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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國內中⼩學教育受限於紙筆測驗領導教學，⼀些不擅長抽象思
考的學⽣，因缺乏展⽰多元智能的舞台，⽽淪為「教室中的客⼈」。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明，⼀些酷愛科技與熱衷實踐的⼈們，透過分享交流，
希望將創意從「思想」的層次，轉化到「實作」階段。這些專⾨強調「做」
的社群，便⾃稱為「創客」（又稱⾃造者，Maker）。

後來這些理念應⽤在教育上，希望改變過去學習上過於抽象的⽅式，改由
強調「實作」的課程，透過各式的實驗、腦⼒激盪、翻轉碰撞的動⼿操作
經驗，讓學校可以成為提供學⽣落實創意的場域。

為此，新北市政府率先全國推廣「創客教育」，並在幾所學校先⾏試辦，
從「實作」、「創意」、「整合」及「⾃學」四⼤理念，透過「基礎⼯具
學習」、「模組架構熟悉」與「創發作品產⽣」三階段，推動全市學校設
備借⽤、資源共享、偏鄉學校推廣、與種⼦師資培訓等⽅式，發揮「創客
漂⿃」、「創地共享」、「創愛傳鄉」、「創師培訓」及「創發課程」五
⼤教育特⾊，並培養中⼩學⽣「動⼿實作和問題解決」的能⼒，近年來獲
致相當的成果。

⽽上述政策的主要推⼿劉君，竟不幸於⼗⼀⽉四⽇離世，享年三⼗九歲，
留下雙胞胎稚⼦及哀傷的家⼈、親友。然令⼈敬佩的是，除了擔任上述重
要教育政策的推動，家⼈更完成他⽣前器官捐贈的遺志。

劉君是筆者的博⼠論⽂指導學⽣，據聞⽣前為創客政策戮⼒以赴。他的驟
然離世，不但是我國教育界的⼀⼤損失，也凸顯出現⾏基層公務⼈員的沉
重⼯作負擔！回顧⼗多年前劉君初次來我班上課，看他經常是中午空著肚
⼦趕來⼤學。劉君雖然有幸獲准在職進修深造機會，但歷經漫長的博⼠班
課程與論⽂寫作過程，期間真的需要有超乎常⼈的決⼼與毅⼒，憑著⼀個



來⾃苗栗鄉下孩⼦的純樸與隱忍，透過教育不斷⾃我提升，甚至躋身公部
⾨，⼀展長才。

回⾸他的⼀⽣，正好符合其博⼠論⽂中所提到的：⾼等教育對個體的向上
流動具有絕對的作⽤⼒……伴隨社會地位的提⾼、經濟收入的增長、教育
及⽂化資源的擴充，成為追求幸福的重要成分……。然⽽他更看到⾼教中
弱勢族群，必須靠學貸、獎助⾦等協助，⽅能就學的殘酷現實。至於中⼩
學中的弱勢族群，則更有待在教育政策上提供多元的學習舞台，讓偏鄉與
⽂化不利學⽣，可以透過實作等技職教育機會，來啟發學習的熱情與創意。
上述對於教育機會公平的理想，緣⾃於個⼈成長歷程，讓他對教育有⼀份
更為獨特的堅持及貫徹。

劉君進入新北市政府⼯作後，在短短幾年間建⽴了良好的創客教育系統，
更利⽤周末、假期，在各學校奔⾛。透過個⼈平易近⼈、實事求是的⾏事
風格，藉由淺顯的語⾔，與基層⼈員進⾏溝通⼯作，遇有窒礙難⾏之處亦
無不悅之⾊，⽽是回去檢討與改進，以扮演好長官、部屬與學校橋梁⾃期。

我有幸與劉君結下師⽣之誼，看到他在教育界引領創新政策，發光發熱。
如今雖壯志未酬，但遺愛⼈間，其教育創新理念與實踐精神，將永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