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導讀

人的一生是追尋的過程，也是創造的歷程，我們以生命寫下最真實的日記。當下與人事交會所漾然的感

情，與過眼風景所煥生的想像，譜就出生活的種種面相。時間的無情讓它們成為前塵往事；時間的有情

則讓這一點一滴在回首留戀處，凝聚為成長蛻變的動力與生命的意義。

有人說：「沒有被描述的經過都是沒有意義的。」生命是由許多看得見、看不見；記得與不記得的故事

線組合起來的。傳記，是一個人的人生故事，無論是自傳，或是第三者角度書寫，透過人事物組合的敘述，

說故事的方式、看待故事中人事的觀點，決定了故事形式的面貌，也讓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因而顯影。

傳記的書寫角度，往往因人物的特性而有所不同，如文學家、藝術家的傳記通常偏重於作品相關的軼聞

瑣事，政治家、社會運動者則聚焦於所參與的重要政治事件和歷史事件，至於科學家的傳記，如物理學

家理查 ‧ 費曼的傳記，以及《法拉第的故事》就著重在他的教育背景、科學成就。以下提供幾種讀傳記

的方法，教師可藉以引領學生有效地掌握傳記精髓，達到尚友古人、見賢思齊的期待。

傳記閱讀法
讓學生知道層次系統的規則與作法是閱讀教學中重要的內容，因此教師可就文體特殊性、類型文章的內

容與做法融入教學中，以奠定學生往上自我學習的基礎。

以傳記而言，中國史書中三種體例是最常見的，其記載的形式各有所重：

傳記的寫法

1. 編年體（以年為主）─依生命時間，寫出傳主的家世、學養、一生經歷與成就。

2. 記傳體（以人為主）─生命中的改變是因為人而影響，集中於與傳主有密切關

係的人物，並標示出人物關係網絡的情感、影響與交錯的事件。

3. 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許多事件連綴出生命的歷程，依時間排列事件，或

依主題把同類型的事件統合，藉以顯現傳主的生命特點。

根據傳記作法，可設計以下不同類型的閱讀方法：

陪伴學生在閱讀《電學之父：法拉第的故事》中，

看見謙卑、忍耐與堅持
所迸發的創造力與影響力

 | 陳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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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閱讀法

