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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級生的想望 

  欣逢宜中七十三週年校慶，身為五年級生，我對宜中有一些的想望，提出來和

大家一起分享。 

一、歷史縱深 

  走過巴黎，閱讀海明威《流動的饗宴》，總感覺巴黎像是一座博物館，它收藏

了每一個時代在這塊土地創造出來的文化資產，將它完整地展示在整個人類社會

的眼前，讓每一個人不但看到巴黎的過去，從而也學習巴黎面對過去的態度，並

且學習讓過去的價值轉變為更具有歷史情感的創造力，以孕育出更多未來的價

值。因此，我常想假如宜中就是一座博物館，允宜廣蒐校友保存的文物資料，讓

校史館發揮典藏與展覽的功能，使在學同學所認識的宜中歷史，不是一種斷代

史，而是具有歷史縱深意義的校史。此外，校園情境的鋪陳，例如設置新舊對比

的校園解說牌，提升文化意境的公共藝術作品，培養人文素養的哲人步道等，更

可發揮相得益彰的效果。 

  具有歷史的縱深，除了回顧過去，前瞻未來之外，更重要的是定位自己。誠如

席慕蓉到宜中朗讀新詩，在《寫給海日汗的 21 封信》一書中所說:「至少至少，

我們要對自己的根源有了解，對自己的文化有興趣，對自己的土地有認識。」「至

少至少，我們要知道自己是誰？從何處走來？現在正在什麼位置？又可能會走往

什麼方向？」「要把『知道自己』做為必修的課程，甚至做為生命裡的『重責』

而擔負起來，這樣才可能讓自己變得比較堅強，比較靜定。」 

二、翻轉教育 

  安藤忠雄在《我的人生履歷書》一書，檢討日本大學入學考試制度，係「以數

字來取代年輕人的活力，讓原本具備多種可能性的年輕學生，以電腦閱卷卡的方

式來考試，單純地接受優劣評判的考試機器，這種方式剝奪了年輕人及國家的活

力。」其實，台灣的升學主義，也不遑多讓。當我看到天下雜誌報導法國會考的

題目，竟然是要高中生分析「當國家不見時，人民是否更加自由？」，如此大開

大闔的試題，深表佩服。 

  為了消弭升學主義的束縛，正本清源之道，仍是要回到教學的基本面。以翻轉

教育為例，它有兩個面向:一是翻轉教室，將傳統教室以講桌為中心，轉變為以

討論為中心的形式。例如「世界咖啡」是彼得聖吉與他的朋友偶然間在自家客廳

發展出來的一種群體溝通方式，每組四到五人聚在圓桌旁，共同討論一個議題，

推舉一人當桌長，每人限時輪流發言，其他人專心聆聽，桌長總結大家意見，之

後除桌長外，其餘人分散到不同圓桌與不同的人會談，如此換桌輪談數次。經由

數回合的討論，可將議題探討深度提高至願景層次，桌長整理所有意見之後與所

有人分享，再由全體共同選出三到五個共識，作為將來行動的依歸。 

  第二是翻轉教學。《賈伯斯傳》一書提到:「賈伯斯問蓋茲幾個有關教育的問

題。蓋茲勾畫出他心中的未來學校:學生在家自行觀看教學課程影片，上課時間

則用來討論和解決問題。」「他想要在教科書產業發動革命，想要為 ipad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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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學習教材，讓他們以後不必背著笨重的書包。」宜中推動翻轉教學，著力甚

