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導讀

《我是馬拉拉，一位因爭取教育而改變了世界的女孩》書名如此的直接，讓人強烈感受到衝擊。

馬拉拉 1997 年出生在巴基斯坦，11 歲便以筆名高爾 . 馬凱在英國 BBC 廣播公司網站發表專欄，專欄的
內容講述關於她生活在塔利班組織統治下的每日記事，以及塔利班禁止女孩子受教育的情況。由於當時
英國記者想以比較人性生活的一面，來報導發生於馬拉拉成長的地方－史瓦特所發生的災難，但又擔心
馬拉拉用本名，可能會遭到塔利班的報復，所以幫馬拉拉取了「高爾 . 馬凱」的筆名，這個名字是帕什
圖的傳說故事裡的一名女英雄。

馬拉拉以「高爾 . 馬凱」為名所發表的第一篇日記的標題是『我很害怕』，文中描述「我昨晚做了噩夢，
夢中充斥軍方直升機與塔利班。自從在史瓦特的軍事行動展開後，我就常常做這樣的夢。」從文章中，
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孩子內心無比的恐懼。書中的馬拉拉很想上學又害怕上學，只因塔利班明定禁止女
孩上學。原因是，他們說「可蘭經」中提到女性不應該離開家門，更不應該跟男性說話。

在宗教狂熱與分歧下，巴基斯坦的女孩們的受教權益被歧視、被犧牲，乃至沒有人身自由。年紀小小的
馬拉拉對此充滿了困惑，還好他的父親是一位教育家，有著開明獨立的思維，不畏強權支持並鼓勵馬拉
拉。父親對馬拉拉說：「你是一個孩子，你有權利說話。」因此，馬拉拉決定做一名勇敢表達自己想法
的女孩。她為自己的權益發聲，為女孩們的權益發聲，馬拉拉認為這就是在做一件對的事情。

2009 年馬拉拉與父母、弟弟們因為史瓦特的情勢越來越惡化，他們成為了「國內難民 (IDPs)」，離開家
鄉史瓦特輾轉到有親人的另一個城市避難，直到三個月後待情勢比較趨緩後，再次回到史瓦特。但家鄉
的一切像一場噩夢，建築廢墟和燒毀的車輛，幾乎每面牆面都是坑坑洞洞、彈痕處處。城市一片靜寂，
毫無人煙與車影，就像瘟疫降臨一般，他們從未見過自己的家鄉變得如此淒慘。雖是如此，馬拉拉很開
心自己的書包和裡面書本都還在，當她一本一本拿書來仔細凝視它們時，她知道自己終於可以無所懼的
回去學校。

但厄運似乎一直依隨在旁，2010 年巴基斯坦發生洪水，包括史瓦特在內許多城市災情十分嚴重，當天災
人禍的痛苦都還在延續，當人們失去了他們心愛的人、他們的家和生計時，他們的總統卻在法國的城堡
裡度假。這讓馬拉拉十分的困惑，她問爸爸：「到底是什麼東西阻擋了政治家們去做善事？為什麼他們
不希望人民受到保護，擁有食物和電力呢？」他們再次感到灰心與害怕，年紀小小的馬拉拉歷經國內難
民及看到國家面臨這麼多的危機，卻沒有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有辦法應付時，她心裡立下志向要做一位政
治家，此時的馬拉拉才 13 歲。

在閱讀《我是馬拉拉》中，

探討自我，
關懷身處世界彼端的孩子們！

 | 王怡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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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拉持續到處推廣女孩應有受教育的權利，在演講上她說：「我知道教育的重要，因為我的筆和書是
從我手上被強迫奪走的。」、「但史瓦特的女孩們誰都不怕。我們還要繼續接受教育。」也因馬拉拉勇
敢大聲說出自己的權益，2011 年底獲得巴基斯坦國際青年和平獎，而且政府還將此獎項命名為「馬拉拉
獎」。這件事讓馬拉拉的母親非常不開心，擔心馬拉拉因此出名而成為被攻擊的目標。果然不久後，開
始從不同的管道與人士口中得知，塔利班威脅要傷害馬拉拉。雖然父母非常的擔心甚至希望馬拉拉停止
宣傳「女孩應有受教育的權利」，先低調一陣子。但馬拉拉的回答是「爸爸是你告訴我，如果我們相信
有些事比我們的生命更重要，那就算我們死了，我們發出的聲音只會更強大。我們不能放棄！」，此時
的馬拉拉 14 歲。

