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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品德教育從來不離「情」、「理」二字，講求通情達理、對人情事理，

要有發自內心的體悟、要有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在示例篇中，作家余非

會透過五則處境故事，帶起各種情理話題，同學一邊細讀故事，一邊代入

處境，從而感受故事中人物的所思所感，明白良好品德的重要。每則故事

均提供三個思考面向，不但能引導同學展開更加立體的思考，亦可從中明

白到哪些才是人生值得追求的價值觀和處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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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前後，香港及中

國大陸都出現令人眥目的虐畜事

故。人與動物的關係值得教育界

關注。善待動物，是仁心；而善

待自己的寵物，卻是必須有的責

任心。此次一談責任心，並兼及

包容。看看這兩個價值元素可以

擦出甚麼火花。

文：余非

正面感受他人情理感受他人情理 人生正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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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Ａ同學的答案爽快簡單。

之後，又有三兩位同學發言，情況與Ａ同學差不

多。陳老師決定由她來點名，她叫了一位平日言語不

多，然而分析力、觀察力都不俗的女生顏玉雲說說個

人與動物相處的體驗。

「不是我的親身經驗，是看回來的觀察可以嗎？」

「當然可以！」陳老師鼓勵她。

「是這樣的，我父親不大搭理我，與家人也說

話不多。⋯⋯他的工作早出晚歸，每晚回家都身

心交疲。他累得不大理我們，卻很關心他的一

缸魚。⋯⋯很奇怪，魚不知何故經常打架，

繼4B班之後，4C班的德育課也談人與動物的關

係，負責學校德育課的陳老師有鑑於近來太多手段殘

忍、令人髮指眥目的「貓狗殺手」，她決定與同學好

好地面對人與動物的關係，並思考青少年應該如何看

待生命。

除閱讀幾則相關的報章新聞外，陳老師想從同

學的個人感受入手，請同學也想一想，自己與動物有

沒有甚麼留下印象的經歷。陳老師心想，談個人經

歷，不涉思考分析，同學大概比較願意積極發言吧。

Ａ同學說：「我養過龍貓、小狗，甚至雞也養過。

很好笑的，每次我走過，雞都會咯咯、咯咯的啼，彷

彿認得我，要跟我打招呼。」同學都聽得呵呵大笑。

「好，這是你的生活經驗，」陳老師想幫Ａ同學

把感受深化，「看來，你與動物相處有非常豐富的經

驗！那麼，你對『人與動物有何分別』這類課題有一

些個人觀察及看法嗎？」

Ａ同學想了一下，很爽快地回答，「牠們好傻

囉。」同學聽後又呵呵大笑。

「唔，你『認為』牠們很傻，那你有沒有好奇，

追查一下牠們有多傻呢？即是查書或找資料，看一看

牠們在智商上、感受上與人有何分別？」

小一缸經常打架的 魚



打得魚鱗脫落，魚鰭撕裂。父親一發現牠們受傷，就

會買藥膏替牠們治療患處。他再累，也會花時間細心

地用網把牠們稍稍撈離水面──是半離水狀態，替牠

們塗藥膏。塗完了，再小心翼翼地把牠們放回水㛾

去。」顏玉雲很溫婉地娓娓道來，那種語調與氣氛令

同學鴉雀無聲，課堂上少有地一片安靜。

陳老師也深深被打動，她沒有即時開腔補充些甚

麼，反而停一停，讓大家安靜地感受顏玉雲的故事。

之後，陳老師問她，「唔，假如老師用以下一句說話

來形容你父親，你同意嗎？請聽㠥——我認為你父親

是個好人。」

顏玉雲用非常同意的態度，一臉引以為榮的喜悅

鄭重地點頭，並說，「同意！」

當時的氣氛很有感染力，但力量不知從何而來。

「唔，我也同意。」陳老師轉而向其他同學探

問，「原因呢？」大家即時沒有反應，「是該用點時

間來消化的。我不會即時畫蛇添足下結語，讓同學自

行感受一下事件的意義。我到下課前才做點小結。好

了，讓我們談談其他問題⋯⋯」。

三十分鐘後，下課前，陳老師依約為顏玉雲的生

活觀察作一個小結語。陳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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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想
思考角度1：
美麗的生活小品。

你有被顏玉雲的描述打動嗎？且停一停，想一想，讓

我們重溫某些重要片段：

「是這樣的，我父親不大搭理我，與家人也說話

不多。⋯⋯他的工作早出晚歸，每晚回家都身心交

疲。他累得不大理我們，卻很關心他的一缸魚。⋯⋯

很奇怪，魚不知何故經常打架，打得魚鱗脫落，魚鰭

撕裂。父親一發現牠們受傷，就會買一些藥膏替牠們

治療患處。他再累，也會花時間細心地用網把牠們稍

稍撈離水面——是半離水狀態，替牠們塗藥膏。塗完

了，再小心翼翼地把牠們放回水㛾去。」顏玉雲很溫

婉地娓娓道來，那種語調與氣氛令同學鴉雀無聲，課

堂上少有地一片安靜⋯⋯

「唔，假如老師用以下一句說話來形容你父親，

你同意嗎？請聽㠥——我認為你父親是個好人。」

顏玉雲用非常同意的態度，一臉引以為榮的喜

悅鄭重地點頭，並說，「同意！」

1. 這是非常美麗的一節生活小片段。你有何感受，

可以說說嗎？

2. 假如你是陳老師，你會說些甚麼？不用怕，此題

沒有標準答案，請放膽說出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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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負一正之後，由顏玉雲本人所下的結論是──

