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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好事，「有我一份」參與，

凡是好人，「有我一份」交情，凡

是好的東西，「有我一份」享有；

好的東西，有我一份，好的人情，

也有我的一份，凡事想到「有我一

份」，這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啊！

其實，世間上那一樣東西沒有

「我的一份」？地球有我一份，國

家有我一份，大地山河、公園道

路、機場港口，那一樣沒有我的一

份？你建高樓大廈，我無力擁有一

份，但是我可以在你的騎樓下躲

雨；你建百貨公司，我可以前往購

物消費；你建工廠，我可以應徵工

作；你栽花種樹，我可以免費欣

賞；你家有喜事，張燈結綵，我也

可以分享你的喜氣，這不都是「有

我一份」嗎？

你開銀行，我可以存款；你辦

報紙，我可以當讀者；你製造冷氣

冰箱、汽車馬達，我是多麼的享受

啊！你開車行，我只要花些許的

錢，你就可以把我帶到我想要去的

地方。你著書立說，我可以閱讀；

你在大庭廣眾講演，我可以參加聽

講。世間上的事，那一樣沒有我的

一份呢？溫暖的陽光，我要它，它

就有我的一份；皎潔的月亮，我要

欣賞，它也會有我的一份。清風徐

來，有我的一份；高山流水，也都

有我的一份。世間上的建設、財

富，可以都不是我的，但是我在思

想上，我可以享受它的價值；享有

的這一份，別人總無法加以剝奪

吧！因此，世間上，只要你想，凡

事都有我的一份，你就不會貧窮。

我們的地球，我要注重環保，重

視生態維護，因為它是我的地球。

國家是我的，我就肯為它犧牲；因

為有我的一份奉獻，當別人侵犯到

國家的利益時，我捨生捨命也要保

護它。家庭是我的，社會是我的，

人群也是我的同胞，我覺得他們都

是美好的，我愛他們還怕不夠，怎

麼還會去侵犯他們呢？

中國人一向有「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的性格。有我的一份，

我就會愛護他；凡不是我的，即使

再好，我也寧願破壞它，不與共

存。假如是我的，即使爛皮爛肉，

我也會好好的加以包紮、洗滌；家

中的小兒、小女，即使如何不肖，

我也要好好教育他，甚至所養的小

貓、小狗，又髒又醜，還是我的小

狗。「有我一份」、「是我的」，

多麼美好啊！

所以，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

把全人類看成是我的同胞兄弟姊

妹；所有的天地日月、山河大地，

都是我的財富。已經有那麼多的

「我的」，還有什麼不夠呢？一切

都有「我的一份」，還有什麼不滿

足呢？想到世間上一切都有我的一

份，人生真是無限美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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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佛光山弘法事業的推廣，端賴信

眾護持方能竟其功。本道場感謝護

法委員多年來的護持，為讓委員瞭

解佛光山台北道場人間佛教事業的

現況，特發行「佛光山台北道場周

訊」，內容有台北道場及弘法事業

單位一周的動向，以饗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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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親子教育論壇‧教與學的絕妙法門