2012 年 10 月，年僅 15 歲的馬拉拉在放學坐校車回家的途中，遭受恐怖份子的攻擊，頭部受到槍擊，命
在旦息。她的父親覺得自己好像被雷劈一樣，因為父親一直以來視馬拉拉為他的世界、是他的戰友。他
相信如果塔利班要對付任何人，那個人會是他，而不是馬拉拉。雖然父親非常害怕，但他沒有哭。他告
訴大家「替馬拉拉祈禱吧。」這起槍殺馬拉拉的事件，很快的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成千上萬的大人與孩
子都支持馬拉拉的行為並為她禱告。經過各方搶救，來到英國治療的馬拉拉，在槍擊事件後一星期奇蹟
般的醒過來。

馬拉拉知道她存活下來的理由，除了許多人的祝福與禱告外，讓她明白塔利班對她的所作所為，反而使
她的抗爭變得舉世皆知。當她還躺在病床上時，聯合國的特別教育大使發起了一份請願書，以「我是馬
拉拉」為口號，要求最慢在 2015 年，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夠上學讀書。16 歲生日當天，馬拉拉受邀
在聯合國面對眾多世界領袖進行演講。在沒有任何預先準備講稿的情況下，馬拉拉呼籲各國領袖能夠為
世界上的每個孩子提供免費的教育。「讓我們拾起我們的書本和我們的筆」，「那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
一個孩子，一名教師，一本書和一支筆，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文末，馬拉拉述說，今天，我看見鏡中的自己，並花一秒鐘的時間思考。曾經，我祈求真主能讓我多長
高一或二吋，而祂卻讓我變得與天空齊高，高到我自己都沒辦法測量。……現在我的夢想－每一個家庭，
每一條街道，每一座村莊，每一個國家都能和平。世界上的每個男孩和女孩都能接受教育。坐在我的座
椅上，與我的朋友們一起在學校讀書，是我的權利。在每一個人的臉上看見幸福的微笑，是我的心願。

貳、共讀前的討論

一、在進入閱讀前，建議教師可以先從圖書館借《世界因你而改變－ 12 歲女孩的傳奇演講》（圓神
出版社；由於此書已絕版，建議老師可以將內容製作成 PPT。）一書。書中敘述一位生活在和平
安定的加拿大日裔 12 歲女孩，對於地球環境議題的關注，組成了一個兒童環保組織，自籌旅費
飛到巴西里約參與世界環境高峰會場外的環保組織活動，因而破例獲邀進入世界高峰會議現場，
對世界各國領袖發表 6 分鐘的演說。教師可請同學閱讀或觀看 PPT 後，對於書中 12 歲女孩的演講，
進行討論。

二、在進入閱讀前，教師可以將同學分組，針對「教育」這個字詞，進行定義與議題討論。先請同學
開放性回應，以一段話來定義「教育」，並一一書寫在黑板上，然後再針對大家提出的定義，投
票選出獲得最多認同的前 3 個「教育」定義，並將班上同學分成 3 組，分別依分派到的「教育」
定義，進行討論，並完成「實例說明」。例如：「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同組的同學們以此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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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出例子加以論述。藉此，讓同學針對「教育學習」這件事進行深入的觀察與反思。

三、在進入閱讀前，教師可以和同學進行「我可以做什麼？」的活動。首先讓同學發表最想完成的「夢
想」是什麼？接下來，請同學們談談完成自己的「夢想」要花多久的時間？再接下來，請寫下為
了完成夢想，現在必須馬上著手什麼樣的事？也就是「我可以做什麼？」，然後與同學間彼此交
換所寫的「夢想」及「我可以做什麼？」。藉此，了解自己與別人在同樣的年齡下，人生目標的
差異以及如何實踐夢想。

