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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校讯组于 2019年开始将校讯组主编一职，交由学生担任，实践学会以学生为主的模式。2019

年开始，校讯组顾问透过作品甄选，将主题与风格相近的学生编在同一起，担任主编。主编们必

须包办主题设定、分配题目、审核访问题目、催稿、编辑、校对和排版。我们将从顾问老师们的

观察和透过访问历任主编，去检验编辑自主对学会的改变和影响，以便可以实践以学生为主的学

会模式。 

 

前言 

   2018年《华文独中教育大蓝图》总体目标强调学校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在学生的学习过

程中，贯彻终身学习的精神，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除了知识体系的建构，联课活动作为其中

一个知识体系外的学习平台，冀透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提供学生主动学习、深层思考及探索新知

识的学习平台。若联课教育制度有条理且有层次地规划与贯彻，也是一种民主法治教育的实践过

程。【注 1：全国华文独中联课实务手册】 

   尊孔独中多媒体创作学会——校讯组（简称：尊孔校讯组）隶属资源处，属于半行政团

体。2020年之前名为“多媒体服务团——校讯组”，校讯组与友团广播组、摄录组过去以报导、

拍摄学校各类活动为主，并负责撰写一年三期校讯刊物中“封面故事”内容。过去，每期的“封

面故事”主题设定，主要由顾问老师拍板，由学会主席于学会活动时间分配题目给各会员去进行

访问，后期的催稿、审稿、校对到排版皆由顾问老师们承担。作为一份刊物，学生的参与度仅仅

限于写稿的部分，即便在校讯组数年也无法体会到刊物制作的意义，无法让学会成员了解刊物制

作过程，也剥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因此，针对校讯组的发展，提出一些思考，包括校讯组是写报导或写作文的学会吗？我们有更大

的目标，希望学记能寻获观察发现发掘事物，研究理清事情脉络的乐趣，因此在这两年里我们触

及的题材可说是包罗万象，从轻题材如青春文艺类的到社会议题类的题材，我们都鼓励学生们去

尝试。 

2018年杪，在参与了第十六届学海杯全国中学华文刊物观摩赛【注 2】后，时任执委有感校讯组

自主编辑的部分甚少，提出让校讯组改革的建议，经过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开始了不同阶段

的改革。 

  



  

从摸索到成型 

年份 阶段 说明 

2019年 实验期（学生自主雏形） ·主席团兼任主编角色 

·主席团与顾问老师讨论 

  每期校讯主题 

·主席团协助分题、审核会员 

  访问题目、主抓催稿时间 

·审稿、校对与排版仍由顾问老  

 师主抓 

·12月假期，顾问老师遴选六名

有潜质的主编人选，赋予六人制

作刊物任务 

2020年 成型期（学生主编诞生） 
·顾问老师将主题与风格相近的 

 主编，编成同一期主编 

·学生主编诞生，不再由主席团 

  兼任 

·学生主编需负责事务扩大到 

  审稿、校对与排版。 

·顾问老师从旁协助与监督 

2021 进行中（自编刊物诞生） ·遴选主编 

·自编刊物诞生 

·主题有主编制定，筹备过程 

  、出版日期由主编主抓 

·顾问老师提供内容、排版设计  

  的建议 

  

 



