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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下,飞出校园的孩子》

内容概要

对有些孩子来说，离开学校，可以学得更好。不上学的尘，整个世界都是教室，鸟兽虫鱼都是老师。
他写诗、和大自然交朋友，在书店、博物馆混一整天，自主学习每一件想学的事。这是一个在家教育
的故事，也是一个让孩子快乐长成自己的实验计划。   
    本书《蓝天下，飞出校园的孩子》，描写一对母子在家教育的真实故事，突破传统必走学校教育的
途径，他们的亲身经验，提供了现代父母另类教养之路的选择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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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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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只要带走快乐学习的能力    有一天，尘找来一本中学生物参考书，趴在地上津津有味地读着。我
在一旁沙发上读我自己的书。过了一会儿，他拿了一题“小肠绒毛模式图”，想和我讨论血流方向的
问题。我看了半天，努力回想自己的中学时代，到底老师是怎么讲的。可是任凭我在脑袋里的知识库
搜寻，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尘问我到底还记得多少中学的东西呢？我尴尬地说，生物吗？大概百分之
一。    是的，在知识库极度超载的中学六年，举凡化学元素表、历史事件发生的详细年份、全世界有
哪些地方产铜矿和稻米和很多我这一辈子也不会想要知道的各种知识，我都忘光了。我有时甚至觉得
，我当年日以继夜读这些书的目的，除了高考，就是准备有朝一日，尘上了中学，我可以比较能忍受
他万一什么都不想念。    九年一贯，说是要教孩子带得走的能力。其实，什么是带得走的能力呢？思
考？创造？资源整合？或是查资料？应付更多元的考试模式？还是像我们那个年代拼命地背诵？    现
在我的朋友们，如果谁仍保有手不释卷的习惯，只不过是因为兴趣。兴趣之所致，要学会什么能力，
当今资讯世界多的是渠道。当然，如果这些能力能在孩子小时就早早培养，或能使他们在求学的生涯
中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而非痛苦。    但如果我们学校的考试方式还是不改，带得走的能力也成为
“背诵”的一部分，就太令人失望了。那么，怎么改呢？从前雅歌小学的自然科学课就很棒，他们老
师采用开放式问卷设计学习单，会一点点和很会，都有学习的成就感，每个孩子也都有往深度探索的
兴趣。甚至连考试，老师也以“open book”测试，孩子根本不必死记任何知识，只要真正领会原理，
还能从各色各样的书中(老师准许学生带任何除课本外的书参加考试)归纳演绎知识，就一定可以把一
学期所学快快乐乐带走。    什么能力带得走？也许对很多孩子来讲，就是能快乐学习的能力罢了！来
吧，大人，请跟我们一起玩   下课铃响，口袋里的电子宠物刚好也哗哗叫着。我掏出这只看不出什么
名堂的怪兽，依照儿子教我的步骤，喂食、训练。我再抬起头时，身边已经围了一堆七嘴八舌的小孩
，其中一个开口问：“你怎么也会玩电子宠物?”另一个等不及前一个说完，脸上充满羡慕的表情，说
：“你好好哦，还会玩怪兽，我妈连看一眼都懒得看!”我有些腼腆地说，“这不是蛮好玩的吗?”此
时尘不知从哪里挨近身边来，一脸得意样，瞄了一眼训练成果，夸张地说：“哇!你训练的比我还酷
呐!”    才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什么不是玩呢?快乐的大人，为什么不好好玩呢?在看孩子玩玩具时，似
乎大入总是比较习惯站在一边，保持局外入的冷静和理性，在这样客观的态度下，想像力被抽离，玩
具当然没生命啦，又如何“好玩”得起来?养过孩子的人大概都知道，你买一个玩具给小孩，他们更有
兴趣的可能是包装玩具的保力龙套、纸盒子、绳子，他的玩法也绝少符合大人寓教于乐的心理预期。
有耐心的妈妈还会蹲下身来加以诱导，先人为主的妈妈，也许就会觉得“物不尽其用”了。我常听到
大人叹气间小孩：“这个有什么好玩的呢?”    问题是，你不玩，怎么知道不好玩呢?    有人说，这是因
为我们失去了赤子之心。我却不这么想。我认为是因为大人们太习惯停留在原来设定的游戏规则、预
定的用途和安全的角色里。如果玩是一种能力，那么，不再想玩、不会再玩的大人，放弃的恐怕是创
造的能力吧?!    那是对物体与空间的创造力，也是对人际关系的创造力。我和儿子几次濒临对立的时
候，都是靠和他一起玩玩具化解的：在他由玩偶组成的动物园剧场里，我是让小老鹰练习适应单飞挫
折的母冠鹫；我是能从水晶球看透心事的母企鹅；我也是不好意思说“对不起”的青蛙妈妈；跟他玩
星际大战的时候，我们共同研发武器、制定暗语、设计规则、自行揣摩角色性格，轰轰烈烈把所有的
玩具换个方法玩一遍!    间我好不好玩?说实在话，只要跟儿子在一起，什么都是好玩的。遇到他写字
惨不忍睹时，我们就一笔一划玩盖房子游戏(就是盖字啦)。当他的房间快要跟垃圾堆划上等号时，我
们干脆规划他的房间作为恐龙展览区，身为导览人的他，又兴致昂扬把不该出现的玩具归位，还煞有
介事画了导览手册和通关卡。他的层层叠积木同时是宠物纪念碑、迷宫墙、子弹、布偶戏舞台、拼贴
作品素材和学校平面图模型等等。形形色色的盒子、袋子、磁铁、石头、贝壳，也总能在不同的游戏
