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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有負數存在的孩子 
● 傅俊結

  

 

 

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的一個機緣之下，問了一個孩子，2+4 和 2-4 和-2+4 和-2-4

各是多少？不是口頭上問他，要他心算，而是寫在一張紙上，請他計算。結果，這個

孩子只會 2+4，其他三個他都不會，不是差一個負號，就是沒寫，有一個他根本忽略

負號。我真的嚇了一跳，本來是要教他微積分，結果當然還是要教他微積分，只是要

想說接下來這要怎麼教？ 

叫他是個孩子，是相對作者本人年紀來講，實際上，他已經 18 歲了，一個大學生

了，再過兩年就可以有投票權了。當這孩子把他的解答給我之後，我看了一下，心裡

想怎麼會這樣？順便講了一句，你是怎麼活過來的。結果，我看到他的眼睛濕潤了，

也許，你是怎麼活過來的這句話，刺痛了他的內心深處吧。實在對不起。這個孩子連

負 2 加 4 都不會算，可以想像他在求學的過程中，一定受過霸凌，受過同學的霸凌，

受過老師的霸凌，他回想起了這些霸凌，可能這樣不自覺就哭了吧。問題是：他的國

小老師怎麼了？他的國中數學老師怎麼了？他的高職數學老師怎麼了？也許，不能怪

這些老師，他們可能也努力教過這個小孩子，但他就是學不會，如果真是這樣的話，

那接下來應該就要問，我們的國家怎麼了？我們的政府怎麼了？怎麼讓這樣的小孩子

，好像過五關斬六將一樣來念大學，我的意思並不是表示念大學有多高尚，事實上，

大學裡面無恥的也是一堆啊。只是他的能力，根本就不適合再來念大學。但是我們整

個國家的教育系統，可能讓這些年輕人無路可走，只有繼續升學，殊不知讓他來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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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就是在浪費他自己的錢或者他父母的錢，因為他根本沒辦法再繼續接受這些大學

的知識。那時候，我在想說，我要怎麼教你負 2 加 4 等於 2 呢？這應該是國小老師就

要教的，他們才知道要怎麼教，我回想一下，試著回想以前的國小老師是怎麼教我負 2

加 4 等於 2 的。我根本想不起來。我只能跟他舉例子說，你現在如果自己都沒有錢，

那你的財產的數字就是零，那你如果欠人家兩塊錢，那你的財產就是負二，那你如果

賺了四塊錢，那你的財產就增加了四塊錢，所以你現在的財產是多少？他會答二。那

他會呀，只是他沒辦法把這種生活上的例子觀念，抽象化到寫成一個數學式子，-

2+4=2，來表示這件事情，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能力就跟我媽一樣了。我媽沒念過書，

她也知道，她去菜市場買菜，買了兩塊錢，要給人家兩塊，然候給老闆 4 塊之後，老

闆會找我媽兩塊。但是，因為我媽沒念過書，她也看不懂 2+4=2 這個式子。所以這

個小孩子的基本數學能力就跟我媽差不多了，這種把日常生活的數字計算，轉成數學

符號來表達就是一種所謂的抽象化，你要來念大學，至少應該有這個能力呀。那時，

本來想跟他說，你不要念大學了，你沒有這個能力，但是，本能的反應想說不能這樣

講，這樣講的話，那他可能會哭得更厲害吧。我就問他說，你將來想做什麼，他說他

將來想賣車子，我就跟他說，那你現在就可以去賣車子了啦，如果要當兵，你就去把

兵當一當，當完就去車行學習賣車子了，你在大學裡面所學的這些，對你將來賣車子

沒有什麼幫助。 

寫到這裡，有時真的有一點感慨，自己的生活花費，有一部分是要靠這些學生的

學費來負擔，可是自己明明知道，以這些學生的能力自己所教的，他根本吸收不了，

叫他不要念，對自己來講，就沒有薪水了，這就產生矛盾了，觀念理念道德上的矛盾

。是不是全世界的教育已經變成這樣了？只是我不懂狀況而已。這十幾年來教學上所

感受到的，有一大堆學生，事實上已經不適合不需要也不應該再來念大學了。但是我

們的政府沒有一個好的政策，讓這些年輕人知道要往哪方面走，他們只有順著潮流，

高職讀完之後，繼續來大學裡面。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孩子，他還是考試聯招分發進來

的，而我們學校在私立的技職體系裡面還是排名在前面的學校，可以想見這個國家後

段班的那些私立技職大學的學生，他們在大學裡面到底在做什麼？簡單一句，大部分

都在浪費生命罷了。每次期中考期末考考下來，很多學生考卷都是空白的，考卷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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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也有學生是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覺的，考得再怎麼簡單，他還是這樣，看到數學

式子，他可能就不想寫了，好像他跟數學有仇一樣。個人確信，國家的教育政策出問

題了，但是，沒有人有能力解決吧。當官的人也不會想要去解決這麼困難的問題了，

因為要解決一定會得罪很多既得利益者。結果這問題看起來就是一代傳一代的傳下去

，就是等待所謂的自然淘汰。這是一種物競天擇嗎？ 

在第十六週的時候，聽同學講說，這個小孩子辦休學了。 

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學生，他不曉得一減二分之一等於多少？這個學生很堅強

，他沒掉眼淚，他說他會繼續念，我相信這個學生四年是絕對沒辦法畢業的。我也沒

有勸他要休學，我不敢，萬一被學校知道，我自己倒大楣，因為看起來學校的政策好

像也是有學生就好了，不管他有沒有能力讀下去，就一直重修暑修，最好有老師看他

是延畢生，就直接給他六十分。 

全臺灣的私立學校現在都是這樣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