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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主題：危險心靈的探討 

主題簡介： 

「如果人生是趟旅行，你不覺得多數人都是在『跟團』嗎？」1作者侯文詠在

30 雜誌電子報裡說，也點明了他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危險心靈」就是

這樣一本在制度裡衝撞的故事：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上課搞笑、打擾老師上課、

胡鬧、上課不專心、看漫畫和在廁所吃飯，違反”常態”的表現，成了老師的眼

中釘、同學的恥笑者，也成了現今教育制度的挑戰者。 

    這次，我們這組從幾個主要人物的角度去思考，他們的心靈出現了怎樣

的矛盾與危機，跳脫原本初閱時先入為主的單純學生眼光，一場場為這本書

而辦的角色扮演座談會中，從腦袋裡只充滿著學生式的不滿與譴責，我們討

論撞擊出連自己的沒有檢視到的問題，也許就是這本書為何留下一個沒有結

局的結局，角色們都有著難解的思緒與考量。 

 

報告內容： 

    書中的每位角色，都面臨了各種不同的考驗，現實，讓他們不斷的做出不符

合社會制度的事，就像老師，他接受了家長們的禮品，嚴格的要求孩子的學業並

私下開補習班，都是為了因應家長的要求，這例子，反射出了老師和家長的危險

心靈，連記者也都只是因為想挖大新聞，才對這件事如此堅持的去報導，而主角

─小傑也因不滿教育而將事鬧大，甚至故意做出讓老師火冒三丈的事……，這些

都寫出了社會所存在的問題。每個人的身上都背負著無形的壓力及角色，而他們

做出的每件事、說出的每句話，都是出自於站在那個立場必須做的事，也因此會

太過於且不符合人情事理，自然他們的「危險心靈」就必須面對眾多考驗。 

     

現在就先從幾個角度去分析每個人的立場： 

 

一、從老師的角度 

    詹老師，是個教育界的菁英，嚴厲是他的標誌，為了讓班級升學率高，嚴格

要求學生，卻讓男主角和他結下一個解不開的結。戰爭也因此而開始，一場教育

與「理」字在此爆發，這樣的事件突顯了不是單純的制度問題，更讓不同角色的

心靈危險面逐一呈現。教書在家長的要求和社會的競爭下，變成「唯成績是問」，

詹老師必須開課後輔導班，好成績與家長的認同，是肩上的壓力。但詹老師在書

裡也說到了一句話：「老實說，我不怕教到笨的學生。一個人笨並不可恥，只要

他願意努力，他還是有希望的。」可見被學生唾棄的詹老師，其實也有著他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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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付出理念。老師做的每件事，都是要讓學生的成績能有所成長，每個不同的

孩子他都願意敎，只是，用什麼方式敎罷了。  

    小傑上課不專心、眼裡沒有老師、屢勸不聽，甚至在課堂上出現種種脫序行

為，做老師的他採取最直接又刺激的方式讓學生知道：「我該振作了！」，詹老師

說：「我的責任就是把你們漂漂亮亮的護送到未來。」「我只是用刺激的方式，來

逼出他最大的能力，使他成績變好。」成績等於未來，世俗的眼光控制了老師的

教學方向。「你以為每天輕鬆愉快的搞什麼常態編班、愛的教育、人本教育我不

會嗎？這樣大家高高興興的混水摸魚，你們就全考的上好學校嗎？」「我只是實

務的教導小孩怎麼在這個扭曲的環境下求生存而已」2詹老師在書中這一句句更

道出了這樣的教育方式是在病態社會裡必然存在的，老師也只是順應生存法則。 

    面對學生在課堂上開玩笑、不以為然的態度，老師如果用一味地容忍，在團

體的領導上必然出現問題。社會的批判就會排山倒海，甚至不理性地否決老師的

全部，書中有句話，對老師立場來講，是讓我們感觸最深的一句話，就是：「如

果沒有榮譽感、使命感，根本撐不了這麼多年。可是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電視、

報紙上面討論的都是學生的權益，從來沒有人關心老師的權益，好像這一切都是

老師的錯。」3學生這樣的反抗，讓老師灰心，得到的竟是「抗議」的回報。還

有一句話：「學生這一撞，撞倒的不只是我個人，他還撞倒了老師的尊嚴以及師

生之間既有的倫理博統。」4故事中的事件敘述著小傑在衝撞老師的那一剎那，

也毀了一個作教師該有的基本尊嚴。 

 

