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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適應篇 3 

在學校，「讀書」之外，還要學些甚麼？    

輔導老師： 

    您好！我是個國一的學生，進延平中學這個新環境已經幾個月了，感覺最困難的就是【課

業】和【與同學相處】的問題。我們班上同學都很會唸書，可是會唸書的同學多數都很強勢，

看不順眼的就有話直說，我知道他們不是嘲笑，只是直言說出他們的感覺。比如：若有問題

問他們，一定會自取其辱：「這麼笨！連這種問題都不會！」只因為太會念書，就無法體驗被

嗆的人的感受（可能是從來沒有【不會】的經驗吧？）弄得我更膽怯了。不是說：在學校要

學習人際關係嗎？我就不知道要如何面對這種場面，與這種人相處？還有：會念書就可以對

別人無禮、不顧別人感受嗎？會念書就不需要學習其他的事情嗎？請老師告訴我們！ 

                                                              一個國一的學生敬上 

這位國一的同學： 

  你的問題點出了剛進入中學階段的學生，最需要面對的新調整： 

一、新的學習階段，讀書方法需要調適 

    有關讀書方法，同學們可參閱本校輔導室所出版的「讀書高手」。 

  

二、新的人際關係需要面對 

    國小時與同學彼此之間的關係，多數屬於玩伴性質：大家在一起玩，學習遵守遊戲規則， 

頂多像卡漫《哆啦 A 夢》裡的胖虎、葉大雄之間的關係：胖虎再怎麼常欺侮葉大雄，孩 

子的心思比較單純，不會有太多「尊嚴的傷害」、「信心的打擊」這一類的想法 ，所以大 

家仍然可以心無芥蒂的玩在一塊兒；當有外來的孩子要欺侮葉大雄時，胖虎仍然會以葉 

大雄的保護者自居。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同學們心理也擺進了屬於人特有的重要價值：【尊嚴】與【自信】。 

    由於這兩種心理因素的影響，被對待者內心所造成的衝擊可就與國小時大大不同了。 

  ★國一階段正是由兒童進入青少年的過渡時期： 

    過去對同學所做的，同學不會感覺怎麼樣；到國中以後同樣的態度對待同學，有的同學 

    就會感覺被傷害。施加於人者，看不到被對待者內心改變的心路歷程；也無法體驗被如 

    此對待者內心的感受； 

    國小時時常被同學如此對待者，以前不覺得怎麼樣的，現在漸漸感覺【怎麼不一樣了？】  

    而且這種感覺通常是不舒服的、難過的、痛苦的，如果沒有人分析給他了解，他還會把 

    這種【別人的過錯】拿來折磨自己，過著痛苦的日子，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品質、學習效 

    果。 

  ★不論是【施者】或【受者】，都必須學會了解這種改變，避免施加於人，也避免被這種對 

    待傷害，影響未來發展，這樣才叫做【成長】，叫做【學習】。 

三、為人態度要如何才算合宜？ 

    我姑且用這位同學拋出來的感受來討論： 

會念書就可以對別人無禮、不顧別人感受？ 

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先從【讀書的目的】談起。 

  有一些同學，都讀到高中了，還搞不清楚【為什麼要來學校念書？】【讀書要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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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背著書包來學校與同學哈啦嬉玩、上課睡覺，自己不想讀書，也想讓別人不要讀書， 

每天渾渾噩噩，過著浪費學費、浪費青春、浪費前途的日子。 

我在此告訴各位同學：   

讀書的目的就是學習前人的知識、經驗，累積自己解決問題的資源，以便將來能適應 

社會生活（消極目的：求生存）；更進一步的是能實現自己的夢想，或造福社會人群。 

而這些【前人的知識、經驗】就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就是我們所念的【書】的內容。 

所以，【會念書】只是充實我們適應社會生活的基本能力而已，如果沒有加上其他的人文

素養，離【實現夢想】、【造福人群】還有一段距離。 

   