改变前后对学生的影响 

本节将以访问历届与现任主编，对比在实施编辑自主前后，学会与个人层面的改变和影响。此

外，也接此章节探讨实施编辑自主后需改进的地方。我们访问了两名 2020年毕业生杜佩怡与郑蕙

倪，以及四名 2021年在籍生郑文悦、丘家嘉、黄德尧和郭凯琳。 

校讯的故事：天时地利人和的安排让我们在这一年进行改革 

杜佩怡 

会让杜同学起了要由学生自主编辑的一个契机是校讯组的同学一起参加了 2018年的学海

杯交流与颁奖会。那时尊孔近十年来，第一次报名参加全国性的交流活动，最大的冲击莫

过于在各入围学校上台分享的环节，看着其他学校的学生能侃侃而谈自己的创作理念但自

己的校讯虽最后的成品比其它学校好看，却是一本少了灵魂的刊物。只有自己的内心知

道，这本刊物自己除了参与写稿与拍照的部分，其它从想主题到呈现，都是顾问老师在主

导一切。 

那一次的活动为大家的心里埋下了个种子，回来后大家也都在想校讯组是不是该做改变，

是不是大家可以做得更多。那一年的年尾假期，我们开始想要如何改革我们发现对于出版

编辑我们最弱的地方是排版，之前的课程规划上并没有太多的排版课，偶尔有的只是玩票

性质的 Photoshop课，因此我们打算从排版课下手。12月的假期，我们安排了 3天的排

版课培训，找了执委们参与。3天的课程虽没让我们从菜鸟变成高手,但至少我们学会了

排版的操作。 

从顾问老师主导到学生自主管理，最大的不同是它解答了心中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是自

己构想了这个主题，所以懂得了为什么要访这个故事，明白为什么照片要这几个景，排版

时为了迁就照片的不足而在设计上做出的取舍。整个过程我们带着构想与计划去实践，与

早期只参与写稿的情况，体验上有非常大的差别。早期是抱着写功课的心情但学生自组

后，心态上更倾向为自己而完成，为自己而战。 

而正因为学生参与了刊物的制作，在学会课程上我们也同步进行改革。我们由侧重写作的

课程走向更注重综合能力的安排。课程上我们增加了摄影课、采访课与排版课，同步的改

变虽然痛苦但那种大家一起努力有目标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或许正因为我们共同经历了学海杯的震撼，在合作上整个执委团的向心力很强，每一次的

课程上的准备与每一次的出队都是我们能力上的增强。特别昰课程上的编排，执委们都会

做资料收集做简报，在技术的传承上更是做到手把手教的程度。 



而什么是学生自主最重要的因素，杜同学认为学生是否有领悟到为什么而做很重要。她不

讳言的说，自己很清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累积经验积累履历累积自己的人生

阅历。很多的尝试与探索都是因为抱着求好的心，虽然不是所有的尝试与探索都会换来理

想的结果但却是做刊物与自主经营不可缺少的一环。 

对杜同学而言，她也在校讯组里发堀了自己的长处，因为校讯组而接触了摄影，进而学了

排版修图后制再来也因为校讯组在这段时间的改革，迫使她要增强自己的写作能力。曾经

选科系时只想逃避自己最弱的数学，但在发现自己也有擅长之处后，生涯的归划与选择反

而变得更广。 

郑蕙倪 

公平，是郑同学觉得校讯组是时候该自己自强起来开始自主编编辑了。从老师主导到学生

自主编辑的契机就是 2018年的学海杯。当时仍印像深刻的便是看着各校出来侃侃而谈

时，深刻的领悟到我们与友校的差异原来那么大。已经有同学在策划主题了，而我们自己

却还在为准时交稿而自喜。最重要的是郑同学希望校讯能与友校站在一个公平的舞台角逐

同一个荣誉，而不是抱着一个老师主导的优势去参赛。 

特别是当天出席的大家都抱着同样的目标时，虽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大家还是热烈的

讨论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在与顾问讨论也得到肯定的后，我们便开始着手进行改革。 

开始了自主编辑后，突然很多事情都要由自己决定，选题、采访到排版设计都是一项项要

解决的事项，因此即便改革的那一年是她考 SPM的一年，但她认为那一年读书的压力很

大，只要能不读书的时光都是快乐的时光。而整个过程中她也更加意识到时间分配的重要

性，虽然中学生的空闲时间非常多但若没有做好安排仍会落到一团糟的下场。 

更重要的是自主编辑也满足了自己对编一本刊物的好奇心。因为对于校讯组的了解，只停

留在写稿但经历过自己动手的介段后，就会发现原来整个过程可以有这么多的变数，而每

一个环节又是如此的环环相扣，主题与学记们能力的考量，学校活动又是否会与采访时间

冲突，考试周又会不会对学记造成压力？种种不同的因素一直在让原本理想的计划起了变

化，也体验了什么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学生自主后的第一年磕磕撞撞的走了过来，第二年想着可以从中修正做得更好，但疫情来

