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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和教育系同事合作的研究計畫，目的在於找出寫作與成

長的關係。在徵得老師和家長同意後，我們邀請了二十多位中二
學生參加創作班，並在創作班開始之前和結束之後讓他們填寫內
容相同的問卷。 

 
「首先，我想讓你們說說自己的優點。」第一次見面，我請

他們介紹自己。 
 
「老師，我是甚麼優點都沒有的啊！」小女孩側著頭，皺著

眉說。負責挑選的老師表示，來參加創作班的孩子，都有學習方
面的問題；而問卷調查顯示，他們有較多負面情緒和想法。可是，
我們都沒有想到，有些孩子的自我形像竟是如此之低。是因為成
年人都太苛刻，從來都吝於稱讚？是因為我們的考試制度使成長
中的孩子不斷在單一的評核方式中受挫折？不過，創作班除了教
導基本寫作技巧外，目的還有給孩子們一連八個愉快的周末，令
他們更了解自己，對學習更有興趣。所以我和幾位教育系的同事
都相信：不久，即使是最沒有自信的小女孩都不會找不到自己的
優點。 

 
創作班每一課都從遊戲開始。 
 
有一個遊戲是這樣的：我請一位同學站在窗前，仔細看看窗

外有甚麼，然後告訴同學。喜歡打球的男孩起初只是籠統地說：
「有車有樹有人有大廈。」還補了一句：「沒有甚麼特別。」可
是遊戲變成問答題後，他所看見的東西就愈來愈多，愈來愈精
彩。我提出的問題其實十分普通：車子是甚麼顏色的？停在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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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正在行駛？向哪一個方向駛去？樹是大樹還是小樹？葉子
的形狀是怎樣的？有沒有開花？花朵的顏色、形狀、大小？人在
哪兒？在車上？在路上？抑或在房子裡？穿甚麼衣服？約有多
大年紀？正在做甚麼？你覺得他 /她是個怎樣的人？為甚麼？結
果大家都活潑起來了，說和的聽的都興高采烈。回家各自寫一篇
題為「窗外」的文章——寫自己在家往窗外觀望所見，果然是「各
自各精彩」。 

 
有時我會讓孩子們在課堂上閱讀，挑好的，容易引他們共鳴

的作品；讀完後或討論問題或自由表達意見。香港作家伍淑賢小
姐的小說《父親》*，敘述者是小孩，寫的是屋村生活；孩子們都
讀得全神貫注。幾個打扮有點時髦的小女孩最先讀完，抬起明亮
的眼眸，說：「很有趣啊！還有沒有？」有些朋友認為孩子愛讀
流行的東西，就該挑選流行的給他們讀；我卻認為流行不流行並
不重要，好的，合他們程度的，自能打動他們，引發他們對文學，
對閱讀的興趣。這二十多位本來對文學並不熱衷的中二同學令我
對此更深信不疑。 
 

寫景物，寫人物，寫故事；再分組改編並演出其中幾篇。創
作班在歡樂的氣氛中結束。有幾個孩子在開始時說過「怎麼攪
的？這樣教作文？」，末了都顯得依依不捨。幾星期後，同一分
問卷顯示他們的自我形像己普遍提高，思想趨向正面，所學得的
不單是寫作技巧。我們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在成長的
道路上已跨前一步。再看看我們自己——對平日甚少接觸的孩子
更為了解，某些成見打破了，某些信念更為堅定——我們也在成
長。 
 
 
注釋  
 
* 選自關麗珊編︰《我們不是天使︰香港短篇小說選》（普普工作坊，1996
年）。作者伍淑賢小姐以《父親》為題的小說不止一篇，我們只選其
中一篇。 



寫作與成長 
 

 193 

作者簡介 
 

陳寶珍女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中國文學）。
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並任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科目委員會委員會委
員。研究範圍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女性小說及小說寫
作等。主要著作有小說集《找房子》、《角色的反駁》，
長篇小說《廣場》，散文集《狂朋怪友》及《不慣傷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