1. 年表式：請學生依時間整理出傳主 ( 法拉第 ) 的生平事蹟。

2. 結果論：傳主 ( 法拉第 ) 的成就、傳主 ( 法拉第 ) 對世人的影響。

3. 分析式：舉事例說明傳主 ( 法拉第 ) 的個性、傳主 ( 法拉第 ) 的學習態度、處事

方式、人生觀、影響傳主 ( 法拉第 ) 的人所形成的結果、成功之道。

4. 圖解式：以概念圖、心智圖、表格整理、地圖傳主的生命歷程、重要事件。

5. 整合式：名言、說出他認識的傳主 ( 法拉第 )、印象最深刻的成功原因、最有趣

的故事。

學生可自行選擇以上任何一種方式爬梳傳記內容，來掌握對故事的基本認識，許多書後面會列以年為主

的簡要記事，讓讀者可一目了然人物的生命歷程。第二、三種方式必須熟讀後整合，教師可讓學生從簡

易的內容練習，或是重讀時建議以不同以往的方式閱讀。以下是幾個重要的傳記閱讀法的範例說明：

一、「年表式」的傳記閱讀法的範例說明

以年表整理人物是最基礎也最必要的方法，在看似枯燥簡單的爬梳中，可以如地圖般清楚認識一

個人的生命歷程，作為分析探究的根據。以下是簡要整理，希望有助於認識法拉第生平：

1791 年，法拉第生於離英國倫敦不遠的紐克郡鐵匠家，與九個兄弟姊妹快樂成長，家境貧窮的

他僅小學畢業。 

1804 年，法拉第在倫敦印書店從打雜到學習書本訂裝技術，在送報的過程中，他除了訓練自己

做事更有效率，還藉以大量讀書，他白天讀什麼書，晚上就做什麼學徒，從礦物、植物、

建築、藝術無所不讀。

1810 年，法拉第每周三晚上至鐵頓教授的「都市哲學會」教室，聽化學、電學、靜力學、光學、

機械學、地質學、天文學，勤做筆記，提出看法。在「都市哲學會」演講，根據書本

記載、皇家學會研究發表和自己實驗，提出電是兩種不同力的相互作用，這觀點在當

時主張一元流體論的科學界，是非常創新的想法。

1812 年，法拉第結束學徒生涯，因為聽化學家戴維演講而立志走向科學所做，因他所記 386 頁

筆記的認真態度，機緣加上努力，使他被選入至皇家學院，擔任化學家戴維研究助理，

打開了科學視野，也豐富了他研究的範圍。

1813 至 1820 年，與伯納爾等組成文藝俱樂部，定期討論文章、文法與文章結構，結識了伯納

爾妹妹，後成為其妻子。

1815 年，皇家學院票選法拉第成為專任助理。法拉第陪同戴維教授自歐洲大陸旅行講學歸來後，

除了協助戴維進行化學試驗之外，開始獨立實驗研究。戴維受採礦業委託，設計一種

安全礦燈，法拉第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就製造出來。 

1816 年，一名天文學家聲稱發現一種神奇的金屬，是地球上所不具有的，想高價賣出。法拉第

仔細地分析後，發現這些樣本，不過是硫、鐵、鎳、砷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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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年，敘利亞大馬士革製造的彎刀，既薄又長且輕，十分銳利、竟然可以削斷鐵刃。經法拉

第研究後，就發現這是鐵鉑合金，進而研發出更進步的碳鋼合金。他提出：「合金表

面被蝕鏤的程度，與合金結構的穩定度有關。」此一看法成為材料工程的重要里程碑。 

1821 年，當法拉第研究出電磁轉動，刊登出論文後，受到歐洲科學界注目。榮譽雖來，毀謗也至。

「他沒受什麼教育，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實驗。」其中最嚴厲的毀謗是「不要臉，

他是抄歐勒斯頓的研究實驗」( 抄襲別人的研究是學術界極為恥辱的大忌 )。

1823 年，法拉第以實驗證實液態水銀會變成氣態，以及氯氣能液化。法拉第推翻了科學界認為

只要是氣體，就永遠是氣體的錯誤認知。

1824 年，法拉第發現在玻璃製作過程中加入硼酸鹽，就可以使玻璃變得更清澈，改善玻璃品質。

1830 年，法拉第研究出中世紀哥德式教堂裡，失傳的彩色玻璃製造技術，就是在玻璃製造過程

中添加不同比例的氧化金屬化合物。

1831 年，經過長達十年的實驗失敗，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做出最著名的研究：發電機。

1833 年，法拉第把電磁學轉到生物學上，並提出自然界中，無論是閃電、電鰻、電瓶裡的電，

本質都相同。研究出電壓和電流的關係，但發現 1820 年時，德國已經有一個沒沒無

聞的科學家 ( 歐姆 ) 發表過這個成果，法拉第立刻把研究發現歸給他。法拉第發現了電

流化學的兩個定律，後來這兩個定律以他的名字來命 ( 以他的姓氏「法拉第」做為計

算電容量的單位名稱。)

1836 年，法拉第提出，一個物體帶的靜電，分布在物體的表面，並以「法拉第籠」證明之。

1840 年，法拉第把磁鐵放在佈滿鐵屑的平面上，展現出磁場。

1842 年，法拉弟被選為倫敦皇家學會會員。

1843 年，發現苯。

1845 年，發現抗磁性 ( 光在磁場中的偏振現象 )，稱為「法拉第效應」。他是最先提出「光和電

波性質相同」理論者。

1849 年，法拉第研究電磁與重力的關係，他提出「電力也可以在真空中作用，因此電力的傳輸

不需要以太存在的假設。」

1857 年，法拉第提出膠體化學─細小顆粒長期懸浮在空氣中或液體中的相態。

1858 年，離開皇家學院，英國女王所賜倫敦附近住宅，逐漸失去記憶力。

1867 年，法拉第於漢普頓．科爾特辭世。

二、「結果論」的傳記閱讀法的範例說明

法拉第是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被認為是科學史上最優秀的實驗家。他詳細地研究

在載流導線四周的磁場，想出了磁場線的點子，因此建立電磁場的概念。就 101 年國中基測寫作

題「影響生活的一項發明」的角度來看法拉第，可說是關鍵人物，因為生活裡處處運轉的馬達和

發電機便是出自於他。這本書可以讓學生更廣泛而深刻地了解法拉第成就與對世人的影響。

除了機械工程裡，第一部馬達與發電機是他製造的，在電學方面，法拉第觀察到磁場會影響光線

的傳播，他找出了兩者之間的關係，發現「電磁感應」，並依照此定理，發明了早期的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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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電機工程學之父」。在電學方面，法拉第研究負載直流電的導體與附近磁場之間的關係，

