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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生活環境中有許多不可解的事物。有心人喜歡動動腦筋去為這些生命裡的謎找

答案，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這就是科學的原動力。所以科學研究的源由應該

是很生活化的。但一般人卻經常誤解科學是個很冷酷刻板、且高不可攀的學

問。許多學生則以為科學只是教科書裡那些需要背誦的公式而已。 

 

逭些短文希望利用生活周遭的事物來介紹近年來科學上的新發現，有時提出一

些問題，有時試著為人類的文化史做註解。曾志朗只有一個信念：生命的動態

會讓我們體會到科學研究的多彩多姿！ 

 

科學一直是作者的最愛，能夠讓學生不怕科學，甚至進一步走入科學的領域，

那麼他的願望就達到了。  

二●內容摘錄： 

在曾教授的身上，我清楚看到了一位成功的科學工作者，其做學問的精神、處

事的哲學及學者的風範：要永遠保持著不灰心的態度及不屈不撓的精神，它不

但可以使人勇於面對任何困難的挑戰，亦可以讓人禁得起失敗挫折的考驗。無

論身心均不辭勞累，愈挫愈勇。對於真理的探索，除了要有鍥而不捨的努力、

堅定不移的信念及默默耕耘的勇氣之外，更需有懷疑的精神：科學不是靜態

的，對長期為人所接受的學說定理表示懷疑，不斷地尋求證據。唯有一再地深

入，才能達到科學的殿堂、知識的領域。若僅存著玩票的性質，或是意興闌

珊、面對問題不求甚解、馬馬虎虎，是絕不可能踏入實事求是的科學世界。

(p.13.14)  

三●我的觀點： 

《用心動腦話科學》架構分四大篇，分別為人類篇、動物篇、植物篇、星際

篇。內容淺顯易懂，文字幽默通俗，同時結合歷史觀點、科學文獻、民談坊

論、生活體驗和自身經歷等等，多角度地寫出有趣的生活科學知識。 

 

雖然現代知識爆炸，已非單純自讀或靠一技之長就能「行走天涯，四海皆

準」，但現在的臺灣教育政策仍有待改進，為何？讀讀最近兩年內（現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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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報紙吧！「零分也能上大學。」「七十％的大一新生都在玩，不想讀

書。」……。大學不是知識的聖殿嗎？怎麼時候讀大學變得好像兒戲了？學生

應該從生活裡「學習」，不，要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一邊遊戲發揮創意，一

邊好奇探索環境，學習就會有趣而有效率。 

 

此外，這幾年不只社會經濟「Ｍ極化」，連教育也有此現象：考完基測、學測

後，英、數兩科可能有兩極反應。有的人認為簡單而下筆如飛，有的人卻覺困

難而無從作答，甚至放棄考試。這實在很可惜，因為中學六年是人生青春的歲

月，也是頭腦活躍的時期。大家應該有均等機會分享知識中的真理（如科學不

斷地突破傳統的「不可能」,但宇宙依然不斷地呈現奇蹟）和其對頭腦鮮活的刺

激（如激發創造力、豁然開悟的驚奇等等）。 

 

我覺得曾志朗教授是個成功的作者，他不說教、不賣弄學問、也不強迫。而是

將科學知識生活化，自然地呈現了它與現代文明的緊密關連性，也就較易引起

別人的興趣。他是「引導」而非填鴨式、機械式的「教導」。兩者最大差異在

於前者會激發學生內心的熱情並主動追求。 

 

遺憾的是，現今民國九十八年的臺灣杏壇並沒有太多像曾志朗教授這樣能「引

導」學生追尋「知之道」的良師。一位資深英語講師說：學生的課業成績，老

師其實要負七十％的責任。他說臺灣有一堆學問好的博士，卻沒有太多懂得講

解的好教授。我贊同這句話，光是師資好並不夠，還要有方法能使學生懂、願

意學。 

 

同時我認為：臺灣教育基本上有六大階段 

（一）幼稚園階段：除了教基礎生活技能（如繫鞋帶等），引導孩子認識日常

環境外，老師也應誘發孩子們的好奇心和問問題的能力。 

（二）小學階段：低年級老師應要讓孩子瞭解知識無垠，及自己與宇宙的關聯

性（如巴西的蝴蝶效應！），並繼續激發其好奇心和興趣；二、三年級老師要

讓孩子們懂得現代知識是「多元」的（而不是用紅色分數互相比較或作為評論

自己的依據），並開始懂得自己解決問題，作簡易報告說明解惑過程(不是靠網

路！)；高年級時，老師須著重幫助學童面對青春期問題和人際問題，並加強訓

練自律。 

（三）國中階段，除了延續國小教育方針，老師還要能開發其潛力（絕不是用

考試分數來論斷），讓學生開始學習實現想法、思考人生目的地。 

（四）高中階段，導師要學會當年輕人的朋友了，鼓勵支持學生往他們自已的

目標走，學習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服務他人。 

（五）大學階段教授要有向大學生展現知識奧妙的本事，而不是反而使他們迷

茫不懂為何要學得那麼辛苦。 

（六）研究所階段，就是年輕人蛻變，為社會貢獻心力的時候了，他要有能力

和別人分享合作，組織領導自已的團隊。 

 

臺灣年輕人（包括我）的世界觀還不夠豐富多元，人生觀還不夠寬廣客觀，生

命觀還不夠明晰深沉，對知識還沒有強烈的欲望。大部份人仍是昏沈不清醒

的，師長們似乎也幫不了多少…說教，不聽。打罵，反彈。其實臺灣師長也要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自省：我有找到人生的目的地嗎？還只是用前輩身份倚老賣老而已？其實只要

師長以身作則追求人生目標，讓年輕人明白人生是有意義的，便會用心去活，

珍惜當下。 

 

我相信追求知識還是靠自已本身，只要一個人真心、強烈想「知 道」，那麼此

人將排除萬難…就像歐陽脩年幼家貧，仍不放棄地以荻畫地認字，最後成為唐

宋八大家之一。固然師長和環境是重要的教育因素，但絕不會決定一個人的生

命方向，每個人的方向都是自我決定的！我童年也許沒有受過嚴格的才藝訓

練、沒有讀資優班、沒有讀一流的公立高中；但我可以積極地自我訓練：獨立

思考，不盲從大眾、不畏懼麻煩克服困難、時時精益求精，以及保持對生命的

熱忱，謙卑地認識宇宙的奧秘。所以好的老師要協助學生激起對人、對物、對

科學、對世界宇宙的好奇心，指出求道之路的方向，然後學生便可以自己去追

尋。  

四●討論議題： 

到底怎麼樣才能讓民間普遍確實「從生活裡思考科學」？並進一步探討和運用

理論來解決問題或發現宇宙的奧妙？除了教育政策外，也需要喚醒大眾（尤其

是年輕人）對生命和周遭環境的警覺與童年時的好奇心。不要再光喊口號，不

要再「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度日，現在就開始思考書裡的科學，想想得

了什麼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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