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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唐納生老師與鐵工廠，�007年攝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需要到處去訪視實習老師，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不少美國伊

利諾州北部的中小學美術老師，他們能夠擔任實習輔導老師要符合許多州政府

教育部門規定的條件，除了經驗之外，專業能力當然也要有一定的表現。本文

將介紹兩位美術老師，他們靈活運用在地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將美術課延伸到

教室之外，與社區結合製造出雙贏的局面，值得報導。

唐納生老師 (Eric Donaldson) 在Pecatonica高中擔任美術老師。此地是一個約

�,000人的小村落，只有小學、初中與高中各一所，在�00�年之前初中與高中

還共用一個校舍。就在新的高中校舍動工之際，唐納生老師聽說鄰村有一個農

舍準備拆除，主人捨不得浪費資源，希望將該農舍的建材送給需要的人，於是

他與校長商量將整個農舍移到學校來當美術教室的可行性。校長認為新校區的

規劃已經定案，在校園放入一棟舊的農舍也不妥，因此建議唐納生老師改變想

法，看看能否在對街的舊校區利用一塊空地，把農舍遷入並設計成一個專業教

室。這個變通之道給唐納生老師新的靈感，他在藝術上的興趣是金工與鐵工，

也一直希望帶學生做些金屬工藝，於是請教他在美術研究所時期的教授，共同

評估設廠的可行性。

在得到校長與當地教育委員會許可之後，唐納生老師便擬好計畫並請當地的報

紙發布消息，希望居民能出錢出力，幫忙這一個搬遷工作，由於小村落大家彼

此熟識，動員起來相當容易，這項工作得以在短時間之內順利完成。當建材從

原地拆掉運到學校之後，一些高中生在那一年的暑假自願來學校幫忙「重建」

農舍；由於要把農舍改為鐵工教室，需要安裝瓦斯的管路，唐納生老師到當地

的瓦斯公司請教工程師。瓦斯公司的老闆覺得這是回饋地方的好機會，很爽快

地允諾提供免費的裝配服務，後來索性長期免費供應該教室所需的瓦斯。唐納

生老師的教授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與朋友提及這個高中的鐵工廠，結果透過多層

管道打聽到有人要捐出一套已退休的打鐵店設備。在萬事俱備又有東風的情況

下，唐納生老師用一個暑假的工夫就成立了一間鐵工教室。

形容這間鐵工教室應該用「鐵工廠」比較傳神。它座落在學校主要房舍與後方

樹林之間，外表看來與一般的農舍毫無差別，整體結構幾乎是木造的，內部的

空間只有十五坪左右，在裡面工作起來噪音很大而且是冬冷夏熱，真的是一間

鐵工廠。唐納生老師知道這麼小的空間無法完全開放給學生使用，就成立一個

金屬工藝社團，每次上課僅容許六到八名學生進來鐵工廠。高中生參加社團很

自由，但是要進入「打鐵班」就要身懷絕技，唐納生老師開出的條件是：學生

要修完兩年的美術基礎課程，並修完一門進階的美術創作課，最後再接受老師

的面試。當地的學制是小學從幼稚園到四年級，初中是五到八年級，高中則是

九到十二年級；由於高中實行學分制，每一位學生可以依修業的規定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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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培卡通尼卡高中的打鐵班，�007年攝

高中的鐵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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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選課，所以美術老師在每個學期都提供各個程度的課程，鐵工社團也算是

