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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1102讀報教育成果 

(班級：園藝二) 
辦理時間 110.9/1~110.12/4 參加人數   30 人 

  
王詠萱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9.27 一場天災過後 

文章中提到了關於地震使人們難以忘懷的那些傷痛，如

維冠、雲翠以及九二一，我們也在這些天災中一次一次

的改進，然而這些大樓的犧牲也使我們不再濫竽充數，

不再唯利是圖，使我們深刻體悟，不再次的犯錯，犧牲

了那些美滿的家庭以及成功的人士。 

吳心妤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9.27 地球和太空的差異 

看完這篇文章後我才知道原來除了玉米以外還有那個多

植物、種子，甚至是動物都上過太空！真的太神奇了。

原來太空不是真空的，它也有非常稀薄的氧氣含量，我

一直以為太空是完全沒有氧氣的，原來還是有一些，而

且太空的平均溫度是零下 270.3 度，比液態氮還低超多

的，感覺穿著太空裝也還是會很冷。小時候的夢想是當

太空人，一直很想坐火箭到外太空，想從太空看地球、

想從太空看銀河、想在無重力環境下喝水、擰抹布還想

跟外星人交朋友！一切都超酷的，如果這輩子有機會，

一定一定一定要去一趟太空！ 

 

  
潘偃軒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1.1 

手機當媒介全世界重要的議題「全球暖化」，全球暖化

越來越嚴重，在國外有一個人就想到一個方法，因為現

在人手一機，所以他就做了一個手遊，讓人們玩遊戲時

也能一邊討論著議題，像一些未成年的雖然不能去投公

投表自己的意見，可是能在遊戲上和跟自己同齡的一起

討論著議題，一方面是增加人們觸及率，另一面是看青

少年是有何見解，我覺得全球暖化這個議題是下一代人

也要一起去面對的，所以也廣大蒐集年輕一輩的意見也

是不錯的，不光是聽成年人，有時候也要聽聽看未成年

人的意見如何。 

唐謀翊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4 教室種了櫻花樹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國小和分校是一所排灣族小學，這裡

有一個五年級導師她在教室裡布置了一個櫻花樹還有神

社，一走進教室彷彿就像走進櫻花林一樣，這樣子我覺

得在教室能營造一個很不錯的環境，這樣子讀書也會比

較認真一點，教室還會有香香的味道，可以紓解壓力。

教室裡的收納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亂亂的教室，會怎

麼也靜不下心來，如果是很乾淨的教室，一定會讓人更

放得下心來，更可以認真讀書，我覺得教室是這樣子的

話上起課來一定很不錯。 

 



  
田欣幼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9.27 從文本建立思維 

台灣早期閱讀教育大多侷限於句讀間，像是背誦課文、

注釋。隨著知識的增加，我們發現到光是學習詞彙是不

夠的，於是開始拆解文本從中學習，試著了解作者的想

法，可是卻忘了在閱讀時最重要的部分「思考」。 

無論是書籍、報導文章，抑或是電影或影片，我們身為

讀者需要的是在觀賞過程中觸發自己更深、更廣的思

考，透過建立思維，了解自己對事情的看法。而這也是

閱讀最初的根本意義。當我們閱讀到一篇文章時，可以

根據內容，試著提出一些問題回答，這不但能幫助自己

理解到文中涵義，更可以促使自己去思考。 

我認為從文本閱讀到形塑思考的過程，其實是在於建立

看待世界的眼光，以及在自我的探索後，明白到是否對

自己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石凱宇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27 撕掉標籤我們都一樣 