父親是個好人，而且好得足以讓她引以為榮！

經我指出上述的語意邏輯後，你是否已經有自

己的想法？

假如仍需引導，請看以下的思考問題：

1. 一負一正的信息擺在面前，本來頂多打個平手，

不分高下；可是，顏玉雲卻把整件事看得非常

「正面」──你認為這結論是必然的嗎？抑或當中

有顏玉雲的個人演繹？

2. 面對相同情況，你猜，會不會有人得出「負面」

結論──例如，她會認為：「嘿，一天到晚沒跟我

說上半句話，卻肯花時間打理一缸魚。嗚嗚，我

是你女兒，卻連一尾魚也不如。我好討厭你！」

會有這種可能嗎？

3. 將1、2兩題對照，你有何發現？

4. 如此一來，你認為顏玉雲是個怎樣的女孩？她的

性格有何值得學習之處？請一說。

思考角度1重溫重點片段後，現在讓我帶大家逐步分

析顏玉雲的生活小品可以如何細剖。且注意，顏玉雲

的說話，表面上存有相反的邏輯關係，情況如下：

（－）顏玉雲的父親不大搭理她，與家人也說話不多。

──這是「負面」陳述，指父親不與人溝通。

（＋）父親再累也打理他的一缸魚。打理小魚的過程

呈現「正面」信息：他善待自己買回來的、沒

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小動物。

思考角度2：
某些事情的好壞，原來可以由你本人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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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就一些生活事故而言，當中通常不涉及大是大

非，卻觸及微妙的親情、友情之類的人情問題；類似的

生活事件，當中大多存在「寬闊的、可供個人發揮的灰

色地帶」。即是說，同一件事，或相似的一件事，不同

人因其性格之不同，可能會「看」出、「推論」出完全

不同的結果。那就是說，人面對生活事故，讓它向好或

壞的一方發展，人的性格起關鍵作用。

提示：假如我是陳老師，我會請同學注意顏玉雲的性

格，當中有很值得學習之處。

顏玉雲從父親善待小魚（注意，不是直接善待她本人！）

看出父親有良好的人格──例如，對寵物仁慈及有責任心。

顏玉雲不用父親之好行為是直接施諸她的身上已能感受父親

之好，側面反映顏玉雲是個性格包容的人；她包容了父親身

心交疲，少搭理她這毛病。

此外，看來她對生活有感受、有觀察，而且感受及

觀察面比較廣闊，所關心的不是一己心情之好壞，而

是能及於不太理她的父親。

有些人對生活也很有感受，卻失之於太過

自我中心，只側重、玩味「我本人」的喜怒哀

樂，至於別人的思想行為，她「感受不

到」。人有感受值得肯定，只是，當中因

感受面向寬廣度之不同，有高下之別。



思考角度3：
好奇心，是求知識的動力來源。

故事中的Ａ同學與動物相處經驗豐富，可是當老師想

幫她整理及深化思想時，A同學卻沒有甚麼反應。故

事片段如下：

Ａ同學想了一下，很爽快地回答，「牠們好傻

囉。」同學聽後又呵呵大笑。

「唔，你『認為』牠們很傻，那你有沒有因為好

奇，而追查一下牠們於智商上、感受上，以及性格上

與人有何分別嗎？」

「沒有。」Ａ同學的答案仍然爽快簡單。

假如你是A同學，面對老師「查一下牠們於智商

上、感受上與人有何分別」的提醒，你會受教，自行

查找有關知識嗎？

提示：過去「沒有」追查、翻閱與動物有關的知

識並不重要，關鍵是經老師提醒後，Ａ同學會不會受

教地對（與動物有關的）知識產生興趣，從而多讀

書，用知識深化自己對事物的初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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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語

故事中的顏同學不用父親的好行為是直接施諸她

的身上已有能力感受父親之好，此事側面反映，她是

個性格包容的好女孩；此外，她的觀察能力、感受及

分析能力都相當不俗。

另一方面，我們可能不察覺好德性原來存在不可

估量的感染力，一如故事中的顏爸爸；可能連他本人

也不自知，就是因為他有責任心地善待寵物，消減了

他在女兒心中的負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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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好書戒粗讀優質心靈選好書戒粗讀優質心靈
教育當局一直對今天的中學生有誤判，以為他們不夠活，缺乏「多

角度思考」。殊不知在烽煙及名嘴文化濡染下，同學大多愛激辯、「多

角度」討論，他們缺的是實學；而且不愛閱讀，尤其是嚴肅書。惡性

循環，沒有多用的能力就會消失（例如耐性與專注），現時已不是「不

讀」嚴肅書的問題而已，是即使捧在手中，也「不懂得讀」。

文：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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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和日麗，李愛雪與許家謙一同在沙灘傘下閱讀

─可是，這個不是沙灘，是育才中學特別闢出來，

並加以設計美化的一個角落，學校名之為「閱讀花

園」。花園附近有一個小水池，池內有人工小瀑布，

坐在沙灘傘下的椅子閱讀，流水之聲淙淙入耳，令閱

讀成為一種享受。

「好，看完。」李愛雪打個呵欠，伸個大懶腰，

重重地把《情理故事教材套》合上，「看這類書有點

悶，想睡。」

「才半個鐘頭，怎可能這麼快便讀完，我才不過

讀了一個故事？！」小男生許家謙滿腹疑惑，「岑老

師說，故事下面的思考一、思考二、思考三都要細

看，而且要跟指示嘗試自行答題。按老師的要求，不

可能半小時內讀完三個故事。」

「嘿，你這人真迂！我問你，甚麼叫靈活變通，

老師叫你去死你去不去死？」

「那是兩回事。老師不會叫我們去死。我明白

了，你沒讀分析。」

「對，那又怎樣。我不是你，我光看故事已猜知

作者想說些甚麼，足以進行課堂討論。我才用不㠥像

你一樣笨笨地跟甚麼一呀、二呀團團轉哩。」李愛雪

滿有自信地說，「我本來就懂得多角度思考！」語

畢，就從書包拿出剛從圖書館借來的《笑爆校園》及

流行小說《快餐ＡＢＣ》，「還是這些好看，一天兩本

完全不成問題。」

「嘿，我倒想依老師的指示把三個故事慢慢讀

完。我才不受你誘惑，而且覺得那些引導很有用。」

「那你就慢慢熬吧。也難怪的，你不如我，我有

很大的閱讀量，而且有速讀能力。」她以《笑爆校園》

及《快餐ＡＢＣ》為例，「書對我來說幾乎是十秒一

頁，眼睛一掃便知道它說了些甚麼。你沒有我的閱讀

量，當然就得乖乖地啃你的《情理故事教材套》。」

我已經猜到 他想說些甚麼我已經猜到 他想說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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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後，Ｘ作家來了。他來育才中學教的不是

