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映象公與義 三

鏡頭1苦的+年教改真實面說

告自弓位在台北市高級住宅 在目前講求多元化的教 過程很快樂，但他們的分 貧窮弱勢家庭中住一段時

區的民權國小'碰上 育政策下，從小生長在台 數永遠趕不上都市的學 間，才知道他們過的是什

位於偏遠的台東東河鄉， 東的林正盛說，泰源國小 生，沒有好的學校念，孩 麼樣的生活 J '泰源老師無

以培養棒球選手出名的泰 所安排的課程非常活潑， 子的未來怎麼辦? 奈地說;同樣從貧窮中走

源國小， 會擦撞出什麼火 善於運用當地既有的物 片中有個就讀國小六年 過來的林正盛強調， 他不

花?答案是 . 不同學校的 材，如海邊常有漂流木， 級的孩子，從小學凹年級 是要說大道理，而是要提

教育現場，看到的是存在 老師鼓勵學生去撿拾漂流 進入棒球隊打棒球，曾經 供社會大眾，在談教育

台灣的「兩個世界的孩 木進行雕塑 ， 更發展出裝 打過少棒賽得過世界冠 時，一個不同於過去的觀

子 J ' 他們的現在和未來 。 置藝術，校園內也有很多 軍， 他對自己的人生有一 念，以及思考方式 。

漂流木雕塑裝置，真有文 定的想法，就是希望進入 雖然台灣社會都知道教

從教育現場實地觀察 化特色，學生可說是 「快 職業棒球隊 。 都會區的孩 育的城鄉差距，林正盛

時報文教基金會首度和 正井É且已越刁已見到E到3 J 子將棒球當成「運動 J '泰 說， 但台灣政府和政策畢

女IJ名導演林正盛合作 ，製 源的孩子卻每天在球場上 竟仍以都市為主，看不到

作以 《映象公與義》為主 快樂學習敵不過分數主義 接受嚴格訓練，為未來的 也不關心偏遠地區，造成

題紀錄片，經過長期籌 相對於民權國小，雖然 人生打拼 。 住在偏遠鄉鎮的孩子絲毫

畫，在去年九月展開拍攝 在「一綱多本 」 政策下， 沒有機會，只能不斷複製

工作，即將在今年二月推 學生只要學一本就可以， 弱勢的孩子看不到未來 貧窮 ， 而 「貧窮絕不是特

出，真實呈現在都會區和 結果卻是每天都要背很多 「決定教育政策的官員 ， 定人或族群的問題，最後

偏遠地區成長的孩子， 所 本上學，- 一本都不可以 宜在應該到偏遠地區、到 終將成為社會的負擔」 。

接受的教育和生活。 錯過」 。

提到拍片的想法 ，林正 在教改十年後 ，林正盛

盛說 ， 當初選擇拍攝學 觀察 ， 孩子仍需接受看似

校，民權國小就在台北民 「公平」的考試制度，決定

生社區旁，學生共有上千 是否有學校可讀以及就讀

人，屬於都會區內中上階 學校的好壞，小學生的未

層匯聚地 ，反觀泰源國 來仍是要依照「分數」來

小， 僅有一百多個學生 ， 排 ，在教育部提倡多元學

每一年級至少有一個班 當I下 ， 分數主義的精神卻

級，多出身貧窮或弱勢家 從未死掉 。

庭，藉著拍攝過程 ， 觀察 泰源國小老師在片中即

且生的學習狀況 。 語重心長地說，雖然學習 。透過教育資源的分配幫助中下階級的孩子們，讓他們有機會追求更好的未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