在網路上常常有酸民出沒去攻擊公眾人物讓自己得到滿

足感，但公眾人物是不能回擊的一回擊就會有人說公眾

人物就 應該 被批評被撿討，所以全部的與論壓力都放

在心裡就導致了現在常有的文明病憂鬱症。現在的年輕

人已經跟網路並行處處的依賴網路甚至會非常在意自己

發的文的按讚數當今天按贊數低時就給自己很大壓力會

產生許多幻想讓自己壓力過大做出傷害自己的事 

讓這個世代被稱為草莓族。這時有這些症狀的人就要試

著少碰觸網路世界留點時間給自己，不要常時間活在壓

力下，給自己一些時間去看看其他事物的美好適時的放

鬆自己也可以讓自己看到更多的不一樣讓自己更上一層

樓。 

  
林志惠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4 好玩成就大事三個青少年 

打造澳洲新冠權威數據庫。 

在新冠肺炎的持續燃燒之下，來自澳洲的衛斯理、傑克

與達西最初「純粹出自好玩」而架設 CovidbaseAU，相

關計畫自今年二月開始擬定，實現了統整數據、分工設

計程式、追蹤各項活動，製作圖表並發布搭配表情符號

的滾動更新消息。當我在這種 14、15 歲的年紀時，只

是個整天玩遊戲、上學等做著各種沒有變化的生活，而

這三位青少年不只是單純因為興趣，還更多的利用自己

的才能，將各種數據整合好，放在網站上，讓所有人一

目了然。「然而年紀並不是問題，我們應當把握當

下。」願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努力的朝著目標邁進，在路

途中也許會發現一番不同的景色。 

林芷宇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11 動物世界 

世界是如此的相同，角色又如此的相似，但為何人類和

動物一樣呢？動物是因種類不同，那麼人類呢？我銳利

的雙眼，始終看不懂問題的本質。我像一個旁觀者，目

睹人性的墮落，人道毀謗，不知道該作何感想，卻感到

有些無措，因為我無能為力的去改變，只能洞悉一切，

成為這個世界的顧問；可決策不是在我。啊！你看，又

是一個生命的折去，回想人類世界的經歷，我想我們動

物還是挺幸福的，無憂無慮，而不是人類的社會囚牢，

看破人情冷暖，人世悲歡離合，終歸還是沒能釐清，｢如

果我世界上有什麼不懂的，那大概是人心吧！」我這麼

想著...… 



 

  
宋欣芸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4 缺一色的蠟筆 

在目前這個不斷提昌「環保」的時代,能創造出這種新奇

且衛生的產品可說是非常厲害的想法,就算它的單價貴了

一般的蠟筆 5 倍,還是非常受歡迎,創造者是一位孩子的

母親,而創造的動機是再溫馨不過了,她只是想要自己的

孩子在畫圖時,能用健康.無毒的畫筆來做畫,即使誤食了

也不會因此而中毒或傷害到身體。 

這款蠟筆的製作,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光一

個顏色就需要實驗多種同色的蔬菜水果,並非所有都會成

功上色,除了製作的材料會有所影響外,形狀.糖分.著色性

也會影響成功率,天然著色的限制真的非常多也很耗時

間,但為了自己與眾人的孩子們,這位母親不惜利用非常

多的時間去完成它,真的非常偉大,也是很感人的一個事

蹟,而標題的意思其實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藍色蔬果製作

成蠟筆,才將藍色做為公司名稱來補足缺少的那一色,世

界上有很多人的產品創舉都是簡單而感動人心的,期許自

己未來也能創造出這樣的物品。 

陸湘棋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18 找回與自然的和諧 蔣勳：

把生活裡最健康的東西找回來 

經濟發展與永續環境之中掙扎，到底該選哪一個？許多

國家都在拼經濟，讓自己擁有更多資金壯大城市發展、

訓練武力，別國攻打的時候能夠有足夠的武力能夠對

抗，也研發各種武器，這些都是需要金錢的，要有金錢

就要有產業能夠賺錢，但如果這樣，就會傷害到地球，

有兩句成語叫做「富可敵國」以及「富國強兵」，這是古

人擁有的智慧，但也說得沒錯。所有的源頭都和金錢有

關，現在的技術越來越發達，開發了許多自然發電以取

代火力發電以及核能，自然發電固然環保，但只倚靠自

然發電是不夠的，以太陽能版為例，製造太陽能版的背

後又帶給了地球多少傷害？相對的火力和核能發電也帶

給了地球危害，全球暖化越來越嚴重，氣候異常，以前

的 11 月已經長袖長褲，現在居然還穿著短袖短褲，我覺

得要保護地球，我能做到少開冷氣和隨手關燈以及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以及呼籲使用環保用品！ 

