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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資優學生家長的心路歷程 

～ 牽著孩子的手 成長的路上一起走 ～ 

黃阿修老師撰 

前言－「父母」真的人人可為？ 
我們多數人在毫無準備下，就為人「父母」了（這裡

指的是一般情況而言）。因為這是不需要經過專業認證，

不需要畢業證書，只要男女雙方兩情相悅生下愛的結晶，

就自然而然升格為「父母」，多麼順理成章。可是你可曾

想過自己會創造出怎樣的孩子？你要如何對待這個孩

子？要如何養育他？…事實上這是很難準備，也很難預期

的事。所以我認同「天才老爹」比爾‧考斯比的說法：「生

兒育女其實是一項非常辛苦、冒險性很高的事。」「生兒

育女這件事仍然是一片黑暗世界，沒有人真正瞭解多少。

你只需要很多愛心、運氣，當然要有很大的勇氣，因為在

漫漫未來，你將一天到晚為子女牽腸掛肚、提心吊膽。」

真是道盡了為人父母者的心聲。父母雖然如此難為，卻因

為小嬰兒魅力無窮，生命也是這麼美妙，更可以從孩子身

上享受非凡的快樂，所以大多數人還是樂於承擔這種高風

險又享有高報酬的投資。顯然養兒育女是極其挑戰的，因

此做父母做得「里里拉拉」、辛苦異常的大有人在，我就

是其中之一。今天我要談的是我如何邊做邊學，套一句教

育術語就是「做中學」，印證俗話「手抱孩兒，方知父母

時。」當母親近 40 載，但仍無把握，為人父母實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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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和孩子一起成長的心路歷程。 

孩子幼小時候的繪畫世界 

（孩子不是另一個你,Tsujh Tadashi） 

我有兩個小孩，姊弟二人出生於政府如火如荼地推展

十大經濟建設的年代。當時以低廉勞工大力發展加工出口

工業，形成南北人口大量移動及人工大量進入工廠的現

象。我們一家因為爸爸加入剛起步的電子產業而遷居北

上。當時缺乏托幼制度，小孩乏人照顧，兩姊弟只能在宿

舍裡自己照顧自己，當然我得蠟燭兩頭燒。這時「規定、

原則、道理」就很重要了。幸好姊弟都很配合，尤其姊姊

才 3 足歲多一點就能幫忙照顧弟弟，真是優秀，多虧有她。 
弟弟是個安靜的小孩，可以一坐就是幾個鐘頭。我給

他一堵「專屬的牆」，讓他展示每天大量的圖畫，他總是

在我們回家的時候迫不及待的介紹他的傑作。每天午睡醒

來必看台視張嘉琪主持的「小天使」，動物保育、愛護自

然，此時已深植於小腦袋中。有一天出現了一張令我十分

震驚的畫：中間畫了一個大大的十字架，旁邊堆滿了骷髏

骨頭，外圈圍著一大群的野生動物，隻隻悲傷流淚。他還

生氣的對我說：「人最壞！」對啊！他從不畫人，但是可

以 1 個鐘頭內幫我畫 55 隻動物讓我佈置教室，也可以在

比他個頭高的全開畫紙上畫出長頸鹿和大象，讓全校低年

級教室佈置欄左右各站 1 隻。當我笑他不會畫人時，有一

天畫裡出現了一個手持長竿的小孩，趕著一群飛奔的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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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人、鵝都快樂的景象。原來畫裡的大頭小孩就是他自

己，大白鵝是隔壁阿婆的。他還曾為了阿嬤要宰殺鴿子進

補，哭得嘶聲力竭，把一干大人都視為殘害動物的幫兇。 

窗台上、門牆上的火車天地 

（孩子不是另一個你,Tsujh Tadashi） 

逢年過節全家回台南，兒子的興趣再添一椿－看火

車。只要到車站他就不見了－看火車去。他的生活重心是

看火車、坐火車、畫火車、做火車，樂此不疲。從平面（要

加牙齒、煙囪和尿尿的地方），在長長的列印紙背面一節

一節的加長，到立體、門牆上都是他的傑作。隨著十大建

設鐵路電氣化，他的專屬火車站（宿舍窗台）也立體化、

電氣化－香皂牙膏空盒＋不用的錄音帶，又擴展到飛機、

機場、輪船（加入衣架衣夾），就這樣忙了一整年。 

要彈出有風的感覺的《五月微風》 

（孩子不是另一個你,Tsujh Tadashi） 

不過這時我警覺到他不太理人、不合群。在沒有幼稚

園的情況下，只好跟著姊姊去上音樂班，他總算有一些小

同伴了。年終音樂會正好我的新課程研習結訓，一到音樂

廳，眾人立刻告狀已經被他煩一天。原來他堅持要彈出

「風」的感覺，一面彈、一面哭、一面駡「臭媽媽」，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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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楊老師幫他改了音階指法。為了獎勵他努力的表現，讓