袭让一切都变了。从等待到主动尝试在网上进行，这又是一场全新的挑战。而明显可以感

受到的是会员间的感情变淡了，少了出队少了值岗也同时少了很多认识彼此的机会。 

 

 



郑文悦 

对郑同学而言，学生自主最难的部分是排版，自己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参加假期的排版培

训，所以当自己当主编时就觉得非常的吃力，同时也很慌。第一年学生自主时，自己仍不

是主编，因此第一年自己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但笫二年当自己成为主编后情况就不一

样了。在想题上自己会偏向顾全大局，也不会做自己一单让整本刊物难产。 

谈及学生自主编辑的要素，郑同学认为自我增值很重要，能力须要不断的积累才能应服自

主编辑的挑战。像做决定定题或与会员们讨论时，就能考验到自己的沟通与知识的储备以

及自己到底做了多少的功课。像自己就能体会到正是因为自己缺了排版课，所以后来执行

时才会战战兢兢。 

对比做刊物的心态，可以发现做主编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做功课的心态，做了就好，另一

种则希望透过刊物自我实践一些个人理想。因此从大家的选题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对学生自

主编辑不同的态度，而这两大类的差别也就影响了刊物的精彩度。 

正因为我们开始了学生自主的模式，郑同学才意识到原来学会可以这样玩。最初自己也只

把学会当成一般的课一样，老师叫做什么就做，就与完成作业的心态无异。但当自己参与

了执委后才发现原来可以透过同学老师一起讨论，去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或遇到瓶颈时

是可以向同侪求助，一起去面对解决。从最初的始点开始，一个想法促成一个主题，进而

洐生出不同的小题，真的是最大的收获。 

此外，人际关系也是一种考验与收获。做上主编免不了要与会员们沟通，与合作伙伴争吵

过但留下的却也是竖固经得起的友谊。大家有一起革命的情感，让从聊公事到最后无所不

谈，这不仅是意外收获更是现在回想起的最大收获。 

丘家嘉 

丘同学回想她初一入校讯组的时候，是处于一种什么都不懂的状况。加入校讯组的时候，

就被指示要写稿、拍照，对于一本刊物的制作毫无概念，只知道所有的排版皆由杨蕙萍老

师包办。“编辑自主”的概念始于 2019年《学海杯》后，大家都受到冲击，自此杜佩怡

宣布要自己排版。 

丘同学认为，学会刊物实施编辑自主前，很多方面都很依赖顾问老师，直到担任主编后，

反而更知道自己每一步要做什么。此外，担任主编后，改变了她一直以来只想低调的处世

态度，她更希望把自己想要传达的想法，透过刊物传达出去。 



丘同学经历了数个不同的主编模式，即 2019 年主席团兼任主编、2020年采用双主编制以

及 2021年执委担任一人主编制。她认为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让会员们可以有一个适应

期，未来学会也可能朝着非执委也可以是主编的模式前进。 

担任主编的经验，让学会活动规划上也有了一体的变化。主编们会在审稿的过程中，发现

会员们的报导采访和摄影技术上的不足，因此会在例常的学会中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她举