  
高祐鈞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1.7 求壽不如護生 

如是說，大澈大悟很難，但每天想通一些小小的道理，

一生中，覺是不斷用心去開悟。我認為這段話警惕了我

們在生活中雖然不免遇上許多難題，在解決的過程中反

省自己也是最重要的一環，若能每一天留一些時間給自

己好好想想說不定就能得到自己所滿意的答案，其所需

要的無非是持之以恆的決心，這也是許多人缺少而往往

是最關鍵的，學習如何去做到這一點並成功就已經成長

了。文章引據了不少人在失敗或困境中振作後得到了答

案而向前走的故事，他們各自都給了讀者一段話，每句

皆為自身經歷許多困難後式如何走出陰霾的道理，值得

我們去省思。 

林永勳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4 穿戴式裝置為你警戒 

本篇報導講述智慧手機可以方便人類外面世界的各種資

訊，但除此之外另一種穿戴式裝置也陸續出現，這種裝

置能夠幫你測量自身身體的心跳、血氧濃度等，我認為

這種裝置的出現能夠非常大幅度的降低人們對於自身身

體狀況不好而發生的危險，不管是對於一些心臟病或其

他身體疾病的患者或是身體健全的人，都能夠在身體不

對勁時發現，已及時就醫，但終究只是個穿戴裝置，我

認為還是不能夠全然相信，而是當作參考，還是需要定

期做健康檢查，觀察自己身體的近況。 



 

  
楊子儀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25  

電競的確被某些觀念以偏概全，它確實在人們眼中扮演

著或傷害或不正經的角色，可是我們若不用以管窺天的

方式去看待，那樣的科技科技實是萬般遼闊，那樣的天

空如此無邊無際。「電子競技」對我來說並不陌生，處

在我們這樣年齡段的人幾乎有百分之九十及以上都會玩

電子遊戲，如：絕地求生、傳說對決、神魔之塔⋯⋯。

不過有些過度沈迷於網路的人，每天吃喝拉撒都在網

吧，睏了就靠在沙發上休息，醒了就繼續打遊戲。因此

電子遊戲在當時被所有家長所厭惡，他們一致認為都是

因為電子遊戲而害了自己的孩子。在我們這個世代慢慢

出現了正規的職業聯賽、資本雄厚的俱樂部，且一名職

業的電競選手也不再會像從前一樣被人稱之為「不務正

業」和「網癮少年」。雖說對老一輩而言，這還是個不

適合當飯吃的行業，這一切都是很難改變的。但對我們

而言，網絡已是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會有越來越多的

年輕人投入電競事業，當然不僅僅是職業選手，而是關

於電競的每一個職位。「衣食住行是人們的生活根本，

電子競技就是人們對於娛 

邱芯穎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11 尋找台灣味譜 

「台灣味譜」能夠為台灣的味道做出完整的定義，讓我

們不會再懷疑自己的味道從何而來。 

文章內的主角-江振誠，從小就在國外琢磨著自己的廚

藝，每當有人問起他「台灣有什麼?」他不知如何介紹，

是中華料理還是中國料理、還是什麼?又跟中餐與西餐哪

裡不一樣? 

我想，再依些台灣人的心目中肯定有只能在在地吃才對

味的搞早味美食。像是在台北信義區的米粉湯、在基隆

的手工肉圓、新竹的貢丸米粉......還有許多。文章內提到

首先要找出獨特性，若要傳承下去也是要味譜，整理出

像是字典的東西。這些重點我覺得在某些食物的老牌都

慢慢開始出現......，鹽水百年果攤就有著已經傳承三代的

百年歷史，這樣的老牌若是外國人來到台灣旅遊，打響

名號，必能擴張台灣美食的版圖。 

最後，我們需要找到屬於自己料理的詞彙與組合方式，

才有辦法與人溝通、甚至交換。若是沒有，吼果可能就

是慢慢被稀釋掉、被同化。目前眾所皆知且已經紅出國

外的美食不外乎就是「 珍珠奶茶」 了吧。 

  
吳叔衡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9.29 新世代教育的挑戰與契機 

指的是說在這社會變遷快速的環境中，教育政策該如何

調適有，創造有利的條件，且能符應社會的需要，我認

為我們的國家對高等教育而言像學校、或教育皆缺乏有

系統人才培育計畫，原因大概是國家的政經情勢變化莫

測導致，但更大的原因還是國內少子化的問題，而我覺

得我們必須對於數位科技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而才

採取國家規劃策略等。進階提升國人數位的素養，政府

應該積極全面提升國人數位素養，以消除數位文盲和數

位落差等等，最後我認為在現在這種競爭力和新世代教

育都很大的狀態下，我們和政府都必須努力的進行。 

張廷宇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11 從飲食認識世界 

日本學校近年外籍學生越來越多，營養午餐也逐漸出現

變化，不再只是和食，而靜岡縣磐田市南部中學上月底

試辦營養午餐提供非和食料理，希望透過各國的飲食文

化來讓學生更深入的認識其他國家，落實「不只是提供

學生營養均衡的食物，還是飲食教育的一部份」。不同國

家的飲食都不盡相同，這些不同的飲食不但反應出當地

的傳統、宗教、人文、地理及文化歷史，而隨著交通發

達，不同國家的飲食互相傳播，使得在一個地方可以看

到其它國家的飲食， 讓許多離鄉到外地旅行、留學和工

作的人可以品嘗到家鄉的味道。 



 