他挑選最想要的玩具、最想吃的東西。我們騎著摩托車載

著他繞了中壢街上好幾圈，最後他決定：玩具沒有他做的

好玩，不買，要回家吃媽媽煮的麵疙瘩！音樂班畢業公

演，全班合作演出他的大作－小汽車的一生，自己指揮。

他穿著格子西裝、梳西裝頭神氣的模樣，我還記憶猶新。 

蛻變來自蘊藏，一頭栽進蝴蝶世界 
人生的旅途上，往往因緣際會，看到一本書、碰到一

個人、聽到一個建議，觸動心弦而改變你的命運，讓人生

轉向。 
民國 68 年暑假我們搬到中和，第一次站在新學校的

操場，他在我的手掌上寫了一個「囚」字，我心頭一凜。

暑假之後，他將在這裡唸二年級，他說人都被高高的教室

圍起來了，不是囚是什麼？在中壢大崙，四周四時翠綠田

野，任其奔跑閒逛，來到中和地狹人稠，他感到特別不適。

不過就在這裡發生了一件改變他人生發展的事：學校昆蟲

研習社陳老師給他一個蛹，叫他好好的觀察。幾天之後的

晚上，忽然聽到一聲大叫：「媽！快來啊！蛹快死了！」

果然蛹變得黑麻麻的，我也不明究裡，看著他眼淚已經在

打轉，卻又屏息盯著蛹，我也忍不住蹲下來。不一會蛹有

動靜了，開始扭動，越來越劇烈，兩條細細的絲幾乎快托

不住了，接著瞬間自上部中間裂開…，不知什麼時候，他

已經振筆急畫，把這懾人心弦的一幕記錄下來。直到蝴蝶

張開巧妙摺疊的雙翅，伸展觸鬚，尿尿完畢（排出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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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鐘告訴我們夜已深了。 
從此他著迷似的被蝴蝶磁吸，本來怨嘆搬來中和，因

為校園裡有大白斑蝶、鳳蝶…後山一大片山林群蝶飛舞，

讓他非常興奮。接著家裡的陽台、花園全部種滿了一盆盆

他的「需求品」－從蝴蝶的食草到供蜜植物。其中，他最

為關心的就是馬兜鈴的存活，央求我們帶他去中研院向王

博士請教組織培養，請教成功高中陳老師、台大楊教授、

楊梅高中  故張老師、曾老師…都是他的貴人。後來有一

次國語日報訪問他，我才知道這些要請教的學者專家，是

他從電視節目最後的謝誌中記下來的。此後他不斷的要求

到處趴趴走，多虧偉大的爸爸願意犧牲假日帶他上山下

海。 

探訪恆春墾丁，初窺生態研究殿堂 

（所羅門王的指環,勞倫茲） 

這時他唸福星國小音樂班，下課後常去科學館和林務

試驗所。有一天徐博士（當時林務試驗所所長）建議我利

用寒暑假，陪孩子住在恆春分所宿舍，長時間研究。就這

樣母子兩人連續 3 年寒暑假都在墾丁，每天從早到晚八九

個鐘頭，走在公園裡未開放的第三區、社頂、南灣到鵝鑾

鼻。兒子邊走邊教我辨認植物、昆蟲、爬蟲。我們在蓊鬱

的熱帶雨林裡穿梭尋覓。令人驚奇的銀葉板根如此巨大，

斑斕璀璨的棋盤腳、穗花棋盤腳令人驚豔，社頂自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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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南灣熱帶濱海林相，我從未如此貼近深入，真實體驗，

