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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作者游森棚老師出身於建中數理資優班，又曾任教於建中數理資優班，可說是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但對他而言，世界上，有遠比聰明、成績、掌聲更重

要的事。他鼓勵學生參加社團、閱讀，在比賽中抗壓、團隊合作，以及面對挫

敗的調適，在九二一大地震中，讓學生學習同理心，而資優生的品德更為他所

重視，畢竟這群資優頂尖的學生可能決定著台灣的未來。 

 

『熱情、開放、分享、沒有預設立場，讓學生學習「做自己」；傾聽、信任與

陪伴，讓學生「不孤獨」』，是游森棚老師的教學真言。  

二●內容摘錄： 

真正的資優學生，沒有人會陷入「資優」這兩個字的迷思。因為我們打從心裡

知道，這個世界的強者太多了，自己的微薄成果根本不足掛齒。既然永遠有更

高更遠的目標值得追尋，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努力。 

 

天賦不足恃，天賦讓資優生贏在起跑點，但龜兔賽跑的故事給我們非常好的啟

示―持續行動，走向終點的毅力，才是真正的關鍵。想要一直進步的心情，是

內在的驅動力。這種驅動力發自內心，是天賦的特質，不會輕易被誘惑或左

右。 

 

因為驅動力，讓努力成為興趣。努力不是盲目，資優學生喜歡看到本質，看到

結構，看到事物背後真正的意義。(p.287)  

三●我的觀點： 

「資優班」這一個詞，對每個人來說，意義都不怎麼相同。在台灣，大多數的

校長和老師對資優班可是退避三舍，因為這背後跟隨而來的就是人情重擔和政

治包袱；台灣的父母為了使自己的小孩進入資優班，盡施奇招，絲毫不考慮小

孩的學業程度與想法；不是資優班的學生，通常對資優班沒有什麼好感，畢竟

在同一場考試中，他們是失敗者，是進不了所謂「資優」的圈圈裡的。而資優

對我來說，似乎是另外一個世界，我只能單方面地得知，他們代表台灣競賽又

抱幾個獎項光榮回國之類的消息，卻對他們日常的學校生活以及學習態度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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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至於最後對資優班的學生感到有些排斥，但自從讀完了這本書，我對資

優班完全改觀，可以說是從排斥到好奇，再從好奇到佩服。 

 

我認為書中的主角，也就是建中數理資優班的學生們非常幸運，能被游森棚老

師接手教導，他是台灣少數對教育觀念非常正確的老師。本來還對洪蘭教授在

推薦序中地大力讚揚予以保留的我，也不得不打從心底認同了。的確，沒有游

老師的堅持與把關，相信這些學生在畢業之時，仍然是一群普通的學生，只不

過多頂一個「資優」的光環罷了。 

 

游森棚老師十分注重品德教育，雖然這些資優學生與普通學生會碰到的問題不

一樣，但基本卻是相同的，即是品德教育，有品德才有紀律，有紀律才有受教

育可言。台灣社會對資優生所給的資源和優惠太多了，就如書中所說，三三一

地震後教室變危樓，其他學生大熱天在樹下上課，雨天躲在車棚中，資優班卻

被分配到有冷氣德視聽教室等例子，然而就是因為能享受特權，資優班的學生

隨意使用學校設備，做出不該做的行為，這讓我們了解越是資優生，越需要有

人去教導品德的是非概念，絕對不可因為他們聰明就縱容放任。另外也因為高

品質的享受，資優生們不懂世間的人間疾苦，書中就有提及班上有位同學對山

洪爆發全家罹難的小女孩毫無同情心，絲毫不曉得越是弱勢的人，越沒有權利

選擇居住的地點。看到書中游老師的發怒以及苦口婆心地勸誡教育，我感到十

分認同，因為沒有同理心和品德概念，就算於學業再怎麼有成就，做人也是失

敗的。 

 

很難想像一群男生拼命拉著嗓子，高聲唱出一首首曲調，沒想到在男校中，竟

然也如此注重歌唱比賽，更令我訝異的是，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資優班只專攻

在學科，對課外領域並不如學業方面熱中，然而書中這一班的學生們，似乎有

著極大的潛力，在任何一方面都能夠勝任，從找歌曲到伴奏、指揮、排練，全

是由學生一手包辦，而老師只須從旁提醒和等待驗收成果就行了，事實上，他

們不只是歌唱比賽，另外的排球競賽、英文話劇等，皆是如此。學生的首要工

作雖然是讀書，但除此之外，還得培養許多無法從課本上獲得的才藝以及在社

會立足所需的能力，例如團隊合作、彼此意見不一時的處理、面對困難的看

法、調適對挫折的眼光......，畢竟「資優班」只是一個時間性的詞，少則三年多

則六年，一旦畢業，那些即成過去式，最多在證書上多幾個高一些的文憑，若

出社會，每人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線上，若沒有多涉獵廣泛領域，豐富自己的內

涵，是很難和其他人競爭並奪標的。 

 

台灣從以前到現在一直是只重視表面成績，段考、模擬考要排名次，到了高國

三的非常時期，更是小考、週考每個星期做總排名，成績真的就代表一切嗎？

資優班的學生素質值得肯定，他們絕對是整體學生的龍頭，是排名極前面的菁

英，但是菁英中也還是有菁英，菁英中也有中後段的學生，資優班中的排名也

是從第一名到最後一名，不會因為是資優班就代表每人的程度都相同，各個是

第一；而人有失常，馬有失蹄，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人生本來就不可能

永遠第一名。既然無法把握住第一名，那何不把握住我們的態度呢？總是對任

何事物感到好奇，好學又愛問問題，身懷企圖心，使自己每分每秒不停地進

步，這便是真正的資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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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難道就只等於「資質優」？對我來說並不然，除了天生的資質外，資

優的態度才是最值得去學習的。讀書不是苦讀，苦讀並不能使一個普通學生變

成資優生，而活用才是資優生的特質。書中的主角們能每天樂在其中，享受和

學問奮鬥決戰的感覺，並用創意和幽默感保持自身與外界溝通的平衡，使我由

衷地佩服這些真正的資優生。  

四●討論議題： 

台灣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只注重表面成績，而不管學生實際學進去了什麼，表面

上看似很厲害，但是沒有有系統的學習是沒有根的，知其所以而不知其所以

然，散亂的知識沒有架構在後面支撐，最後一定會崩落。這樣的學習態度和步

驟是否需要我們重新深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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