  
汪世華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1.7 檢視行為模式 

在生活中很多的行為都是累積而成的，這篇報導正是說

一位 40 歲的小明買外套時，店員幫她挑出適合的尺

寸，但小明堅持買大一號，之後，陸續有朋友告訴小明

他的外套不太合身，後悔之餘，小明才發現原來是小時

候父母非常節儉，衣服總是買大一號，所以就算小明已

經長大成人，買大一號的想法還是會自動跳出，我覺得

有些的行為模式，因為時間空間的變化，從原本行得通

的行為現在卻行不通了，但卻只有少數人可以發現自己

的行為模式不適當，大部分的人都要經由他人提醒才會

有所察覺才能加以修正，所以在生活中如果遇到行為模

式和自己不同的人，應該要互相尊重或是加以討論而改

進，是一個我們都值得努力的方向。 

陳鈺龍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18 我們共同的未來 

核電廠發電的優缺點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們都很清楚，

這是個嚴謹的議題。所謂核電廠發電的優缺點，關鍵是

核電廠發電的優缺點需要如何解讀。緬甸講過一段深奧

的話，沉睡的蝦，會被急流捲走。這句話把我們帶到了

一個新的維度去思考這個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核電廠發電的優缺點不僅僅是一個重大

的事件，還可能會改變我的人生。那麼，我認為，透過

逆向歸納，得以用最佳的策略去分析核電廠發電的優缺

點。 

  
傅若瑀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18 護藻礁 海委會蒙「生態

差」眼罩？ 

這篇主要講述的是民間為搶救大潭藻礁，曾提出多個申

請、請願案，無奈先是遇到了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相互

卸責，再遇到農委會與內政部均將保護區劃設推給新成

立的海委會，這些會造成護藻礁的時間一再延後。而許

多的工程不斷推進，使原先期待的保護區遲遲尚未劃

設，妨礙開發的柴山多杯孔珊瑚卻率先被檢討，他原是

最早發現的棲地，因工程的開發遭到嚴重破壞，若再失

去大潭藻礁的棲地，族群有可能都將會滅絕，我們應讓

政府儘快規劃大潭藻礁的保護區，否則即將面臨的將會

是族群的滅絕。 

葉禹彤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25 紙上寫作課 

在解約書這一篇文章裡我看見了「人性」，人生的無奈以

及人生的苦腦，且作者本性純良，會體恤打電競的孩

子、為打電競的人們打抱不平，看見自己老闆為了原電

競者的年紀而解約，深感無奈，作者覺得他們是可愛的

孩子，可為了公司利益...需要更加年輕的孩子，只好將解

約書留給原簽約方，解除給他們的資金，但作者只是秘

書...沒辦法做任何改變...即使知道自己手頭上的契約書，

是他們的命根，但在最後!他想起她的家人有想進入電

競，因此在結尾，他嘗試去與「他」聊聊，讓「他」不

用經歷作者所看見的苦處。 



 

  
劉丞皓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25 群眾魅力是福？是禍？ 

這一篇文章是在講述兩位女性，一位是即將卸任的德國

總理梅克爾，另外一位曾經是矽谷金童如今因涉嫌詐欺

而正在接受審判的伊莉莎白·霍姆斯文章中講述了兩人

的個性和做事的技巧和面對事情的態度，是一篇非常正

面的報導，告訴大家不管你有多大的魅力，可以影響多

少的民眾都要秉持著安靜、謙虛、矜持、優雅、溫和、

低調、不愛出風頭、能體諒他人、反省自己、野心勃

勃、堅持到底，反而會更增加大家對你的好感度，不管

是在政界或是在商界的群眾魅力都有可能是資產，也有

可能是負責。 

 

