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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即將到來，各學年如火如荼地練習進場表演，各項競賽、活動也一一的為校慶運動會

揭開序幕，孩子的心也漸漸地沸騰起來……，簡單地說，就是孩子們最近的心情較平日「浮躁」。

每年的校慶前，總會來個這麼一次……。本週四，舉行了三年級的體育競賽，孩子們個個奮力

往前跳，發揮「神射腳」的功力，在練習賽的時候與另兩個班級並列第一哦！正式比賽時，僅

差兩個罐子就能進入前三名了，雖然孩子感到有點可惜，但是，最重要的是比賽過程中，大家

充分團隊合作、齊心努力的精神，才是最令人感動與難忘的！ 

一一一一、、、、各科進度各科進度各科進度各科進度    

 

1. 國語：第十課 阿瑪迪斯 

2. 數學：七、分數 

3. 社會：四、有效的學習 2.我會利用時間 

4. 健康：四、天才家庭有妙招 1.動手做環保 

5. 體育：練習接棒動作 

6. 電腦：全民資安網站 

7. 音樂：直笛吹奏(102 頁) 

8. 英語：第 24 頁 

9. 自然：第四單元  

10. 鄉土語言：即將進入第四課                                                                                                                        

    

二二二二、、、、小小叮嚀小小叮嚀小小叮嚀小小叮嚀    

1.環潭健行：下週三(12/2)上午 8：00 開始，若是星期三尚未拿到班服，請孩子穿著學校的運動服、運動

褲，若是星期三已拿到班服，就請穿著班服，穿藍色褲子(深藍、淺藍都可，牛仔褲亦可)，戴「班帽」(由

佩馨老師統一收在班上)，可帶一包一般大小的餅乾，於休息時間與同學共同分享，請孩子「背」輕便的

背包(不要用手提的)。 

◎背包裝的東西：飲用水、小包衛生紙、一包餅乾、其他個人用品，請不要帶貴重物品和玩具。 

◎當天因健行活動，所以不需額外帶課本，只需要帶餐袋、聯絡簿、鉛筆盒與前一天的功課就可以了。 

2.準備雙面膠：下週二要製作校慶進場時孩子手上拿的「樂器」，作法相當簡單，孩子可以獨立完成，作

法如下：將寶特瓶面貼上雙面膠，將金蔥條黏在寶特瓶上，在寶特瓶中放進少量豆類種子(佩馨老師會準

備)，就完成了！ 

 

三三三三、、、、好文章分享好文章分享好文章分享好文章分享：：：：學習重思考而非記憶學習重思考而非記憶學習重思考而非記憶學習重思考而非記憶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洪蘭洪蘭洪蘭洪蘭             

     

最近陪一個晚輩去相親，吃完飯送女方回家時，看到她讀小四的姪兒在客廳沙發上讀大英百科全書。每

個人都嘖嘖稱奇，他媽媽非常驕傲的指著一排三十多本的精裝書說：「已經讀到字母 C 了。」大家都誇

獎這孩子，說回去也要叫自己的小孩念百科全書。 

  

我聽了卻很不以為然，因為這不是有效的學習方法，就像我們小時候用背字典的方法來學英文一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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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並不好。學英文必須從英文書的文章脈絡之間去了解字的意義與用法，背字典是單純的「fact」，沒有

架構，背了不知該往哪裡放也是枉然。 

  

百科是用來查資料的，它是按字母編排的零碎事實，孩子可以背得一百萬個事實，使他上電視贏得有獎

徵答，但是它不會擴大孩子的視野或增加更多能力去解決真正的問題。一個事實要對孩子有意義，必須

先把它消化，找到它和別的事實之間的關係，在原有的知識架構中將它定位，這個知識才是他的，他的

知識面才會擴大，才達到了教育的目的。 

  

美國自學成功的電腦界奇葩－－詹姆士．巴哈（James Bach）就說：「教育不是一堆事實的總和，也不是

求學的年數，更不是標準答案，它是從你所學的東西中脫穎而出的『你』。教育就是我們本身，不是可

以反哺出來的東西。」這段話很值得我們深思，我們現在都錯認了教育的目的，把背誦一堆事實、考試

得高分當做教育成功；其實教育是變化氣質，一個有受過教育的人風度會不一樣，文質彬彬。 

  

詹姆士．巴哈以一個高中未畢業、20 歲小夥子的身分，進入蘋果電腦公司做到軟體測試部的經理，讓底

下一群學歷比他高的碩士和博士都服氣，的確有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他說為什麼他自學的效果比學校

教的好，因為他的自學進度表有機動性，隨時因為心中想讀而去讀。 

  

他讀的是自己心智安排的順序，而不是別人安排的知識順序。換句話說，他有求知慾，讀的是自己想讀

的，所以他學習的動機比別人強、效果比別人好。他學習的方法也跟一般學校教的不同，他強調思考。

每次想到一個點子時，他就問自己這個想法的例子有哪些？有其他的想法跟它一樣嗎？我如何學習到這

個想法的細節？他把這個方法應用到每一個新的、未曾接觸的東西上，因為知識會吸引知識，不知不覺

就形成他錯綜複雜、連接緊密的知識面。這個方法最大的好處是，這是一個可以活用的知識網。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大學畢業了，還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裡。是不是我們的教育一開始就重視事實的記

憶，忽略了思考的方法，以至於所有時間花在記憶上，沒有時間去把學習的知識組織成一個有用的網呢？ 

(資料來源：http://parenting.cw.com.tw/blog/blogDocDetail.do?blogDocId=213) 

三年六班導師李佩馨 98.11.27 

 

學生座號：（     ）姓名：(                  ) 家長簽名：(                    )    

給老師的悄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