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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教育，教育之本

如果說，孩子的學習不能等，那麼，

我想，對孩子而言，對父母親而言，最重要

的，應該是「品格教育」吧！不可否認的，

如果空有學識，卻沒有道德意識，他存在

於社會，只會是一種危機；相反的，如果一

個人沒有學識，卻處處替人設想，不為非作

歹，相信也能接納於社會。無怪乎，但丁這

麼說：「道德可以彌補智慧的不足，但智慧永

難彌補道德的空白」。

長期推動品格、教養、閱讀的學者，莫

過於洪蘭教授。洪教授擅長以大腦科學的實

驗、知識，帶進教育現場，告訴師長，事出

必有因；洪教授經常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告

訴我們，一個習慣、行為的背後，往往牽涉

於大腦神經迴路的作用，所以孩子的錯，不

是蓄意的錯，而是「不得不為」。

身為師長的，其實都該閱讀洪蘭的書，

閱讀《請問洪蘭老師》這本書，讓我們知

道，對於孩子的錯，我們應該有更大的包

容；對於孩子的學習，應該循序漸進；對於

孩子的興趣，應該多元培養；對於孩子的教

養，應該從小灌輸；對於課業的要求，應該

適可而止。

洪蘭教授飽學博聞，從小在良好的教育

環境下耳濡目染，四書五經、偉人傳記、名

言錦句早能倒背如流；洪教授的文章中，不

難看見現實事件與歷史事件及引經據典的結

合，在閱讀時，除了得到教育的啟發，更能

得到豐沛的語文涵養；也難怪洪教授在自己

的專業領域外，還不忘推動閱讀、寫作，是

一位關注學習閱讀、閱讀學習最好的典範。

   大腦科學與教育涵養，看見品格真相

這本書，共分為四個章節，分別是大腦

與學習、教養與教育、品格與情緒、自我的

實踐。每一個章節，都讓我們見識到洪蘭教

授的專業，以及她對於教育的堅持、熱忱與

投入。而這本書的內容，就像是一本教養手

冊一般，不是只有關注於課業，也不是只有

關注升學，而是囊括了孩子從小的品格、教

養，乃至人際的互動、情緒的涵養，再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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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書 人 語

．想像力是創造的根本，而閱讀是激發想像力最好的方式52  ◆  洪　蘭

於自我實驗及自我應驗，其實更像是馬斯洛

的金字塔理論一般，從生到老的永恒學習。

在這四個章節五十四篇文章中，全部都

是洪教授在各大報紙、雜誌所發表的文章所

集結而成的，而每一篇的文章，都來自於洪

教授針對講座提問所做的回覆，或是洪教授

針對時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再輔以古今中

外的實例做映證，或許洪教授提出的解答與

見識，未必適合每一個孩子與家長，但這種

互動式、經驗式、參與式的回應，其實也給

我們很好的教養思考！

  品格教育誰之責任？

品格教育在臺灣的教育中，已成為越來

越重要的議題了。雖然名為品格「教育」，

但我認為不是單純為「教育部門」的事，而

是攸關「整體社會部門」的責任。前陣子，

許多人一直在論辯究竟要不要將操行分數取

消，似乎都不是重點，因為品格衍生出的

「行為與態度」才是真正要去思考的。

如果家庭與學校一直教導孩子品格的

重要性，但公眾人物卻視之如敝屣，那麼品

格教育不會有成功的一天。許多人一看到社

會亂象，就歸咎於教育失敗，但身為教師的

我，只能感嘆：「如果大環境不配合，就算投

入多少教師在啟發與教育品格的課程上，一

切還是會完蛋的！」因此我們不能小看品格

教育對於社會的影響性。

  品格的階段性任務

在小學，我們期許孩子能守時、誠

實、一介不取、尊師重道等基本原則與普

世價值，更教他們要有禮貌，不和別人打

架……，在中學的課程裡，我們要加考公民

與道德，或是類似的法律常識，來期許學生

認識社會層面與社會法條，也讓他們對自己

的行為負責。在大學裡，我們期許大學生能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每位學生都有

能力為社會付出，對於不公義、不道德的行

為，要有發出聲音的勇氣與能耐，踏入社

會，我們要培養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當個

有遠見的知識份子。但我們從小到大的品格

教育，好像越來越與社會脫節。

品格教育是一個由內而外，由己而推向

他人的同心圓過程，一個不會唸書的孩子，

也許會呆呆地坐在教室，異想天開，但一個

沒有品格的人，除了異想天開之外，還會更

巧妙無所不用其極地獲得他想要的東西。

因此，我認為，品格教育要由更多的部

門與社會機構一起宣導，才能事半功倍。

  品格教育融入時事

若要實施品格教育，不妨考慮以「結合

時事」的方式來落實。打開報紙、電視，每

天都有不同的國內國外、正面負面、社會娛

樂文教體育等不同的新聞，當然，許多不同

的報導內容，也存在一些「品格教育」的元

素在裡頭，只是看教師如何去取捨罷了！

就以這一、二年最受人矚目的陳樹菊女

士為例，其實就是最好的教材，尤其她說過

的那些話，更可以整理成表格，提供給學生

做為寫作與閱讀的題材，無形中就融入了品

格教育。又或者娛樂性的歌唱節目，每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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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表演的歌手，總是以最賣力的方式，展現

最耀眼的一面，而背後努力練唱、彩排的過

程，何嘗不是代表著愈挫愈勇、把事情做到

最完美的品格教育？

不只正面光明的新聞可以做為教材，許

多負面的新聞也可以讓學生去思考：如果你

是當事人，你會怎麼做？他這麼做的理由，

錯在哪裡？藉由師生不斷的討論、抽絲剝

繭，也可以得到崇高的新聞價值。例如：許

多飆車少年的事件，不妨讓學生思考：如果

他們想藉由飆車來發洩情緒，這種行為恰當

嗎？又如許多飆車少年認為飆車、替人打抱

不平、結黨鬥毆是「講義氣」，可以請學生

去思考，什麼是正義、道德、勇氣？它們究

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又或捷運不讓座的事

件、惡意擋住救護車、任意粗言咆哮……，

究竟是情緒處理不當？或是還有什麼問題？

以新聞的方式融入品格教育，不但每天

都可以接觸到不同的品格議題，還可以讓學

生多關心周遭發生的大小事，讓孩子知道，

品格教育是活生生地在這個社會上發生，而

不是只有課本裡的道德說教。

  品格落實，上行下效

在民主、自由的學風之下，孩子們較

過去活潑、創新、快樂許多，也因為如此，

讓洪教授不免擔心學生因此而失去自律的規

準，所以，洪教授認為，品格、道德、教

養，已成了時下最重要的教育課題。沒有道

德的人，就像行屍走肉一般，更像一顆未爆

彈，隨時可能影響週遭的人事物。

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道德，就像是一陣風一般，孩

子就像小草，需要吹拂、需要滋潤，我們師

長就得扮演好風的角色，避免吹痛了他們，

也得扮好陽光的角色，避免晒傷了他們。真

切地奉行品格教育與道德操守，人性必能綻

放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