何況又有兒子指點，更勝在校「博物」學習。六年級時，

他以「恆春地區蝶類生態研究」獲得全國科展生物科高小

組第一名。作品報告出來，我才知道正式的研究報告是這

樣寫的。而且他觀察蝴蝶飛翔的形態，可以辨認蝴蝶的種

類，還用繪畫的本事栩栩如生的記錄了許多蝴蝶生態。 

迷人廣袤的水生世界 

（所羅門王的指環,勞倫茲） 

聽說滿洲鄉有一個風景優美的南仁湖，我們從入口邊

走邊看，風景優美，收穫良多自不在話下。經過途中農田，

有許多被牛隻踩陷的小水漥，兒子蹲下來看了很久，好像

發現寶貝似的捧起一束水草，說要帶回去種種看。從那時

起，他又掉進許多水漥、池塘、溪澗的水生世界裡。而家

裡也陸陸續續擠進了三十幾個大小水族箱，水草、魚蝦…
家裡變成不折不扣的水族館加昆蟲館加動物園。 

陽明山巴拉卡公路蜿蜒起伏林木茂密，窄小處有如綠

色隧道別有洞天，豁然開朗後大屯山就矗立在眼前。路旁

有幾處小農塘，在他的拜託下，我們幾乎每星期要來一趟。 
梭羅湖濱散記筆下的華登湖－「光線與藍天，一片蔚

藍。水波激盪，時而蔚藍時而碧綠，反映蒼穹之色，晶瑩

剔透清澈見底，一眼可看透湖面底下的景色」，「深邃純淨

像一口清澈翠綠的井，四周山峯驟然自水面昇起。」 
這些小農塘竟似翻版的小華登湖。波光瀲灧中，只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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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鱂、水螳螂、紅娘華…在紅綠相間的水猪母乳、水蘊草

中追逐穿梭；白雲藍天倒映。尤其秋天遠方白芒叢叢，近

處綠影婆娑，好一個空靈世界！每回，我只負責套著塑膠

袋，下池取水採草。一年之後，他把報告給我看，原來他

整整觀察記錄這些農塘一年的「演替」變化。讓我想起勞

倫茲在所羅門王的指環書裡寫道：大自然的真相真是充滿

了迷人而使人敬畏的美，你愈是深入，探究每一個細節和

每一個特點，就愈能發現它的美，發自內心地欣賞造物之

美。 
之後又是足跡遍及全省大小池塘、水田…。有一回我

採集到已經有七十年未出現的「冠果草」，讓他刮目相看。

是年，他以「台灣水生維管束植物的研究」獲全國科展國

中生物第一名及資優生的推薦。 

現實與理想興趣之間的抉擇 
（湖濱散記,梭羅） 

（老爸難為,比爾‧考斯比） 

但是問題來了－聯考、升學，這是一直卡在母子中間

的問題，也是我無時無刻要把他拉回現實的問題。我很清

楚在分數唯一的年代，制度環境都不利於這一類的孩子。

我跟他下最後通牒－國三下半個學期中，把書唸回來，沒

有妥協。 
我家有個做法，每到必須轉變的階段，父母孩子要一

起商量。之後父母會尊重孩子的決定，決定之後就要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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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比方兒子屆臨國小畢業，吐露不再唸音樂班（雖然

他的成績很好），他要選擇喜愛的自然學科，想清楚了，

考上忠孝國中資優班就去唸了。女兒決定放棄師大音樂系

的保送，因為她要當演奏家，國立藝術學院（北藝大）畢

業後，經過一再評估赴莫斯科，在那冰天雪地的國度熬出

該校第一個台灣去的音樂博士回國，為了獲得專業精進，

她毫無怨言、心甘情願。 

代表國家赴美競技 

當他在師大附中高二時，國內選出 5 位代表赴匹茲堡

參加第 41 屆國際科學大賽，他獲得植物組第一名，然而

這又是一次艱辛的歷程。每天利用下課到中研院跑「電泳」

跑到天亮，又回學校上課。厚達一百多頁的作品說明書找

翻譯社，卻翻得不怎麼專業，幸好英文和文筆都好的姊姊

及時救援；我則跑印刷廠做說明版，爸爸下班後打雜，全

家總動員，終於把他送上飛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5 位

代表完全自己以英文接受評審，不假大會指派的大陸人士

協助，而且成績出奇的好。現場還無懼於大陸代表的阻

撓，升起了中華民國的國旗，他說從來沒有那麼愛國過。

在當天的慶祝晚會上，一向木訥又拙於在人前表現的他，

居然有勇氣上台演奏拉威爾的鋼琴曲《水之嬉戲》，一如

當年的《五月微風》一樣的優美流暢，令全場人士對台灣

來的孩子，科技與藝術同樣傑出稱讚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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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成長與學習 

