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9月19日（星期六）學校特別邀請全國最大

社團法人讀書會－行雲會理事長黃裕程先生（以下簡

稱黃老師），蒞校分享「讓孩子享受，學習中心在我

家」親職講座。清華大學資訊系畢業的黃老師，資歷

多元豐富，不想侷限自己的他，曾服務於博客來，也

曾跨足於IT產業各部門，更將他的讀書方法或工作方

法，於各領域中實行並檢驗過，從小對教育感興趣的

黃老師，期望自己不單是協助公司創業，更能協助孩子去創他的學業，進而開創他的事業。

如何協助孩子開創學業，學校師長會共同努力，但家長責無旁貸，真正陪伴孩子人生最長久

的還是家長，兩個家長配一個學生，家庭無疑是全世界師生比最精緻的小學校，所以主動學

習中心首應在家庭落實。

一、工作天賦定位－動機

影片《工業4.0》震撼了教育觀，未來世界瞬息萬變，現存的工作，大人可見，但等孩

子畢業後所面對的世界面貌會截然不同。當未來世界與家長所熟悉的世界，完全不一樣的時

候，家長也要用不一樣的方式去協助孩子。現代的孩子，就好比汪洋中的一條船，很難猜測

未來的真實樣貌，就連家長也很難摸透，所以家長可以先思考在青少年階段可以協助孩子建

立什麼樣的能力，然後作為孩子的羅盤，你可以做什麼？

孩子在找方向，事實上家長從幼稚園階段就可以開始觀察，一路到高三升學選填志願，

您與孩子在過去十多年來的努力將在那瞬間呈現出來，建議家長可以閱讀這兩本書—《工作

大未來》和《發現我的天才》。《工作大未來》的標題是從13歲開始迎向世界，也就是在國

小六年級之前就要選擇初步志向，書中根據興趣和嗜好的類別作為目錄編纂，提供514種職

業說明，不同的興趣方向搭配不同的職業，當您與孩子可以從興趣連結到職業時，適性的生

涯發展就不會是抽象的任務，而且這樣的探索要重複多年，孩子會隨著成長而不斷變化，而

這本書提供給家長和孩子豐富的討論素材。《發現我的天才》有趣地將每個孩子分成34種天

賦，它附了世界聞名的蓋洛普測驗，書上有序號，只可做一次，它會幫你篩選出孩子五個最

強的天賦，運用測驗結果的五大天賦，你就可以和孩子討論適合的大學科系。

二、遇見我的未來－方向

黃老師也與家長分享遇見未來的四部曲，分別是：找到動機、確定方向、預見未來、真

的遇見。「動機」需要從小到大仔細觀察，如果他對電腦的喜愛，不只是作為消遣娛樂，而

是會做程式設計，那也許具備往資訊領域發展的動機。黃老師本身即是在國中時參加宏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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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波雜誌的程式競賽投稿，發現自己資訊領域的傾向，接著黃老師蒐尋資訊，發現這屬於資

訊工程或是電子計算機工程，接下來就去查相關校系，找到升學目標。要如何進到「預見」

呢？預見就是你有沒有可能進入你鎖定的那個學校當學生，現在因為少子化，很多大學都有

辦寒暑假營隊，他就是用來挷樁的，這些營隊辦理多年，很值得參加，就運用營隊讓孩子進

到大學體驗個四五天，體驗大學所學及大學生活。像第一屆的清華資訊營，那屆至少有五個

同學都真的考進清華資訊，孩子實際接觸後就以此為目標，所以要讓孩子提早接觸未來志

願；同時，也可以多加參觀大學校慶，當你讓孩子有機會多親近他未來方向時，孩子的動力

會比較強。

三、善閱讀、長思考－思考

企業未來人才的三項技能：閱讀理解力、資訊檢索（掌握關鍵字）、抗衡教條。第一

項、第二項可以用在考試上，第三項實際上每次考試都在挑戰判斷力，也就是抗衡教條的能

力，所有的選擇題，其他錯誤的選項都在引導人們相信它是正確的，而如何擺脫這個誤導，

進而選到真正的答案，這叫獨立判斷的能力。

四、當創客、動手做－實作

其實有很多孩子喜歡動手做，可能他從幼稚園就已經展露這樣的傾向，建議家長一定要

花時間，可能週內已經有很多學校既定的學科學習，但是六、日一定要撥時間讓他動手做，

甚至協助接觸動手做的資源，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在理論中學習。大家都知道喜歡玩芭比的

吳季剛，從小幫芭比縫衣服，看起來好像娘娘腔？可是家人非常支持他的興趣，直到他被芭

比娃娃公司錄取為製作芭比娃娃衣服的專業人士，一路到幫歐巴馬的夫人設計晚禮服一舉成

名，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例子。

五、思考戰勝考試－方法

孩子每天讀書壓力很大，讀到愁眉苦臉，回來都不太理人的原因有二：第一個，孩子深

層的壓力來自「讀書常常讀到後面忘掉前面」，第二個是最嚴重的，看到題目才思考正確的

答案，當你一看到題目沒有辦法馬上知道正確答案的時候，壓力就會產生，這個和讀書方法

有關。很多人都希望孩子能過目不忘，就會送孩子去學快速記憶，快速記憶也是快速忘記，

它其實只是運用另外一種死記死背的方法，而我們要培養孩子的是主動思考、主動學習的能

力。大部分的孩子習慣用短期記憶的系統，經常讀到後面就忘掉前面，真正讓孩子深度的研

究，才可能長期記在腦海，這也是主動學習的三大步驟：（一）訂標題（段落共同點）、（

二）挑關鍵字（與標題直接相關）、（三）筆記（默寫）。請家長引導孩子不要逐字讀，讓

孩子先快速略讀，讀完馬上講出那段的大意，養成先將課本先當課外讀物來閱讀的習慣。很

多家長發現孩子一埋首就照傳統方式很認真地邊劃重點，進行精讀，其實這是錯誤的。請家

長試想：當孩子養成將課本當課外書愉悅地讀，只抓出每段大意，訂出段落標題時，孩子就

會覺得讀書沒有那麼無聊，沒有那麼大的壓力。第一遍讀完，所有的標題抓出來，再把標題

前後串聯起來，就大概知道本課要點，當孩子已經掌握本課要點時，再去抓關鍵字，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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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關鍵字就是和標題直接相關的。孩子與課本的初次接觸，從逐行劃重點變成關鍵字，