    那麼：我們人的能力或價值是以甚麼來衡量？才叫做【有價值】（值得驕傲的本錢）？   

    我想用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來說明：「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聰明才智高者，服億萬人之 

    務；次一點的，服千萬人之務；其更次者，服千百人之務；…最差者，至少也要盡一己 

    之力，服自己一個人之務，勿造成別人的負擔。」 

    

    如果讀書的目的只是為自己一個人好，那是個人適應環境最起碼的要求，每個人都做得 

    到，一時讀不好，只是時間、讀書方法調適的問題，不是自己真正實力的顯示。如果讓 

    社會上多數的人都因為你的好而讓他們變得更好，那才是你的真功夫。而且影響的人數 

    越多，越表示你的能力高強。這才是真正可以傲人的實力！ 

★個人的能力、價值，是以自己能服務多少人，把別人往好的層次提升來決定。 

   

  書讀得好的同學，天賦是聰明的、反應是靈敏的。【聰明】是老天賜與的禮物，是多數人連 

  夢寐也求之不可得的利器。利器，善用之，自利利他；惡用之，不只傷人，最後還是自己 

  受傷害。 

  身懷利器之人，豈可不知自己所具備的特色？豈可不知自己到底是在【善用】還是【惡用】？ 

  對別人造成【好的】還是【不好的】影響？豈可只注意自己個人感受、情緒的宣洩，不理 

  會對對方造成何種影響？好好把自己的利器功能狹隘化了，殊為可惜。 

 

  對人說話口出惡言，不顧慮對方感受，問題說大不大，不會影響自己的考試成績，或者升 

  學管道；也不會在別人的身體外在造成傷口。但是卻會對別人內在的尊嚴、自信造成嚴重 

  傷害，嚴重的話，可能讓人痛苦一輩子。聰明的孩子，應該知道【利嘴也可以傷人】。 

 

  所以縱使是無心傷害對方尊嚴，打擊對方自信，但是話既出口，傷害即已造成（除非你不 

  看重自己，希望對方不把你的話當一回事，像放屁：只有聲音，沒有價值，可能有害）。 

  再如果對方豁達大度，不與你一般見識，自己人格還是會矮人一截：因為一樣是人，為什  

  麼要做一個被人容忍、被人原諒、講話希望別人不把你的話當一回事的人？ 

 

  同學們！請用點心思來思考：一句話從自己口中說出去，對方聽了會有甚麼感受？對對方 

  會有甚麼影響？ 

    再想想看：我們這一張嘴，可以說好話，讓對方歡喜；也可以說傷人的話，讓對方痛苦。 

    要說甚麼話，都出自於自己的選擇。如果看重自己說話的分量，希望對聽你話的人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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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影響力，那麼你會不會說話之前，先三思一下？ 