在物理學中建立起磁場這個概念。在材料科學裡，他發現矽鋼、在化學方面，最早的成果來自於

擔任戴維助手的時期，他花了很多心血研究氯氣，並發現了兩種碳化氯。物理中的「電力線」、「磁

力場」理論都是他發現的、在土木工程裡，他最先提出水的膠凝處理。

此外，法拉第也是偉大的教育學家，著名的科學家焦耳、馬克斯威爾、凱爾文、愛迪生等人，都

深受他的影響。

三、「分析式」的傳記閱讀法的範例說明

青少年需要被理解的，更需要有依循的對象藉以勾勒未來，確定努力的方向，故可著重於「傳記

人物成功因素」來探討，以法拉第而言，其成功之道有以下數點：

（一）處處留心處處學

1. 做事效率的自我訓練：法拉第工作時，會跟自己比賽，看能用多快的時間，多有效率的方法，

把事情做好。能夠把很沉悶的工作，做得有趣又帶勁，這是一個從事科學實驗的研究者必

須具備的本事。

2. 自發性的學習精神：法拉第積極的求學精神展現在他向藝術家學習繪畫與寫字，向都市哲

學學會的同學學習文學寫作，向好友學習文法，以彌補他在正統文學教育的不足。在類似

社區大學的科學研習會，學習科學新知。

19 歲的法拉第因為聽化學家戴爾四次演講，寫 386 頁筆記，而成為皇家科學院研究助理，

開啟研究生涯。

3. 多元的切磋討論：法拉第以讀書會、不定期聚會、書信等方式與朋友往返討論科學，討論

的內容多樣化從「論研究」、「寫給數學的一封情書」、「論辯論」、「論幻想力與判斷力」、

「女性迷人的氣質，需要奢侈裝飾嗎 ?」 遨遊在不同領域的學術領域中。

（二）堅持到底絕不放棄 

1812 年，法拉第成為正式的書籍裝訂師後，到一間印書店落腳，卻拒絕老闆晚上加班，

而堅持去都市哲學學會聽課。因為比起金錢，他更在意的是科學研究。他在給友人的信中

寫道：「自從學徒訓練結束後，我在一個完全讓我失望的地方從事我的本行。我比以前更

沒有時間與自由，比以前更沉默了。比起不斷進步的科學列車，我好像愈來愈追不上最後

一節車廂，也許我該止步了。」

法拉第秉持著反覆「觀察→懷疑→思考→閱讀→實驗→失敗→重來」的脈絡，不在乎名利

全力以赴投入實驗，不到最後結果絕不放棄。在皇家學會當助理時，他負責製備氯氣，這

是一種容易爆炸的危險實驗，法拉第雖謹慎地實驗，還是爆炸了。但他沒有害怕、逃走，

或不再進實驗室。他分析原因，再重做一次，終於能安全地掌握實驗。 

    研究出電磁轉動後，經過長達十年的實驗失敗，過程中漫長進行沒有成果的實驗，是耐

心的折磨。他寫道：「我是不是在證明一種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但秉持著不放棄不妥協