參、共讀後的討論

一、分組討論

1. 閱讀心智圖：針對此書的主角「馬拉拉」進行人物心智圖的分析。建議可以將同學分成數組，以
小組討論的方式建構完成「馬拉拉」人物心智圖。

2. 自定主題、分組討論與分享：閱讀完《我是馬拉拉》後，將班上同學分組，針對閱讀過程中，有
興趣、特別或困惑的議題，作為小組討論的主題，待分別查詢相關資料後，再回到小組討論、分
享，並加以匯整。最後，上台進行小組報告。

二、書中情節討論

1. 甘地說：「人若不能自由的犯錯，那麼這自由就不值得擁有。」書中馬拉拉小時候，因為誤認為
別人未經她同意拿走她的玩具手機，所以也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別人，當被家人發現時，馬拉拉的
父親就以甘地說過的話來安慰她。請同學分享自身的經驗。

2. 對於書中以「帕什圖的石頭不會在水裡變鈍。」來描繪帕什圖人的民族性。意思是說他們不會原
諒也不會遺忘，因此，他們很少說謝謝，亦指時候到了一定會報恩 ( 或報仇 )。請說說生活中如果
少了「謝謝」，會有什麼影響，並從書中找找應證的事件。

3. 書中第 143 頁裡，馬拉拉的父親對她說：「如果妳想解決一場紛爭或脫離一場爭執，第一件事就
是說實話。」「說實話會消除妳的一切恐懼。」請學生針對以上這段話，分享自身是否曾有過陷
入紛爭中，無法脫身陷於其中的經驗？而對於馬拉拉父親所說的這段話，你覺得如何呢？

4. 馬拉拉的父親痛恨敢怒不敢言的行為，因此，引用了詩人馬丁 . 尼莫拉的詩（頁 145）鼓勵馬拉
拉勇於爭取自己的權利，他說：「妳是一個孩子，妳有權說話。」同學對這一段描述有什麼樣的
看法？

5. 請同學發表，閱讀《我是馬拉拉》後，你覺得….

（1）最有力量的一句話？

（2）最令你難忘的畫面？

（3）最感動的地方？

（4）其他（請老師自由發揮）？

三、書中議題討論

1. 針對書中錯綜複雜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進行了解與彙整。可參閱書中第六、七章以及網路或
相關書籍的搜尋，建議可讓學生採用魚骨圖或心智圖的方式進行歸納，以利脈絡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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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此書中有許多名詞，對於台灣的學生相對陌生。因此，建議老師可讓學生提出不甚了解或好
奇的詞彙，進行討論。例如：「穆斯林」、「可汗」、「開齋節」或伊斯蘭教的傳統服裝、飲食，
讓學生搜尋相關資料，藉此多了解中東國家的文化。

3. 請同學利用網路媒體搜尋「婦女與伊斯蘭教」，並配合《我是馬拉拉》一書，分享你眼中的伊斯
蘭教的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與處境。

肆、給老師的一些閱讀建議

《我是馬拉拉》是一本需要多一點知識背景才好閱讀的書。也因此當老師願意帶著學生一步一步搜尋資
料，建立學生的知識資料庫的同時，也開啟師生共讀共學的美好學習模式。並且引領學生在閱讀的過程
中，進行自我認知的探尋，並且反思自身的生活環境。

以下推薦一些書籍供老師們參考：

一、《有色人種》（和英出版社）

二、《不是我的錯》（和英出版社）

三、《敵人》（米奇巴克出版社）

四、《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小魯出版社）

五、《世界因你而改變－ 12 歲女孩的傳奇演講》（圓神出版社）

六、《追風箏的孩子》（木馬文化公司）

七、＜馬拉拉聯合國演說全文＞（YouTo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