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即將升上九年級，因此未來的一年將是關鍵的一年! 我們非常重視孩子

在明中的最後一年，因此由校長領軍明中團隊，提前於 7月 27日(星期一)晚上辦理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九年級學校日」，向您們說明未來升學制度及本校一系列升學

輔導措施，以協助孩子發揮最佳潛力。敬邀您們務必撥冗全程出席，期待共同為我

們的孩子努力! 

敬祝 

    闔家平安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校    長      莊志明                                         

                                    家長會長      吳政鴻     敬邀 

                                    教師會長      王淑貞 

 

*學校日流程˙日期：109年 7月 27日（週一）  

活動 時 間 項 目 主講 地 點 

一 19：00-19：30 親師交流會 導師 各班教室 

二 19：35-20：15 九年級升學輔導說明 莊志明校長 

江孟純主任 
活動中心 

三 20：15-20：45 夜自習相關事項說明 

 
～文章分享～見背面 

 

 

-----------下列回條，請於 7/13（一）前由貴子弟交回該班輔導股長彙整。謝謝您!------------- 
 

『北市明湖國中 109學年度第 1學期九年級學校日』活動回條 

□參加     人數     人(□父 □母 □其他     ） 

□不克參加 

【問題與建議事項】歡迎留下您的寶貴意見，我們彙整後將會盡速處理與回覆! 

                                      

        年   班   號 學生姓名               家長簽章                                      
 

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九年級學校日邀請函 

決戰時刻 

關鍵報告 



與其問興趣，何不鼓勵嘗新？ 
作者： 台大教授 葉丙成 (親子天下雜誌 88期) 

 其實人在確定自己的興趣前，一定要先經過不斷嘗新的過程。只要探索的事物夠多，自己喜歡

的興趣就會自然浮現。與其常問孩子：「你到底對什麼有興趣？」，不如問他：「你最近探索過哪

些新事物呢？」 

    在大學念書時，曾自覺很貧乏，琢磨著應該幫自己培養個興趣才行。但要培養什麼興趣呢？ 一

開始我想，不如去報名教油畫的班來學畫畫吧？但腦海另一個聲音跑出來：「如果學了兩、三個月

後，才發現自己不喜歡畫油畫，怎麼辦？這時間不就都浪費掉了？」 

一想到這兒，我就開始緊張了。三個月可是不短的時間呢！如果花三個月才發現自己不喜歡油畫，

這代價實在太大了！於是，我告訴自己，我應該先確定自己喜歡畫油畫後，再來報名油畫班。 

    這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其實很荒謬。當時我一直自問：「你到底會不會喜歡畫油畫？」一直

問、一直問，苦思了兩、三個月，我還是不確定自己到底會不會喜歡畫油畫。此事的荒謬在於這根

本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如果沒去報名油畫班、去體驗畫油畫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可能知

道自己是否會喜歡呢？如果打從一開始我就報名油畫班的話，光是之前空想的時間，早就夠我油畫

班結訓、知道自己是否喜歡畫油畫了。在那空想自己會不會喜歡，反而浪費了那段時間。 

    不只是油畫，每當要試新的東西，我都會有同樣情況。我把時間運用想得很功利，所以總不敢

確定自己喜歡某事前就花時間探索。這情況直到留學時，才開始有轉機；由於再一次深刻感受到自

己的貧乏，再加上美國大學城的生活步調很慢，我開始試著不再功利的看待時間。我也終於學會一

個道理：「沒試以前，怎知道自己會不會喜歡？就算最後是不喜歡，能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也是

很大的收穫，不是嗎？」 

    其實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是人生的重要資訊！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才會

在念大學、找工作時做錯選擇。更何況即使不喜歡，在探索嘗新的過程中也會累積很多新知識。以

後如果遇到喜歡這件事的人，就有很多相關知識可以交流。這也是很有收穫的事，不是嗎? 

    現在有許多爸媽對知識填鴨並不認同，願意讓孩子往自己興趣發展。這樣的爸媽，很值得喝采。

但有時雖然有心讓孩子往興趣發展，但要孩子「決定自己的興趣是什麼」，有時候對孩子是很大壓

力。因為那麼多事情都沒試過，要孩子決定哪個是他的「興趣」，是很沉重的負擔。 

    其實人在確定自己的興趣前，一定要先經過不斷嘗新的過程。只要探索的事物夠多，自己喜歡

的興趣就會自然浮現。與其常問孩子：「你到底對什麼有興趣？」，不如問他：「你最近探索過哪

些新事物呢？」 更重要的我們當爸媽的人，也要常問自己：「最近我有探索過哪些新事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