閱讀量頓時減至10％到30％，複習速度也會跟著加快。如果孩子讀書時沒有把逐句重點改

成1-3個字關鍵字，家長就會發現孩子在處理考試題目的速度會非常慢，最後孩子要有能力

把課本蓋起來，把剛剛動腦筋思考的標題和相對的關鍵字默寫出來，才算完成主動學習的步

驟。

曾經很多家長問黃老師「為什麼孩子回到家不喜歡再把課本拿出來？」「為什麼回家只

想要趕快開電腦放鬆一下？」原因出在孩子的讀書方法錯誤，而且沒有養成主動學習、主動

思考的習慣。經過調整正確讀書方法的孩子，回到家第一件事是先把白紙拿出來，將白天思

考抓出來的標題和濃縮的關鍵字默寫出來，變成一張心智圖，這會讓孩子非常有成就感，畢

竟默寫和把課本精讀一遍，默寫還是相對輕鬆。默寫還可以協助孩子抓出思考上的盲點，當

孩子默寫時很難回憶起來的部分，這是慣性的遺忘，如果能在默寫時直接把遺忘的部分找出

來，通常這就是孩子在考試時最容易忘掉的地方，所以默寫是一魚多吃，黃老師非常鼓勵家

長培養孩子發展心智圖的默寫習慣。

再來，黃老師也很鼓勵親子共讀。建議家長如果有時間，陪孩子上網將考古題都列印出

來，按照大學聯考規定的時間把題目做一遍，最重要的是家長要和孩子一起做，真的是很有

意思喔！實行建議的家長都得到莫大的樂趣，當家長真正去寫考題時才能瞭解孩子所遇到的

挑戰，家長可以用已知知識去寫寫看，然後用正確的閱讀理解、資訊檢索和獨立判斷去試試

看，就會發現原來題目並沒有那麼難，就算你答錯了，拿到正確解答後，再重新去調整你思

考判斷的方式，你會發現原來找到正確答案是有秘訣的，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家長和孩子

會培養出革命情感，因為都同樣考過同一屆的大學聯考試題。

六、642學習管理－管理

第一個是「動機」，要找到孩子讀書的動機；第二個要觀察孩子的讀書「習慣」，如

果他有錯誤的習慣，家長要協助他調整成正確的習慣；最重要的是，家長經常疏忽了「別讓

孩子一個人讀書」，現在是個整合者的時代，建議組成讀書小團體，將家長、老師甚至拉進

善於讀書的親朋好友，變成孩子求學的支持系統。至於讀書習慣，則要從孩子實際的讀書行

動裡去檢視，而從效率去確認方法適切與否，接著討論出好的方法來修正效率不彰的讀書習

慣。

「642學習管理」就是指在讀書動機及讀書習慣的基礎上，組成一個團隊，運用每日、

每星期和每月的架構，協助孩子管理自己的學習。第一個「6」係指每日的管理六個步驟：

濃縮預習、閱讀、聽講、思考、回憶、做筆記複習，這絕對是精簡時間，促成高效益的讀書

管理方法。第二個「4」則是每週檢視四個要點：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指導、學習方

法。第三個「2」要每月幫孩子設定兩個目標，哪兩個目標呢？我舉個例子，可以選擇孩子

要提升的兩門學科，也可以幫孩子設立一個課內、一個課外的目標，例如孩子很喜歡做機器

人，那就可以設定為課外目標，這個目標也有助於提升孩子學習動機，孩子為了完成樂高機

器人競賽，他就必須提升他課內的效率，能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只要每個月達成兩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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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一年來就達成24個目標，三年來就達成72個目標，整個學習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七、學習型班級－支持

協助孩子組一個讀書團體，不只是在座位上讀書的團體，而是志趣相投的學習型團體，

這是管理大師暨學習型組織之父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所提出來的「學習型學校」

四大步驟：（一）建立讀書小組：找志同道合的同學；（二）每日互助：鼓勵小組成員每天

早上到校彼此分享前一天的預習方法及預習情況，下課若有5分鐘空檔，每人挪一分鐘分享

當天回家的複習方法，有沒有自己體驗出來的要點，孩子每一天彼此互相分享的讀書體驗

時，每天進步效果就不一樣，而且能實際協助孩子建立「預習」、「今日事今日畢」、「複

習」的習慣；（三）每週交流：每週去交流「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指導、學習方法」

的提升心得；（四）每月分享：我這個月的兩個目標有沒有達成？我下個月的兩個目標是什

麼？當孩子自己讀書時，自己設定的目標有沒有完成，可以容易地原諒自己，但是當他目標

公開給其他四個小組成員知道的時候，那個效果就會完全不一樣，這是家長和老師可以協助

孩子建立的讀書小組。

孩子讀書的成就感，事實上來自考試成績的提升，若能改變讀書的步驟，運用正確的

方法，應用642管理法則，循序漸進地有效管理每天、每週、每月的讀書歷程，當孩子習慣

正確的學習管理方式後，養成主動學習的紀律和規律，相信您的孩子不只能做自己學習的主

人，未來也定能成為非常傑出的工作者，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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