    一個人如果做事無法深謀遠慮，看得遠一些，想得深一些，成績再好也無法解決現實生 

    活的難題。有時還會為自己、為別人、為社會帶來困擾。書讀得好又有何用？又有甚麼 

    價值可言？ 

四、遭遇到來自同學令自己難堪的情境，要如何做出適當的回應？ 

我讚許這位國一的同學，小小年紀，遇到令自己難堪的情境，先以「學習」的角度接納

之，而非以尊嚴受辱、情緒激動的心態排斥之。是以【理性】處理情境，非被【情緒】

操控自己的行為。 

這種處事態度稱為【EQ 高】：遇事沉穩，不被情緒左右自己的行為反應，潛能的發揮是

指日可待之事。 

【學校】是一個小型的社會，其組成份子非以血緣關係為主，同學們要從其中學會【社

會化】－言行合理，被他人接受、肯定，做一個【社會人】。  

要以 EQ、理性處事需要智慧，智慧需要靠經驗的累積：每次都能從事件發生的過程中萃

取解決問題的方法，讓我們人際處理能力能圓融、成長、成熟。這是一種經驗學習。 

別人無禮的對待是對方的不對。如果因為他人的不對，讓自己心裡不好過，是【拿別人

的錯誤來懲罰自己】（註一）。值不值得？ 

西方有句諺語：「天下沒有任何一句話傷害得了你，除非自己接受、自己配合。」你覺得

如何？ 

對同學這種沒有禮貌的嗆聲，我們的反應可能有以下三種： 

1. 當面對嗆： 

  場面弄僵，大家以不愉快收場，此後見面彼此尷尬，事件的發生沒有得到任何一個

建設性的學習。除非嗆過以後，大家還可以若無其事，繼續玩在一塊兒。 

但在同班同學彼此之間可以這種嗆過來嗆過去的模式互動，養成習慣，人際互動都採

取這種像小動物一樣粗魯無禮的模式，出社會以後，不會被接納與尊敬。 

★這是一種沒有建設性、教育性的回應方式。 

2. 不予理會： 

  認為對方無禮，自己有修養、有智慧，所以不與之一般見識； 

如果自己沒有時間，另有要事待辦，不予理會也是不錯的選擇。 

但這種回應同時也可能是一種逃避。 

  如果選擇不理，但蘊藏於內的，是一颗【被傷害】、【被羞辱】的心，那麼這種回應

會讓自己感覺很嘔，而且難過許久。 

  對嗆人者而言：過去從來沒有想過、也不知道自己隨隨便便丟出的一句無心的話，

對別人會造成何種傷害、何種影響？此後還是繼續伶牙俐嘴，以自己天賦的聰明、反

應敏捷做傷害別人之心的行為，等於是把自己的【利器】【惡用】，讓自己成為一個不

被歡迎的人，也讓別人繼續受傷害。 

★ 這種回應可能讓施者、受者都失去【經驗學習】的機會。 

    3.  一定要讓對方知道自己聽到這種話的感受： 

  別忘了我前面所說：我們現在才從兒童期進入青少年期，不只生理在成長，心理也

要隨著成熟。目前的遭遇對我們而言，都是過去所未遭遇過的，或者曾遭遇但當時並

未如是想的。【施者】既是無心傷人，【受者】也無需耿耿於懷，雙方都能夠把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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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當做是一個學習的機會，讓每次的經驗不空過。 

  當然，要【受者】做這種回應需要有膽量、有自信、反應要快，還要有【盡其在我】

的使命感；不要怕對方【惱羞成怒】的反彈，因為你正在教他【如何做人】，善盡一

個好朋友、好同學的職責。    

  【施者】也要有足夠的智慧，知道甚麼事才是真正對自己好：自己天資聰明、反應

快、讀書容易，是一般人夢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做人失敗，以自己天賦的利器造成別

人的痛苦，就太美中不足了。當同學把你所加諸於人的感受告訴你的時候，你應該要

感激他給你一個學習讓自己更完美的機會。 

  當一個天資優秀的人能夠懂得尊重別人、體貼別人、虛懷若谷的時候，老天所賦予

的利器就能被【善用】，充分發揮救世濟人、造福人群的功能，他就會成為一個【有

價值】的人。  

★ 這樣才叫做有建設性、有價值的回應方式。    

五、在這種情境還有旁觀的第三者，要扮演甚麼角色？ 

  目前我們社會上還有一種現象：喜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正義之士】幾乎已經絕

跡。多數人對周遭所處的環境都相當冷漠：事不關己，絕不插手。就算你親眼目睹一件

悲劇正在上演，只要你發個聲音可以把歹徒嚇跑，或幫受害人呼救、報案都不願意。這

樣的社會：冷漠無情、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者居多，強凌弱、眾暴寡的情境不

斷上演。那些會讀書的人做甚麼去了？讀書的目的只是在圖一己之利嗎？ 

像這位同學所遭遇到的，如果旁觀的同學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幫他發個聲、打個圓場、

