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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鼓舞自己，永不放棄 

    在休假期間，我不停鞭策自己，爭分奪秒，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原因有三。 

第一、放棄半年入息，雖以家境論，還能負擔，但可不是開得玩笑的，若不

能取得理想成果，就犧牲不值。 

第二、公司讓我停薪留職半年，縱使未必是極限，但不容易再有另外六個月

的機會。 

第三、幼兒已五歲，若不快擺脫「亞氏保加症」，愈遲愈難。 

  訓練幼兒的過程，總有遇上挫折的時候，或不見進步，或幼兒不合作、對抗，

或不同意導師所講，要自尋出路，甚或與內子意見相左，心情欠佳。我一定要減

壓，保持樂觀。各人都會有不同的減壓方法，如小休、運動、看電影、找朋友、

社工傾訴，或吃大餐等等。我則靠閱讀和聽電台廣播。 

  這六個月，我睡得比上班時更晚，爭取時間讀書。書主要有兩類，第一是理

論和實踐的書籍，全與幼兒訓練有關。第二是真人真事改篇，記敍編者教導有特

殊需要學生的經過。我主要靠閱讀第二類書籍來減壓和鼓勵自己絶不放棄。 

  其中一本著作為《阿德找阿德》，作者是愛思蓮(Vinginia M. Axline)。這書深

深吸引我，叫人愛不釋手。我僅花兩晚便看完三百多頁的書，這是我過去十年未

曾有的事。 

  一個幼稚園低班的學生，智商高達 168，但在園內部渾渾噩噩，沒笑容，不

嬉戲，不合作，或自縮一角，或躲於桌下，不理會老師和任何人叫喚。若強迫他

參與活動，阿德會反抗、推撞、叫嘷、甚至咬人、動粗；放學不願離開，總哭鬧，

其母親每天由司機駕車來接阿德，例必遲到，似是刻意避開其他家長和學生。 

  唯一令阿德安靜的，是老師朗讀書本。阿德總是一個人，或坐在地上，或躺

下，離老師不遠，耳能聽書的地方，默不作聲，其狀時若專注，時閑散，時閉目

俯卧，不作聲，難料阿德是否聆聽。 

  阿德家庭富裕，捐贈大筆款項給幼稚園，校監指令必須收容阿德。據聞阿德

父親是美國出色科學家，母親是心臟科名醫。其母曾向園方表示，阿德是腦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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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或智障的孩子。園方找醫生和心理學家，為阿德診斷，均不得要領，無法改善