的熱情，法拉第終於做出發電機。



電學之父：法拉第的故事／ 深耕計畫教案 103-2

（三）負責細心、任勞任怨的個性

對研究熱情，對事物探究的好奇心，讓法拉第掌握了實驗的脈動，解開許多自然的謎，從

甜菜根淬取糖分與配置硫化碳、氯氣配置、火山口熔漿的氣體、替石頭看病、安全礦燈的

設計、發現碳與氯結合製造出四氯化碳，形成滅火器，一直到電磁轉動馬達的發現，都因

為他執著努力，踏實勤樸的品格。 

他始終相信「科學可以釐清傳聞與事實之間的距離」，如當時號稱來自天狼星金屬的礦石，

奇貨可居，在法拉第分析下發現那不過是硫、鐵、鉀的混合物而破解傳聞。另如從印度鏢

槍，分析出刀之所以無堅不催的原因是鐵中帶矽，這便是今日矽鋼的來源。大馬士革彎刀

是由鐵鉑合金，但鉑是稀有金屬，價高而不易取得，於是法拉第改以鐵和各種銀、鋅、銅、

鎳、鉛、碳、鈣形成合金，變成碳鋼新合金廉價的輕型鋼，英國陸軍軍刀以此打造，殺得

敘利亞騎兵團落荒而逃。

（四）淡泊名利，謙卑正直的人生態度 

與戴維教授的歐洲之旅使法拉第發現，科學使人有知識，知識使人自以為是。逐漸地，科

學家成為一種階層，講相同的專有名詞，來自相同的名校，抽相同品牌的菸，穿相同款式

的皮鞋，連鞋端都要一樣的尖。當學習知識的階層，同時也是壟斷知識的階層時，法拉第

要在其中學習，除了求學的欲望之外，也需要有一顆勇敢、強壯的心，才不會被別人的冷

嘲熱諷所擊倒！

因為無慾所以剛強正直的法拉第發現政府熱衷於委託合金研究，是為了戰爭，就不再從事

合金的研究了。法拉地堅持科學道德，絕不用科學做殺人的利器，因此反對英國以引爆裝

滿硫磺的船來攻擊俄國。這份廉潔與堅持讓法拉第即使有這麼多傑出的研究，還是只能擔

任研究助理的職位。1821 年，皇家學會升法拉第為事務與實驗室主任，工作量增加、薪

水一樣，並不合理。但可以帶著家庭住進皇家學院的頂樓，因此，法拉第認為皇家學院對

他已經夠好了。

法拉第在 1815 年到 1835 年整整二十一年間，皇家學院完全沒增加他的薪水，法拉第也

不在乎、更不去爭取。各學術機構誘人的建議，如高達十二倍的薪水、更高的職務，甚至

英國貴族院要授予他以貴族封號，皇家學院聘請他為學會主席，他一概謝絕。他說：「上

帝把驕矜賜給誰，那就是上帝要誰死。」並對妻子這樣說：「我父親是個鐵匠的助手，兄

弟是個手藝人，曾幾何時，為了學會讀書，我當了書店的學徒。我的名字叫邁克爾．法拉

第，將來，刻在我的墓碑上的也唯有這一名字而已！」

法拉第在皇家學院的頂樓小屋裡，一共住了 42 年，當他在 1858 年退休時，仍然一貧如洗，

沒有自己的房子。退休當天，兩個老夫婦提著皮箱下樓，他們一出皇家學院的大門，就要

露宿街頭了。沒想到走出大門，迎接著他們的是整齊的英國皇家儀隊，還有英國維多利亞

女皇在外等著這對貢獻全人類的貧窮夫婦。「請搬到在漢普頓院旁的皇家別墅吧！」法拉

第婉拒，因為他付不出租金。女皇說：「不用付租金的。」法拉第說：「房子太大，付不

出修繕費。」女皇說：「這個費用皇室也包了。」法拉第才接受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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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解式」的傳記閱讀法的範例說明

可以以類似下列的表格整理

個　性 作　為 結　果

挫　折 
（遇到的問題）

面對的態度 
（因應的方法）

結　果 
（增長的能力）

冷嘲熱諷（研究成果被質疑是
抄襲的委曲和侮辱）

勇敢和謙卑 用同樣憐恤的心去安慰那遭同
樣患難的人

壟斷知識的階級鬥爭 冷靜和隱忍、以堅持努力創造
事實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或者單就電磁學發現歷程整理：

法拉第以通電導線讓電磁轉動，建立電磁學理論

奧斯特提出電流產生的周圍會產生磁力

安培以數學導出電流與電位差有關

庫倫發現電荷之間與距離平方成正比

富蘭克林提出正負電荷特性

吉伯特提出材料有帶電性

摩擦琥珀可以吸附東西

            

