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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者落合綠所寫《十人十色的小青

蛙：理解需要特別對待的孩子們》一書，書

名中的「十人十色」一詞是日本的諺語，意

思是說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性，每

個孩子都有屬於自己的不同光采，形同臺灣

俗諺所稱：「每人頭上一片天」。生而為人

的最大權利其實就是做自己，做獨特而且是

最好的自己，才是我們送給自己人生最好的

禮物！但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卻常被迫

要在扭曲且缺少接納的環境氣氛中成長，9

年義務教育對我們的孩子而言，有時是無效

的教學，我常會跟現場教學的普通班老師開

玩笑，如果我們每天到校都是為了襯托別人

功課好，是義務的長年啦啦隊，聽不懂也要

聽，聽不懂眼睛也要看老師，隨著日益加重

的學習挫折感，我們的孩子卻很少被理解，

反被要求要越來越熱愛學習，尊敬老師，友

愛同學，這形同是被判了9年有期徒刑，而

且不得假釋。在特教領域日益強調融合教

育的今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要求

的不再僅是生理上的回歸主流，而應該

是配有全方位課程設計，能真正提供我們

孩子適性教育，讓每一個人都能做最好的

自己的融合教育！

本書，是我在特教領域多年，在一堆

學術專業書籍中難得發現企圖引導社會大眾

了解何謂融合教育，何謂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孩子的書，該書有幾個特點：1.內容淺顯易

懂，採繪本方式呈現，適合用於課堂上討論

融合教育時，做為入門書，讓普通孩子學會

接納與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2.討論

涵蓋面廣，涵蓋有發展遲緩、自閉症、學習

障礙、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等，幾乎涵蓋現今

校園中常見的有特殊學習需要孩子的類別，

可使家長與普通班老師能對有特殊學習需要

孩子有一個通盤且快速的認識，落實融合教

育的實施；3.能兼顧實務面，融合教育過程

最讓家長及老師感到困擾的便是有特殊學習

需要孩子的學校適應，書中針對每類孩子所

提出的建議對待或處理方式，皆實際可行；

4.附錄的解說部份針對理論探討，讓想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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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讀一本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 歌德

入了解各類別有特殊學習需要孩子的讀者也

能一窺堂奧，雖然有些部分引用的是日本的

特殊教育定義，跟臺灣並不盡然相符，但仍

值得參考。

課堂教學時的判斷往往是即時的，然而

課堂教學的「即時錯誤」常因無立即危險，

且證據稍縱即逝，故而教師在第一現場的第

一時間能做出最正確的專業判斷是學生之

福！但因不了解，看來正常卻無法適應一般

學習環境的學障孩子往往會被認為是愚笨或

懶惰的學生。動個不停與思想衝動的注意力

缺陷過動症的孩子會被視為有意搗蛋，不善

察言觀色與處理人際關係的亞斯伯格症孩子

會被認定是白目與自私。《天下雜誌》幾年

前推出「319鄉向前行」前言中所提「由於不

了解，自然不會關懷」，提醒我們縱使身處

藍天綠野，世外桃源，也可能只會覺得腳底

的泥巴污穢不堪，然而觀念一轉卻可能有截

然不同的結果，就如同身處沙漠中，你是看

見滿天繁星，還是只見到遍地黃沙！

對特教人而言，沒有所謂真正的好的教

育環境與壞的教育環境，只要學習風格與教

育風格能契合，亦即所謂的適性，即是好的

教育環境。每個優點的反面其實是缺點，反

之亦然，就像我們說一個四年級的孩子每次

數學考零分是缺點，但若從反向角度看，這

個每次考零分的孩子其實抗壓性很強，因為

他每次考零分，每次都來考，從未缺席；這

孩子也應是一個誠實的孩子，從未塗改或作

弊，才會每次考零分；這孩子成績的進步空

間很大。所以如果我們針對孩子的數學學習

能力，每天請他做5題數學，他只要答應，

就一定會做，因為他誠實；四年級做一年級

數學不會覺得丟臉，因為他抗壓性強；為什

麼做了一定會有進步，因為他的成績已經退

無可退，只剩進步的空間了。

希望透過此書，能對孩子行為背後的

真意有所認知，因為了解，我們才能真正關

懷，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要的不是同情

與憐憫，而是教育與尊嚴，透過了解，我們

看見孩子的不同；他們的特殊，在了解之

後，正是潛能之所在。書中透過可愛的青蛙

由蝌蚪蛻變的過程呈現各種有特殊學習需要

孩子的想法、行為、困境與適當的相處方

式，作者目的是希望這些孩子能在上學的日

子感受到「今天真快樂」，對動作協調有問

題的蝌蚪，建議在跳上樹葉之前，先用梯子

練習，這樣才能知道腳的移動方式；記不住

詞彙的孩子，就多創造些教材與教法，融合

記憶策略來教他。作者認為「教他適合自己

的方式，學習的效果一定會更好！」

這些詞句讀來令人既感動又感傷，感

動的是跨越國界，特教理念如此相似，我們

的快樂不是來自於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而是

來自於別人教不會的孩子，我們能教會；來

自於教師節時收到寫字障礙的孩子寄來全無

錯字的敬師卡；來自於自閉症孩子終於開口

的：「老師好！」。感傷的是，這些年來才

慢慢有人正視融合教育，對有特殊學習需要

孩子來說看似基本人權的教育目標，卻走得

如此漫長而辛苦，正如同有著嚴重數位落差

世界的今日，能自由使用電腦與無法使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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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者間享有資源的落差日益擴大卻不易察

覺。好的教育體系支持與沒有好的教育體系

支持會使智力正常、充滿潛能卻不能經由正

常管道學習的孩子的形成每天差一點，未來

差很多的情形，然而這種落差的形成也是在

大眾沒有融合教育概念，不易察覺的日積月

累情形下形成。

也許我們會自問為何需要協助有特殊

學習需要孩子開發潛能，縱使協助有特殊學

習需要孩子開發潛能可能是最具邊際效益的

教育投資。曾讀過企業經營中的電梯理論：

「企業經營就像搭電梯，一味壓低成本，頂

多降到地下室就不能動，向上的利潤空間則

無限寬廣。」清洗牆壁時，該由上而下？還

是由下而上？這個觀察點讓美國一家不起眼

的清潔公司成為知名跨國企業，關鍵就在用

心觀察與思考並付諸實行，就如同現今7-11

改變我們購物的方式，Starbucks改變我們喝

咖啡的習慣，McDonalds改變我們吃的模式，

一個用心的小點子常會造成我們生活的巨大

改變，其實在面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孩子教學

亦是如此。常會遇到許多教師告訴我：「我

不是學特殊教育的，所以不知道要怎麼對待

班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教學是一種

藝術，只要用心，先看到要教的人，而非其

障礙，孩子就是一個孩子，而不是特定的

「身心障礙」孩子，我們就不會被其障礙的

迷思困住了，而會針對其在學習上的問題去

解決。

我們常會用表面的學習特徵來說誰是有

特殊學習需要孩子，例如：跟不上進度、不

適應環境、不會操作教具等，其實如果問：

「教育的主體是什麼？」很多人會回答：

「學生」，而如果教育的主體是學生，而非

進度、環境、教具等，教育本就應適性而

為，就無所謂身心障礙的問題了。期待能跟

更多人分享本書，期待不再看到因不被了解

而受到誤解的有特殊學習需要孩子，也盼望

看到有特殊學習需要孩子在找到自己的潛能

學習管道後所散發出的光與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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