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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真的很值得我們反省和思考，台灣政府訂定的教育對學生到底是好是

壞？在台灣，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以及九年、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政策…，這些一改再

改的教育方針，更是讓我們無所適從。每天我們埋頭苦讀，就是為了考到自己心目

中理想的學校。台灣和美國的教育很不一樣，在台灣，教育是為了某一個外在的目

的而不得不去接受，但在美國， 他的學習方式比較多元且不設限，接觸的課程也不

會被課綱給限制住，對於一些孩子來說，這樣的學習方式壓力相對不會那麼大，思

考的面向也會比較廣。每一個人剛開始去學校上課時，幾乎都會抱持著好的學習精

神和偉大的夢想，但往往因為天資的差異、興趣的不同、或其他很多很多的因素，

成績會有許多不同的模樣，但是第一名只有一個，就因為這樣，才會有很多人在學

習的過程裡喪失信心，到最後反而害怕學習。 

 

  從我們小的時候開始，孩子便是爸爸和媽媽眼中的希望，爸爸媽媽總是希望自

己的孩子能夠贏在起跑點上、比自己優秀、又或著把自己的夢想或自己完成不了的

事情寄託在孩子的身上，從小就帶著孩子去學習十八般武藝，例如：音樂、美術、

舞蹈、珠算、英語、作文、游泳……等各式各樣的才藝技能。在孩子長大之後，甚

至不惜砸重金，花錢讓孩子讀明星學校、補習、選名師，這是現在社會普遍的現象，

很多師長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讀書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別人。」但是在現

實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真的能說到做到呢？而現在，大家讀書，我想，多半是

為了未來的工作、為了爸爸媽媽的期望，而不再是為了自己！ 

 

  大家都知道高三生接下來必須面臨的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考試，如果在這個

考試中沒能獲取高分就無法進入頂尖的大學，所以他們接下來所必須面對的課業壓

力都是非常重的，每天就是把考試當飯吃，一天八節還不夠，外加早修和午休，都

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書本要念，考卷多到必須和國文、數學、英文、社會、自然以外

的課來考試，才能把那些堆積如山的考卷給消化掉。小傑名言：「我想讀書啊，可是

我想自由一點，快樂一點，這樣我很自私嗎？我很自私嗎？」這句話應該是每個學

生心中的渴望，每個人都想要快快樂樂的讀書，也很想要拿到那人人稱羨的好成績，

但現實並不會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稱心如意。 

 

  在這一本書裡面說到有許許多多的事情都是沒有正確答案的，沒有所謂的對或

者不對，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分成黑或者是白，也不是每一個題目都只有一個正



 

 

確的答案，有許多事情都處在灰色的模糊地帶，而這些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似乎

正帶給我們許多困擾、無解與無奈，讓人不知道該怎麼辦。如果相信自己的想法可

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那麼放手一搏試試看有何不可。有時候，相信自己或許就

是最好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