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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心靈》讀書心得分享 

                                       商一甲  林廷芳 

一、故事簡介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小傑只希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小傑是面臨基測的國三學

生，某次課堂上看漫畫而被老師處罰，連人帶課桌椅被驅逐到教室外。這本來只是件

再平凡不過的小事，沒想到卻惹來了一連串不可收拾的風波，從與老師之間的衝突演

化成學校與家長間的鬥爭，甚至變成了全國人民響應的集會遊行！ 

他開始迷茫、害怕、不安……並且開始思考：現代的教育方式，真的是學生需要的嗎？

而我們真正想要的，又是什麼呢？ 

    二、讀後心得 

     故事的起因只是一個小小的導火線，主角因為上課看漫

畫而被班導懲罰，進而引發起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接著又因為各

種因素，這把火越燃越大，直到一發不可收拾。 

臺灣的教改進行了許多年，刪刪改改，卻只是畫蛇添足，沒

有人會真正站在學生的立場與角度去思考，這些知識是不是我們

需要的？上位者為了金錢敷衍了事，真正想推動改革的人卻有心

無力，惡性循環之下，教育的問題依然沒有被正視。 

而學生呢？我們是知道的，知道這件事情不對勁，知道這樣下去是不對的，卻無

力反抗，就這麼逐漸沉淪，失去了純真與好奇，只是一味地接受著，不去思考、不去

反駁，然後隨波逐流的逐漸腐朽。 

反觀國外，以美國為例，因為不限制孩子的發展，不阻止孩子旺盛的好奇心，所

以他們的視野廣闊，思考也更加多元，而不是被限制在框架內。 

在書中，如果沒有詹老師一開始過分的懲罰，或許就不會有接下來的一連串事

件，然而在現實中，像詹老師一樣的老師比比皆是。在學生看來，詹老師也許很可惡，

可是如果深入一想，其實詹老師也只是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的一顆棋子，他並沒有

錯，只是受到這樣的教育觀念影響太深，逐漸遺忘了當初成為老師的初衷罷了。 

這本書以小說的形式，用主角的第一人稱角度來思考「教育」，不僅點出了臺灣

現在教育制度下的許多弊端，還描寫了台灣人民對於教育制度的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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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書中或者現實裡，新聞報導的內容天天更換，有些媒體更是為了提高收

視率而竄改內容，一場抗議活動起初往往盛大展開，然而到最後這場抗議的初衷是什

麼卻早已被忽略，人們只是高聲呼喊著要誰負起責任，當某人因為這起抗議而做出辭

職的回應時，這場抗議已經被掛上了「失敗」的旗子，最終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人們的

視線裡。 

古人念書，是為了考取功名利祿；現代人念書，是為了以後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待

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一旦深入人心，就已經失去了與國際競爭的

能力。 

學習應該是快樂的，我還記得小學時，念書對我而言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然而

當我逐漸長大，念書使我厭煩，一成不變的內容、枯燥乏味的課本、日復一日地埋首

於書中，我逐漸失去了探尋真理的興趣；我們為了父母的期望而用功念書，為了法律

的規定而機械化的上學放學，為了獲得工作機會而努力考出好成績，但是真正的我，

究竟想要什麼？ 

我覺得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臺灣的教育沒有從最根本的問題著手改變，但是在這

個國際化的社會裡，想要擁有更大的競爭力，書本裡的知識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拓展

更寬廣的視野，發展多元才能，未來才會有無限的可能。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讀後心得 

                              資一乙   彣徐 琪 

一、作者與內容簡介 

    這本書的內容是藉由吃掉棉花糖與否的小故事，來探討為甚麼有些人做事能成

功，而有些人則是失敗。在這個實驗中，是把小孩子單獨留在房

間裡，給他們一人一塊棉花糖，讓他們選擇是要馬上吃掉棉花

糖，還是等十五分鐘；如果願意等待，就可以再多一塊棉花糖當

作獎賞。研究人員發現，能夠等待獎賞的小孩，長大以後，全都

比那些馬上吃掉棉花糖的小孩成功。這個實驗告訴許多人，要預

測一個人未來是否能成功，最大的關鍵在於能不能延遲享樂。 

二、讀書心得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這本書讓我印象很深刻，第一次閱讀這本書是在我國

二的時候，但是到現在，書的內容我依然記得非常清楚，因為這本書裡提出了實驗與

結果，以及對於結果做出合理的解釋，非常具有說服力。我認為一本好的書除了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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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藻華麗與否之外，更重要的是能以客觀的觀點解釋，並且寫出具有說服力的文章，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這本書就是最佳代表作。 

書中主角史丹佛作的實驗，讓我了解到：在四歲的孩童身上就可以推測他／她未

來的成就。許多人可能會認為一個四歲的小孩尚未懂事，如何談掌握自己的未來？但

是如果小孩也能學會延遲享樂，這個行為對他的未來影響是非常大的。或許某些人在

小時候就學會能延遲享樂的能力，但我並不認為在小時候把棉花糖吃掉的小孩，將來

就沒有改變的機會，因為人到三十歲都未必能成熟，年紀並不是絕對的。所以我認為

不管如何，只要「願意在今天做些什麼，好讓明天可以成功！」能做到這點，不管何

時起步都不算晚。 

  雖然我小時候並沒有做過這個實驗，但讀過這本書之後，「別急著吃棉花糖」的道

理已經讓我充分的了解到：雖然只是十五分鐘短暫的等待，但其實已經掌握了影響未

來的最大關鍵。即使人已經到了二、三十歲都不嫌晚，只嫌一直不願改變的人。 

 看完這本書後，我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響，「延遲享樂」這個詞，深深的烙印在

我的腦海裡，做任何事情前，我都會先想到這個詞，我自己就有個最好的例子：放假

時，我一直徘徊在要先看動漫、還是先把功課寫完這兩個難題裡，雖然我也知道先不

要急著吃掉棉花糖，但棉花糖的誘惑可不是這麼輕易就能抵抗得了的，但是後來我還

是選擇了先完成功課，功課寫完後，才能真正可以安心、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我認

為如果連日常生活中的小誘惑都無法忍耐，那麼不論做任何事情都無法成功。對於我

來說，這本書中還有很多好的道理值得我好好學習，我知道看懂是一回事，能不能做

到又是一另回事，所以我期許自己能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開始做起，讓自己成為更好

的人。 

  人生的轉捩點取決於自己，若是想改變，就別急著吃棉花糖吧！  

   

畢業感言 

                                                         綜三甲  蘇元穎 

高一進入南商時，覺得上了高中應該會比國中的課業困難許多，因為南商是我國

中畢業前透過十二年就學安置以 63.1 分考上的，在南商三年的點點滴滴，有快樂，

也有難過跟悲傷。 

    回想這些事就像時光的流動一般，記得高二第一次的實習是在融園，學長請我幫

忙，做了很多事，第一天踏進烘培教室，學長就問我是實習的嗎？我回答對，我覺得

梁閔翔學長是一個很好的麵包師傅，因為我有時候幫忙完下班時，他會跟我分享他做

的成品，但在融園的時間不算很長，那段時間的實習有快樂，也有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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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快結束的前幾個月，我被派到大同路上的創意印刷庇護工場實習，一直實習

到高三上；高三下在職輔老師安排下，很幸運可以到南門路上的喜憨兒火鍋店實習，

可是我不是在門市部，而是在手作部做手工跟咖啡，想到畢業後可能還可以到喜憨兒

上班，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做好老師教我的工作。 

    最後祝福校長、主任還有老師身體健康，希望南商校園可以越來越漂亮，畢

業後我還是會回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