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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李遠哲先生的主張，便是能夠與此篇<怎麼寫好讀書報告>一文作

一銜接，可作為未來教育的一大基礎，而不致造成國內學術研究的訓練與

學術風氣的層層阻礙，因此如何儘速完成一套完整適用於台灣，能使社會

大眾皆能一致認同的教育改革方案，便是未來最值得研究的話題之一，除

了可使學術研究不致發生質與量的斷層，更可使未來教育水準，生活品質

提高，促使國民提昇專業知識，充分具有表達知識的能力，利用穩紮穩打

的學術研究基礎，再配合國立政治大學楊美華教授論及大學課程的設計上

的建議：除了應該重視知識的傳授外，更應培養學生獨立治學的能力，亦

即應加強學生發掘問題、解決問題與獨立思考的能力。5在課程教學上，基

礎的邏輯推理、理論、文筆風格、讀書報告之結構更是不可忽視的一環，

因此針對以上所言，在幾近完美的寫作讀書報告座談會中，稍作有關教育

改革對於學生素質影響的補充與學者的建議。 

 

我看安徒生的童話--林慶揚<安徒生科學童話的魅力>讀後 

進修部中文系  林易珊 

安徒生的童話，一直在每個人的心中存在著重要地位，尤其是童年

時期，每個人也一定都讀過安徒生的童話，我自己也是這樣成長的。小時

候最愛讀安徒生童話，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小人

魚」。此篇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安徒生童話，還記得看完之後，哭了好幾

次，實在太感人了，後來也陸續看了「醜小鴨」、「賣火柴的小女孩」⋯⋯

等等，我也都捐獻了不不的淚水，我想，這就是安徒生童話能夠引起大眾

喜愛的原因吧！當我第一次看到林慶揚<安徒生科學童話的魅力> (見《莆

田學院學報》2002 年第 4 期 )的題目時，不禁驚訝了一會兒，大概許多人

也會和我一樣吧！訝異讀遍許多安徒生的作品，卻都不熟知他的科學童

話，此篇論文所提到的科學童話，也一點印象都沒有，因此，在吃驚之餘，

就決定詳讀該篇論文，佐以韋葦<對安徒生及其童話的再認識 (上)(下)>(《昆

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4 卷第 1 期及第 2 期，2002 年 3 月、6 月 )，

李紅葉<論安徒生童話「兒童精神」的流變>(《婁底師專學報》第 1 期，2002

                                                 
5 就【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 89年 3 月號所刊登國立政治大學楊美華教授之「由

研究方法、論文寫作課程的整合談教材之編寫－兼評＜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

一文，其前言所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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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所述，以重新認識安徒生的童話。 

