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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簡媜，本名簡敏媜，生於宜蘭縣冬山鄉，其創作多元多變，題材從鄉土親

情、女性書寫、教育親子，到城鄉變異、社會觀察、家國歷史、生老病死，是

台灣當代重要的散文作家。自稱「無可救藥的散文愛好者」。 

 

  因丈夫的學術交流，作者一家人遠赴美國旅居四個月。從小學教育到柴米

油鹽醬醋茶；從基礎建設到遼闊的哲學問題，簡媜在異國生活中發現、思考並

反省，優美犀利的文句中處處流露著對台灣的批判、不捨與眷戀。  

二●內容摘錄： 

  孩子，我希望你明白，一個對自己學習與成長缺乏責任感的人，是走不了

遠路的。(p.5) 

 

  人生不應該只陷在一種姿勢、一種速度、一種海拔、一種風景、一種肺活

量、一種心跳、一種情緒裡。(p.172) 

 

  孩子成長的路上不應只有學業，親情與根性亦同等重要。「根與翅膀」的

概念又浮現腦海，我們給他機會打造翅膀，但怎麼能從小失去了根？(p.260) 

 

 

三●我的觀點：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乍聽之下好像是本關於教育的書，其實不然，看完

了這本書才發現，它的內容除了描述異國教育與台之殊同，更包羅了小至廚房

的柴米油鹽，大至政治的憂民憂國，甚至是玄妙的哲學問題，並非只是作者單

純站在母親的立場所撰之書。在體驗異國文化的新鮮有趣之餘，作者不忘回過

頭來深思台灣積習已久的弊病，進而問出許多台灣人也想問的問題：為什麼台

灣做不到？ 

 

   超市商品的退換貨問題、國家公園平整而乾淨的路面、國民小學友善而溫

馨的環境氛圍與教師熱誠的教學態度……種種在台灣會遇到的難題，美國都已



有條不紊的立了法，明文規定該怎麼做最好，但是，台灣也有立法啊！為什麼

台灣做不到，而美國卻做到了？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此種差異呢？我想應該是

態度的問題吧，畢竟，修法並不能強迫教師教學要有熱忱──熱忱的定義為何？

功課出很多、上課教得很艱深就是熱忱嗎？還是不打不罵實施愛的教育才是呢？

──就像如果有一天，法令明定我們要做一個認真求學的好學生，我們又該如

何回應？我們都心知肚明，法律不會叫我們做個好學生，而是叫我們不要做個

壞學生，法律是被動的，不求我們做到好，只求我們不要做錯。 

 

  我想，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有沒有立法，而是我們面對每天生活的態度。 

 

  學生不是只為了考試而讀書，而是真正的渴求知識與學習；老師不是只為

了賺錢而教書，而是想辦法藉著教育拉高孩子的視野與拓寬思考的深度──如

作者所說的「每個孩子都喜歡上學，像春風吹來，每一片樹葉以口哨響應」、

「每位老師教學的青春永駐，即使白髮如霜亦不覺疲倦」，這不正是真正的學

習與教育嗎?──但是，哪個學生不是為了考試而讀書？哪個老師不是為了養家

餬口而教學？當然，真正熱愛學習的學生與熱心於教育的老師還是有的，但在

台灣算是少數。 

 

  是不是許多原本熱愛學習的學生和具教學熱忱的老師都在台灣填鴨式又冷

漠的教育體制之下，從原本的憤怒不平到後來的屈於現況，最後沉默不語？到

底是這種體制扼殺了有熱忱的人們，還是有熱忱的人們太少以至於台灣的教育

體制是如此這般？也難怪作者會猶豫是否留在美國會更好了。 

 

  但是，我覺得留在美國跟留在台灣各有利弊，並不是留在美國就是好的，

而留在台灣就一定不好。留在台灣，升學壓力和填鴨的考試體制壓的孩子喘不

過氣，而留在美國，要是有一天孩子永遠的失去了母語怎麼辦？相信兩件事情

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書中說：「孩子成長的路上不應只有學業，親情與根性亦同等重要。我們

給他機會打造翅膀，但怎麼能從小失去了根？」不僅教育，在各方面台灣仍有

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或許，這趟異國之旅是一個望遠鏡，讓我們看到不久後

的將來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也說不定。 

 

 

四●討論議題： 

  「孩子成長的路上不應只有學業」，試問作為一個學生，除了被動的吸收

課堂教授的知識以外，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來豐富生命呢？（學生問題討論） 

 

  作者在書中提及美國小學教科書是用借而非買的，較節能減碳，請問還有

哪些減少不必要資源浪費的改革是我們平日就可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