例。编辑自主初期，会发现受访者的照片都是很“可怕”的，因为会员们对于灯光、相机

的设置没有概念，后来执委团就策划了摄影课，后来才逐渐改善会员们的拍照技术和效

果。 

此外，如果主编能够“手把手”抓细节，在筹备刊物期间，直接指出会员们摄影方面的问

题，仿效《拼的二次方》主编的做法，会员的进步可能会更加显著，奈何进入网课后，后

来的主编都无法跟会员直接沟通，以致会员们进步的机会减少了。针对采访、写稿能力，

执委们也安排了采访课、写作课，以及模拟采访，无论是趣味或认真的课程，都是经由考

虑学记们真实面对的问题，而做出的安排。培训能激发大家对刊物的认同感，包括 2019

年所办的编辑营，透过邀请校外人士和友校的同学交流，让丘同学更享受编辑这件事。 

她认为，不同年资的主编都面对不同程度的排版问题。即时曾经经历 2018年假期密集式

排版课的同学们，在排版的时候，还是觉得战战兢兢，更何况是没有排版经验，又要担任

主编的学弟妹们。丘同学认为，接下来要增加更多和更深入的排版课程。 

校讯组过去一直有不少困扰，就是招收到的会员只侧重摄影而不重视文字写作，这对学会

推动编辑自主来说可能是一个危机。不过，丘同学认为，招生的标准还是要重质而不是重

量，先侧重文笔和态度，至于排版和摄影都是后天可以学习的。尽量给机会有条件的人，

第一年就当他们是实习生。唯目前推动编辑自主最大的危机在于学会已经有两年没有新生

的加入了，从采访、写稿、摄影到排版都是需要经验传承的。 

黄德尧 

在学会进去改革间，顾问老师们常常纠结要不要走回老路，即顾问老师重新干预刊物的分

工和监督刊物的进度。黄德尧分享，在筹备刊物遇到困难，头脑不时也会浮现“为什么要

做自己一单”的想法。不过他认为，既然决定了，就要坚持下去。 

他指出，制作刊物占了学会一大部分，对于一个以制作刊物为主的学会，如果学会里没有

一个学生懂得制作刊物，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因为若一直都是顾问在主抓、顾问在分配工

作，就会变成单纯交功课的学会。这个学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再来，我们的心态上已经改变了，所以这条路就一定要走下去除了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

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机会。可能很久很久以后，学会又有新的转变方式，但不能走回老

路，不然会变成单纯完成之前毕业生的梦想。所以他觉得，如果没有遇到严重的事情、如

果没有惨到要关学会，这种新的方式要延续下去，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给其他人看到

学生的作品，而不是表面上是学生的名义发表，实质上却是老师在做的作品。 

他个人认为，目前学会面临低潮，但是不完全是窘境。他以处于悬崖做比喻，即是一种要

跌下去又上不去的感觉。他观察到很多学会都会面对青黄不接的情况。他会反思究竟是学

长姐带到不好，还是学弟妹的素质出了问题？此外也想到疫情下，有很地方都断层了？有

经验的学长姐毕业了过后，没有经验的学弟妹，该何去何从呢？他有感学弟妹特别不积

极，可能自己当初当新生的时候被学长姐感觉不积极？ 

郭凯琳 

郭同学 2020年第一次当主编时有学姐带着，觉得还好，后来自己当主编的时候，最深的

感觉是催稿是一件苦差，很多同学们会把要做功课做挡箭牌。主编们很常卡在学记们自律

的问题。郭同学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或许要到同学们自己担任主编才能体验到主编的

辛苦。 

郭同学为刊物的未来感到有一点点担心，因为她觉得到学弟妹，对写稿、对学会没有很大

的热忱、缺乏主动性，从平时的活动中的态度可以略感受到。虽然自己在担任活动负责人

时，有尝试引导，但是效果好像不大。 

她表示自己在初一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安静，也不敢跟别人讲的话的会员，但这几年也

