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麼學習？ 

 

  現在教育普及，每個人都必需接受政府規定的義務教育以外，還有愈來愈

多的機會更進一步的升學繼續學習，以台灣來說，幾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學。可

是，捫心自問，我們究竟從學校裡學到了什麼？在學校裡，大家都要面對背不

完的課本「知識」、還要接受一次次的「考試」，好像背得愈多、考試成績愈

好，就是學得愈好愈成功。 

 

  從學校和老師的角度來看，因為辦學績效的好壞，就是由全體學生考試的

成績表現來評比。要考試就要命題，要比較就要客觀，既然有這麼多學生需要

應考，最好的考試方法當然就是紙筆測驗，而且命出來的題應該要有明確的答

案，所以可供客觀衡量的知識技能就是命題的重點，一再循環下去，考試內容

就愈來愈瑣碎，學生對讀書就失去了興趣！結果是：學校培養了一批很會考試

的好學生，他們的成績的確很好，可是他們真正學到了什麼？這樣的教育有意

義嗎？難怪我們常聽到很多人從學校畢業以後沒多久，就號稱自己在學校學的

東西全部忘光都還給老師了！ 

 

  我們不妨舉個例子說明一下到底什麼是學習。老師在自然課中要教學生認

識「鳥類」，老師準備了各種鳥類的精美圖表，如用電腦輔助教學就有更活潑的

圖片和視頻，講課時老師配合課本上的資料，教導學生辨認各種鳥類的名稱、

形象、叫聲、羽毛色、習性和產地等特性。驗收教學成果的方式當然是考試，

考題可以命成是非題、選擇題、連連看題、填充題、問答題等各種題型，變化

多端。當然考下來必然是有的學生考得好有的學生考得糟，順利的分出了好學

生和壞學生。事實上不管是好學生還是壞學生，沒過多久又還能記得多少，看

來大家都差不了多少了，重點是這些學生到了野外看到各種野鳥，有幾個能夠

認得出來？成績好的同學就認得多嗎？恐怕大家都只剩下對鳥類的永久厭惡感

了！ 

 

  我們再看看童軍團是怎麼教童軍認識鳥的。童軍團設了一種鳥類研究獎

章，一定要觀賞到能分辨四十種不同鳥的小童軍才能獲得。小童軍很快就發

現，只看書本上的圖片是不夠的，而且看了也不見得能分得出野外自由飛翔的

鳥，所以一定要走出家門，到家裡附近的小公園去才能找到更多，因為鳥常常

是在遠處，還需要買一個望遠鏡才能在不打擾的情況下看清楚。可是這樣還是

不夠四十種，必需早起到水邊或林地中觀察才行，當然他不會自己一個人去，

總是要拉一、倆個好朋友結伴同行。隨著愈觀察愈內行，他知道了自然界的鳥

跟圖片上的鳥並不完全一樣、有些同類的鳥也會有一點差別、順便也學會了分

辨各種鳥的不同叫聲，心中自然愈來愈有成就感，因為別人認不出來的鳥，他



可以毫不費力的叫出名字，甚至看不見但只憑叫聲就可判定那是什麼鳥！當然

要達到四十種是不容易的，經過努力獲得獎章時的自豪是可想而知的。像這樣

經過童軍學習活動的人，不管有沒有拿到獎章，是不是以後一輩子都會愛上賞

鳥？而且還成為保護野鳥的衷心和忠誠的支持者？ 

 

  目前的制式教育體制基本上是齊頭式的教法，規劃的方式是讓所有的學生

在相同的時間裡學習相同的東西，學生哪個部份學不好或跟不上就羞辱他並強

制補強那個部份，一再重修到過關為止。可是，每個人的興趣和特長是不一樣

的，並不是現在沒有納入重點學習科目的就不重要（亦即考試不考的科目就不

重要，不會考的內容就不是重點），在現今多元化的時代，不同的技能專長肯定

都會有它存在的價值。老師的職責，是不是應該幫助學生找到他自己的興趣和

優點，然後肯定他、鼓勵他、引導他，讓他充分的發揮，而不是強迫補強學生

的弱點！ 

 

    同學們，回憶一下自己的學習歷程，有什麼感想？不妨提出分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