二、從小傑的角度 

    在國三的生活中，考試壓力重複的分數競爭，剝奪了學習的樂趣，輕鬆過日

子變成是不被允許的，讓小傑以難以分辨甚麼是正確的事物。父母為生活忙碌；

同學為分數競爭，犧牲下課、放學的休閒生活，身邊重要的事變成是那麼唯一，

就是唸書，為了要贏得考試，「為甚麼生命只是沒完沒了的讀書考試讀書考試，

我的人生難道不能有別的了嗎？」5 

     行為只要出錯，老師的威權就不斷地侵入生活：不專心上課、目無尊長，

不知悔改……這些嚴重的行為描述讓小傑變成是坐在教室外面上課的「台灣第一

個被關在籠子外面的受刑人」6，後來一連串的事件發生，只是想要擺脫老師的

控制，不想成為老師的人質，「我就是不想作踐自己，才會和老師槓上」7人不是

就應該有些自己的想法與特色，如果教育是要成就一個一個像是從工廠模具製造

出的產品，那麼人生還有甚麼意義，生命還有甚麼樂趣。在數字的世界裡少了許

多關懷、愛與歡笑，這是小傑所面對的，也是現在台灣眾多學生所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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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真的都不了解我們」，是書中用言語來表達的。大人們訂定了讀書計

畫，以及規劃好的的路，而做學生的，也只能依循著這條路走，所有的學生似乎

成了傀儡，沒有關懷與試圖了解來對每個孩子！「讀書實在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

情之一，可是我們先得讓孩子不必為升學壓力而讀書，這樣，我們的國家將來才

會擁有一輩子都想要讀書的人民」8小傑說，學習應該要可以隨時隨地，學的快

樂，玩的開心，快樂學習是最有效率的學習方式，主動讀書才是有意義的，每天

在學校和補習班受填鴨，讓人已經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受教育意義。 

    教育部實施的九牛一貫教育，使每個學生喘不過氣來，書包不僅沒變輕，反

而還加重了，教育方法也許讓學生們的升學率變高，但過程不是開心的，大家常

說「要贏在起跑點，所以要用功讀書」，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長，每個人都是獨一

無二的！只會一味地讀書，世界上可能就會因此少掉一些人才！ 

 

三、從小傑家長的角度 

    工作讓親子與夫妻關係面臨崩裂，當小傑在校狀況在意外中得知時，心疼與

心痛是唯一的感觸。希望自己的小孩平安、快樂的長大是每個父母撫養孩子的初

衷，但曾幾何時成績要求成了對孩子的唯一關注；競爭壓力替代了孩子的快樂。 

    起初是小傑不對，上課看漫畫與種種的不規矩，都是絕對的不應該，但是被

連人帶桌椅去外面上課一個禮拜甚至久到不曉得有多久，刺痛的心還要孩子忍耐

與懂事地接受。後來師生的衝突甚至演變成全武行，小傑被打的痕跡，是家長的

遺憾更是教育的遺憾。逼不得已的翹課，還有要被記過的事，在在給了做家長的

無數痛擊。於是開始嘗試在學校走動，去體驗小傑翹課時的心情，體會著「全台

灣第一個被關在籠子外面的受刑人」的小傑感觸。 

    學校、媒體、輿論都是做家長希望為孩子討回公道的途徑，「做家長並不像

別人說的那樣不明事理，喜歡吵吵鬧鬧。我們願意溝通，也很在乎和諧。問題是

這個和諧與溝通必須站在合理的基礎上才行。」9如果不和諧，爭執只會模糊焦

點，無法解決事情，究竟自己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孩子像被推上懸崖，無助又

無奈。 

     

四、從其他家長角度 

    就故事中的其他學生家長而言，當然非常希望老師可以幫自己的孩子輔導，

因為這樣小孩成績會變好，做父母的會安心、放心，當然也比較有面子。雖然這

樣可能會觸犯到法律，但是天下每一個父母應該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是最棒的，能

夠超越其他人，贏在起跑點，將來可以有好的生活，因此家長不惜一切盡全力幫

助自己的孩子也是理所當然。 

    一般家長都會以實際的績效作為學校及老師好壞的標準：「詹老師在校內教

學認真、他所帶領的班級成績有目共睹。這樣的教學態度是我們所支持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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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如果一個老師不能在上課態度上要求學生，或是挨打了還不能要求處分學

生，豈不是連最起碼的尊嚴都沒了。」 

    只要經濟情況還不錯的家庭，父母應該願意讓小孩去做課後輔導，老師犧牲

課後休息時間讓小孩的成績會進步，對家長而言會是感激的，事件發生時已經是

快要基測的關鍵時刻，班上的謝政傑，在這麼緊要關頭，放學後還去網咖交到一

些壞朋友，還動手打老師，讓他跟自己的小孩在同一班，做家長擔心和害怕可想

而知，「相信小孩考上好學校，是我們家長都會感到欣慰的吧！」、「品性是重要

的，但目前更要緊的事，應是孩子的前程。」其他家長們認為老師以嚴厲的方式

來管教他，是可以理解，甚至被認同的，不然他長大後可能會做出更誇張的事情，

這樣子或許他才會記取教訓，更相信謝政傑長大後一定也會非常感謝這個老師可

以讓他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因為在社會裡他如果再犯下這個錯誤，一定會有

比這更嚴厲的處罰。更何況同儕之間都會互相影響，「縱容」自然不會是其他家

長所希望的。  

 