阿德的行為。阿德就如此在園內度過兩載。後來學校收到其他家長投訴，阿德咬

傷、打傷其他同學。事情總要來個了斷。 

  為什麼一個天生絶頂聰明的小孩子，在一個似是無可挑剔、父母受高深教育，

成就超羣的家庭中長大；母親還放棄事業，全力在家照顧，卻有嚴重行為問題？

阿德有一妹，在母親口中，是「完美」，但阿德則討厭妹妹，認為她一無是處。

為什麼行為偏差，只出現於阿德身上，而妹妹沒有呢？ 

  最後，園方請來美國頂尖兒童學家愛思蓮女士負責這個案，愛女仕用了三十

四個星期，把阿德的行為糾正，挽救這良才美玉，扭轉他和家人、老師、同學的

關係。最後，阿德重投父母懷抱，開心快活，再入讀天才兒童學校，成績超卓。 

  愛女仕沒有說教，沒有指示，只是每星期一次與阿德做「遊戲治療」。在此

書中，愛女仕不愠不火的敍述這三十四次會面的經過，詳盡記錄每句說話，每件

行事。她所有應對及安排，背後皆有理論基礎，盡是高招，愛女仕閒話家常般的

娓娓道來，更加吸引。我一路閱讀，思潮起伏，既佩服愛女仕高超的技巧，心胸

廣濶，理論縱橫，也為阿德和他家的遭遇，感動歎息。 

  阿德的個案，深深激勵我，讓我看到家庭教育無比重要。阿德本是天資卓越，

但父母初期教法大錯，阿德便嚴重行為偏差，但愛女士令他父母改變過來，阿德

也完全改變。我幼子是亞氏保加症患童，與阿德情況不同，但肯定沒有智障，而

我與內子，得一流的專家指導，付出的時間、精神，安排的訓練，都切合幼子需

要。看着他一點一滴的進步，我不信自己不能帶幼子走出幽谷。 

  曾與心理學家，幼兒工作者，社工提及這書，他們通通讀過，異口同聲讚譽

此書出色、感動，可見它的江湖地位，我建議家長萬勿錯過。細讀愛女士處理阿

德的個案，如入寶山，一定獲益良多，終身受用，假若家長事忙，也可把此書當

作小說看。它把當事人的心態刻劃入微，情節豐富，一路鋪陳出來，峰迴路轉，

結局令人驚喜。這本是一件真人真事，卻教人讀來有奇情小說的感覺，很吸引。 

  《愛恩斯坦的孩子》（A Smile As Big As The Moon），作者科思耶（Mike E. 

Kersjes）及雷登（John Layden），是另一本深深鼓舞我的好書。愛心、努力和關

懷，能化腐朽為神奇。我是在圖書館找讀物，全因書名吸引，借來一看，竟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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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收穫。以下是書本的內容大要： 

  美國阿拉巴馬州「太空與火箭中心」，有一個小太空人計劃，每年一次，為

期一星期。美國各中學自由組隊，報名參加，計劃是要小太空人，接受各式各樣

的訓練，再登上模擬太空穿梭機，負責任務。每當遇上突發問題，小太空人要自

己判斷、應付、解決。 

  在密西根州激流市，有一所特殊教育中學──林山北方中學，老師邁向，科

思耶和羅蘋、麥肯尼，負責教導一班特教生，諸如智障、讀寫障礙、唐氏綜合症、

自閉症、過度活躍症、妥瑞症(Tourette’s Syndrome)，小胖威利症(Prader Wili 

Syndrome)──患者無法控制自己食慾，不停吃，過胖，但體型通常十分矮小。

又或者來自破碎家庭，有嚴重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學生。偶然機會，科思耶老師翻

閱一份報導太空營的文章，突發奇想，希望帶特教生到太空營，給他們一個發揮

的機會。 

  這羣孩子，長時期被標籤為次等、愚笨，缺學習能力、不上進、搗蛋、搞破

壞，嚴重的更被斷為終於生不能自立，需受照顧。然而科思耶老師認為太空營的

活動很有意思，不單教他們火箭和太空的知識，還可以使他們重獲自尊、自信，

學習互諒和團隊精神，不再自暴自棄，融入正常社會，做個自立、有用的人。 

  第一個同意、支持科思耶老師的人是羅蘋老師，自一九八七年夏至八九年完

成太空營訓練，這兩位老師，足足一年半，憑一個堅強的信念，闖過一關又一關，

解決數不清的障礙，最後取得意想不到，難以置信的豐碩成果。 

  首先反對科思耶老師的是校長，形容這是「瘋狂」，第二位反對的是督學。

一般老師，遇上頂頭上司反對，早就放棄，以免危害自己飯碗。但科思耶沒有，

他越級向校董會主席提議，得到支持。真欽佩他的膽量和努力。 

  發給小太空人計劃主任的建議書，石沉大海，歷數星期音訊全無，搖電話去，

得到是推搪，請候。但科思耶老師不放棄，求助本區眾議員，真幸運，該議員正

是華盛頓太空與科技委員會的主席，對太空營有很大影響力。議員打電話給太空

中心主管，只一天，科思耶和羅蘋兩老師就獲邀親到阿拉巴馬州去解說他的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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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埗，先見小太空人計劃主任，所遇滿是猜疑。第二天，到與太空營總管會面

