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導讀

根據皮亞傑 (Jean Piaget) 的「認知發展階段論」，十一歲以上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已進入「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這代表青少年期能思考事物的各種可能性，透過假設來思考，且不再侷

限於具體的事物或問題而能進行抽象性思考，邏輯推理能力亦有所增加。另外，此階段的青少年雖瞭解

他人與自己的想法可能是不同的，但仍常以自己的想法去推估他人的想法，並認為自己是別人眼中的焦

點，而產生所謂「虛擬觀眾」及「自我神話」的特殊現象。

青少年階段是個體成長與社會化最重要的階段，伴隨著迅速發展的身心狀況，父母、師長與社會的期待

也同時改變。因此，青少年必須學習成人社會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與角色能力，才能順利地進入成人

社會。然而，由於此階段的個體逐漸追尋獨立自主，若父母、師長的管教和期望與青少年之想法相去太

遠，則很容易產生親子衝突與師生衝突，進而使青少年與父母、師長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遠與冷漠。其中，

親子關係的不良，更將促使青少年逐漸將其依附與認同之對象轉移至同儕團體，而使得同儕團體逐漸成

為驅除孤寂、逃避責任，以及尋求支持的最佳對象。換言之，此階段親子關係的緊張，將使青少年更為

重視友誼，並渴望能為同儕團體所肯定與接納。

由於青少年面臨身心重大的改變，故對自我的看法與兒童期日益不同。青少年若能克服此一劇烈變化的

危機，建立統整，且此一以自我概念為基礎所發展的人格能趨於成熟穩定，則青少年時期的自我認定就

是一個轉機，將促使青少年更加了解自己和接納自己。由此可見，此階段可說是個體極為重要的「人格

重建期」。

青少年階段充滿熱情、希望、活力與喜悅，但也同時面臨了無數的挑戰、考驗、不安與徬徨。因此，青

少年階段實是一生中極為關鍵的轉型期。而正由於青少年在經歷這些改變的過程中，難免會因為無法適

應而產生心理或行為上的問題，故大人們可透過共讀《那又怎樣的一年》與青春期的孩子一同探索自身

與環境的關係，亦可藉此釐清大人 ( 家長與師長 ) 與青少年在價值觀上的各自標準與闡述，增進彼此間的

瞭解、建立信任感，創造互相學習與成長的機會。

《那又怎樣的一年》的主人翁 - 道格是一名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身處在社會中下階層又是功能不彰的