（老爸難為,比爾‧考斯比） 

傳說大衛王的兒子所羅門王有一只神奇的魔戒，只要

他一套上那只戒指，就能和蟲魚鳥獸對話，像和人聊天一

樣，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生物世界啊！兒子就像那只神奇

的魔戒，引領我，讓我也深深的喜愛看似無情卻是有情的

生物領域。我任教的學校有五千多個學生，本身兼任教學

組長，在學校推動自然科課程研究，設計讓學生親身體驗

親自動手的園地（設置水生生態池、水族箱），以最接近

自然生態的方式，讓學生近距離體驗生命自然的變化。並

且戮力推動科學教育、生態教育、水土保持教育…希望真

正落實教學。我深怕遺漏像兒子一樣的孩子，也希望所有

的孩子都能親近自然，在自然裡快樂學習。大自然的形形

色色，都足以讓我們心動喜悅，足以讓我們意念昇華。 

再談關於父母的成長 

拜讀張忠樸先生大作人生的不標準答案，其中對「野

人獻曝」有別出心裁的體會，讓我也有「獻曝」的勇氣。

前面談到許多人是滿心歡喜卻毫無「專業」準備下當了父

母。若有一套專業的「父母經」，可能至少要對孩子打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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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胎開始到他們長大成人各階段身心發展特徵，有一定的

認知為基礎，有一套教養兒女的方法；形塑他們也自有定

見；也能隨時有足夠的智慧應付他們種種需求，解答疑難

雜症；更要有良好的修為、開闊的胸襟去經營親子關係，

讓家庭和樂、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當然做

父母的總是期待自己的兒女最好是活潑、可愛、溫順乖

巧、善體親心、自動自發、努力用功、成績優秀、出人頭

地…。不過事情總是一體兩面：做事細心完美總是龜毛一

族、吹毛求庛；善解人意就容易委曲求全、壓抑自己或鄉

愿逢迎，活潑可愛往往調皮搗蛋，豪爽慷慨會不會揮霍浪

費…。父母照顧兒女深怕愛之又足以害之，正所謂「捏怕

死、放怕飛」，拿捏之間、煞費苦心。 

 孩子讀書是每個家庭的要事，升學政策是社會大事。

近年升學管道多元，有關單位的決策甚受家長矚目。

某校資優生輔導辦公室幾乎每天都有家長等候在門

口，為孩子取得奧林匹亞比賽資格，為資優鑑定探聽

有關課本、書籍資料，一切都是為孩子好。 

 某日與同事閒聊，她說兒子抱怨：我ㄧ向聽話乖巧、

努力用功，研究所也畢業好久了，就是交不到女朋友。 

 一天下午，有位媽媽氣急敗壞的衝進辦公室，要找校

長主任評理，剛好兩位都不在，好說歹說總算願意坐

下來跟我談一談。她氣憤的說：「這次月考女兒錯了

一題，發考卷的時候老師就罵她『猪八戒』，我不能

讓女兒受到這樣的羞辱，因為我們都非常自動自發，

老師交待的功課一定做到盡善盡美，考卷總是一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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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所以每次不是全班第一就是第二，只是不小心錯