時，總管直接了當：「太空營是為精英、資優學生而設，為什麼有傻老師認為可

以帶二十位受特殊教育的學生來？」科、羅兩老師不畏縮，努力為孩子爭取機會。

面談完畢，總管建議計劃主任：「請與科、羅兩老師明早一起進早餐，順道告之

決定。」第二天吃早餐時，主任吐出了極重要的一句話：「我多方打聽，相信兩

位老師不是為自己的履歷加添光榮，而是真心為孩子的福祉而努力，所以向總管

推薦讓特教生來，主管答允了。」然後非常嚴肅的說：「我對總管承諾，願以自

己的飯碗為你們擔保，你們必須辦好這件事。」無與倫比的承擔，科、羅兩老師

幾乎暈了。 

  獲接納參加太空營，是出乎整個學校和社區意料之外，是奇蹟。校方態度開

始轉變，由批評，冷嘲熱諷，改為任科、羅兩老師放手一搏，但欠缺實質支持。

科思耶未去太空營與總管會面前，已漫不經意測試特教生的意願，當然不是胡亂

承諾，只當作一個閒話。當老師帶回來好消息，大家開始認真討論。參加太空營，

不是渡假，是嚴肅的受訓和學習，要負責處理模擬的太空任務，更要與來自全美

多隊資優生比賽，不花不假，絶無優待。這羣特教生，一生人從未脫離父母的羽

翼下外遊，照顧自己，他們有一年多時間預備，會成功嗎？ 

  第一項要解決的問題是教材，不用多說，從沒有為特教生編寫的，連太空營

也沒有。經過打聽，科、羅兩老師轉去休斯頓太空中心教育部尋求協助。這處不

隷屬阿拉巴馬州的中心，獲准參加太空營，不就等如會獲禮遇。也許是幸運，也

許是誠意，感動了教育部的主管，從起初輕蔑、嘲弄，到細聽陳述，到慨然應允

免費提供教材。闖過一關。 

  取得教材祇是開步，如何將這些為普通學生，精英而設的教材，轉化為適合

特教生用，是另一挑戰，而科、羅兩老師並非太空專家，他們也要學！再過一關。 

  最難是籌款，帶二十個學生去阿拉巴馬州一星期的旅費不菲，約五萬美元，

怎辦？資優生許多來自中上階層，支援多，容易引起贊助商注意，但特教生呢？

科思耶發出幾十封信，都去如黃鶴。日子一天天過去，特教生日漸失去期待，一

度凝聚的團結力量、關心，慢慢磨削。峯迴路轉，贊助商突然出現，事緣有特教

生在漢寶王做兼職，消息傳到漢寶王的東主耳中。他見義勇為，慷慨解囊，原因

是他喜歡幫助弱者，喜歡見到他們勝利。旅費解決了，特教生又努力起來。 



攜手同心──兩代亞氏保加兒的越障路 (增訂版 2019) 	 	 	 	 	 	 	 	 	 	 	 	 	 	 	 	 	 	 	 	 	 	 51	

 51 

  贊助商是生意人，安排記者會，科思耶和羅蘋也不是書呆子，當然配合。這

樣，這樣，事件愈來愈引起公眾注意，得到愈來愈多的支持。其中一項訓練，要

在泳池中進行，模擬太空失重狀態。林山北方中學沒有泳池，社區青年會就免費

提供練習時段，柳暗花明，又解決一問題。 

  特教生的家長也改變態度，由不相信、嘲笑，慢慢改為容忍，再變為支持和

鼓勵，畢竟這是一個極難得的機會。 

  有教材，有旅費，有社區協助，這羣孩子就得以展開訓練和學習。他們本就

有學習障礙、讀寫障礙、注意力弱、甚或智障，困難重重。多得兩位有決心，熱

忱的老師。我對他們有無比敬意，萬分欽佩。教這羣學生，不可以依書教，亦不

能簡單搬休斯頓太空中心的教材來用。一般教法，對這羣孩子不適合，你跟他們

「講」，他們「聽」不入耳，但不少強於吸收圖像知識，也能透過雙手去「做」，

去嘗試，去領悟，科、羅兩老師就設計遊戲，把太空梭升空的步驟，和可能遇上

的種種阻礙，轉化到紙板遊戲上，生動有趣，特教生就學得快。 

  另一個方法是砌模型，藉此了解火箭，太空梭的結構和推進理論。模型價值

不菲，但幸運地又得到模型公司贊助，免費提供大大小小的火箭模型，價值超過

四千美元。這羣小孩也顯露了被忽視的技能。有一天，科老師看著圖解，花半天

仍在摸索，一位智障的男孩，突然自告奮勇，領一盒模型回家，只一晚功夫，便

砌好精密的火箭模型，科老師自嘆不如。之後，這男孩就成為眾特教生砌模型的