家庭中，因為父親的失業而來到一個陌生偏僻的小鎮，在沒有人在意他的情況下，道格開始了「那又怎

樣」的生活。透過小說情節的發展，可以看見：

一、一位沒有自信也感受不到未來的青少年，因「那又怎樣」的想法而走入小鎮圖書館，並被館內珍

藏的杜奧邦的《美洲鳥類圖鑑》( 近年在拍賣市場上，被稱為世上最昂貴的書 ) 吸引，開啟了不一

樣的人生。此書共分 10 個章節，作者安排在每個章節以杜奧邦的《美洲鳥類圖鑑》中的不同的

陪伴學生在閱讀《那又怎樣的一年》中，

體驗如何在負能量的生活環境中
得到自我肯定！

 | 王怡鳳

103-2 深耕計畫教案



那又怎樣的一年／ 深耕計畫教案 103-2

鳥種作為頁首圖像，並巧妙的結合了該章節情節，呼應了主人翁 - 道格的心理成長印記，例如：

第一章節「北極燕鷗」文字形容圖象中一隻即將墜入海中的燕鷗，想要扭轉著脖子，想要轉身，

但轉不了而充滿了恐懼。這隱喻了道格「孤孤單單，無人幫忙」就像那隻燕鷗一樣，正在墜落可

是周遭的世界卻對他漠然以對的心理。讓青少年讀者思考自己目前所面對的環境，有時也會有身

不由己的狀況發生而產生的同理感，如此就能容易閱讀進來小說裡了！

二、看似面臨無人可信任或依賴的生活，但貴人可能是一位毫不起眼老老的圖書館員，或是一位看起

來很蠢又不起眼的老師，因為任何不起眼的人做的看起很蠢的事，都會有人看見這中間的價值與

意義。就像書中的道格對於奧杜邦鳥類圖鑑的著迷而揮動著指頭，這麼一個簡單無意識的動作，

卻被老老的圖書館員 - 包爾看見，而開始指導道格藉由作畫一同探索自然的美妙，進而開啟認識

自己心靈的可能性。另一位看來邋塌的物理老師 - 費力，告訴道格一個關於物理學的基本原則，

就是兩個物體無法在同一個時間占據同一個空間。隱喻了道格是道格，無須成為做錯事的哥哥的

代替品，釋放了道格緊塞的心理壓力。提供青少年讀者探討「自我」的 內涵與精神，同時也提醒

了大人千萬別忽略任何一位孩子，就算他毫不起眼或看起來很蠢。

三、當想法開始改變，世界就跟著改變了。原來生活在暴力陰影與正統教育不接納的奇異少年，因為

有人願意正視看見他，開啟他心靈的新感受也觸動從未有的正向思維。雖然環境依然惡劣但因為

道格的想法不一樣了，連帶的原本對他暴力、不友善的人或環境開始反轉了。書中盧卡斯是一位

火氣暴躁常欺負道格的二哥，在幾次的小鎮失竊案件中一直被懷疑是竊犯，但道格放下了被欺負

的怨氣，正義又勇敢的證明盧卡斯案發時在家。被道格好好對待與正視的盧卡斯，也漸漸少了暴

戾之氣甚至協助因越戰失去雙腿的大哥各項的生活協助。這讓青少年讀者看見，改變反轉的力量，

鼓勵身處困境的青少年只要肯改變，那世界一定會跟著改變！

※ 關於皮亞傑（Jean Piaget）的認知發展階段的論述，部分參考網路資料。

貳、共讀前的討論

一、建議讓學生體驗『換位思考』，就是把自己假想成對方，站在他的角度、置身他的位置、定位他

的立場、扮演他的角色來思考問題，就像玩一種“互換身份”的遊戲。方法可以先讓每個人說自

己 5 個情況，其中 3 個是真的、兩個是假的，讓其他人猜猜那個是真？哪個是假？並說明理由，

這樣讓大家有機會把自己當作當事人來思考。 

二、蒐集 3-5 張 『心理圖片』－例如【巫婆與美女】提供給學生觀看，並請他們回答看見何物，藉此

體會眼見不見得為憑，以及因看待事物的角度立場不同，會有不同的答案或結果，做為閱讀此書

或討論時能有開放的心態與能接納不同的想法意見的觀念。

三、請學生只看書的封面及書名，臆測一下《那又怎樣的一年》可能談論有關哪個面向的主題。並且說

一說，什麼樣的狀況下會使用『那又怎樣』這句詞彙，老師們透過此方式也能稍稍了解，青少年實

際的心理狀態，對於未來共讀此書時，就較能掌握哪些小說情節是可以多談一些，或做哪些轉換。

參、共讀後的討論

一、道格在面對父親兄長的暴力時，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因應？這樣的方式你覺得好嗎？如果是你，

你會如何因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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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學校知道道格的哥哥被當作失竊案的嫌疑人時，道格的老師們怎麼看待他？請試著舉出三位老

師的反應。

（建議老師們可將學生的描述書寫在黑板上，接下來可以試著與學生討論思考以下的問題：a 試

著站在老師的立場想想，為何會有如此反應。b 如果你是道格，對於老師們的態度，你會有何反

應？為什麼？）

三、閱讀此小說的過程中，我們知道道格生處在充滿困境負能量的環境裡，讓他一度成為「那又怎樣」

的輕狂少年，但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他開始轉變，那個契機是什麼？請說說看！

四、曾有人說要有所成就需要面對「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磨練，看完本書後，你對於以上的見解，

有何看法？你認同或接受生活上的困境與苦難是一種美好的禮物嗎？或是針對這部分你有其他的

見解或看法呢？

五、請你尋找奧杜邦這位世界自然史上最偉大的動物手繪畫家的生平資料，亦可針對小說每章節的首

頁圖的鳥種與書中內容情節的連結及啟示，進行發表與討論。

六、請問你對於道格常說的一句口頭禪：「你知道那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嗎？」背後隱喻的感覺是什

麼？ ( 例如：道格把畫好鳥羽藏到床底下，然後迫不及待想與關心他的人分享的感覺等…。) 在你

的生活經驗中哪些話語曾經常掛在嘴邊，說那句話時，你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七、小說中道格常出現一些問句，就像在問讀者！例如：「這下你懂了吧！」、「你呢？有辦法嗎？」

請你試著在閱讀時想想自己的回答會是什麼？在聽過其他同學的分享後，你原先的答案會改變

嗎？如果有改變，請想想為什麼？

八、書中道格遇到何事時會有「那又怎樣」的反應，並請揣摩道格當時的心境。而你呢，何時也曾有

過「那又怎樣」的狀況，當時感受如何？

九、請你畫一幅想像風吹過你髮絲的圖，接下來請你到戶外感受風吹過髮絲後，再畫一張圖，體會書

中的包爾 ( 圖書老館理員 ) 教道格畫鳥羽時的方式，並請觀察自己所畫的兩張圖間的差異，喜歡

那張圖呢？原因是…… 

十、書中的道格認為「每當你覺得人生很美好的時候，就會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來破壞一切」，這樣

的觀點你認同嗎？為什麼？

肆、給老師的一些閱讀建議

這本少年小說主要探討青少年的「困境」，無論是在生活環境、學校教育或同儕關係等，老師須有開放

的態度與學生一同閱讀思考討論，相信在師生之間會有更良好的互動及信賴。以下提供一些書單，供老

師們參考：

《不是我的錯》( 和英文化 ) 以及《有色人種》( 和英文化 )，這兩本繪本很適合拿來做閱讀前的引言或增

加的閱讀材料，兩書的內容思維圍繞在「你我對位」的關係上，可以很快又直接讓學生體驗到《那又怎

樣的一年》中道格的處境。

《仁心仁術》( 智庫 ) 描繪一位身處逆境中的黑人小孩，因為半文盲的單親母親需要外出工作，而將孩子

放在離家很遠的圖書館。有天上課時，這位黑人小孩回答出大家無法回答的問題，從此改變了別人看他

的眼光，他也發現擁有知識讓自己得以被尊重，因此一路苦讀成為全美權威的腦科醫生，是一本很好閱

讀的勵志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