謝寧欣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1.1 西陵街那些店 左營高中開

課 為每塊招牌說故事 

這篇報導是介紹西陵街內一些店家的歷史和西陵街的繁

華到沒落，其中最讓我影響深刻的是手做西裝老闆的故

事。這份傳統技藝需要憑藉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經驗，甚

至不知要花多久時間才能達到出師的程度。我相信當學

徒的日子會非常勞累，打掃、雜事也會壓縮到能夠和師

父學習技巧的時間，每天能夠跟著師傅琢磨技藝的時間

所剩無幾。要想「出師」，不知要付上多少個青春的十

年。當學徒過程中，日積月累的努力、不懈的學習，成

就了他現今能夠堅持純手工，甚至開店立業的資本。現

代社會的我們若是能夠學習這樣的態度，帶著這份精神

堅持立場，相信在未來必能有一番成就。 

  
古翔暄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18 從仙草力行環境教育帶學

生關懷在地生態 

這篇文章是在說老師帶著學生親近大自然，實踐公民的

社會參與，讓學生以真正貼近在地需求，讓學生貢獻所

長，齊心打造為休閒農業重鎮，仙草學是學校力行環境

教育的一環，除了仙草學，也會帶學生跟社區民眾檢測

水質、關懷埤塘語在地生態、試行有機堆肥跟栽種。在

知識建立、手做體驗、感同身受、能量擴散之下以自然

為師，與大地深交。 

看我這篇文章之後我覺得能以課程的方式讓學生更加的

親近大自然真的很想也試試這種感覺，在課程中我們也

有離開熟悉的校園去較陌生的地方做植物識別的課程，

但是感覺也不太一樣，因為植物識別跟平常上課內容蠻

相似的，所以就會覺得會更想去體驗平常農民的工作，

雖然可能會很累，但總是會想嘗試看看的，也更好讓學

生們知道農民們的辛苦和付出。 

黃語柔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25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鍛鍊則

學思辨 

當你被問到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題目時，你該如何去找

一個最完美的理由去詮釋你的答案呢?之前，我和一位朋

友聊天，他突然問我一個問題，他說:當有一輛火車行駛

在軌道上，突然你看到不遠處有一位小孩在鐵軌中間，

現在在你手中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直接開過去，另一個

選項是將火車駛入另一條廢棄的軌道，但那條廢棄的軌

道有五位小孩，如果是你會如何選擇。而這個時候的我

想了一個答案，那就是直接開過去，因為我覺得一個人

的錯誤不應當由其他人來承擔，但這個時候我們要往另

一個方向想，如果我們轉變方向，將火車駛向另一冊的

軌道，我們就可以救下這位小孩。我認為遇到這種問題

第一步就是去想你主張是什麼，當你想好你的主張後就

要開始想你的理由，只要有主張就會有理由，第二步想

一個好理由或壞理由，除了要理性的判斷，也要尋找導

致錯誤的可能性，最後一步就是想反面理由。我們要做

一位會判段是非的人，而不是一昧的服從不經思考，一

個口令一個動作的人。 



 