多。一方面參與 12 年國教前導學校，共同研發具體可行的模組與案例，供各校

參考；另一方面，和台達電合作，統整全國數學及自然領域的 MOOCs 教學，後續

辦理種子教師研習、工作坊等，藉由這項教學創新，讓教學更有成效。 

  當《世界是平的》，全球競爭力更加重要。除學校端的固本與創新外，同學也

要自我翻轉。平時除了「知識」的追求外，須從各種學習經驗，特別是國際觀的

視野，拓展自己的「見識」；從社團活動的參與中，培養決斷事情的「膽識」；從

慎思明辨的過程中，明悉事物表象背後本質的「洞識」。因此，我認為知識、見

識、膽識、洞識，構成同學打造競爭力的基礎內涵。非洲有句諺語說:要走的快，

就一個人走，要走得遠，就一群人走。教學創新必須師生協力共學，才能創造高

附加價值，獲致實質的學力。 

三、領導人才 

  在校務發展計畫中，我們將宜中的使命，定位為培養未來優秀的領導人才。面

對全球化高度競爭的情境，我認為有兩項重要的領導特質。第一是缺而不陷，以

朱芯儀為例，她是國內首位通過高考的重度視障諮商心理師。她說:「殘缺也是

一種特質，很自然的帶在我身上，成為我的金字招牌；我根本不用覺得自卑或見

不得人，因為自卑或見不得人都是自己想像出來的。」作為諮商師，朱芯儀最大

的資源與優勢是什麼？就是她的不幸遭遇，和她走過谷底的心路歷程。除了身體

的殘缺之外，廣義來看，每個人都不是十全十美，身為領導人，如何善用資源，

整合團隊，朝向共同的目標邁進，這是一種藝術，也是人生智慧的展現。 

  第二是曲而不折，以陳彥博為例，他是台灣極限運動選手。二○○八年是台灣

極限運動發展關鍵的一年，陳彥博跟著前輩林義傑挑戰北緯七十三度的磁北極，

結果大放異彩，堅定信念朝極限運動發展。每一次的比賽，陳彥博總是不斷挑戰

自己身體的極限，好幾次都是生命交關，其中最致命的一次，是賽前發現喉嚨不

舒服，檢查後發現罹患初期咽喉癌，他在五天內完成雷射手術切除腫塊。術後不

久陳彥博到希臘參賽，剛起跑，傷口就迸裂、口鼻滿是血，他蹲在路邊一刻鐘，

血漸止住，他用「再撐一下」的意志才完成比賽。他說：「我渴望探索真實的世

界，我征服的不是大自然，而是內心的懷疑和恐懼。」夢想零極限，願有多大，

路就有多遠。在宜中學習，我們提供同學各種探索的機會，期許同學克服內心的

懷疑和恐懼，勇於探索，就像廖鴻基老師到學校演講勉勵同學的話: 

  一圈一圈地往外擴大巡遊範圍，他又發現更多的門。 

  每一扇門都通往另一片海；他完全明白；開門前他仍然會有徬徨，但越來越少。 

  最後，也許會到達一片再也沒有門的海；沒有人知道那是哪裡，存不存在，可  

  不可能到得了；唯一確定的是只要開了門就允許想像。 

四、閱讀悅讀 

  生存在這眾聲喧囂，一切務求速度，效率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面對讀書一事，

每天不知有多少訊息如潮水般湧來，迫使人們相互追趕看誰讀得更快、讀得更

多，以免讓自己被這強調競爭的社會所淘汰。不知不覺地，我們早已失去挑揀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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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精讀的耐性，其結果是，當你的讀書數量愈多愈快，相對沉澱過濾下來的理

解與感悟卻也越顯輕浮。 

  為了對抗「短、小、輕、薄」的思考盲點，近來已經出現反省的行動。例如，

祖克柏在 2015 年開春，宣布今年的願望是重拾書本，每兩週要讀一本書。他開

了一個新專頁，成立讀書會，並宣示今年會減少瀏覽媒體，增加讀書的時間。無

獨有偶，李開復開始大量讀書，準備把在美國上千本書運回台北。這在過去幾乎

二十四小時都滑手機的他，真是巨大的改變。 

  四月二十三日，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的「世界書香日」。世新大學連續幾

年，都選在這天舉辦「為愛朗讀」的活動，號召校內校外師生齊聚一堂，接力朗

讀十二小時。宜中推展閱讀教育可說不遺餘力，除了晨間閱讀、教師讀書會、師

生讀書會外，由作家黃春明推廣的「悅聽文學」更在宜中走過八個年頭，陸續邀

請余光中、張曉風、席慕蓉、簡媜、陳明章、愛亞、陳芳明、吳晟、吳敏顯等多

位作家，前來共襄盛舉，朗讀自己的文學創作。國寶作家黃春明認為，文學是需

要朗讀出聲的，讓不識字的市井小民，都能感受到好文章的情感，作家的朗朗書

音，便透過這一場場的悅聽盛宴，悄悄地在宜中學子的心靈蕩漾開來，展現宜中

藝術人文教育多元發展的特色。 

  總結來說，教育就是為了給自己機會，定位自己，拓展視野，讓自己在校園裡

嘗試各種理想，思索過去校友前輩們累積的智慧，以及各種珍貴的精神遺產，以

便在其中找到最值得我們用一生去追求的道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