五、小傑的同儕角度 

    小傑的同學們雖然在心裡是絕對的認同小傑，但表面卻是絕對地力挺老師和

其他同學的家長，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心裡會恐懼老師和家長會視為眼中釘，也

會被其他不同意見的同學排擠，甚至被定義成「壞學生」。一旦和小傑講話，就

會被其他同學冷眼看待，而參加老師私下開的課後補習班，雖然違法，但是的確

對成績有提升作用，增加了自信也讓父母開心。但怎麼教育要被變成無止盡的考

試、責罵、壓力、喘不過氣……。這樣的日子才可以換來大人口中的好未來嗎？ 

    原本只是個小小的和老師頂嘴，演變到現在小傑被罰不准進教室，只能在教

室外聽課，為了躲避家長的眼光，就算是吃飯也只能夠躲在廁所吃，不免讓人質

疑真的非得如此嗎。 

   『教育就是競技場，而讀書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爭奪戰，為了保持領先，我

們放棄了思考、體會、尊重、分享，開使學習平庸、冷漠、虛偽、貪婪』10『當

我們不再保有孩子的純真時，青春、歡笑、自由與想望也就遠離了，我們彼此責

怪、相互憎恨，鬥爭、殺戮。是我們的平庸、冷漠、虛偽、貪婪讓我們生命變成

了一連串失去純真的過程。』11這是書中資優生的沉痛心聲，也代表大家心中的

好學生也不認同這樣的教育方式，人生就像是一場遊戲，一旦失去原本玩遊戲的

目的，彼此開始爭吵、責罵，快樂與單純越來越遠，人生追求的目標也不知道為

何變得如此令人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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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尊重」是這本書教會我們的，要大人們了解我們的世界，就必須先嘗試著

了解為何他們為何從愛我們的人，變成索求無度的壓力，讓我們身上背著他們許

多的期望，慢慢的向前爬，等到達終點後，放下所有的一切，才能喘口氣。所以

從角色扮演座談會裡我們學到了「尊重」。 

    十五歲國中生面對人生的第一場大挑戰，這樣一連串的舉動對抗不合理教育

方式，說出了現今台灣每位學生的心聲，雖在最後尚未成功推翻教育方式，但至

少讓教育部正視到了這個問題，更表達出學生對教育制度的不滿。或許該體會和

聆聽彼此的心聲，而不是一昧的逼迫彼此就範，成績不是唯一人與人之間的橋樑

或未來的標誌，一切都不會是絕對的，成績只代表著一時，不是永遠。 

    書中的詹老師，帶出了老師立場的思考模式，不能說他是完全錯的，但確實

有不少爭議點，而男主角小傑，用這種方式來反應他對九年一貫教育的不認同，

讓人著實捏把冷汗。其實，在定義對與錯之間的那條線，是模糊的，無法很真的

去定義每件事的是非對錯，事情沒有什麼絕對不絕對。 

    然而在同儕們方面，不可諱言是青少年時最重要的一部分，遠勝於父母親，

但還是不能過度依賴同儕，悲、喜、行為都被牽動，只會讓自己過得更沒自信，

和父母親、長輩聊聊，可以形成更多的支援網，讓他們諒解青少年的處境，並給

予適當的幫助。 

「我們全忽略了愛。如果大家只在乎自己的真理，家長有家長的真理，老師

有老師的真理，學校也有學校的真理，結果怎麼樣呢？如果真理萬能，為什麼真

理讓我們喋喋不休？為什麼真理讓我們針鋒相對？」12「大人真的都不了解我

們」，是書中用言語來表達的。大人們為我們訂定了讀書計畫，以及規劃好未來

的路，而做學生的，也只能依循著這條路走，我們似乎成了傀儡，大家不能只是

照著自己的意思去做， 

    每個生命都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與價值，大人們要多多關懷每個孩子，但不是

幫孩子規劃好一切事物，讓小孩成為大人的填充物，「大人強迫我們接受他們的

標準和想法，可是他們卻從來不接受我們的」「因為他們不喜歡改變，他們害怕」

這兩句話說出了大人對待孩子的態度，也讓彼此更有隔閡、更加地失去個體應有

的特質，應該讓小孩自己處理好自己的事務，並且學習自我管理事務。然而，除

了社會給予我們的限制外，作為學生的自己，也應該對自己負責，對未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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