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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教學─課文引導提問（題目供教師提問教學使用，以訓練學生閱讀理解和口語

表達能力） 

段落 題目 參考答案 

序言 
1. 序言中「一輩子的生命課

題」指的是什麼？ 
如何面對自己內心巨大的傷痛。 

第一段 

2. 作者以阿倫的「回憶」作為

整 篇 報 導 的 開 頭 有 何 作

用？ 

藉著阿倫的話，讓讀者彷彿回到當年的災變現場。 

第三段 

3. 作者為何在敘述九二一地

震時，要特別引用許多數

據？ 

透過數據能具體呈現九二一地震時災害的嚴重程度。 

第四～

六段 

4. 大震災之後，心靈的重建為

什 麼 比 硬 體 重 建 更 加 困

難？ 

只要投入足夠的經費，硬體重建就能完成，甚至比受

創前更好。然而，心靈的重建需要勇氣與長時間的陪

伴，加上每個人 

 

 

5. 阿倫與阿盛的表白中有什

麼共同之處？而這共同之

處代表他們內心的什麼感

受？ 

(1) 他們的話語中都透露出「剩下我一個人」之意。 

(2) 怨天尤人、孤獨絕望的心情。 

第九段 

6. 「剛開始我根本不願意去

看爸爸媽媽的遺體，有很長

一段時間，都覺得他們還在

身邊。」這反映出阿騫的什

麼內心狀態？ 

顯現阿騫無法接受家人已經離世的事實。 

第十一

段 

7. 「時間久了，傷口就會好

了」與「不去理傷口，是不

會完全好的」，這兩個論點

你比較認同哪一個？為什

麼？【問題討論一】 

我比較認同後者的論點，因為傷痛不處理會留下後遺

症，甚至演變成更大的創傷，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面

對創傷。（答案僅供參考，請鼓勵同學踴躍發言） 

 

 

 

8. 「不要怕流淚，因為在這過

程中，我們也能學著承接起

對方的眼淚。」此句話的涵

義是什麼？ 

人們在面對自己的傷痛時，會了解到經歷傷痛的種種

感受，進而也能培養對他人傷痛的同理心。 

第十二

段 

9. 為什麼「不記得爸爸媽媽長

什麼樣子」會成為失依兒的

一種噩夢？ 

失去對家人的記憶與遺忘家人的存在，是比家人離世

更巨大的傷痛。 



翰林國中國文第五冊課本＋備課用書 第三課 與 921 說再見：20 年的生命練習題（學用版） 

2 

第十

三、十

四段 

10. 馮燕與社工透過什麼方式

協助失依兒？這樣的做法

用意何在？ 

(1) 社工們幫助失依兒編制生命史。 

(2) 以便失依兒在孤單寂寞時能有所依靠。 

第十四

段 

11. 「一百三十四位失依兒當

中，僅有三十位願意做生

命史。」除了扶養家庭大

人的態度外，還有什麼因

素讓失依兒不願意做生命

史？ 

除了大人的態度外，社會上「別提及痛苦經驗」的風

氣以及失依兒個人的人格特質或勇氣，都會影響製作

生命史的意願。 

第十五

段 

12. 「時間是會掩蓋事實」，這

句話的涵義是什麼？ 

時間的流逝雖然不會改變既定的傷痛，但卻會讓人忽略

傷痛，而忘了真正去處理傷痛。 

13. 「如果只是把創傷掩蔽起

來，難保不會在你最脆弱

的時候 ，再 來一 記回 馬

槍」，為什麼創傷容易在人

們脆弱時再次造成傷害？ 

當人們脆弱或心理能量陷入低潮時，無法正向積極地

處理自己的情緒，此時過往的傷痛容易引發負面情緒。 

第十六

段 

14. 阿騫是在怎樣的過程中才

意識到自己並未真正面對

過往的傷痛？而他又是如

何療癒自己的傷痛？ 

(1) 阿騫原本害怕讓別人知道自己曾經歷巨大的內心

創傷，當他在訴說自身的經驗時，才驚覺從未真正

面對過自己。 

(2) 因為傾訴而學習面對自己，進而獲得自我療癒。 

15. 面對與講述傷痛有可能是

「在傷口上塗藥」，但也有

可能是「在傷口上灑鹽」。

請問什麼情況下講述傷痛

有可能 是「 在傷 口上 灑

鹽」？ 

在沒有支持系統或穩固陪伴下，講述傷痛反而會引起

更大的負面情緒。 

第十八

段 

16. 為什麼阿倫在擔任社工的

過程中，才真正有機會好

好處理自己的傷痛？ 

阿倫在陪伴歷經傷痛的兒童時，彷彿看見過去的自

己，因此選擇面對自己內心的傷痛。 

17. 全文以阿倫為開頭，又以

他作結，這樣的安排具有

什麼用意？【問題討論二】 

(1) 以阿倫開頭，又以他作結，在敘事結構可達到首尾

呼應的效果。 

 

 

 

(2) 就主題而言，阿倫從一個受災者，慢慢走出內心的

傷痛與恐懼，長大蛻變成助人者。作者藉此來呈顯

這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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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 

統整 

18. 文中的受訪者主要有「倖

存失依兒」與「社工」兩

種身分，為何作者選擇以

這兩種身分的故事主角完

成此篇報導？此種安排有

何作用？ 

(1) 失依兒是此主題的「當事者」，報導時著重其內心

的感受；而社工是「陪伴者」，報導時側重於他們

陪伴時的見聞。 

(2) 作者的安排，不僅貼切主題，也隱然表達透過陪伴

而走出傷痛的意圖。 

19. 你對於文中哪一個受訪者

的內容印象最深刻？為什

麼？ 

請鼓勵同學踴躍發言。 

20. 你是否有過難以承受的傷

痛？而你又是透過什麼方

式幫助自己面對傷痛？ 

請鼓勵同學踴躍發言。 

21. 聯合報在震殤滿廿年時曾

舉辦「寫一封信給九二一」

的活動，邀請讀者表達對

九二一的想法。如果是你

投書， 會想 寫下 什麼 內

容？ 

讀者投稿可參看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AkKlz3 

22. 試著請教周遭歷經九二一

大地震的人，分享他們對

於九二一大地震最深刻的

印象是什麼？ 

請鼓勵同學踴躍發言。 

23. 作者認為「以更健全、開

放的態 度面 對生 命與 死

亡」是九二一大地震帶給

臺灣社會的新學習課題。

除此之外，你認為九二一

大地震還帶給我們什麼重

要的學習課題？【問題討

論三】 

(1) 人不要存有「人定勝天」的觀念，而要有「敬天畏

神」的謙卑之心。 

(2) 平時就要建立防災的觀念。 

(3) 九二一時臺灣受到許多國外救難隊的幫助，之後也

時常援助國外災害，進而建立國際互助的體系。 

（答案僅供參考，請鼓勵同學踴躍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