如何活化教學，把課程變簡單，

巧妙的引導孩子找到自信。4月26

日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林文虎應

邀至台北道場生耕致富親子教育講

座暢談「教與學的絕妙法門」，吸

引5百餘位家長、教師及社會大眾

聆聽，並分享經驗。

林文虎教授直言，他一再強調

「讓魚去游，讓鳥去飛」，沒有天

生學不會的孩子，如果你家的小孩

是鳥，請記住他是鳥，會飛就好！

在林文虎的團隊老師中，班級經

營的成效之一：偏鄉不會寫文章

的國中生，經過半年啟發，全班8

人投稿，有4人的文章刊登於國語

日報。用對方法，孩子會讀書之

後，自己會管理課業，編輯和安排

時間，甚至帶著學弟、學妹傳承經

驗。

林文虎鼓勵老師要活化教學，隨

時調整教學方式，從孩子上課排排

坐會打瞌睡，到轉換成大家圍坐成

一團，輪流當組長，分組討論合作

學習，他認為好老師要有不同的修

為，容許孩子上課時有一點吵的聲

音，甚至還可以走動教別人，製造

孩子會的感覺，讓孩子有成就感，

才有學習的動力。強調知識要內

化，要熟練會想、會運用、比讀懂

知識來得重要。

「孩子在乎成績，在於成績的外

相，考試是在檢視老師的教學，而

不是考孩子的成績，呼籲老師不要

出太難的考題。」林文虎提及台東

寶桑國中的常態班學生，利用一個

暑假，玩出精彩的能力，為了當一

天老闆，孩子學習製作麵包，麵包

做不成，就改做餅乾，學習改變，

讓學生有空做更多有趣的事，經營

餐廳一天，賺取15萬元，全數捐給

慈善中心。他們參加科展，沒有指

導老師，卻能得到全國第二名令人

驚艷的成績，林文虎表示，學生累

積多次失敗的豐富經驗，才是感動

評審團的主要原因，連清華大學教

授都想要招攬這種積極進取的學

生。

 「教科書不是萬能的，學習要

有重點，不必費心就少費心。」林

文虎用很簡單的例子模擬文章實作

融入情境，示範英文教學，拆解課

文，提醒老師不要讓學生看到文法

就頭昏，用對簡單易懂的方法，慢

慢加深孩子就會了。林文虎表示，

一個厲害的老師要為孩子找鷹架，

實作是最好的學習，請允許小孩笑

著學，老師走下講台當學生的朋

友，用遊戲的方式與學生玩數學，

輕鬆教學，快樂學習。

從事音樂教學20幾年的陳小姐

說，她的學生經常會有挫折感，包

括身為老師的她也如出一轍，如何

才能克服這種障礙？林文虎以10年

磨一劍的堅持，說明他對教育的理

念，同時也指出實驗過活化教學的

老師，都沉浸在學生能熬過學習改

變期的成就裡。章先生說，他以前

讀書，曾接受過特殊教學方法？林

文虎認為，有學習障礙的學習是錯

誤的對待，真正的特殊生可利用蒙

特梭利的教學方式，不斷地練習累

積能力。強調12年國教的目的就是

要減壓，改善教學來適合孩子，立

意良好，多出來的時間，可以讓孩

子玩各種遊戲，多一點嘗試，具備

多方面的能力。

27日舉辦生耕致富親子教育圓桌

論壇「教與學的絕妙法門」，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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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林文虎及