算是慢慢成长，会讲很多以前不敢讲的话。初二、初三的时候，有想过要转学会，但后来

我看到高中同学们对于学会的热爱，在这期间也渐渐发现校讯组好玩的地方，所以就留了

下来。 

校讯组好玩的地方在于到媒体馆的时候，除了可以在那里跟大家聊天，更重要的是每次可

以从媒体馆的老师和同学之间的话题中，认识不同的观点。因为媒体馆是一个开放且自由

的空间，因此大家聚在一起常常可以互相交换观点，她也因此渐渐地放开自己。 

除了氛围上是自由的，在创作上也愿意提供会员们发挥创意。主编一份刊物需要一定的自

由度，郭同学认为，她本来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但这个过程却激发她要思考、要创

意，渐接让她成了一个有趣的人。 

在编辑刊物的过程，因为一切事情都要自己面对，让不善规划时间的她，变得比较会管理

时间。由于对排版不熟悉，她也愿意花是时间找教程，进修自己不足的地方。编辑自主



后，改变了她对刊物的看法。过去无论是出队、写稿，对她来说比较像是一种服务，课题

很固定。现在各主编能決定自己的刊物主题后，让这件事跟自己更有连结，让原本枯燥的

采访、写稿变得更容易。 

总结：反思与建议 

一、自主学习对校讯组的意义 

过去我们都误解自主学习的定义，我们常以学生是否能在预订的时间内完成所分配的任务

作为审核学生的标准，而忽略了真正推动学生自主的是事情背后的意义。因此，校讯组作

为一个以出版刊物为主的学会，诚如受访同学们所指出般，如果刊物从构思到制作，全权

来自顾问老师，学会会员对于这件事情的连结和认同感就会比较少，写稿、采访、摄影对

于很多学记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学会功课，甚至是一份苦差。 

学生的自律应该要来自他们对刊物的认同，不应该是因为不交稿会被记过、会被惩罚，若

是会员对刊物没有想法和热忱，不懂得一本刊物的制作过程，对校讯组，一个以出版刊物

为主的学会来说，是一件极具讽刺的事情。不过庆幸的是，从 2019年开始赋权予同学们

编辑刊物，大家对于刊物开始有所想象，学生也比较容易在这个过程中雕塑自己的想法，

加上综上所有的受访者的说法，这个改变和改革的想法是源自于 2018年学海杯后，是学

生自己讨论过后提出来的，大家集体想要改变，愿意一起承担的结果，显然同侪的影响比

起老师更具带动效果。 

受访者们都提到，编辑自主后最痛苦的地方来自前期的主题构思以及后续的排版问题，为

了解决问题，他们会寻求同侪支援或者是自己寻找教程补足技术问题，这就是自主学习可

贵和重要的过程。如同前言引用的《全国华文独中联课实务手册》所言，联课活动应该是

其中一个知识体系外的学习平台，冀透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提供学生主动学习、深层思考及探索

新知识的学习平台。学生们不只在刊物出版中经历了探究的历程，更将所学到的素养贯彻在其他

方面，包括他们会将例常活动的课程与刊物连结，更具体的知道课程要规划怎样的内容，要解决

什么问题。因此，学生的改变是一体的，有者更延伸到其他的领域，这才是自主学习的精神。 

二、实施自主编辑后是转机，也是危机 

改革后，校讯组迎来了理想的两年，主要是执委、主编积极主动，与顾问老师理念契合，

加上校讯组有媒体馆作为交流平台，有很多编辑、排版和摄影的问题，经由面对面沟通，

能够很有效率地解决。奈何疫情对校讯组的冲击也不小。进入网课后，筹备刊物的过程变

得荆棘，虽然改为线上会议，但有些编辑和摄影上的问题，主编无法直接透过线上处理。

此外，刊物主题、受访对象的选择也受限，即使有再好的想法，可能也要受制于国家防疫

政策。 



身为顾问老师，我们和受访者所关心的一样，在经历两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学会面临着

青黄不接的问题。即使在线上学会时间会加入摄影、排版课程，可是我们知道，在线上纯

教学，没有实际的体验和实践，如同纸上谈兵。此外，在重影像、文字式微的时代，校讯

组或许未来在招生的时候可能也会面对窘境。更重要的是经验与技术的传承并不是一两节

课所能解决的，从现有的经验来看，学生在加入校讯到定型，都需要 2年甚至 3年的时

间，因此缺失了一年时间的新生非常可能到了高中阶段才能觉醒，或是赶在高一最后一次

能换学会前就离开了。回溯过往的招生展的经验，我们都觉得，大家习惯把学会的特点放

在学摄影，一来整体环境对“写作”存有误解与偏见，写作很多时候变成一件沉重的事，

未来学会应该更着重在创作一本刊物，以展现学会的真实面貌。 

或许因为种种的原因，在学会进行改革后，我们常常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纠结。但是经过这

次的访问，让我们（顾问老师）感受到学生的成长以及对于改变的认同。没有一项改变是

不用经历阵痛期的，也不是每个改变都能马上成效，甚至是没有一条路是一劳永逸的。 

我们庆幸在这条路上，我们和学生们一起成长！ 

  

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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