個伸和縮的這種練習，所以

在這種環境下呢，他就會慢慢地自

我療癒⋯⋯你可以容許個別差異性

的不同。（w1-392-397）

可能你覺得會比較特殊的孩子，還

是比較特別的孩子，就是我不會用

那種貼標籤⋯⋯我們可能會給他一

些空間⋯⋯然後去跟他溝通⋯⋯當

他遇到你的時候，他其實那些症狀

就不會出現⋯⋯給孩子的一個空間

是會比較大。（x1-202-297）

可知，兩位園長為使幼兒感到蒙福和

被愛，培育幼兒的本質和品格，他們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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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的教學方式是尊重和關愛幼兒的自然

發展和個人特質，他們也鼓勵幼兒尊重和

愛護自然環境的各種生命，培養幼兒對於

大自然與生命的情感：

蒙特梭利是讓孩子自我去修正，你

怎麼讓她去看到我自己的錯誤，

那你就要會去等待她，這是大學

問⋯⋯因為孩子就不懂，那個兔子

不會叫，兔子撐啊撐的⋯⋯後來就

這樣死了，她要讓孩子看到這個。

那後來就是接著一個葬禮儀式，那

真的是感動到我，一個儀式，然後

挖個洞，然後埋，唱一首歌，祈禱、

祝福⋯⋯蒙特梭利教育其實是跟整

個生命是連結在一起的。（w2-455-
464）

有時候我們種的花花草草，就是蝴

蝶的食材，牠們就會來下卵。那有

一次牠來下卵⋯⋯他們從前面一直

觀察到後面，其實是對生命的尊重，

讓他們可以懂得尊重，尊重別人，

尊重別人也愛惜自己的生命。（x1-
169-179）

研究指出靈性使教師從至高的眼光

看幼兒，對幼兒的靈性更具包容和想像，

能敏感於不同幼兒的需求和感受，創造

情感安全的環境（Elton-Chalcraft, 2002; 
Fraser, 2007; Mayes et al., 2003）。從環
境的向度詮釋兩位園長的教學方式，俠園

長他們最重視的是提供包容性的環境，並

且引導幼兒從觀察自然界的生命，培養他

們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和愛。

（四）從靈性的社會道德向度詮釋教學目

的

兩位園長認為教學的首要目的，不

是傳遞知識或培養基本技能，他們從靈性

的社會道德向度賦予教學更高的目的。俠

園長教學的目的是使幼兒感受到祝福和幸

福，教師要尊重幼兒內在的神性，協助幼

兒把內在的神性發揮出來；愛園長則是期

望幼兒感受到愛，培養幼兒的品格：

我們基督宗教信仰辦學的理念一定

要有這樣的一個終極目標的、一

個核心價值的方向⋯⋯也就是說讓

這個人，當我們接觸到每一個人的

時候⋯⋯他因著你，他會感受到說

我很蒙祝福⋯⋯原來我是這麼幸福

的。那一個學校的老師、園長或者

是父母，很重要就是幫忙孩子是看

到這個⋯⋯我們要讓每一個孩子的

神性的這個本質發揮出來，就這樣

很簡單，那接下來用什麼方法？要

怎麼進行？生命的陪伴！（w2-30-
339）

我們最主要還是要培養他品格方面

的教育⋯⋯我當然是覺得說，這個

階段有把握住⋯⋯給他很多愛，那

在又可以很放鬆的一個狀況，他其

實以後真的要變壞也很難。我覺得

3歲的一個人格形成雛型都已經定
了。（x1-168-376）

從靈性的社會道德向度詮釋兩位園長

的教學目的，他們以師生的正向關係為基

礎，培養幼兒的神性或品德。換言之，他

們認為正向的師生互動關係奠定幼兒品德

的基礎。研究證實，多數教師認同靈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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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學的意義在於形塑學生的道德價值，

鼓勵他們實踐社會道德行為（Mayes & 
Mayes, 2002; Mayes et al., 2003; Pandya, 
2017），這也是兩位園長認為教學的最高
目的。而且他們認為教學的目的不只針對