寫作，是深度閱讀。岑老師選了Ｘ作家的《情理故事

教材套》為指定讀物，她相信由作家親自帶一次討

論，同學會讀得更加深入。為了令效果有保證，Ｘ作

家請岑老師督促同學務必事前細讀指定的三個故事，

好便進行討論。

課堂談的是嚴肅話題，卻不如想像中沉悶。而最

高興的莫過於許家謙。許家謙並不特別聰明，卻很有

耐性。他耐心地備課，依足指示讀畢故事及分析，回

答問題時受Ｘ作家稱讚，叫他開心不已。

「唔，許同學你答得非常好，看得出你已細讀問題

引導。我同意你的看法，只是再加點補充⋯⋯」

許家謙覺得很有收穫，因為Ｘ作家的現場補充是

書上沒有的「增值意見」，是對書中內容作進一步補

充，而且特別為他相體裁衣、量身訂造。許家謙忍不

住頻頻點頭。

李愛雪不服氣，討論第三個故事時也舉手回答了

一條問題。可是，Ｘ作家說，「啊，同學你似乎把故事

的意思讀反了，怎會這樣的？」Ｘ作家好奇，「你有

依思考一、二、三的引導來想一次嗎？」

「當然有啦！」李愛雪說謊。她生怕謊話被拆穿，

聰明地補了一句，「我用速讀法粗看了一次。」

「啊，原來如此，我知道問題出在哪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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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閱讀量下降，今天已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連號稱文化底子比較厚的歐洲，近年都出現年輕一代

不讀書的困境。當然，人家的水平㡊比較高，於是再

下滑也可能比我們高。有見及此，近年學校方面大多

積極為同學創造閱讀空間，讓同學讀得舒適。這是好

事，值得鼓勵。此處只想補充，於閱讀而言，外部條

件固然起關鍵作用，我認為環境安靜是基本要求；捨

此之外，讀書人的「心境」更加重要。心靜、專注、

有耐性是現代年輕人最缺乏的心理質素。注意外在環

境之餘，同學的心境也不能忽視。當外在環境

因素不夠完美時，你也許可以嘗試從心境入

手，例如培養自己專注，不怕悶、「享受悶」

的耐性。）

思考角度1：
閱讀的環境與心境。

為了解同學你的閱讀環境，請回答以下問題：

1. 大故事中，育才中學闢建閱讀花園，以閱讀環境

之改善來吸引同學多讀書。你的學校也有類似的

設備嗎？不一定如故事中的閱讀花園般講究，總

之，是學校方面特別為你們搞出來的外部條件，

旨在培養閱讀風氣，增加閱讀氣氛，有這樣的設

施嗎？如不止一處，請數列。

2. 大家的活動範圍不外學校和家庭兩處，上一題問

了你學校的情況，這一題問你的家居生活。你認

為你在家中找到一個適合靜心閱讀的角落嗎？如

不止一處，也請數列。

3. 學校、住處之外，你最愛在甚麼地方安靜地讀讀

書？請數列。

4. 你認為可以讓你專注、靜心地讀書、做家課的地

方，應該具備甚麼條件？

5. 回頭問故事的內容。故事中李愛雪自詡閱讀量

高，而且速讀工夫了得。你認為於「有養分」的

益智讀物而言，李愛雪仍缺哪方面的能力？尤其

是與不及她聰明的許家謙相比。

細心想



思考角度2：
且在知識面前謙卑。

故事中有以下內容，請細讀並回答若干問題：

「對，那又怎樣。我不是你，我光看故事已猜知

作者想說些甚麼，足以進行課堂討論。我才用不㠥如

你般笨笨地跟㠥甚麼一呀、二呀團團轉哩。」李愛雪

滿有自信地說，「我本來就懂得多角度思考！」語

畢，就從書包拿出剛從圖書館借來的《笑爆校園》及

流行小說《快餐ＡＢＣ》，⋯⋯。

「⋯⋯也難怪的，你不如我，我有很大的閱讀

量，而且有速讀能力。」她以《笑爆校園》及《快餐

ＡＢＣ》為例，「書對我來說幾乎是十秒一頁，眼睛

一掃便知道它說了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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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事中的李愛雪光看故事，已猜知X作者的分析部

分想說些甚麼。呵呵，請同學想想，這是一種怎

麼樣的態度？李愛雪的性格為何？請一說。

2. 跳讀、粗翻、半讀半猜地讀書──多跑中學，我深

知這是中學生非常普遍的一種閱讀態度。你是用

這種態度來看待所有讀物的嗎？即是說，不分它

是嚴肅書抑或消閒書，你都用這樣的態度來閱

讀。你是這樣的嗎？

3. 李愛雪認為自己有很大的閱讀量，你同意嗎？在

甚麼情況下同意她的說法，又在甚麼情況下不大

同意？

4. 李愛雪以十秒一頁來「掃（瞄）」書，你認為這種

態度只適用於閱讀哪類書籍？

提示：多跑中學，發現同學多以半讀半猜、跳

讀的方式來看書。養成這種閱讀態度的原因應該不止

一種，宜合力查找禍源，然後對症下藥。我的個人觀

察是，近年顧得提升閱讀量，卻忽略了質。對中學生

而言，多讀輕省、搞笑、知識量不夠分量的讀物，可

能令同學對閱讀不謙卑，令他們不自覺地培養了粗讀

的惡習，並以半猜半讀、十秒一頁的方式「掃（瞄）」

書。這類同學在本地非常普遍。而最可哀的，是同學

根本從未碰上、主動選擇值得他們細讀的好書，也不

知道要審慎選書；在沒有多碰好書的情況下，他們也

惡性循環地未嘗過細讀，因為沒有需要。



思考角度3：
真知識，可以「猜」出來的嗎？

Ｘ作家終於到育才中學上了一堂深度閱讀課，從課

堂表現觀之，你覺得：

1. 認真備課有用嗎？有甚麼用？（小提示：請參看故事

中許家謙在課堂上有何得㠥？）

2. 故事中，李愛雪也舉手回答了一條問題，結果如何？

她有被Ｘ作家稱讚嗎？原因何在。

3. 由問題2的答案反映，李愛雪犯了甚麼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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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跑中學，發現同學多以半讀半猜、跳讀的方式

