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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育萱  

 

 

大一國文課程強調培養閱讀和書寫的能力，教育部推動「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

動與革新計畫」已經是第二年，希望能改變以往的較重視字詞釋義的傳統教學，將生

命教育融入國文教學，提昇語文教養。本校也於下學年 102 學年將國文(一)、國文(二)

課程正式更名為「閱讀與表達」，可見增進閱讀和書寫能力成為國文課程之重要目標。 

這三年來曾設計過自然書寫、辯論比賽、自傳寫作、企劃案、自我書寫--生命故事

、心靈書寫、感官生命地圖、你的容顏、父母訪問稿、父母生命故事等等作業或報告

。這兩年課程主要定調在「探索自我—生命故事」及「親情關係—父母訪問稿」。 

學生反應多認為這樣的課程很有意義，也可以看出老師的用心，上課很活潑，透

過提問提昇思考力。我曾在通識電子報專文談同學對家書的看法：「書寫對同學來說新

鮮的，尤其當他們「終於」發現原來這封信是真的會寄到父母手裡的，開始有些騷動

，但通常只要教師堅持這是件有意義的事，他們就會靜下心完成。當然我不會冀望透

過這封信，就可以將同學們的親子關係變成良好的，只是希望建立文字的溝通模式。」

，竟發現有些同學開始期待，常問我：「老師，你收到我媽的回函了沒?我好想看唷！」

，甚至收到回函時還計較：「我寫給我爸一千字，他才回我二百字，哎！」「我媽給我

90 分，我爸才給我 80 分。」而家長的回函也常給身為教師的我很大的鼓勵。 

至於「他們的光陰故事」，是希望同學走入父母的生命情境中，因為靠近父母而能

了解他們的心情，唯有建立親子橋樑後，父母也可以知道孩子的心聲。當年電商有組

                                                 
 駱育萱，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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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談到「父母困境」看著台上報告同學講到當年父母身處困境，他們在旁陪伴的感

受，或者一同悲傷，一同成長。或者也才了解當年失業的父親的心痛，撫慰那時常常

掃到颱風尾而被責罵的自己，也就有更大的寬容。這些生命與生命連結的感動，常常

就是支持我走下去的最大動力。更有意義的是，有些同學在訪問父母生命故事後，用

第一人稱的觀點寫出，就更深入地了解父母當年是如何一路走來，寫著寫著那份對父

母的愛和尊敬，就被自己看見。 

但也有同學反應覺得訪問父母好像是在挖人隱私，用故事來換分數，或許是因為

我要求他們的報告要有一主題，結果有同學也真的挖得夠深：會碰觸到父母的傷口，

例如「當他們想離婚時」，其實身為教師還蠻佩服他們自我揭露的勇氣。如果此時輔導

資源可以再多挹注些，我相信對同學的人生成長之路會更有幫助。 

「自我書寫 2000 字生命故事」，是從文學生活課程借過來的，尤其是上學期探索

自己，下學期關懷他人的課程主軸確定後，卻發現放在大一國文課程更適當。生命書

寫我也有專文談論教學心得。透過感官地圖的引導，讓同學從聽覺、視覺、觸覺、味

覺、嗅覺，回憶自己的生命河流。這堂「大一國文--閱讀‧生命‧書寫」的計畫課程，

以生命樹和生命河流為標幟。2000 字看起來雖然嚇人，但同學的達成率很高呢！ 

今年課程我加入了自由書寫的單元，每週上課利用十分鐘自由書寫。因為上過周

志建老師好多次敘事療癒課程，相信自由書寫對於發現自我是很有幫助的方式，去年

課程裡僅試過三四週，但看過茱莉亞．卡麥隆的《創作，是心靈療癒的旅程》介紹的

晨間隨筆，就更為堅定，如果可以讓同學學會透過文字看見自己，自然可以看見自己

的創造力。 

我的操作模式是每週必寫，因為這學期很幸運可以使用禪修教室，同學一進入教

室就有靜謐的感受，我會放心靈輕音樂，讓同學進入自由書寫的十分鐘。既然叫「自

由書寫」，通常我並不設定主題，這與同學幾年來命題式作文的寫作方式十分不同，所

以一開始他們很不習慣，以往作文是寫給老師看的，要評分的。因此有個言說的對象

，表達、說服、認同、甚至拿取高分，所以是一個「表現」的過程。但自由書寫的對

象是對自己說話，看見自己目前的狀況，從瞹眛不清寫到歷歷分明，那是需要實際操

作的。我告訴同學，自由書寫是一個「發現」的過程，他沒有要說服的對象，不必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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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別人想聽的話，而是越寫越深，探究自己內心世界的一個歷程。 

如果是探究自己內心世界的歷程，那老師要怎麼評分呢？自由書寫或者是茱莉亞

．卡麥隆說的晨間隨筆，都是不必公開的文字。所以我告訴同學，這作業你如果覺得

願意給我看，交回來時就打開，如果不想給我看，就請你折疊起來，我只會算張數，

不會看內容。這個做法是受到電影《街頭日記》的啟發，和周志建《故事的療癒力量

》的建議而來。或許是因為有這種允許，同學們就不會覺得又是一份國文作業，慢慢

地感受到那十分鐘自我的存在。 

那種允許的方式，一開始我也很擔心。例如，就有人通篇寫「我想睡」、「我不知

道要幹麼」、「很迷惘」、「上大學要做什麼」，這和命題式作文的起承轉合也未免差距太

大了吧！更大的批判是來自於教師我自己「這根本不需要教，那老師我是來幹什麼的?