幼兒，他們以服務和陪伴連結不同的社會

群體，邀請家庭和社區共同陪伴幼兒：

學前教育的這個過程當中，慢慢去

發現到說這種其實基礎教育的階

段，我們可以服務的孩子之外還有

家長，那其實這個是對社會是很基

本的一個影響⋯⋯最小的幼兒生命

陪伴者是她的父母，那我們的工作，

我們是不是要來陪伴這些爸爸媽

媽⋯⋯鼓勵我們幼稚園的家長來參

與這個﹝課程﹞⋯⋯那父母也需要

繼續陶成。（w2-333-347）

我就會想要說再去做到可以照顧媽

媽的這個部分，媽媽其實是整個家

庭的核心⋯⋯她照顧孩子以外，她

如果身心是很愉悅的，她在那個帶

孩子的品質一定就會變好，然後整

個家庭。我覺得這個潔淨教育其實

不是局限在學校，應該連家庭是要

一起做的，那再來⋯⋯最想要做其

實就是那種托兒跟托老在一起。

（x2-656-663）

兩位園長認為教學的目的不止於表現

對幼兒的尊重與愛，而是將教學的目的拓

展至他們所生活的家庭和社區，希望透過

陪伴家長與服務社區，同時連結更大的社

區群體，使所有社會關係中的人共同以優

質的方式陪伴幼兒生命，目的是以社會關

係相互影響，使幼兒不只在學校得到尊重

與愛，在日常生活也能感受尊重與愛。

（五）綜合討論

綜合而論，從靈性的四個向度詮釋兩

位園長的生命故事，可以看見靈性的超越

向度賦予兩位園長教學的原因，將教學視

為超越者的呼召，為自己的教學訂定符合

社會道德向度的目的，期望教師對於幼兒

的尊重與愛，可以培育幼兒的神性本質或

品德。因此，教師必須先從內在的向度認

識自己和穩定情緒，方能從環境的向度提

供幼兒彈性自主的時間和空間，教導幼兒

尊重和愛護所有生命。

幼教工作具有高付出、低報酬的特

性，故專業師資的流失一直是幼教的問

題。本研究發現當幼教工作者從超越大我

的角度找到教學的意義，更有可能堅守崗

位，如同這兩位園長從事教學超過 20年，
即使面對外在社會環境的不利因子，依然

樂在其中。相關研究指出：個人對工作的

滿意度，更倚賴他們如何看待工作，而不

是工作的報酬，關於人看待工作的層次整

理如下（Wrzesniewski et al., 1997）。

從工作（work）的層次而言：第一層
次是關注生存和報酬的必要工作（job），
與自我實現和快樂無關；第二層次是力求

進步的職業（career）；第三層次則是呼
召（calling），實踐本身即有內在滿足和
社會貢獻（Wrzesniewski et al., 1997）。
對應本研究的結果，靈性對教學的重要意

義，是將從事教學的抉擇從生存必要的物

質價值，提升為滿足內在的精神價值。

換句話說，工作的第一和第二層次

都涉及社會他人如何回饋教育工作者的教

學，例如：教學帶來多少報酬？教學工作

是否有發展性？我的付出會得到學生、家

長、主管認同嗎？而第三層次的呼召，則

關乎人是否可以從教學本身得到滿足，感

到自己的教學對他人有價值，不必然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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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酬和認肯，即使沒有等價回報，因為