來「掃（瞄）」書上的文字內容。這類同學在本地非

常普遍，他們缺的是細讀的耐性，也不懂得在知識

面前謙卑。

而當中最可哀的，是同學根本沒有察覺自己的

閱讀態度出了問題；因為他們很可能從未主動選擇

嚴肅書，也不知道要審慎選書。在沒有多碰好書

的情況下，他們惡性循環地未嘗過細讀，因為沒

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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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懼當下跌倒毋懼當下跌倒 眼眼 前前路路放放
「有遠見」是一個用來稱讚、肯定人的詞語。此詞更經常

與「成功」相提並論。可是，我發現經常面對失敗的人可能更

需要「有遠見」，讓自己活得視野開闊、有遠景，人就不會被

眼前困頓鎖死。

文：余非



人早早便選擇了自棄，即使拿到爛爛的成績也開心地

與同學嬉戲吵鬧⋯⋯

情況有點像颱風，杜鵬志是不尋常地寂靜的風

眼，而四周──班房內的其他同學──是急速旋轉的

氣旋。混亂中有人叫嚷：「你笑甚麼，我知道你在笑

我。」有人覺得成績好的某位同學瞧不起他，在背後

訕笑⋯⋯杜鵬志沒心情理會其他人的罵戰，腦海

浮現非常多的問題：「就這樣心驚膽顫地度過中

四、中五嗎？」、「我就是不能全科及格嗎？」、

「進步為甚麼來得這麼慢，我要放棄嗎？」、

「我今後⋯⋯」、「我這生人，就只能⋯⋯」

33

在課室門口把風的劉華德向同學驚報：「駱老師

來了！駱老師來了！」此時，班主任駱老師已經在走

廊的另一端出現，並朝3C班走來。

「你猜我有多少科紅色？」

「我呢？你猜我有沒有機會全科及格？好害怕呀。」

課室內彌漫㠥忐忑不安。今天，駱老師會派發

上學期成績表。杜鵬志也惴惴不安，只是他心中有數

──不會全科及格是意料中事，分別是究竟會一科或

兩三科紅色不及格而已。他有自知之明，不敢奢望全

科及格。

最恐怖的時刻終於到來了，駱老師叫名，把成

績表逐一交到同學手上，並且和善地對同學加幾句讚

賞或訓勉。

「你已經做得相當不錯，當然，仍有改進的空

間。」駱老師笑㠥對杜鵬志說。

杜鵬志一看，不及格的紅色只得一處，是英文

科。他最擔心的數學、物理、中史等統統過關，即使

有些只是僅僅及格。

緊接派成績表的這一堂是十五分鐘小休，杜鵬

志拿㠥成綪表陷入沉思狀態，雜亂無章地想了很多

事；與此同時，整個班房正亂成一團──有人因為全

科及格而高興雀躍，有人成績不如理想在輕泣，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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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劉翔，但努力學習跨欄我不是劉翔，但努力學習跨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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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間，杜鵬志站起來，穿越「氣旋」

──確有幾位戲耍的同學撞到他身上──向走

廊走去。他心想，「我要吸一口新鮮空氣，

我要讓腦筋清醒起來。」

他在四樓憑欄下望，看見有同學練習跨

欄。看㠥看㠥，聚焦一個個跨欄動作，踏

地、撐跳、提腿、跨越、往前跑，有些欄未

被跨越，給推倒地上，但跑手不會停下來，

他的責任是不斷向前，直至跑完整條賽道。

至於多少個欄被撞倒，多少個欄仍屹立，都

不是競跑途中要考慮之事⋯⋯杜鵬志忽爾頓

悟──對了，他的責任正正是盡全力往前

跑，至於倒下多少個欄、有多少個欄仍站

立，根本不需要介懷，因為不管結果如

何，跑手都要跑下去，除非你中途退出。

杜鵬志忽然明白，他要考慮的，是一整條

賽道、競跑的全過程。



35

三個月後⋯⋯

「駱老師來了！」劉華德又在課室門口把

風。這一次，沒有成績表要派發，3C班的關

注點落在三位同學身上──究竟是給記大過還

是被逐離校。事緣三位同學懷疑成績好的Ａ

同學經常在背後說他們壞話，於是某天糾眾

把Ａ同學脅持到公園大加羞辱及毒打，事件

嚴重得見報，警方也介入調查，查究事件有

否涉及黑社會成分。

「駱老師午安。」同學起立鞠躬。看得出

駱老師心情沉重。

「各位同學，老師這一課有事要處理，請

同學暫時自修，辦完事回來再上課。」駱老

師指定了一課課文要大家靜心閱讀，「Ｘ、

Ｙ、Ｚ，你們三個，跟我到校長室去。」

罕有地，3C班課室沒有老師在場也鴉雀

無聲。大概是再無知的同學也看得出，這一

次，事態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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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角度1：
人生有多長？

