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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的社會上，很多人喜歡好高騖遠，而忽略了基礎的重要，一棟房子如果想要蓋的高、

蓋的穩，就必須要有一個紮實的地基，地基一旦不夠紮實，房子隨時都會倒塌。一樣的道

理如果我們在求學的過程中沒有把基礎打好的話，往後的學習會更難的掌握，你能撐的了

一時但撐不了一輩子！台灣是一個很求上進的國家，希望什麼地方都能比任何一個國家都

還要好，科技、制度、人民等，想讓全世界的人都認為台灣很好。但是，我們卻忘了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台灣目前之所以在很多地方都沒有太大的成就，不是因為我們在事情上面

下的功夫不夠，而是因為我們事情的基礎都沒有做好，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我們台灣就

像一棟隨時會倒塌的房子一樣，因為基礎沒打好，只要別的國家一進攻，我們就會立即被

擊垮。 

 

作者李家同是一位唸電機系出生的理工科系人才，儘管他的求學過程是如此的成功，但從

他的文章中卻流露著對社會、人文的關懷、更特別關注常常被大眾忽略的弱勢族群。「救救

弱勢的孩子」「別讓孩子放棄英文」等篇章，強調了台灣只在乎學生的義務教育，畢業證書

如同廢紙。個人認為台灣的教育已經完全輸在起跑點了。當大家注意到多少人人拿滿分、

多少人考上第一志願時，又有多少人關心有多少學生連最低標準都沒有達到？目前自己身

為台灣的學生，非常瞭解台灣的教育究竟有多麼的敗壞，舉個簡單的例子，每次段考完，

老師總是會要求不及格的人要把錯的題目罰寫個 10 遍 20 遍以上，希望他們抄過以後就能

牢記在心，但我覺得這個方法完全沒有任何效果，誰會邊寫邊記起來呢？就算再寫個 800

遍他也不會用心去寫完那個罰寫，只是像個影印機一樣一直複製一樣的東西，並沒有把他

記起來。又例如，在段考前發所謂的「題庫」，雖然我不得不說不靠這個我拿不到高分，但

這樣考試的意義又到哪裡去了？未來的大考「統測」可不是靠題庫就能拿到高分的啊！ 

 

當然還有舉不完的例子，要一一舉出來實在太有難度，照這樣下去，台灣的學生究竟要如

何到別的國家跟別人競爭呢？外國的作業叫做報告，我們台灣的作業叫做習作講義抄抄

樂，一樣的本子一樣的題目，想必答案一定也會是一樣的，那大家就用抄的就好了啊？幹

嘛還要來學校唸書呢？所以說，我們台灣缺少的就是基礎，沒有基礎，後面想要什麼就什

麼都沒有。所有事情都跟教育有關，可是連教育都做不好了，台灣還有什麼路可以走？所

以說現在很多人都打算到外地留學、工作，放棄台灣這個缺少基礎的國家，為的只是自己

未來的生活，未來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