導師。 

  這些火箭模型，不是純觀賞用，全部能發射升空，貨真價實。科、羅兩老師

就安排一次公開的發射展，還約傳媒報道。由於火箭有火葯，存爆炸的風險，消

防局派消防員，滅火車在塲戒備。這羣學生的家長，都獲邀出席參觀，大家都興

盡而歸。曾幾何時，一羣長遭忽視的弱能學生，努力學習後，能在自己學校、老

師、家長，甚至傳媒前，能一展所長，並贏得掌聲，重獲自尊。 

  科、羅兩老師為多鼓勵學生，絞盡腦汁，決定邀請退役太空人到林山北方中

學訪問。世上總有熱心人，不計較，願為特教學生打氣，給他們支持。不多久，

就有負盛名的退役太空人探訪學生，古道熱腸，更趁機與學生一同潛下水池練習，

事後大讚特教生靈活、合作。無疑，他的出現和參與，是極強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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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羣學生於一年多前，還是被視為弱能，智力低下，溝通無方，不懂互諒，

缺乏上進心。經年多努力，他們自信、互相包容、關懷，奮勇；縱遭逢歧視，表

現克制，大方面對，恰如其份，著著實實是出眾的學生。他們準備好了，可以去

太空營了和其他最頂尖的學生比肩了。做父母的，怎不開心、安慰？ 

  科思耶得太太協助，與羅蘋，於一九八九年，帶同二十位特教生出發，他們

鮮有出門，更絶少乘飛機，幸中途有驚無險。 

  參加太空營，競爭激烈。那一屆，有二百位精英學生，除美國本土外，還有

來自法國和波多黎各的學生。初抵阿拉巴馬州，其他學生不相信一羣特教生，有

能力爭勝，看扁他們，甚至出言侮辱，但特教生不亢不卑，沉着自信，準備好用

成績證明自己的能力。 

  太空營活動展開，特教生首先在兩項不計分的項目勝出，一鳴驚人，令一眾

早前挖苦、白眼他們的精英學生吃驚，太空營的工作人員刮目相看。科、羅兩老

師本不期望取得獎項，但事實證明特教生有能力問鼎。 

  賽事展開，當中發生一件事，激動人心。有一項比賽，要學生為太空服設計

一個臂章，要突出參賽隊名「漢堡王」，也要彰顯太空任務的合作精神。時間緊

迫，是黃昏收到任務，第二朝要交出。特教生中，只得一個小孩子善於美術設計，

整隊學生，七嘴八舌將想到的意念搶說出來，不免雜亂無章。 

  攪了個多小時，由本來集體創作，分陳意見，慢慢變成各持己見、爭執、以

致吵鬧。擔當設計師的孩子吃不消了，突然情緒失控，一手將抬面的草圖設計、

顏色筆、紙張統統掃到地上，哭了，叫道：「我不幹了！我要回家！」轉身跑離

現塲，全體特教生鴉雀無聲，不知所措。科思耶老師沉默了幾分鐘，然後說：「我

去帶他回來。」這是一貫當特教生出現麻煩時，科老師慣常的工作。學生一直依

賴老師、家長來處理這類情況。忽然，有兩位較年長的學生站起來，攔阻科思耶

老師，輕聲說：「老師，我們不需要你了。」電光火石之間，科老師明白了，這

羣特教生長大了，能夠自己去處理人際間交往問題，且充滿信心。結果，十多分

鐘後，眾特教生重回工作崗位，一起完成設計，後來還獲獎。過去，這羣孩子任

誰鬧情緒，發脾氣，總是互相指控，推卸責任、逃避，一哄而散。但這回，他們

成長了，能夠像成人般，為一個共同的目標，放下私人感情負擔，解決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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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作為家長，不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獨立嗎？但這句：「我不再需要