先來閱讀理解：

1. 寫上述故事時我比較喜歡「情況有點像

颱風」一段。我為杜鵬志設計了內外兩

個圈。內圈風眼一如表面上的杜鵬志，

紋風不動，毫無動靜。至於外圈，是班

上同學紛紜的活動。可以告訴我外圈的

同學在做些甚麼嗎？請列數不少於三

件。

2. 在颱風中心的杜鵬志想了很多事，一問同學，當中

有沒有一些疑難是你本人也想過、也同感困擾的？

即是說，你與杜鵬志有相似的疑惑困擾嗎？

3. 杜鵬志在四樓憑欄下望，看到些甚麼？

4. 同學跨欄的全過程給杜鵬志甚麼啟示？

細心想



提示：自己的一生有多長？沒有人會知道。可

以肯定的，是人生經歷不同階段，它是一條要走好

一陣子、路上風光景致不斷變化的長路。此次談的

是開闊視野，學習把目光放遠。別以為「自己胸無

大志」而且「能力有限」就不用有「遠」「闊」的視

野；相反，當下愈是經常面對失敗的人愈要曉得人

生有未來，惟其如此，才不會被今天這階段、單一

方面的失敗困死。一如跨欄，倒下再多的欄，你也

得跑下去。

回答過思考角度1的第3及第4題後，思考角度2

會對故事內容作進一步探討──準備好了吧。開始：

1. 同學，我們有眼睛，有視力，一天之內肯定會看見

不同事物。事物事情被看在眼，有些人會很有感

覺，有所啟發，有些人同樣看見了，卻視而不見，

除非事情直接與他本人相關，否則「外物」不會對

他造成任何思想衝擊──一問同學，你認為你自己

屬於前者（對映入眼簾的事情有感受、有啟發），抑

或後者（對事情事物視而不見）？

2. 以故事中的杜鵬志為例，他在憑欄下望之前做甚

麼？處於甚麼狀態？請一說。

3. 承第2題，假如杜鵬志憑欄下望之前不是有「某種

狀態」，你認為跨欄一事會對他起啟發作用嗎？

4. 杜鵬志在生活中得到啟發，你認為「他看見有人跨

欄」一事的作用大一些？抑或杜鵬志自己開始「反

省生活」這轉變的作用大一些？

37

思考角度2：
需要一些條件，人才可以達到「睹物會有所感悟」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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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角度3：
生命轉向的關鍵點及關鍵條件。

故事中有以下片段：

混亂中有人叫嚷：「你笑甚麼，我知道你在笑我。」有人覺得

成績好的某位同學瞧不起他，在背後訕笑⋯⋯

三位同學懷疑成績好的Ａ同學經常在背後說他們壞話，於是

某天糾眾把Ａ同學脅持到公園大加羞辱及毒打，事件嚴重得見

報，警方也介入調查，查究事件有否涉及黑社會成分。

⋯⋯「Ｘ、Ｙ、Ｚ，你們三個，跟我到校長室去。」

1. 同學你對上述情節有何感受？你同情Ｘ、Ｙ、Ｚ呢，

抑或認為他們咎由自取？又或者另有感想，請一說。

2. 面對考試成績不如理想一事實，Ｘ、Ｙ、Ｚ三人與

杜鵬志的最大分別在哪㛾？很明顯，當中有一個關

鍵點、臨界點，在該點上存在一些關鍵性的、來自

人本身內在的東西，讓前後兩者朝不同方向「分道

揚鑣」。你認為當中「來自人本身內在的東西」是

甚麼？就是說，在人品、人格上，Ｘ、Ｙ、Ｚ三人

與杜鵬志的最大分別在哪？

小提示：在故事中，杜鵬志思潮起伏時忖度過

如下問題──「我要放棄嗎？」、「我今後⋯

⋯」、「我這生人，就只能⋯⋯」請問，會問自

己「我要放棄嗎？」、「我這生人」是一種怎麼

樣的態度？此次談自重自愛，或可循這角度一

想如何回答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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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語
自己的一生有多長？沒有人會知道。可

以肯定的，是人生經歷不同階段，它是一條

要走好一陣子、路上風光景致不斷變化的長

路。此次談的是開闊視野，學習把目光放

遠。別以為「自己胸無大志」而且「能力有

限」就不用有「遠」「闊」的視野；相反，

當下愈是經常面對失敗的人愈要曉得人生有

未來，惟其如此，才不會被今天這階段、單

一方面的失敗困死。一如跨欄，倒下再多的

欄，你也得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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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失控生活失控放縱玩樂精神差放縱玩樂精神差

捱夜打機及上網，令九

成中學生缺睡。此次深思

沒有節制地沉迷虛擬世界

是甚麼一回事。

文：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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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到很晚嗎？」

「才早哩，不到兩點鐘！」他們說的是凌晨。

莊基志口中的遊戲機是姨媽送他的生日禮物。

當天姨媽把他帶到電器中心，本想送他電子字典；

可是，莊基志苦苦哀求，要姨媽轉送他一部大小與電

子字典相若、顯示屏特大的電子遊戲機。也從當天

起，莊基志與爸媽經常齟齬，不時初則口角，繼

而動手──一方要搶走、另一方要保留那部電

子遊戲機。

對莊基志而言，遊戲機只不過是一部

「機器」，他沉迷的，是屏幕內的虛擬世界。

「機癡──」

「喂！說話咬字要清楚些，本人叫莊基志，是基

──志，不是機──癡！」

「都係一句啦，咁認真！想問你昨晚打到第幾局

呀？」莫健追上前去，一手攬㠥莊基志肩膀，心急知

道朋友是否打得比自己高分。

「只打到第八局咋，幾乎可以入第九局的大破

局！！誰知他們野蠻透頂，一手關燈一手搶機，還恐

嚇我要沒收！唉，你不知道，我差幾分就可以打入第

九局，多可惜。」莊基志說時仍恨得牙癢癢的，非常

生氣。

與連環 影腳無連環 影腳無車輪拳車輪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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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㛾，他飛天遁地、飛簷走壁、單人匹馬與一隊隊