五、「整合式」的傳記閱讀法的範例說明

閱讀筆記中總少不了摘錄名言佳句，老師可請同學以名言來貫串出法拉第的一生，或以名言來說

明其成功之道、以此來談讀後體悟，如：

（一）家人的支持：在法拉第困擾於訂書工作與科學研究無法兼顧的衝突時，支持法拉第繼續走

向科學之路的，是他的家人。法拉第的母親：「你的父親死之前，念念不忘的是，你有沒

有快樂地在從事什麼電的實驗 ...。」繼承父親的鐵匠事業、法拉第的哥哥鼓起手臂的肌肉

說：「就憑這個，我還有足夠的力量，能搥更多的車輪讓妹妹去上學，讓家裡有更多的麵

包吃。」

（二）人格的偉大：「法拉第的偉大，在於他從不知道自己偉大之處，這就是他最單純可愛的地方，

他說「我只是一位參加上帝所開設大自然學校的小學生，在科學界愈久，我愈願回轉成孩

子般的單純。」雖然他的一生「常受別人的論斷、謠言所傷」，但是他卻更能夠格外體恤

那些跟他有相同遭遇的人。

（三）謙卑的態度：受盡奚落的法拉第看見知識帶給人虛榮與虛偽，體會「科學使人有知識，知

識使人自以為是。」，而將一切成就歸諸於上帝：「那真正的完全毫無瑕疵的智慧，只屬

於上帝。」當人問他為什麼相信耶穌？那是聖人嗎？是傳統嗎？還是信條呢？法拉第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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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是耶穌在我心中，與我同在。」

（四）自律的實踐：法拉第和撒拉沉浸在瑞士湖邊美景的時候，看到從蟲蛹裡慢慢爬出來的蝴蝶，

「牠不留戀在木板上的醜陋蟲蛹，展翅向天飛翔。」使他再次體會到「那古老復活的應許」，

而不斷精進。

自學的他從自然中發現至理，並以此為科學家的使命，他說：「上帝已經給我們一個大自然，這

是上帝要我們去學習的一所學校。成為一個科學家，對於時代是負有使命的，這使命就是用大自

然的知識，去訓練人的心智，使人們培養出終身學習的習慣，這是一個人避免胡思亂想的最佳方

法。」

法拉第的學術地位高達巔峰之時，有人問他科學研究是不是一份很好的職業？法拉第搖搖頭回答

道：「當我離開裝訂業學徒的工作，從事科學知識的探索，我本來以為，從此我將脫離內心的妒忌、

苦毒。崇高的工作似乎可以改善人性。哪知崇高的科學工作並沒有改變人性，我依然軟弱、自私，

而周圍的人也是一樣。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奉科學之名而為之，高舉科學並不能遮掩人性的軟弱。」

正如 1859 年，法拉第對後來的研究者說：「讓你的想像力向前奔馳吧！用理智的判斷力與精確

的原則去規範，再用嚴謹的實驗去拉緊韁繩吧！」他以生命真實地實踐如此自我要求而又樂於與

人分享的天真與無私。

差異化閱讀設計
「差異化教學」是一種針對同一班級之不同程度、學習需求、學習方式及學習興趣之學生提供多元學習

輔導方案的教學模式。教師可由課程內容、實施過程、實施成果三項要素考慮如何差異化教學。如同一

主題的多層次教學，可藉由不同層次目標、不同層次內容、支持調整學習難易，同時透過調整評量方式、

標準，讓不同學生都有相同的成功機會，能力弱的學生可以對學習有信心，能力強的學生有機會加深加

廣，以提高學習動機。

就閱讀而言，重視文本與知識內容，在實施差異化教學中，以不同內容區分程度。《法拉第的故事》一

書包含：「法拉第的生命歷程」、「學習精神與處事態度」、「科學研究與成果」，教師可因學生吸收

能力與興趣專長而調整這三個面向的比率，如喜歡自然的學生可加重法拉第科學成就的探討，喜歡故事

性的學生可偏向分析法拉第成功的人格特質，同時搭配不同的輔助學習策略，以幫助學生建立學習鷹架，

如：

低：以表格輔助，指定檢索訊息的內容，請學生填學習過程、興趣、個性、成就。 

中：透過分組與活動設計，請學生找出影響生命的重要事件，體會分類並說明舉證。

高：以一句話概括其人、分析成功之道、評論人物的行事與思想、與其他人物的比較、
歸納。

貳、共讀前的討論

一、在正式進入閱讀前，可以和學生討論讀過的傳記種類、思考為何要讀傳記、如何讀傳記？

二、接著就生活中有哪些有趣的科學發明？哪些方便的工具？進而討論「如何使用這些工具？」、「這

些器械的構造為何？」、「這些發明的原理是什麼？」，以及「誰發明了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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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共讀後的討論