呼召而教學的人依然堅守岡位。

本研究看見靈性對教學的意義極具

價值，從靈性的四個向度詮釋幼教工作者

的生命故事，可以看見他們對從事教學的

原因、目的、預備和方式賦予更深刻的意

義。對於兩位園長而言，教學不只是賴以

維生的工作或力求發展的職業，教學可以

回應來自超越存在的呼召，而且實現社會

道德層面的目的，幼教工作者要先探索和

瞭解自己的內在，為幼兒提供包容性的環

境。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以舞臺喻人生，臺上是第一層的現實

生活，人由社會關係外求飽足、安全、愛

與歸屬、自尊和自我實現，希望自己扮演

的社會角色能取得外在認同；生存的法則

是有利自己滿足需求的是自己人，阻礙滿

足需求的是敵人；人為保護自己，和外在

世界形同對立，故有輸贏對錯、勝敗優劣、

是非黑白等等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區別

（Rohr，2011/2012；余德慧，1992）。

曾在臺上的兩位園長，用入戲的眼

睛，以滿盛七情六慾的肉身戴著角色面具

粉墨登場：扮演學生的俠園長，因學校以

成績判斷學生優劣而自卑；扮演妻子的愛

園長為夫妻關係的疏離而孤單。他們持續

和世界抗衡，為獎學金的不公不平、關係

的不睦受苦，承受身心掙扎，直到走下舞

臺反身觀看，有了出戲的視角，方有第二

層臺下的視域和精神生活。

在儒家的關係主義基礎上，履行角

色義務是華人生活目標的第一順位（黃光

國，2004）。兩位園長因為扮演社會角色
受挫，從而在宗教或者心靈團體尋求到反

身觀看自我的新視角，由天主的眼光或是

超越二元對立的向度，超克自己舊有的視

域和限制，重新接納、認同和欣賞自己，

以大我的脈絡再定義自己的本質、身分和

使命，並用不同的視角和對待方式與世界

互動。

由靈性的向度來看，兩位園長皆在社

會道德的向度受挫，影響他們與自我的關

係，他們進而從比較小的社群得到支持，

並發現不同於社會主流的價值向度，從新

的視角觀看自己和自己的經驗，學習用至

高、超越、整體性的脈絡調整他們看待自

己、他人、世界和教學的眼光。如同余德

慧（1992）所言，看戲的人有雙出戲的眼
睛，才會同時為臺上對立的兩方喝采。

如同俠園長可以用天主的眼光看見

自己和幼兒的神性本質，愛園長可以用去

標籤化的眼光看待每位幼兒，靈性對於教

學的意義在於：當幼教工作者可以用超越

的視角看待自己和幼兒，他們可以更加瞭

解、接納、欣賞自己，看重每位幼兒的內

在價值，尊重包容不同幼兒的需求，不用

二元對立的方式（如正常／特殊）標籤化

幼兒，不將幼兒的不當行為視為一種挑戰

或否定。

Ashmos 與 Duchon（2000） 認 為 靈
性是促使教師轉化而且去發現自我的心理

資源。本研究結果說明促使人轉化和發現

自我的是超越性的視角，從兩位園長的生

命故事看見超越性的視角可以是傳統宗教

的超越存在（如天主），也可以是整體性

的（超越二元），看見善惡、好壞的概念

彼此相依，使人面對阻礙自身需求的人事

物時，仍能發現超越物質的正向意義，可

謂化了妝的祝福。

總而言之，靈性的向度影響教育工作

者如何看待教學的原因、目的、預備的方

式，賦予教學更豐富的意義。現實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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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會將教育工作者推向超越的大我，當人

自我中心的標準，因為生命推展而轉化，

人會發現自身的視角不可能是評判世上事

物的唯一標準（Rohr，2011/2012），這
一種不斷向超越大我開放的視角可以豐富

教學意義。這是本文從靈性的向度詮釋教

育工作者的生命故事發現其對教學的重要 
意義。

二、建議

本研究從靈性的向度詮釋兩位園長

的生命故事，揭示靈性對教學的意義，當

人可以從超越的視角反身觀照自我，從大

我的脈絡重新定義自己的本質、身分和使

命，就能賦予教學更高的意義和目的，

尊重包容不同需求的幼兒，以教學落實精

神價值的實踐，將教學使命推展至大我。

以下是本研究對現場教師、師資培育單位

（以下簡稱師培單位）和未來研究的建

議。

（一）現場教師擴展視角

幼教工作者面臨少子化危機，承受愈

來愈多壓力。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宗教、哲

學、心靈團體的體驗都能提供反觀自我的

超越視角。建議幼教工作者可以主動地參

加宗教、哲學、心靈的探索活動或者生命

教育研習，擴展觀看自我、孩子、教師和

家長的視角，幫助他們更接納自己，拓展

心理空間，對自己和孩子更敏銳包容，為

孩子預備尊重包容的教學環境。

（二）師培單位關注靈性

本研究認為不同宗教靈修傳統精義

和心理諮商技巧的課程，可能有助職前幼

教工作者，而且符合華人平等對待不同宗

教，以善緣廣結的心態從事交流的信仰心

理（鄭志明，2002）。目前，師培單位的
課程規畫多以幼兒園課程、幼兒發展為中

心，建議增加幫助職前教師瞭解和反思自

我的課程，使其有機會從哲學、宗教、心

理學、服務和自然體驗等活動培養多元超

越的視野，學習反觀自我，形塑其從事教

學的意義和使命。

（三）未來研究可行方向

本研究發現靈性的向度可以豐富幼

教工作者的教學意義。那麼，靈性可以豐

富幼兒學習的意義嗎？目前，其他國家

的學校課程納入靈性的向度，他們認為

靈性可提供因應挑戰的心理資源（Zhang, 
2012），是兒童發展和學習的基礎，有
助他們建立價值信念，展現利社會行為

（Watson, 2007）。因此，建議未來研究
者使用故事、圖畫等幼兒感興趣的媒材，

與幼兒探討靈性的四個向度，探究靈性對

幼兒學習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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