安徒生的童話，是最普及的，因為它被譯成一百五十種不同國家的

語言，上及貴族，下至平民百姓，沒有人不知道，也沒有人沒讀過。在他

一生中創作出一百多篇的童話，甚至於在最顛峰的時期，還可以一年創作

一篇，其實力令人嘆為觀止。然而他創造出的童話，可分成幾種型態，初

期是取材於民間傳說，他喜歡聽鄰居說故事，藉此來引申出他的童話，如

「白雪皇后」。這也是他的作品之所以會被兒童所接受的原因，因為那些

故事或許也是兒童們所熟知的，這類型的作品，本身也具有吸引兒童去閱

讀和娛樂的作用。此外他不僅取材於自己的國家，更嘗試去利用不同國家

的民族意識來寫，像「國王的新衣」就是從西班牙曼紐埃爾的書中的其中

一篇，重新再創作出來的。 

爾後他的創作就開始傾向於有關現實生活，像「賣火柴的小女孩」

中描寫中世紀的貧富差距的現象，雖然結局是悲慘的，但從另一個角度來

看，小女孩面帶微笑和奶奶一同通往天國，這也是一種幸福呀！也可看出

宗教意識也融入其中了。安徒生的作品，是在任何的環境中都能寫成，如：

一幅畫、傢俱、襯衫領子、皮球⋯⋯等等，皆能引出他的創作思緒。然而

安徒生傳播最廣的作品「醜小鴨」，是他最真實的呈現，從他寫醜小鴨因

為一生下來就長得醜而被譏笑，一直到牠歷經排斥、失敗，最後終於找到

屬於牠的一片天空，蛻變成天鵝，象徵安徒生自小出生於貧困家庭，經過

無數的努力、挫折，也終於找尋到他的人生方向--著名童話作家，也因為

這樣，大部份的人都認為「醜小鴨」就是安徒生本人。此外，說到他的作

品生活化，就要談到其寫童話利用的文字語言，他喜愛用有生命的語言來

表達，使作品內容活潑、豐富化，讀起來不至於枯燥乏味，也最能為兒童

所接受。他喜歡說讀自己的作品給孩子們聽，想必是在那樣的環境下，無

形中自己也成為一個「大小孩」了！也因此他所運用的語言是按照兒童說

話的方式去寫的。然而他的寫作筆法富有風趣的意味，展現出他自己獨樹

一格的幽默藝術。因此將現實生活納入作品，再加以幽默風趣的手法來寫

作，就成為耐人尋味，令人百讀不厭的曠世鉅作。 

值得一提的是，安徒生童話具有科學精神的一面，雖然這方面注意

的人不多，而他類似這樣的作品也不多，但其精神卻是可貴的。他的童話

收入了科學，在其中介紹了許多自然現象及科學知識，教導小朋友認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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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中的四季、動物及海底世界⋯⋯等等。雖然他崇尚浪漫主義，但他也熱

愛科學，著重人道精神。此外他的生物知識也非常豐富，將這些知識納入

其作品中，藉此傳遞給小朋友，這樣不僅達到教育效果，更增添娛樂色彩。

然而安徒生的童話，他自己曾表明過，不只是寫給小孩看的，也是寫給大

人看的，所以他也會為大人們寫點東西，讓他們去思考，可見他的目的是

要教育大人及小孩的。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不時的出現較成人化的語言

文字，這也是他被人批評的原因。 

安徒生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在倡導「遊戲精神」，讓孩子們在他的童

話中嬉戲，不給予壓力，就能使他們學習到許多事情，教導他們分辨是非

善惡，走向正途。他也深知兒童心理，寫出的童話皆具有「兒童精神」，

懂得小孩們的想像，一點一滴地刻劃出他們心目中的形象，將許許多的人

事物活生生地表達出來，呈現在眼前的每一句，每一事物，都像是生活中

的一部份，讓讀者跌入他無止盡的想像空間，引發兒童的想像力。總而言

之，安徒生對兒童文學的貢獻是相當深遠的，從古至今每個人都曾從他的

童話世界中成長，我也是其中的受惠者之一。由於自己本身對兒童文學也

有興趣，以後要以他為學習的對象，努力充實自己，創作出好的文章。 

 

生活筆記 

人物素描：悠遊在皮膚世界裡的廖泉生醫師 

期刊組  施麗珠 

看了幾次皮膚科門診，猛然發現身體早已劃下歲月的痕跡而不自知，

從中發現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保健問題，每個人都需要隨時提高警覺的，願

藉此文分享看診的心得與想法。 

透過大學同學的轉介，我利用今年中秋節的休假時間，預約了仁愛

醫院皮膚科廖泉生醫師，第一次見到廖醫師，一襲白衣端坐在門診室內，

他慈祥的臉龐，和藹可親的問診態度，頓時讓我忘卻身體的不舒服，不太

敢相信一位年近九旬的醫師，竟然精神這麼好，還在為患者看病。廖醫師

話不多，但字字珠璣。護士小姐說明藥劑塗抹的方式後，廖醫師還再三叮

嚀他獨特處方使用的程序。 

人體體內細菌的活動情形雖然肉眼無法看得見，但可以反映在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