」「如果同學的文字能力沒有提升，我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好老師」。其實框架不止在同

學身上，也在身為教師的我身上。我只能說「透過文字看見自己」的自由書寫，不是

一條歡欣鼓舞熱情滿溢的道路，卻是慢慢接納自我，「不完美卻完整」的自我之道。 

大約九分鐘時，我會在悠揚的音樂中，請他們最後一段以「其實我想說的是」來

作結，寫完了，我會請他們自己從頭至尾看過一次，替今天的自由書寫「命名」，然後

劃一句「最重要的句子」。最後，我會請同學說出命名或是關鍵句，同學分享的關鍵句

，常有富有哲思的佳句哩！ 

到了下學期，除了不限題的自由書寫，我又加上使用「珍愛卡」和「哇卡」的小

工具。上課十分鐘，請同學到前面抽一張卡片，我引導同學：「也許正好你與那張卡片

很有感應，卡片上的圖文會讓你想寫什麼，那就依卡片提示而寫。如果你對這張卡片

沒有感覺，那麼就依上學期的方式，直接自由書寫十分鐘。」有趣的是，同學常常反

應：「這也太準了！」不過這種反應，是從他們與組員同學的互動中看出來的，每次我

想一探究竟時，多半就會搖著頭笑一笑而抿嘴不語。 

到了下學期期末，請同學針對這一年來的自由書寫，大約 25 篇作品裡，挑選出最

滿意的作品，搭配適合的圖片，算一次作業成績。在同學回頭去看自己一年來的課堂

十分鐘書寫，從大一新鮮人到大一結束的心情札記，也是一種整理。附上選出三篇同

學佳作，以及資管一甲同學課程回饋，請大家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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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想說的是，嘗試一個新的教學方法，未必一定是成功的，但那個實驗的歷

程，對於身為教師的我來說，可以讓我保持在「活潑」的心態。最後同學文字的產出

，不是斷定這個教學法成不成功的唯一標準。因為自由書寫是一個發現的歷程，而不

在表現的成效如何。我的教學理念中語文教學本來就有兩條路徑，一是喚醒同學對文

字文學的喜好，一是訓練同學文字運用及表達的能力。如果閱讀書寫計畫花了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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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做到第一項，那第二項的目標，是不是就交給進階課程，像是實用文學、實用寫作

等課程來落實呢？這次 7 月 4 日上台中作成果報告時，得知教育部有意再推展相關課

程，期待有興趣的同仁，可以一起努力哦！ 

 
茱莉亞．卡麥隆的《創作，是心靈療癒的旅程》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69239 

周志建《故事的療癒力量：敘事、隱喻、自由書寫》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58413 

 

 



 

 

7 
南台通識電子報 

41 
 ● 何孟達 

人為什麼要活著，每個人活在這世界上都會有

一個夢想。很多事我們都不知道最後結果會變得怎

麼樣，保持希望，心裡就會有一股力量支撐著你，

如果在還沒做之前，就已經先放棄了，那麼永遠不

會有成功的一天，失敗了，至少記取這次的經驗，

下次便能更進一步邁向成功。樂觀的來看待每件事，這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 

在高中時，考取會計丙級證照時，考前我

每天幾乎都在練習相關會計提醒，考試當天考

完後，感覺自己有蠻多題目不太會寫，在成績

公佈之前，我一直相信自己應該會順利拿到這

張證照，但現實總是不如人意，成績公佈後，

所有的希望都在那刻破滅了。 

我差一點就能拿到這張證照了，兩個星期

後，有天我們的會計老師問我們那些沒過的同學，有沒有意願再去挑戰一次，並且老

師犧牲掉自己的午睡時間，讓我們到她的辦公室問一些我不太會的提醒，時光飛逝，

很快的兩個月就過去了，考試那天，我還是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考卷發下來後，雖

然有幾題不太會，但大致上應該都沒問題，犧牲掉自己兩個月的午睡時間，導致下午

上課時，眼皮都特別的沉重，等到成績單寄來時，

所有的付出都有了代價，我開心到放學馬上衝到附

近的便利超商繳交證照的費用，此時我明白到皇天

不負苦心人這句話的意義，無論面臨到多大的挫折

，我們都要保持著希望，不怕苦一次又一次的去挑

戰它，最後勝利女神終會對你微笑，而所謂的危機

其實就是ㄧ個新的契機，開創未來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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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淇 

在我很小的時候，阿公就死掉了，所以我對他的了解很少，都是透過家人知道他

跟我一樣瘦瘦的，然後喜歡吃肉，還有人說長的跟我很像。而我只能透過照片才知道

他的外貌。而且對他的記憶幾乎是沒有，依稀記得他下葬那天的事。而他留下的東西

，我只知道我們家是阿公蓋的，而這也是聽爸爸說的， 

小時候因為父母都忙於工作，常常家中只剩奶奶，可是阿嬤也因為農田的工作，

很累了。所以沒什麼出去玩的機會，所以我的童年幾乎都是待在家裡。有時我會想假

如阿公還活著，或許會變得不一樣，阿公跟阿嬤可以陪著我度過一個較完整的童年，

可能帶我到處遊玩，也可以帶我帶農田去幫忙。這樣我就不會總是待在家，而是變得

喜歡往外跑，也不會造就我現在不喜歡出門。 

我還是會想假如阿公還活著，我現在又會變成怎樣?變的喜歡往外跑?這些問題一

直存在我心中，但是卻無法得到解答。

而人死後又會前往哪裡?而我死後是不是

就能遇見阿公?假如能遇見我想與他好好

聊聊，因為我真的對他一無所知，所以

我想聽他對我小時候的感覺還有我未出

生前的事情，想知道任何關於他的事情

，不管是求學、戀愛、工作…。 

死亡與活著很多人都說只有一線之

隔，而這條線對我來說卻異常遙遠。因

為這條線將我與阿公分開相當遙遠的距

離，讓我無法與阿公一同歡笑、一同悲

傷，也無法握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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