恐怖分子作戰；有時出動重火力武器──經常閃現有

聲有色的爆炸場面──有時揮拳踢腿，擊中頭部、胸

口等要害分數最高。對莊基志來說，虛擬世界是個讓

他脫離現實的歡樂天地，在那㛾他化身肌肉人，與怪

獸呀、暴徒呀激戰。每次戛然終局，莊基志都要深深

地吸好幾口大氣才能回到現實。有好幾次因為遊戲實

在太緊張、壓力太大了，終局時莊基志的心臟突然猛

抽了幾下，嚇他一跳。

這天下課，莊基志趁家中無人，又拿起遊戲機繼

續努力。他決定不入大破局誓不罷休。他打呀打，左

右拇指的神經㡊抽得極緊，神經質地不斷撳掣。接近

大破局，敵方的火力愈來愈大，可他手上的重型機關

槍只餘一排子彈──不，只剩十顆──啊，彈盡！於

是，他只能出刀出拳，肉搏。他左一拳右一腳，打走

三個，又來五個，仍然是左一拳右一腳──忽然──

「衰仔，又打機啦！」是父親的咆哮。莊基志因為太

專注了，沒有聽見開門開閘聲。

莊父今天下午放假，想不到一進門，兒子一如昨

夜凌晨二時般──在專注地打機。莊父既心痛又憤

怒，不由分說地一手搶過遊戲機。

「你瘋了！」是莊基志罵他父親，「我在打大破局

呀，你瘋了。」莊基志要把機搶回來。

「你才瘋了，我是誰，我是你老爸呀！竟罵我瘋

了！」

爭持間，莊基志彷彿仍置身虛擬世界，竟向父親

左一拳右一腳，施以車輪拳、連環無影腳，他一時間

分不清自己身在虛擬世界之內還是之外。莊父對突如

其來的襲擊一時愕然，來不及反應也未有還手，只軟

弱地被「打倒」在沙發上。遊戲機被兒子一手搶去，

搶回遊戲機的莊基志瘋也似的奪門而出。

莊父錯愕間老淚縱橫，痛定思痛後決定大義滅

親，撥電報警。

受傷的莊父飽受皮肉之苦，但心傷更重，送院時

情緒激動，含淚向醫護人員說：「他竟然動手打我！！」

在約一個小時後，奪門而去的莊基志重回家中，

被留在事發單位調查的警員即場拘捕。莊基志有點未

回到現實的茫茫然，直認曾對父親動粗，警方於是將

涉案的莊基志帶返警署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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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2005年12月初公布的一個有關「中學生睡眠時

間及生活安排」的調查報告。內容由本人綜述：

一個教育基金於本月訪問了962名中學生，發現

86%中學生每天睡眠少於8小時，平均睡眠時間只得

5.8小時，更有25%學生每天睡眠少於4小時，當中以

初中生的情況最嚴重，超過30%初中生每天睡眠不足

4小時。

學校訓導人員協會會長譚秉源指出，玩電腦遊

戲、上網聊天及看電視是大部分學生睡眠不足的真正

兇手，「有些學生上堂時打瞌睡，下課後便非常精

神，長此下去不但影響健康，亦會令同學無心向學」。

調查又顯示，60至85%學生表示看電視、上網

聊天和玩電腦遊戲是他們最常做的課餘活動，只有約

一半學生會在課餘做運動，但平均每日運動不足一小

時。70%中學生自稱承受過重壓力，30%人更感壓力

頗大或非常大。壓力主要來自學業成績、前途及朋輩

關係等問題。83%學生又稱，因壓力大而出現疲倦、

失眠、食慾不振、煩躁憂慮等問題。

思考角度1：
不要小看這件事──睡個好覺。

細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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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上述新聞後，請思考以下問題：

1. 讀上述第一段的數字統計，你會感到意外及吃一

驚嗎？抑或你就是少睡一族，正是其中一人？

2. 你平均一天睡多少個小時？

3. 缺睡的原因何在？

4. 中學生上課時欠缺耐性及精神，未看上述調查結

果之前，大家也許會懷疑是因為課堂沉悶。讀過

上述資料後，你認為原因何在？

5. 讀畢上述調查結果及學校訓導人員協會會長譚秉源

的分析，你認為「覺得壓力過重」的學生，誰人及

哪方面（如學校、家庭、自己）要為壓力之形成負

責任？

6. 不管是出於甚麼原因，身為中學生，處於需要讓自己

健康成長的階段，假如令自己長期失去平衡（如缺

睡），你認為這類人在處理個人生活上出了甚麼問題？

小提示：此次思考節制，或可從這方面發表意見。

提示：初讀調查結果，坦白說，是嚇一驚的──

用這樣差的身體狀況來上課，又怎能讓自己在學校認

認真真地吸收知識呢？！怪不得今天有好一部分的中

學生都不太刻苦求學──原來關鍵在於他們根本沒有

飽滿的精神來早起上課。

身為年輕人，偶爾貪玩在所難免，關鍵是你是

否有良好的自制能力，讓一切求得平衡，適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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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角度2：
你是打機高手，不等於你很有想像力。

請重讀大故事中「對莊基志而言，遊戲機只不過

是一部「機器」，他沉迷的，是屏幕內的虛擬世界。」

一段，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1. 請看看以下兩句句子有何分別：他很有想像力。

／他沉迷遊戲機的虛擬世界。

哪一句是正面描述？哪一句是負面描述？

2. 假如莊基志沒有沉迷電子遊戲，你認為他省下來

的時間可以用來做甚麼？請說出不少於三項。

3. 莊基志在電子遊戲中對敵人拳打腳踢，又在現實

中迷迷糊糊地打了父親；由打機到打父親，你認

為當中「電子遊戲」，抑或「莊基志本人」要負最

大責任？

4. 如在問題3回答「莊基志本人要負最大責任」，請

說明原因，他錯在哪㛾？

提示：香港有部分中學同學對「務實」、踏實一

詞有誤解，並將務實等同「老土」、呆板、沒有創

意。殊不知務實的人可以很有想像力，卻不會「沉

迷遊戲機的虛擬世界」；而一個人「沉迷虛擬世

界」，並不等如他很有想像力。請同學注意「務

實」、「有想像力」與「沉迷打機」三者之間的微妙

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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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角度3：
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2005年底有一則新聞，主題內容是「男子沉迷