進階美術課的一門。

我第一次訪視在該校的實習老師時，唐納生老師即口沫橫飛地介紹他的鐵工

廠，並且告訴我全美國只有三所高中擁有類似的設備，引起我的好奇心，於是

跟他約好下次來訪時要去鐵工廠，唐納生老師也特別交代不要穿漂亮衣服來。

當我到達舊校區的停車場時，就聽到有節奏的打鐵聲，尋聲來到鐵工廠，看到

每個人都因工廠的塵埃而「灰頭土臉」時，很難想像這是學校的一部分。這裡

的教學方式完全是師徒制，新手學生照著老師的進度做基本功的練習，不會的

就問學長，資深學生則與老師討論想做的東西，然後獨立製作。老師在工廠裡

也做點東西，並隨時解答或處理學生的問題。工作一段時間後會有休息時間，

一方面恢復體力並讓耳朵休息，另一方面則討論作品或交換意見。唐納生老師

說這裡的學生到外地繼續升學的比例並不高，大多在完成高中教育之後就從事

農業或工業的生產工作，參加打鐵班不但是在上美術課，也是學生發洩體力、

情緒或逃避現實困境的好地方，很多學生畢業後會留下深刻的打鐵印象。

有了一些創作成果之後，唐納生老師會在暑假帶著學生四處參加藝術市集，許

多人都驚訝高中生可以學做鐵器，伊利諾州的美術教育學會也邀請他在年會上

圖8.� 雷根中學畫壁畫的學生，�007年攝



現身說法，分享他的經驗。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升學主義社會

裡，鐵工廠的故事能帶給台灣的讀者什麼樣的啟示呢？

美國第四十任總統雷根 (Ronald Reagan) 在初中階段曾經住在Dixon市，雷根

中學 (Reagan Middle School) 就是總統讀過的學校，後來以他的名字當作校

名。還未拜訪雷根中學的湯普生老師 (Debbie Thompson) 之前，在那裡實習

的學生就告訴我，湯普生老師對社區服務的熱情與貢獻；果然，一見到面湯普

生老師就展示她的學生被刊登在報紙上的消息，也興奮地告訴我當地一連串的

藝術活動。

湯普生老師的先生是Dixon商業聯盟的主席，屬於「士紳級」的人物，由於他

願意支持藝術，常常製造機會讓學生能走出校外參與地方上的藝文活動，比

如，此地的一家畫廊就透過他的介紹，與雷根中學形成合作的默契，每一個

雙數月的第一周提供畫廊空間給初中生展示作品；每年在Dixon的幾次慈善募

款，湯普生老師也精選學生作品共襄盛舉。三年前湯普生先生又促成一個有趣

的合作案，當地的醫院 (Katherine Shaw Bethea Hospital) 基於健康和節約能

源的理由，希望前來醫院的人能多走樓梯少搭電梯，於是想出在樓梯間畫壁畫

的點子，藉由藝術吸引民眾利用樓梯。這份差事當然非湯普生老師莫屬，她計

畫以一年一層樓的方式，逐年完成各樓層的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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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湯普生老師（穿紅背心者）與學生在畫

壁畫，�007年攝

醫院之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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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湯普生老師在學校的美術課堂上要五、六年級的學生針對壁畫的主題製

作設計稿，譬如：第一年的主題是拉長形狀的房子，第二年的主題是坐姿的

貓，�007年的主題是貓與狗。然後，她從學生作品中挑選有特色的、適合放

大成壁畫的作品，在施工前一天先行將原稿的輪廓轉畫到牆壁上，此先期作業

通常由湯普生老師與一位當地的插畫家一起完成，也就是說老師決定壁畫的內

容與構圖，這可能與大人覺得學生年紀還小，無法做適當的判斷有關。

美國有許多學校的第二學期分界不是在寒假，而是在一月底或二月初，即是，

過完聖誕節和新年假期之後還繼續是第一學期，直到實際上課達到規定的周數

之後才算結束，之後緊接著是第二學期開始。有些學校在兩學期之間會有一天

的準備日，學生要來上學，但是沒什麼重要的課。湯普生老師就利用這一天，

挑選平時上課表現優良的十名學生到醫院來畫壁畫。壁畫用的壓克力塗料由當

地的商業聯盟贊助，醫院方面則提供免費的點心、茶水和午餐，湯普生老師為

了擴大她的美術教育版圖，說服此醫院的主管提供一條藝術走廊，由湯普生老

師定期帶學生的藝術品來替換。院方還將一個休息室布置成雷根中學藝術名人

堂，每年舉行優秀藝術學生的掛牌儀式，受獎的學生則捐一件作品給醫院永久

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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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已經是湯普生老師第三年帶學生出來畫壁畫，經驗老練也有效率。在開

工之前，她將原稿貼在牆壁的高處供參考之用，然後學生各自認養一個主要顏

色，仔細去尋找並塗滿該顏色所在的區塊；在底色填滿之後，他們再分組描繪

細節的部分或混色的區塊。在畫的過程中老師與學生們輕鬆地聊天，談論的話

題多是五、六年級學生在生活上會涉及的問題，言談之中老師已在進行輔導的

工作，一舉兩得。當正規的學校上課時間結束時，校車前來接這群學生回家，

湯普生老師、實習老師和那位插畫家則留下來善後，為壁畫進行潤飾與統調的

工作。湯普生老師告訴我一個意外的驚喜：第一年畫「拉長形狀的房子」時，

其中有一件草圖作品被選印製成伊利諾州美術教育年會的海報，隔年畫「坐姿

的貓」又有一件被印成海報，她心裡很期待「好事連成三」，希望今年再有作

品能獲選。

湯普生老師與她的先生由於職務上的關係，以行動做出很多對社區的服務與貢

獻，這是鄉下地方最被人稱道的人情味，他們的熱情來自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感

與歸屬感，願意付出自己的「愛」給家鄉。學生在醫院或在畫廊看到自己的作

品，或在當地報紙看到相關的報導，都會提高他們對美術的興致，也會產生榮

譽感。實習老師對湯普生老師在選學生去畫壁畫時，很明顯地選她「最愛」的

學生有點不以為然，其實，這種情形在一般的課室中很容易發生，很多老師都

無法避免對表現突出的學生投以關愛的眼神。在教師培育階段，我們要盡力灌

輸民主與平等的概念，因此我勉勵這位實習生：「將來妳當家時，要表現出妳

的博愛，這樣才能證明妳學到了功課。」

▲ ▲  圖8.5  學生必須溝通與協調，才能在小空

間裡一同工作，�007年攝

    ▲  圖 8.6 學生細心地塗顏色，�007年攝

    ▲  圖8.7  �006年完成「坐姿的貓」系列壁畫，

�007年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