一、法拉第出身於貧窮家庭，他的家人給了他哪些支持與影響？

二、以薩華茲博士所著的《悟性的提昇》所提出的五種讀書方法是什麼？

三、法拉第只有小學畢業，沒有受過正規的學院派教育，請說說法拉第自學的方法，他靠自學學了什

麼？過程有哪些特別的經歷？

四、法拉第的論文被質疑是抄襲、跟隨戴維教授在歐洲旅行時備受冷嘲熱諷，他如何看待這兩種狀況？

他從中體會到什麼道理？

五、法拉第在〈論幻想力與判斷力〉一文中寫道：「最好的果子，總是掛在最高的枝頭上、需要最高

的梯子才能摘到它。這個樓梯有二根支撐柱：判斷力與想像力。」你是否贊成這個說法？請舉例

說說你的看法。

六、義大利托斯卡尼石是雕刻家喜愛的石材，石材生病了，法拉第發現石頭生的是什麼病？他如何醫治？

七、請說明「法拉第定律」是什麼意思？「法拉第效應」又是什麼意思？

八、請說明「電磁感應」是什麼現象？運用這原理可以做出什麼東西？這些發明在人類生活中造成什

麼樣的影響？

九、有人問法拉第：「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法拉第的回答是：「工作、完成、發表。」試

從書中找出例子來說明法拉第成為科學家的過程。

十、請就法拉第的學習態度、處事個性做分析，說明法拉第成功的原因。

十一、拿破崙：「當我讀到您在科學上的重要發現時，我深深地感到遺憾，我過去的歲月實在浪費在

太無聊的事情上。」試推想拿破崙給法拉第信裡的涵義與原因。

十二、為什麼作者說「法拉第最可愛的地方，就是他的單純，法拉第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不知道自己

有多偉大」？試舉例說明。

十三、試舉出三個你從這本書中知道的知識，並加以說明（知識內容、如何發現，如何被證明，以及

它的功用）。

十四、除了科學成就，法拉第在生命歷程中有許多深刻的體悟，請舉出他所說的一段話，解釋其中的

道理，並說明你的想法。

十五、「站在偉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更遠」，請說說你從法拉第讀書研究，或處世態度上學到

的啟示，以及你如何用它來改變自己的具體作法。

肆、給老師的一些閱讀建議

就人生發展而言，青少年處於自我認同的危機，適當的角色模範對青少年個體認同相當重要。傳記提供

了青少年典範學習，無論是激發人性美善情操的品德修養、積極奮發的人生態度，都是成長中必要的學

習內容。

在傳記的選擇上，建議給學生彈性選擇，或讓學生讀自己喜歡的人物傳記以投其所好，如藝術類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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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紹文生．梵谷生命故事的《燃燒的星空》（格林文化）。

二、 書寫舞蹈家瑪莎 ‧ 葛蘭姆傳記故事的《瑪莎 ‧ 葛蘭姆：舞出新世界》（三民）。

如科學類人物：

三、 理論物理學家理查．費曼著：《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天下文化） 。

四、 當代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不向命運屈服的科學巨星：霍金》（小天下）。

或補其所缺，或增其見聞，可讀胡其瑞著：《馬丁 ‧ 路德 ‧ 金恩：我有一個夢想》( 三民 ) 敘說美國黑人

民權運動領袖馬丁 ‧ 路德 ‧ 金恩博士對於黑人與白人有一天能和平且平等共存的期待。《我是馬拉拉 ( 青

少年版 )：一位因爭取教育而改變了世界的女孩》（愛米粒），讓學生看見因史瓦特河谷遭到恐怖分子的

襲擊、受教權遭受威脅，從十歲開始就展開了提倡少女教育活動的馬拉拉，進而反思自己所擁有的學習

環境與可發揮的影響，並關懷人權與多元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