上網，妻離家出走」。

這個案發生在深圳，一名三十多歲的香港男子到

國內娶妻，育有一子一女。一家人本來生活正常，而

男子為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可惜，自從男子被解僱

後只找到散工，經常開工不足。男子終日在家中游手

好閒，及後更迷上了電子遊戲，迷得向外母借錢也要

到網吧上網打機。一雙子女雖然已屆求學年齡，卻因

無錢而一直沒有上學。

一段日子後，男子之妻把子女托交母親照顧，獨

自出外謀生。至2005年底，男子之妻因丈夫上網遲

歸而與他爭吵，之後一去不返。妻子憤而離家後，該

名男子也於不久後失蹤，剩下身無分文的外母照顧一

對小朋友。　

事件乃真人真事，想問問同學：

1.「沉迷上網打機」與「不務正業，對家庭不負責任」

兩者究竟有何關係？哪一個是因，哪一個是果？

即是說：是沉迷打機是因，不務正業、不理家庭

是果呢？抑或倒過來，他本人不務正業、不理家

庭（不務實地面對現實）是因，沉迷打機是果；

「沉迷打機」會不會是他逃避責任及拒絕面對失敗

的藉口？

2. 有沒有注意，真實個案中的男子已年過三十，是一

個成年人。相對於未成年的中學生而言，這個案給

你帶來甚麼啟示？此題沒有標準答案，請盡情發

揮，並宜與其他同學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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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語
初讀調查結果，坦白說，是嚇一驚的──用這

樣差的身體狀況來上課，又怎能讓自己在學校認認

真真地吸收知識呢？！怪不得今天有好一部分的中

學生都不太刻苦求學──原來關鍵在於他們根本沒

有飽滿的精神來早起上課。

身為年輕人，偶爾貪玩在所難免，關鍵是你是

否有良好的自制能力，讓一切求得平衡，適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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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回饋

檢視生活 心存恩澤檢視生活 心存恩澤

今天社會多談權利，少談義務、承擔、付出、感恩等價值元素。

不少人都活得充滿怨氣，彷彿世界虧欠了他甚麼。且嘗試換一種角

度來檢視生活，看你我可有不同於從前的發現。

文：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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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她長得好看嗎？」A說。

「從電視上看，像不太漂亮。」B說。

C立即插嘴：「但她的鋼琴彈得很動聽啊。」

偌大的學校禮堂，清一色坐滿穿深藍旗袍的女學生。林

副校長在咪高鋒前向大家說：「同學猜一猜，今天，我把誰帶

到周會與大家見面了？」這是介紹嘉賓出場的手法，學校早已

預告，全校參加的星期五周會請來了剛贏得國際蕭邦鋼琴賽的

楊嘉寧校友回來演奏，並為同學講話。

林副校長說完後，向台的一邊作邀請出場的手勢，穿黑

色上衣、深紫色長裙的楊嘉寧款款出場，移步台中央，向全校

師生致九十度的鞠躬禮，頓時掌聲雷動。楊嘉寧在掌聲中步向

鋼琴，正式為大家演奏。

楊嘉寧十指在黑白琴鍵上徐疾有致地躍動，旋律如行

雲流水，時而紓緩，時而湍急。誰也沒想到學校那座普普通

通的鋼琴可以奏出如此動人的樂韻，懂不懂古典音樂的同學

都能感受演奏者的功力。一曲完結，掌聲又再雷動，而且

encore之聲不絕。楊嘉寧很有禮貌，在副校長示意下才又

回到鋼琴前，她做了個手勢叫大家猜她要彈甚麼樂曲，之

後，正式彈奏──原來是校歌！同學聽到第一句音樂即報以

掌聲及笑聲，氣氛歡愉親切。

Encore曲目也彈過後，楊嘉寧向同學作簡短的講話。

「彈奏校歌時聽到同學、應該是師妹你們笑，我非常開

心。七年前，中七畢業後我離開教育我成才、讓我有美好人

把美好還給學校把美好還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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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救恩中學；七年後的今天，我用報恩之心以校歌把美好

還給母校，並希望師妹你們一同分享這份美好⋯⋯」楊嘉寧

與同學分享她的中學生活。

原來楊嘉寧中一時的琴詣已相當出眾，經常在全港比

賽中獲獎。之後，更參加一些在香港進行的國際性分站比

賽。「中一那年，我要參加的賽事需時一周，而賽事正好在

六月學校期末考試期間舉行，我有三科考試撞期，要向學校

請假及特許提前考試。當時戰戰兢兢地向校長呈上申請，很

高興校方大力支持。其他學校學琴的同學沒我幸運，學校不

准放假，結果無緣參賽，少了參加國際賽的經驗。」

「中二那年出國比賽，已有專家勸我留下接受專門訓

練。但我決定先留在救恩完成正常的中學階段，因為學校給

了我很大的歸屬感。但凡有人問我在哪家中學畢業，我總會

很自豪地說：救恩⋯⋯」

林副校長聽得眼熱心熱。她知道，最大的功勞應該歸

功於楊嘉寧自己。林副校教過她，知道她一俟轉堂與小息就

立即溫習或做家課，爭分奪秒的目的，是每天騰出五小時來

練琴，而且持之以恆，不是一曝十寒。

「此外，當老師知道我⋯⋯」楊嘉寧在台上訴說的，盡

是雞毛蒜皮般的瑣事，你甚至可以認為那些都是學校的舉手

之勞。只是，站在台上的楊嘉寧卻煞有介事地以感恩之心覆

述，彷彿是她今日載譽而歸的主因。這不禁讓人深思，值得

感恩之事，究竟是「那件事」客觀上確實「大得」叫人非感

恩不可，抑或因為有人懷感恩之心生活，於是遭逢的盡是好

人好事？真的不得而知。

「唔，我覺得她愈看愈漂亮。」D說。

「對呀。尤其是那襲衫裙。」E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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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想
思考角度1：
楊嘉寧的中學生活。