中变身成有趣的东西⋯⋯    我们是多么爱玩啊!我玩他的玩具，然后他也玩我的玩具。什么是我的玩具
呢?我的画纸和颜料、我的盆栽、我桌上的康德、我厨房里变化多端的食材和浴室里的肥皂。最近他发
现，大人的世界和小孩的世界一样好玩，于是，我们一起做三明治当午餐、为的诗画插图、讨论启蒙
的意义、他甚至还拿着雕刻刀和肥皂，尝试要做一个“海像桌子一般”的雕刻作品。    玩是什么呢?也
许就是快乐的、带着探险的心、进入不同想像空间的过程。我不知道孩子们的心灵究竟隐藏了怎样的
丰饶之海，但是我知道，要想懂他或发掘他，玩他的玩具，也让他玩你的，也许是彼此都最快乐的方
法。考试题目自己出    上星期跟尘宣布，这半学期学的一些关于语文和数学的部分，妈妈打算进行评
量。他问怎么评量，我说还没想好，他盯着我，紧张兮兮的一张脸。我安慰他只要把自己认为该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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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确认真的会了，就应该能有不错的成绩。    尘喜欢写各式各样体裁的文章，也不排斥艰深作品
的阅读，可是就是怕考生字，他是那种一紧张，就整个脑袋僵掉的人。虽然因为对数学的兴趣，他可
以自己学数学到五年级下学期的程度，可是一说要考试，他会连两位数减法都搞错。    为什么对考试
有这么大的压力呢7除了完美主义作祟，另外就是那种考试气氛了。可是在这个社会，学习成就很难
不通过各种形式的评量得到认可，怎样让他适应考试压力之必要，变成了在家教育的另一个课题。    
经过几次试验，我发现如果用开放式的问题玩语文游戏作为评量，例如为一些容易混淆的词，如勇敢
、责任、平等⋯⋯下二十字以上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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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左看与右看                                       丁凡    我的母亲生于1922年的河南省乡下，外公是一个乡绅，有着
一些地和一些佃农。母亲就这样在乡下长大，既没有上学，也没有请私塾先生，成天野玩。偶尔，外
公会教她一些字。字认得足够多了，母亲迷上了小说，常常躲在树荫下读得忘记回家吃饭。外公觉得
这孩子聪慧，送她去县城念初中。才念了一年不到，思家心切的妈妈，借着生病的机会回家，再也不
肯回学校了。及长，读书阅报，见识多了，母亲自己想念大学，就一个人出远门，考上了北大工程系
，成为当时少见的女大学生。    提这些，是想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熟知的台湾教育(台湾垄断教育，定
于一尊的师资培育与教材，每个人都要上学、不上学就是失败者，有小学、中学、大学系统化的课程)
，也就不过是这50年的事。在这之前，什么体制也没有，没有标准教科书，没有标准进度，没有标准
入学考试，没有强制入学。但是想念书的还是可以念书，社会也照样运转。其实，人类历史五千年，
民族千百种，教育方法尽皆不同。谁能说教育一定应该是什么模式呢？    教育应该是因时因地因人而
设的吧。    我还在种籽学苑任教的时候，经常有参观的人问我，想不想把种籽模式推行到全台湾。我
总是说不想。种籽模式适合某些孩子，并不适合所有的孩子。我的教育愿景是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学
校，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园地。    我自己有两个聪慧过人的女儿，都曾经因为找不到适
合自己的学校，而走过一段在家自行教育的路。大女儿自小一直念的是体制学校，虽然抱怨连连、事
故不断，但是她一直想走“大家走的路”。作为家长，心疼之余，还是尊重了孩子的决定。直到念完
北一女高一，她忽然不肯再上学了。她说，长久以来，一直以为进了高中会好一些，结果大失所望：
“如果连最好的学校都是这样，那我不如在家自学算了，学得还比较多。”    于是在一片师长和同学
扼腕声中办了休学。她花了一些时间摸索，渐渐开始到各大学旁听。自己上网找资料，申请美国的大
学。两年后，她以全额奖学金赴美就读普林斯顿大学。    小女儿是另一个故事。她才念完初一就不肯
上学了。因为还是在全民义务教育阶段，手续上相当折腾人。但是法律也要讲人情，许多会议折冲之
后，终究是如了她的愿。她的自主能力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只会梦想，不去执行。于是根据她的梦
想，我们陆续帮她找了各种课程与活动：学烘焙，学烹饪，学漫画，学吉他，学日文，学英文，打工
，教家教，投稿。今年打算念高职去，希望好好玩三年社团。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帮孩子选择在
家自行教育，我都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有选择在家自行教育，而是在家自行教育选择了我——我只是
因应了孩子的需要和呼求罢了。人们会接着问我，你这样子会不会太宠孩子了呢？孩子要怎样就怎样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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