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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
很多同學讀書讀不好，但是講起

布袋戲卻頭頭是道，口沫橫飛，

我為此感到困惑。這大概是我10歲的事。帶著這
個疑惑去問在當教務主任的父親。「孩子們都喜

歡看布袋戲，如果教學用布袋戲，孩子們的學習

不就是立刻改善了嗎？」父親告訴我：「重點不

在教學是否用布袋戲，重點是在老師會叫學生寫

作業。看布袋戲是娛樂，看完不用寫作業，所以

看得很快樂。如果不信，叫學生看完布袋戲後回

來寫作業，一樣做不好。娛樂性的東西是任意

的，但是教學卻有一定的程序，這是最大的差

別。」這段話我始終記得，經過50年，還是不時
浮現。

學習的基本精神就是耐煩

其實，人生中所面對的問題，經常是重

複性地出現；在高中時期，面對大學聯考的選

系問題，同樣的疑惑又再度出現。當時的人很

愛看電影，學生逃課往往是為了看電影，一般

民眾的娛樂也是看電影，所以我當時思索「大

學若是念電影系，天天看電影，應該會是最快

樂的學生吧？」因此到處打聽，得到的實況卻

非如此。

念電影系的學生很痛苦，看完電影要討

論、要分析、要交作業，所以看電影不再是快

樂的事情。這裡涉及到的問題還包括所交的報

告內容是粗糙的還是精細的。人對事情的瞭

解，剛開始會新鮮好奇，但這樣的熱情並無助

於報告的品質；報告品質要好，工一定會很

細，這中間的差別，就在耐煩與不耐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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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精神就是耐煩。

電影教學比文字教學更有魅力

童年有過「看電影是魅力

無比的娛樂」這種經驗的人，

大概不容易接受「把電影當成

教學手段」的構思，還是會認

為用文字教學才是比較正當。

因為文字是印刷在紙上的聖

蹟，不用時還不得隨意拋棄，

必須送到敬字亭焚燒恭送。文

字可以仔細推敲與分析，教育

的過程必須有這樣嚴謹的過

程。但是以今天的科技來看，

電影能在課堂上隨時重複播

看，一樣可以達到推敲與分析

的效果，所以和傳統的教學方

法，應無二致。當然仍有一些

差異，如電影片長（紀錄片還

好，但是劇情片便超過1小時）無法與課程時
間（40-50分）配合。不過，教師若能自行調
整授課的時間與方式，用電影教學沒有什麼不

妥。

電影若是紀錄片，可信度較高，劇情片

因為虛構的情節較多，所以在教學上就要加

工，才能達到準確性的傳授知識。可是捫心自

問，古人的歷史知識也不一定是讀書而來，反

而更多是來自於看戲的學習，有此體認，就會

知道電影教學比文字教學有魅力。

透過文字去瞭解，不如透過電影去瞭

解，用文字揣摩和用電影去瞭解，有一段距

離，尤其是紀錄片。目前看到的原住民族主題

的紀錄片很多，也不知道有多少部，但是我覺

得影響力有限，因為會看紀錄片的民眾畢竟小

眾，只有關心這些主題的人才會重視而去觀

賞。所以真正有影響力的是劇情片，像是前年

的《賽德克‧巴萊》，觀賞此

片，幾乎成為全民運動，很多

人對原住民的印象，是因為這

部電影而改觀，進而產生敬

意。

鼓勵教師把電影帶進教育現場

所以把原住民族主題電影

放到教育的現場，其實應該是

要鼓勵。有營養的東西，不一

定要讓它變得很難吃；如果改

變舊觀念，善於利用電影教

學，對學生來說，又有趣又好

吸收。當然，老師帶領的解說

是關鍵，這就是教室電影和電

影院電影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把範圍縮小到原住民

族主題電影，我們最低的要求

是：不要間接以訛傳訛，要直

接看到原住民族，然後改變過去對原住民族的

刻板印象。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檢驗，近年來

的一些紀錄片確實發揮了效果，但究竟還是知

識界的小眾傳播。發揮更大影響力的有連續劇

《風中緋櫻》（雖然連續劇已經溢出我們討論

的範圍），不過真正立即而明顯發揮社會教育

功能的則推劇情片《賽德克‧巴萊》。時間短

而規模大，讓整體社會對原住民族印象改觀。   
不管是學校教育的或社會教育的，不管

是正規課程的或課外補充的，不管是紀錄片或

劇情片，把原住民族主題電影帶進教育現場，

應該需要鼓勵。當然，不可或缺的是，需要老

師的引導。本專輯的許多成功案例，值得大家

參考。

鼓勵把原住民族主題電影帶進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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