先來閱讀理解：

1. 楊嘉寧「享受」救恩中學的學生生活嗎？請以故

事內容為證，列舉不少於兩件事為例。

2. 同學encore時，楊嘉寧以哪首歌來回應同學的請

求？你欣賞她對encore曲目的選擇嗎？請說說你

對她的印象。

3. 在楊嘉寧記憶中，學校為她做過哪些事，令她對

救恩中學感恩？即是在楊嘉寧的角度下，她認為

學校幫過她甚麼忙、曾對她施予甚麼恩澤？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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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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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角度2：
你的甜美生活。

故事中有如下段落：

林副校長聽得眼熱心熱。她知道，最大的功勞應該

歸功於楊嘉寧自己。林副校教過她，知道她一俟轉堂與

小息就立即溫習或做家課，爭分奪秒的目的，是每天騰

出五小時來練琴，而且持之以恆，不是一曝十寒。

1. 思考角度1談了楊嘉寧認為學校當年如何栽培她、幫

助她，為她提供了諸多方便。而在林副校長眼中，卻

認為「最大的功勞應該歸功於楊嘉寧自己」。依你分

析，你認為楊嘉寧的成功、救恩中學、抑或她自己應

佔最大功勞？

2. 從林副校長聽楊嘉寧講話時的反應看來，你認為她是

個怎麼樣的人？你喜歡她嗎？假如喜歡，原因何在？

3. 假如你認為大故事很「甜蜜」（sweet），而且寫得太

完美、太美好了，是我「失手」之作。那我告訴你，

大故事改寫自真人真事。真實版本中的那家學校是我

母校，因而我特別留心那則新聞報道，也從而回想中

學生活的點滴。當中，有真實而甜美的回憶。以下舉

一個曾被我改寫進小說的中學生活片段。

小提示：會否是雙方也有「功勞」，請朝這方向想想。
此題應該非常容易回答，旨在考驗你的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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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雖算是「名校」，卻不「貴族」。不少同學家居

狹窄嘈雜，逢考試前都會選擇留在安靜的校院內溫習，

至日落後才回家──我與三幾位同學就是這類學生。

黃昏後離校，校門大閘很多時已上鎖，假如找不到校

工，我們會一手抽起旗袍校服、一腳踩上鐵門橫欄，翻閘

而過──大家都身手靈活，動作乾淨俐落。

某次，我到教員室替老師拿東西，不經意聽見平日

板起口面、很討大家憎惡的副校長向留校住宿的工友

說：「大閘在girls完全離校前別上鎖，虛掩好了。攀大閘

多難看，最要緊是那條粗糙暗斜的泥水路，跳下去擦傷

可不得了。」

副校長知道同學有留校溫習的需要，沒有為了行政

方便而要校工在限時內把我們硬性驅趕。我們自此對副

校完全改觀。

今天回想，是有人做了關心我們的好事，而我們知

道了，有懂得感恩之心。施恩與感恩，看來是雙向關係。

不知道同學看後有何感受。多去中學，發現今天的

同學對學校不一定有歸屬感。閱讀了上述的大故事及我

的小故事後，不知道同學有沒有被觸動。

且讓我們停一停，想一想，重新檢視校園生活，看

看當中可有既甜美又值得分享的瑣事、小事？一件

可以了，請一說。

把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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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角度3：
感恩與回饋。

故事結尾有以下幾句，援引如下：

這不禁讓人深思，值得感恩之事，究竟是「那件

事」客觀上確實「大得」叫人非感恩不可，抑或因為

有人懷感恩之心生活，於是遭逢的盡是好人好事？

1. 經過思考角度1及2的引導，你對上述提問有何意見？

2. 我在「攀閘」一例中有以下幾句：有人做了關心我

們的好事，而我們知道了，有懂得感恩之心。施

恩與感恩，看來是雙向關係。

把思考角度3前後兩段引文合起來閱讀，你對

「感恩」與「回饋」有何看法。說得更清楚一點，就

是有人施恩，受恩者就必然懂得「感恩」嗎？當中需

要具備甚麼條件（尤其人的素質），「施恩」與「感恩」

的關係才連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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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語
有人做了關心我們的好事，我們知道了，有懂得

感恩之心，則「恩義」便「存在」。施恩與感恩是互

動的雙向關係，一切並非必然。設想另一處境：有人

施恩，但受恩者大剌剌的以「人家幫他為必然」，則

「恩澤」即使「客觀存在」，也會被受恩者視而不見。

學習常懷感恩之心生活，值得欣喜的好人好事就

會不斷出現。「恩義」有時是人內在心理質素反映的

狀況，多於是可計算斗量的「具體事實」。

把
美
好
還
給
學
校


	edu013.pdf
	edu014.pdf
	edu015.pdf
	edu016.pdf
	edu017.pdf
	edu018.pdf
	edu019.pdf
	edu020.pdf
	edu021.pdf
	edu022.pdf
	edu023.pdf
	edu024.pdf
	edu025.pdf
	edu026.pdf
	edu027.pdf
	edu028.pdf
	edu029.pdf
	edu030.pdf
	edu031.pdf
	edu032.pdf
	edu033.pdf
	edu034.pdf
	edu035.pdf
	edu036.pdf
	edu037.pdf
	edu038.pdf
	edu039.pdf
	edu040.pdf
	edu041.pdf
	edu042.pdf
	edu043.pdf
	edu044.pdf
	edu045.pdf
	edu046.pdf
	edu047.pdf
	edu048.pdf
	edu049.pdf
	edu050.pdf
	edu051.pdf
	edu052.pdf
	edu053.pdf
	edu054.pdf
	edu05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