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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我們叫它粉靈豆》中，和兒童一起思考

「到底是誰規定的？」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壹、導讀

兒童和大人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兒童對於大人習以為常的一些規定（或規矩）常常不是那麼容

易就接受。他們強烈的好奇心以及鍥而不捨的探究感，總讓他們想對大人認為「理所當然」、「本

來就應該是這樣」或是「不要問這麼多，只要照做就對了」的一些規定（或規矩）做挑戰。也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就常會聽到兒童對一些被要求遵循的規定（或規矩），不以為然的提出質疑或

抱怨：「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是誰規定一定要這樣的？」

面對這樣的質疑與抱怨，大人通常都會很權威（或威權）的回應：「本來就是這樣嘛！」或是，以

倚老賣老的口吻安撫兒童：「你長大之後就會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很少有教養者肯花時間、有耐

性的來和兒童針對他們的提問進行探究與討論，而之所以會這樣，除了大人們在小時候的提問也常

是被這樣的敷衍過去，從而養成他們對規定（或規矩）習以為常的態度外，更重要是，大部份的教

養者也都瞭解，要討論這類的問題絕非三言兩語就能夠說清楚、講明白，為了讓日後的教養能夠迅

速、有效率，避免兒童麻煩、難纏的挑戰頻起，因此，快速的以權威壓制並解除兒童的好奇心，就

變得非常重要了。

但也因為如此，我們的兒童就步上了我們的後塵，逐漸學會了「規定（或規矩），本來就應該是這

樣」的想法，它不需要理由，它是用來被遵循的，而不是被用來做挑戰與討論的。當這習慣一養成，

若是有兒童面對規定還是白目提問時，其他的人基本上都會勸他：「不要問那麼多，只要照做就對

了！」，甚至提醒他：「你想得太多了！你煩不煩啊！」但是，「過去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規

定或規矩，真的就該當如此，不能對它做任何的挑戰或改變嗎？

《我們叫它粉靈豆》這本青少年小說正是藉由一位創意十足的小男生尼克，對一個極為簡單、而且

一般人大多不以為意、視為理所當然的「命名」規定：為什麼「筆」一定要叫做「pen」，而不能

叫做其他的名字（像是「粉靈豆」），提出質疑，同時，努力為「筆」創造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

並使用的新名字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不僅看到一個兒童天生好奇探問的本性（或本能），更重要的，貫串整個故事

主軸的是，作者藉由主角尼克的「提問」：「為什麼『筆』一定要叫做『pen』？」讓兒童們瞭解，

提問之後該如何針對問題進行後續的探究與解決，才是讓提問變得有意義，而不只是淪為一個隨興

的「反對」或無意義「嗆聲」的最重要關鍵。而這探究與解決的過程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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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提問後，要如何確立問題，並且把問題弄得更清楚。

v如何針對問題擬定解決的方案與步驟。

w如何進行方案的實踐。

x如何在實踐中對不同的意見做說服與溝通等等。

透過尼克的作為，這本青少年小說讓閱讀的兒童看到了、也學習到一個「從提問到探究」的實踐

過程。

除此之外，u作者也藉由故事的發展，讓兒童了解，在探究與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適時的尋求同

儕與大人們的支持及協助，常能避免讓自己陷在自以為是的迷藏之中，也能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同

時，v在故事的末尾，作者更藉由尼克對於是否該繼續對「學校餐廳的爛食物」再開啟挑戰的評

估與反思，讓兒童瞭解，我們在挑戰規定時，常會因為過程中出現了某些不在預期內的發展結果，

對自己的身心造成壓力。因此，在針對規定（或規矩）進行提問與探究時，對於一些可能出現的壓

力，我們也要學習有勇氣的去面對與承擔。

總的來說，這本青少年小說藉由一個簡單的（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取「名字」）、但又重要的

（它是哲學與神學等學科的重要思辨課題）「命名」問題，讓兒童瞭解：

u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看似明顯、無誤，大家也都認為理所當然的規定或想法，常是值得我

們進一步去思考與探究。

v在「探究」時，有一些操作手法與程序是值得學習的，它們會有助於我們對於問題的釐清與

解決。

w在「問題的釐清與解決」的過程中，常會牽涉到處理問題的方法與作為的不同選擇，因此，

我們在實踐中，也要學習承擔因為自己的選擇所產生的後果。

除了藉由尼克的「提問與探究」，讓兒童在閱讀中得以對相關作為進行反思與學習外；這本青少年小

說對教養者來說，它也讓我們看到一個不施以權威宰制，處處以對話、討論做協商引導的教育方式，

對兒童的學習是具有多麼大的啟發性與開展性，而這也正是我們在教養過程中最值得學習的地方。

貳、共讀前的討論

一、在正式進入閱讀前，你可以先和兒童聊一聊，在生活中，有哪些「規定」，兒童覺得有問題，

是可以做些討論、甚至改變它的？或者，在生活中，有哪些大人常常禁止他們「怎麼可以這

樣？」的作為，事實上，想一想，也沒有嚴重到一定就不能這樣？

二、在正式進入閱讀前，你可以先和兒童聊一聊，看看兒童有沒有類似的經驗：一件事情，當大

家都這樣說，或是都這樣認為的時候，它好像真的就是這樣了？

三、在正式進入閱讀前，你可以先上網找作家張曉風女士的一篇文章：＜唸你們名字＞，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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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章節，唸給兒童聽，並且，和他們討論他們的父母親當初在為他們取名字時，對他們

所可能有的期待（或期望）。

參、共讀後的討論

一、你有沒有想過要怎麼樣佈置你們的教室，教室裡要有哪些東西、桌椅要做怎麼樣的安排，它

才會跟別班不一樣，並且有你們班上自己獨特的特色？請畫一張你理想中的班級佈置圖？

二、你覺得你們班上或者你的朋友中，哪一個人最常有新點子或妙點子，而他最讓你佩服的新點

子（或妙點子）是什麼？

三、在你的生活中（包括學校和家裡），你有沒有對於哪些「規定」（或「規矩」）很不以為然，

它們總是讓你很生氣，很想大聲的問：「這到底是誰規定的？」，或者問「為什麼一定要這

樣？」

四、你想一想，在我們生活中的一些「規定」（或「規矩」）是什麼人定下來的？或者，你想想看，

它為什麼會出現、並存在我們的生活中？

五、你覺得生活中的一些「規定」（或「規矩」），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是可以（或應該）被改變的？

並且，應該由誰來改變它？

六、你和你的同學或好朋友之間有沒有哪些「秘密的用語」，只有你們幾個死黨在使用，其他人

是不知道、也聽不懂的？而你們是怎麼樣創造出這些「秘語」的？

七、在這本書144頁中，尼克說：「就算這個字是我發明的，它再也不專屬我一個人。現在看來，

『frindle』己經變成是大家的了。而以後究竟會怎麼樣呢？我想這會由大家一起來決定。」

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八、你有沒想過或問過爸媽，當初他們為什麼要幫你取這個名字？如果，你可以幫自己再取一個

名字的話，你會幫自己取什麼樣的名字？為什麼？

九、如果你有一隻小貓（或小狗），你會按照什麼樣的原則，幫牠取什麼樣的名字？

十、你覺得尼克後來為什麼會暫時不對學校餐廳的爛食物再進行一場「午餐的實驗」？他有什麼

樣的顧慮？而你自己有沒有像尼克一樣的經驗，雖然，曾經有過一個妙點子，卻不敢去做它？

你覺得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你不敢去做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