了一題，就被老師奚落，我嚥不下這口氣！」看她說

得氣憤填膺，勸了很久之後我忽然問她：「你女兒是

不是一回到家就躲到房間裡?」她愣了一下說：「女兒

回來總是說她要唸書、寫功課，叫我不要吵她。」我

又問：「你們是不是常常動不動就吵起來？」我又繼

續說：「其實你們母女都很認真，自我要求、自己求

好，不必等別人來說。可是你有沒有想到女兒幾乎整

天都神經緊繃，稍不順心就對你發脾氣，而且還會歇

斯底里的哭泣；你也總是戰戰兢兢的，這樣的日子很

苦吧！」她無力的點點頭。我又說：「你女兒才六年

級，你們就苦成這樣，將來國中、高中、大學之路還

這麼長；何況她可能連個知心的好朋友都沒有。再想

想看假如碰到更大的挫折，她會怎樣？前不久不是有

一位北一女的資優生往樓下跳嗎？所以媽媽，從此刻

起你必須學習『放下』，說服自己『放手』，讓孩子也

放鬆，輕鬆學習、輕鬆過日子。」她聽了我的ㄧ番話，

似有所悟稱謝離去，我則心情沉重無以復加。難道分

數這麼重要嗎？是對這對母女重要？還是對整個社

會重要？ 

 一位朋友她的先生有四兄弟，逢年過節都要帶著孩子

回去和祖父母團聚。老人家每次都聚集眾孫子，一一

詢問在校表現，按「標準」一一打賞。朋友的大女兒

表現並不理想，在眾親友面前總是低頭不語，讓她覺

得虧欠孩子甚深。 

 同事問我，你的孩子這麼認真「做研究」，你是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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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我想這些東西我自己都不會，怎麼能教他？倒

是我們支持他的興趣、陪伴他、與他分享他的苦樂。

我發覺一個人只要是自己喜歡的事，就會做得很努

力，做得無怨無悔；更何況有支持的力量、分享的對

象、關心的人，那麼「做事」的動力更是源源不絕。

曾經有親戚問女兒：「你的英文不錯，去哪裡補習

的？」她想了想說：「喔！這是我自己喜歡的事，要

怎麼唸我知道。」難怪她在校時，一直向 ICRT 爭取

當校園記者呢！ 

 兒子說做自己快樂的事很重要，不為家長也不為家

族。積極的家長會放手讓孩子做他想要做的事，從中

能夠領悟得到的快樂，不是去迎合別人的快樂。有些

資優生的家長自以為非常支持小孩，卻給他們的孩子

更多的難過，例如過多的補習，過多的「活動」，和

過多的相互「比較」。 

在 M 型社會裡，有愛得太超過的「直升機媽媽」，也

有生「公主病」的小孩，還有以為唸生物就等於唸生物科

技的爸爸，更有只教結果、不帶過程的老師；也有三餐不

繼，卻有一窩小孩的家庭。真是上帝也難為呀！ 

不過凡事正向思考是自我鼓勵的良方；像前面所提及

的那位媽媽一樣學習放下、放鬆，一切歸零，反省思考。

學生不會、不聽話、搗蛋，是不是老師要調整教法？孩子

不好、學壞，是不是家長自己不足？孩子一直在成長，而

大人卻停滯在框框裡，口口聲聲說「一切都為兒女好」，

自己卻「不知如何是好」。喔！親愛的父母，孩子是你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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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資產嗎？在知識爆炸的時代裡，已不容「知識文盲」。

唯有自我學習，才能與孩子同步。 

後記－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 
父母結合孩子呱呱落地，經歷每一個成長過程不同的

挑戰，家庭成員不斷的交互作用－溝通、理解、調整，演

成每一個家庭不同的故事。在跌跌撞撞為人父母的歷程

中，向孩子學習，和他們一起成長，滋味五味雜陳。但慶

幸我有這對兒女，他們對自己喜歡什麼、想做什麼、能做

什麼、該做什麼總有定見，非常清楚。而我們做父母背後

的支持，他們也很明白，只要需要支持就在那裡，他們絕

不孤單非常賭定。 

小時候排除萬難陪他到處去，只是和他做伴有人分

享，不致讓他千山萬水我獨行；但是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

也促使我的教學轉型、反省與回饋，在我的學生身上還頗

有成效，實在值得。學校操場左右兩側有兩棵同時種的大

王椰子，右邊長得結實強壯，已高至五樓，左邊這棵因為

受東北季風及颱風影響，長得歪斜瘦弱，但也與右邊這棵

同高、不惶多讓。這不就符合：有好的環境可以順利生長

茁壯，沒有好的環境也要力爭上游。那麼不管為人父母或

學校社會，為孩子設想、經營好的環境是我們的責任；給

孩子培養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能力不也是責無旁貸嗎？ 

其實「家家有本難念的經」、「家家都有不同的故事」，

孩子長大了一切似乎都能放手了，但你的心還是牽腸掛

肚、提心吊膽，這就是「父母」。但願每一家人都能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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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過磨難、煩惱，也分享彼此擁有的歡樂。 

《越南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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