討個公道，事情的結果不是更圓滿和諧嗎？  

  在某些事件的場合中，如果我們是旁觀的第三者，當情況需要時，我們可以扮演甚麼

角色？協調者、幫助者、甚至對嗆聲的人還可以善盡朋友的職責，給予適當的規勸；讓

弱勢者受照顧，強勢者得學習，讓社會更和諧。這就是有能力的人的使命感了。 

★【正義之士】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 

1. 要能夠【目識靈敏】，對環境的觀察必須敏銳，不要【暴虎馮河】（註二），讓自己【有

勇無謀】、陷自己於危難的困境。 

2. 平時如果能夠練防身術，讓自己成為一個又會讀書、又有人文素養、又有防身技能的

人，允文允武，讓老天所賦予的利器更加如虎添翼，造福更多的人。這才是做人的價

值。 

3. 要有臨機應變的本事。 

4. 要會看情境需要、相機插手，不要沒你的事也要多管閒事。 

六、在學校，除了要【會讀書】，還要學些甚麼？ 

    有些會念書的孩子，只因【成績好】，待人接物的態度在成長過程中被忽略，以致於驕傲 

    自滿、自私自利、斤斤計較分數。生活中【以分數贏人】為主要目標，阻礙其他各種情 

    意方面的學習，是非常可惜的事。 

    為了讓自己的天賦發揮最大的效果，除了課業上知識的追求之外，還須要有其他軟性的 

    素養必須培養： 

1. 好學不倦：養成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補充書本上有限的知識之不足。    

    2. 要懂得韜光養晦，避免鋒芒過露，傷害別人，也招來忌妒，妨礙自己前途發展。 

    3.. 要虛懷若谷，避免驕矜自滿，恃才傲物→狹隘化自己的知識領域及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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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滿遭損，謙受益】。 

4. 要有【將心比心、站在對方立場設想】的體貼與尊重，以廣結善緣，在社會上多得助 

   力。 

   尤其在我們學校讀書的同學，將來有更多機會成為各行各業的領袖。懂得尊重與體諒 

   別人，是【有效能的領袖】最基本的條件。 

5. 從小就要培養自己的責任感：事情不論大小，都要養成從頭到尾，一定做完的習慣。 

6. 要有榮譽感：為愛惜自己的榮譽，努力發揮潛能。 

7.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勝任艱鉅的使命；如果還能學習防身之術， 

  不僅能健身、臨危時能自保、也能保護他人。 

8.. 要能夠分辨是非善惡，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事當為？何事不當為的見識、智 

   慧。並能擇善固執。 

9. 要有堅持到底、不畏困難的勇氣與意志力。 

10. 要培養自己的愛心：愛自己、愛他人、愛動物、愛環境、珍惜這個孕育我們萬物的 

地球，做【大地之母的管理人】、【地球的守護者】的認知及願力。 

  

如果我們每個【延平人】都能夠除了課業之外，還有這些認知、這些立志、這些自我要求，

而且真正付諸實踐。書讀得好，才能真正發揮知識的正向功能，讓我們延平的螢光，因為諸

多學子的凝聚，也能為這個災難頻傳的世界，注入一派光明，增添一些助力。這才不會辜負

老天賦予我們的天賦，及就讀延平的機會。 

  如果每位【延平人】都能有此立志，那麼現實環境裏所遇到的困境，比如聽到不禮貌的話、

不知道讀書方法、不懂得如何與人相處…等等，其實都變成不是那麼大的困擾了。都能把它

當作學習主題，一一克服，一一內化。這才是真正的【延平精神】！ 

 

註一、恭錄自證嚴法師：《靜思語》。 

註二、《論語‧述而》：空手打老虎、徒步過河，比喻有勇無謀的人。 

 

 

★個人的能力、價值，是以自己能服務多少人，把別人往好的層次提升來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