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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員
的工作很像照顧

一座座不斷交互

作用的小生態圈，去年我們有

6個組、13人，一共是6座小花

園或生態池之類的組合。有時

發現這裡少了些什麼，於是加

點東西進去，看見那裡壓力過

大，趕緊想個辦法舒壓。更積

極的方面，則是在能找得到的

資源中，拼湊各種條件，讓

師、徒，都在各自能夠發揮最

大能力的環境之中教學。

準備工具

撒族的課程分為「分組

課」和每週4小時的「共同

課」，利用共同課裝備師徒教

學的工具。工具可能很簡單，

也可能很複雜，例如，大家都

知道「不要講中文就好了」，

但做起來太難，因為學生聽不

「明白」。於是我們設計了一

個由老師比手畫腳、學生用撒

語猜題的遊戲，遊戲的流程是

一項工具，老師們的「現

身」，無論是「走動」、「慢

慢講」、「肢體語言」更是利

器。

今年除了會持續創造不

同的經驗，也希望建立師徒自

評、彼此觀課的機制，一方面

培育老師，一方面讓學生更有

效的學習。

「什麼都不做」的彈性

有時會提醒自己不要著

急，放慢一點，什麼都不做，

有些事情就如恐龍電影的名

言 ： 「 生 命 自 會 找 到 出

路。」，或如漢娜鄂蘭所說：

「凡人都有超越自己的欲

望。」不管是老師或學生，大

家因不同想法而相聚，在這裡

尋求實現自己。枯坐愁城（教

室）的人（師徒）終會決定啟

程（換個地方、喝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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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抵達的所在，必定比他人

籌謀深算的結果來得更是「自

己的」。看見這些自我突破的

片刻，總是令人感動！

一位老師自願參加全國語

文競賽，不但自己寫稿，更一

舉拿下冠軍；另一位老師則半

夜還在練習書寫與翻譯。學生

們有人從文法書下手；有人準

備自己喜歡的教具給老師用，

有人則索性重新從「牙牙學

語」開始。再結合各自興趣，

於是網路上有繪本翻譯成撒語

的影片、有臉書直播，最近還

出現了撒語貼圖等。

身為營造員，不禁又開始

想著如何順勢開發《1000句撒

語生活用語》，或是在整間教

室裡做「角落佈置」。心想：

「好，還要更好」，適當壓力

讓人成長，然而過度壓力剝奪

樂趣，「拿捏」永遠是門學

問，於是旋即又提醒自己：再

等等吧！

適合的場域

用了半年時間，認識每位

老師、學生各自的個性、傾

向、熱情與擅長所在，也在過

程中發現問題，有些問題經過

多次調整後得到緩解，有些較

為根本的，則需要比較大刀闊

斧的結構改變，例如重新組織

人力。

有的老師心中已有教學藍

圖，但學生能力意外超前，於

是老師轉以陪伴為主，再次配

對時，就希望能有一位讓老師

大展身手、實現教學想法的學

生；師徒兩人需要一起摸索，

半年內幾經波折，也不在少

數。大家從不同的背景來到這

裡，退一步說，這是一份「工

作」，我們都需要收起某些極

度個人的東西，也要有自我意

識地貢獻群體，然而要讓組織

成功運作，就必須考慮「個

體」所面臨的情況。營造員最

艱鉅的任務，應該是如何想像

人與人之間相加後可能產生的

化學反應，然後提議一些可能

性、舖一段路、提供一些機

會。

佈局

因為任務繁多，為了讓流

程順利、確保結果，所以抓緊

目標後的「佈局」很重要。舉

例來說，「交換師／生」是規

劃課程的一大重點，出發點是

希望學生能夠接觸不同口音、

適應不同表達方式。但今年我

們將1週來訪1至2次的學生，

定 位 為 「 來 作 客 的 學 生

（ p a l a b a n g a y  k u 

micudaday）」，希望老師能

將過去教授給自己學生的課程

內容，擇部份分享給「客

人」。這件事並不容易，因為

很多課程內容是隨機發生的；

必須很有自覺與步驟，才可能

將它再現。

隨機課程有「日常」的特

徵，實為好事，但就需要有在

事後將過程記錄下來的功夫，

「教」與「學」的專業不在於

結果，而在於找到抵達結果的

路徑。這些流程是寶貴的族群

資產，蘊含為師者的氣度與智

慧，也展現了學生學習時的用

力和用心。因此「記錄的功

夫」也是今年的目標，接下來

就是對於過程的「描述、記

錄」了，能夠重述過程，討論

當中價值所在才有可能，檢討

與改進也才有機會。

我們需要能夠發現他人的

優點，更要增加自信、認識自

己的優勢，再加以發揮、深

化。各組也要有自己的教、學

主軸，這樣才有努力的方向。

今年安排了自評與集體觀課

（他評）的流程，其實都是希

望每位師徒能更結構化並且

「呈現」自己的日常教與學，

這也就是「佈局」了。

「自治」目標

瀕危語言復振計畫以及語

推組織都是做為族群

自治的第一步，在推

動全面政治事務之

前，將「語言復振」

視為第一個眾人行動

的場域。假若我們連1

天8小時、1週5天的課

程都規劃不出來，也

無法逆推每一個步驟

的意圖而自定評核標準，那又

該如何自治呢？自治的精神要

落實在計畫執行過程中，但必

須一步步來。於是去年我們以

2週1次的頻率召開班會，由師

徒組輪流用撒語主持和記錄，

希望從司儀到每次議題規劃，

逐步能交由師徒組自行號召、

發想、決策、執行。

自治、自決似乎會引起更

多的自治和自決，日常裡有許

多的自治正在發生：上課時的

閒話越來越少，各組決定好每

天的課程、想方設法達到教與

學的目標，學生發揮創意，為

自己設定「產出」。

未來

新的一年開始了，希望自

己能有比較多的時間學習撒

語，面對或緊或鬆的課題中更

加悠遊自在，並在各組教學現

場，持續發現令人驚喜、感動

的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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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都會成為老師
的學生。

師徒規劃了呼應原
住民族日的活動，

在花蓮郵局前唱歌
跳舞快閃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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