  
李士傑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4 曹沖秤象 

說到三國中最耳熟能詳的故事，曹沖秤象絕對名列前

十，不少人小時候都有看過，故事是在說曹操有個小兒

子叫曹沖在他 5、6 歲的時候，孫權送給曹操一頭大

象，曹操非常高興，看著看著提出了問題，他說：這頭

大象這麼大不知有多重，於是就叫手下人想辦法秤一下

大象的體重，結果手下人都不知應該怎麼做，這個時候

小曹沖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他把大象牽到船上，利用船

在水裡的浮力給船身刻上記號，然後把大象牽下船，讓

人拿石頭放在船上，讓船沉在船身和水面相同的刻度

處，然後把石頭秤重相加得出的就是大象的體重，看完

故事後，我很佩服曹沖，連大人都做不了事情，他居然

會，想想真慚愧，原來一些事情不分年齡大小，只要肯

用腦、用心、肯嘗試，孩子也可以做的很好。 

劉峻宇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1.1 漂浮農場起重機和貨櫃輪之

間一群乳牛甲板吃草 

今天看完了這篇報導，我認為這座漂浮農場是一個很好

的發明來應對氣候變遷導致的全球暖化，其中以尿液回

收再利用變成牛隻的飲用水，和將牛糞做成有機顆粒肥

料，這是值得我們傳統畜牧業可以學習的地方，但我認

為這種漂浮農場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報導中稱漂浮農

場可上升或下降 2 公尺，如果以後全球暖化加劇，海水

淹沒了這個高度，難道你還要再往上加蓋嗎?我覺得我們

先要解決的不是將農場架高，而是去解決全球暖化所倒

置的海平面上升，這個才是問題的關鍵。一昧的去架高

而忽視了根本的問題這是不對的。現代科技的進步，使

人類有了許多的方便，但別忘了你在享用這些便利時所

造成的地球危害 

有多大。 

  
劉語芹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1.1 讓熊吃到飽 

花蓮的富里郷盛產有機稻米，某日一位民眾竟發現疑似

台灣黑熊小熊現蹤稻田吃稻穗，農友擔心往後的時間會

有大黑熊出現，心血無法回本，因此富里鄉農會馬上開

會決議將該片稻田買下，使黑熊們能夠吃到飽，不必擔

憂糧食問題及安全問題。 

近年來，臺灣因為過度開發，造成許多物種瀕臨滅絕，

我們也幾乎無法在野外看見野生動物，富里鄉農會買下

此片稻田讓我覺得相當有意義，這項動作不僅能保護黑

熊的安全，也為臺灣的生態出了一份力，人們往往在面

對利益及生態的選擇中選下利益，造成臺灣生態受到極

大的衝擊，或許我們能夠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能夠

兼顧生態及利益，例如苗栗的野生動物友善跨越橋就是

個很好的例子，苗栗縣政府提出的堤防及溪底水泥化計

劃，因為開發計劃剛好在石虎的棲息地範圍，因此暫停

了此項計劃，但因為野生動物友善跨越橋的出現，這項

計劃有了新的轉機，建造跨越橋後，不僅可避免石虎遭

到路殺的情形，也能夠安心的繼續完成計劃，達到人和

動物和平共存的境界，也使利益及生態能同時兼顧。 

葉庭羽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25 避疫畫畫 14 歲畫肖像讓專

家驚艷 

我看到的文章是避疫畫畫，這次疫情讓大家都措手不

及，確診人數只增不減，大家只能在家上學、上班，這

篇文章中的 14 歲青少女，在避疫期間拾起畫筆，畫起鄰

居和祖父等人物肖像，上傳到社群媒體，不僅吸引到藝

文人士的注意，並且將三幅畫作賣出了，也在「黑水藝

廊」展出，她的畫作最近是她的祖父，也是非賣品，她

表示感情價值無法衡量。她的畫作人物看起來很生動，

不注意還以為是真人在那呢！一看到這篇文章我就想

到，在家上網課的時候，美術課老師也有介紹類似的，

是一些知名的攝影師，因疫情無法出門拍攝，在家拍鄰

居或是家裡的狀況，心裡的聲音都可以表現在照片了，

這些人真的很厲害，讓大家看見他們的作品，也讓大家

在疫情期間可以欣賞畫作，如果可以我也希望可以做一

些事，來放鬆或增加一點興趣，但我只有想，卻並沒有

實踐，期許自己能夠實現這個目標。 



 

  
曾亭燕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10.18 腎結石地質學 

想必大家都能了解腎結石地質學的重要性。伊林娜在不

經意間這樣說過，互相贈送禮物的家庭習慣有助於增進

父母與孩子之間誠摯的友誼。其主要意義並不在於禮物

的本身，而在於對親人的關心，在於希望感謝親人的關

心。這句話決定了一切。羅斯福曾提出，一位最佳領導

者，是一位知人善任者，而在下屬甘心從事其職守時，

領導要有自我約束力量，而不插手干涉他們。這句話令

我不禁感慨問題的迫切性。可是，即使是這樣，腎結石

地質學的出現仍然代表了一定的意義。我們要學會站在

別人的角度思考。問題的關鍵究竟為何？若發現問題比

我們想像的還要深奧，那肯定不簡單。 

我以為我了解腎結石地質學，但我真的了解腎結石地質

學嗎？仔細想想，我對腎結石地質學的理解只是皮毛而

已。 

吳少尊讀報心得: 

聯合報 好讀周報 2021.9.27 

曾因外貌遭受校園霸凌的 31 歲因國女子埃爾·席琳為了

提倡做自己，成為史上第一位素顏參加選美比賽的女

子，雖然最後並未進入決賽，但這樣的精神值得讓大家

學習。生活上，大多數人都只看事情的表面就下定論，

讓我想起孔子的一個弟子子羽，雖然體態和樣貌醜陋，

但他處事光明正大，不走邪路。這讓我知道不可以貌取

人，先觀察再做結論，以免惹出不必要的紛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