團隊，以世界咖啡館的圓桌方式與

校長、主任、教師為對象，探討如

何啟發孩子的學習法門。 

貴賓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署長吳清山致詞表示，20年前，

410教改提出四大訴求：廣設小班

小校、普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

代化、制定基本教育法，他都參與

其中；而現在推動12年國教，強調

教學理念，如何推動教學共同體，

翻轉教學方式，他提出教育三層次

的看法：開啟學生學習的動機、有

目標「方向」的學習、讓學生樂在

其中的「想要」學習。他認為，落

實教與學的核心，老師的教學要有

技巧，就像廚師，有好的廚藝才能

吸引學生的味蕾，強調讓下一代更

好，大家都有責任做孩子生命中的

貴人。 

林文虎表示，教學的本能是玩

遊戲，教改是追求教學的經營與技

巧，教材備課以「極簡化、組織

化、提問化。」讓孩子在玩的過程

中動腦筋體驗，而不是被老師教

會。真正的好技巧不是花俏的，活

化教學要運用「教材、方法、行動

力」，他以一個班級的社會科目平

均90分為例，說明每一個孩子能把

成績拉高的主因，是老師也在進

步，教學其實可以很輕鬆，方法就

是老師與學生的秘密語言。 

引言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退休

副教授羅秋昭表示， 會變動的水

才是活水，老師要先讓自己enjoy

在其中，瞭解到因材施教就是好方

法，能夠一魚兩吃的教學變化最

好，國語文除了知識面還要有情意

面，孩子不會寫作文，利用模仿入

手，把周圍的東西帶進文章，就會

很豐富，可以學得很輕鬆。 

引言人台東大學退休教師汪履

維表示，教學成功的三個重要關鍵

在於課前「預習」，內容簡單不超

過三個問題。課中「當節檢核」，

讓學生互動問答頭腦會靈活，課後

「鞏固與延伸」，輔導難度適中有

彈性的作業，學生在校有老師指導

和在家獨立自主的做功課不一樣，

因此，考試不是要考倒學生，而是

要讓學生學會。 

林文虎表示，「他很推崇台北

道場住持覺元法師以一位出家修行

法師，卻能對教育如此熱中關心的

舉辦親子教育講座/論壇，讓他非

常敬佩！」覺元法師表示，佛陀是

教育家，在佛教裡是自覺與覺他的

教育，所教導的是人生觀。他更

以3、8=23的發人深省典故指出：

「孔子的弟子顏回，為了三尺布在

街上與人打賭。」買布人的頭與顏

回的帽子，兩者相較孰輕孰重？孔

子施以「重大義而輕小是小非」的

教育，讓顏回更加尊敬。覺元法師

表示，知識背後有對人生生命的看

待，老師在教學的背後，是否也找

到「教與學的絕妙法門」。 

各桌桌長和桌員進行三回合換

桌交流三大議題：「學的會的好教

材、學的會的好方法、能熟練的好

本事」並提出總結報告：張順妹老

師說，課程極簡化，要考慮到認

知、脈絡、以及找出核心的概念，

只要老師腦袋清楚的知道要給學生

什麼東西，就可以利用討論確認學

生的認知。鍾雯豐老師說，為什麼

老師上課可以很優雅？因為課前

做了充分準備，做一張美美的學習

單，提問題問學生，老師和學生教

學相長，讓孩子覺得有被需要的時

候，在做中學，扮演有趣的角色，

讓孩子在台上當老師的快樂學習，

當孩子發現自己會了，願意練習而

消化成自己的東西。 

楊惠如老師說，學到能力比知識

更重要，核心概念的理念很簡單，

就是陪伴孩子，讓孩子有機會動起

來，就由分配工作，每天放手一點

逐步改變，讓孩子養成獨立自主。

確認孩子是否真的學會，看問題解

決問題，還要多元學習做好事、說

好話、存好心。 

台北道場生耕致富名人成功之

鑰講座即將登場，5月17日邀請台

灣電影名導演暨攝影家齊柏林主講

「看見台灣─我們的家園」；5月

18日上午，記錄片製片人及導演賀

照提主講「從紀錄片看到改變的力

量」；5月18日下午，交通大學建

築研究所所長龔書章主講「開放的

合眾‧創意的思 ;考─從城市、義

築到社會設計」，歡迎社會大眾預

先報名登記入座。洽詢專線：02-

2756-0988/、02-2748-7388 演講地

點：台北市松隆路327號6樓(松山

火車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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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宣揚人間佛教理念，建立人

間佛國淨土。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4月20日於嘉義會館舉辦「2014年

第一期人間佛教宣講員選拔」。來

自全國2百位佛光菁英幹部，藉由

閱讀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的著

作，加上個人生命的修持體驗，透

過講說的方式，各個預備宣講員卯

足全力，發揮功力，說唱的藝術功

夫令人刮目相看。

當天，評審團陣堅強，主辦單位

禮聘南華大學教授、佛光山叢林學

院老師、前美國西來大學校長吳欽

杉、佛光會檀教師鍾茂松等數十人

擔任評審工作。活動分組進行，從

自我介紹、文章主題、個人生命體

驗分享後，再由評審老師個別指導

講評。

講評座談會，由秘書長覺培法

師、圓福寺住持覺禹法師、吳欽

杉、鍾茂松聯合主持。覺培法師談

及，宣講員演說時必須注意三點，

文章材料的依據、講說自己的生

活體驗要能與文章呼應一氣呵成、

講述內容前後推演邏輯。例如，談

「幸福」，如何讓自己變得幸福？

學佛後，改變哪些觀念才變得幸

福，前後敘述要有邏輯推演，才會

有力道。

「讓人間佛教遍地開花！」覺禹

法師勉勵大眾，藉由佛法的體驗，

與佛光人分享生活的經驗，依據佛

陀、大師的經典文章具體的延伸，

從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闡述，並且

不斷精進用功，因為體驗人間佛教

一點都不能鬆懈。 

「21世紀是認證的世紀，是客製

化的時代，只要通過認證，你就擁

有證照。」檀教講師鍾茂松表示，

宣說佛法擔任人間佛教宣講員責任

重大，講說聲音表情多一些，內容

要扣住佛法。吳欽杉也提出建議，

宣講員必須檢視，講說的內容是否

符合人間佛教的理念；能夠善用各

種工具輔助，照顧到不同學習者，

如PPT、圖片等加深聽眾的印象。

宜蘭檀講師游阿品談到，「報

名參與人間佛教宣講員選拔，其實

我是抱著學習的態度，聽到覺培法

師講評，評審點出自己的盲點，學

習又進一大步。」家住彰化的陳真

戒也表示，每一次就是一個新的體

驗，上台時緊張加上刺激，就如經

歷千生萬死，但學習過程卻是充實

歡喜，人生要不斷向自己挑戰，不

怕失敗，再次向前跨越一步，宣揚

人間佛教大家一起來。

2014第一期人間佛教宣講員選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