你了。」卻是太過唐突，聽來刺耳。年年月月孩子依賴家長，若突如其來，孩子

宣告不需要家長了，長大了，要飛走，怎不令人震驚？既快樂，也失落！ 

  到了最緊張的比賽項目──駕駛模擬太空穿梭機，進行兩次太空任務。這不

單是考驗學生對太空科學的認識，操縱太空梭的枝巧，最重要是合作，團隊精神，

恰當的判斷和應付突發問題的能力，二十人如一體，當中任何一人犯錯，都可能

令任務失敗，甚至令太空梭返回不了地球，全體太空人殉職。 

  結業禮當日，那位曾協助特教生的退役太空人專程來訪。原來他自告奮勇，

特别向太空營討份差事，在結業體上致詞，真誠鼓勵這羣弱勢孩子，為他們打打

氣。普天之下，義氣之士是有的，愛惜弱能孩子的人是有的。特教生突然見到舊

相識來探望，自然更開心，更驕傲。太空人的致詞太精采了：「要記住──不要

害怕去追逐自己的夢想，也許你必須非常努力，但是只要願意有所犧牲，天底下

就沒辦不到的事情。」 

  我希望讀者、家長，也記著這結語。我何嘗也不是在追逐自己的夢想呢？ 

  太空營設四個獎，三團體獎，一個人獎。特教生未赴阿拉巴馬之前，旨在參

與，不存期望，但在營裏表現實在出色，與其他資優生分庭抗體，不遜於人，自

然希冀得獎，結果呢？是喜出望外。 

  最佳團隊臂章獎──亞軍 

  最佳太空站展示獎──亞軍 

  最佳任務獎──季軍 

  真是難能可貴，特教生是和美國、法國和波多黎各的最項尖學生競賽。在所

有團體賽都能獲獎，絶對值得驕傲。 

  最高榮譽，是「太空英雄獎」，頒給「最能展顯太空人精神的隊員，這個人

對於團隊要有重要貢獻……無論怎麼艱難，永遠不會抱怨，總是支持隊友，對太

空營職員服從，對競爭對手尊重。」得獎者是特教生的任務指揮，這是多麼令人

驚異、振奮，無法相信。一個平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那五天的表現，在

二百位資優生中鰲頭獨佔，摘得桂冠，還贏得對手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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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令人目眩的成果，整個激流市哄動起來。家長、老師、校長、贊助

商，媒體都來機場迎接。下機時，科老師如常的起座，欲協助學生，羅蘋制止他：

「讓他們照顧自己吧！」果然眾學生無需協助，第一次走在老師前頭，昂首下機。

他們長大了，再不需要老師扶持照顧，自己上路，去接受當之無愧的祝賀、讚賞、

榮耀和尊重，是他們人生的第一次。 

  這本書令我無限感觸，多次落淚。但也給我無比的鼓舞。科、羅兩老師，堪

稱眾多為人師表的典範，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抱着熱忱，不斷努力，也不斷學

習，慢慢的就感動身邊每一個人，先是特教生，接著是參議員，太空營總管、校

長、督學、家長、傳媒、退役太空人，最後至整個社區。他們兩位，為特殊教育，

開創一新里程。 

  我相信任何孩子，資優也好，弱能也好，都需要一個機會，一個目標；縱使

看來遙不可及，但給他關懷、鼓勵、正確的指導、合適的訓練，自會激發他們巨

大的潛力。但須謹記一點，每個人的學習方法都不同，還記得科、羅兩老師自製

紙板遊戲，再用砌模型，林林種種的方法，教出一羣出類拔萃的學生嗎？真的，

為父母者，是要學習怎樣去教孩子的，如果不懂教，不珍惜，資優生也可能遭埋

沒。不信？回首看《阿德找阿德》，不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愛恩斯坦的孩子》篇幅雖頗長，但不看則蒙受極大的損失。 

  除了看書外，我也聽電台廣播減壓，最喜歡香港電台第一台〈訴心事家庭〉。

那裏有很多感人故事、個案，皆有以教我。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的那一輯，訪問

一特殊教育學校的校長和老師，聽後歷久難忘。老師覆述一件發生於外國之事，

一位自閉學生，在班房內失控叫囂，老師趕來處理。在普通學校，老師通常喝止，

但自閉兒對聲音無甚反應，對圖象則佳。老師不發一言，立刻用紙寫下指令，遞

到學生眼前：「請安靜，跟我離開。」那自閉學生立刻停止叫嚷，很合作跟老師

離開班房。那在電台覆述故事的老師講了一句話，我字字記得清楚，永不或忘，

以此自勵。 

  「沒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懂教的家長。」 

  讀者有空，可上網重聽廣播節目。另外一輯，於零八年九月十四日廣播，其

中一位嘉賓是專科醫生，講述最新的醫學發現、新療法，以生物化學角度看自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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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還有兩位嘉賓來自「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異口同聲，認為自閉症不單可

以改善，甚至治癒。這兩輯廣播，我翻來翻去，聽過許多遍，叫人很鼓舞，值得

細聽，家長不可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