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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凭组织规划的中文课程，该课程设计核心理

念，须引导学生由“探究”、“行动”与“反思”的循环

学习，提高其批判创造的思维能力。强调探索文本中更

多元的意涵，与当前全球性问题联系。因此，IBDP 中文

A 在 2021 年首次评估中即特别提到：“鼓励学生以有意义

的方式将在课堂上获得的理解应用和转用于他们所处的

现实世界当中。这可以转化为努力开展创造、活动与服

务体验或项目的意愿，争取解决当地情境中的全球性问

题。”[1] 简言之，除知识性探究的问题外，学生应用所学

定立于全球化情境场域中，开展国际视野，并与之对话

反馈。因此本研究将以高尔基（1868-1936）《童年》为

例，略为讨论连结上述之课题。《童年》的教学，多注重

小说中主角的成长经历与主要人物的形象分析。然读者

对《童年》进行细读后，可以发现《童年》能与现代性

做一回应。1

一、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共 17 项目标，与《童年》较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参下表 1：

表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童年》相关表

作者简介：辛芳薇（1983年9月-）、女、汉族、台湾台

北人、台湾康桥国际学校IB教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

国际教学。

由表列揭示的八项目标，教师必须确定这些目标可

实践《童年》在全球性议题下的预设教学结果；其次再

设计建构教学，强调学生学习《童年》后的关联性，如

何展开深入的跨文化思考。使学生能够在探究式教学设

计的环节内，提出合理的、值得深思的论据，再与他者

做积极回应。阅读《童年》的学生不一定都能认可上述

八项目标，但“明显的异同点仍可以启动思考，引发探

究”[2]。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化为《童年》课程

核心的主要问题，高尔基《童年》可说是为学习者制造

一个以“旧式”的俄国来观看“当今”世界的方式。透

过文本事件、情境，学生大多能切中所欲探讨的普世认

同价值。如上表目标 5 其中第一项是“在全球消除对妇

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3]，且于议程中认为“2020-

2030 年的核心是采取行动，消除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3]，而《童年》中涉及对女性的语

言、身体暴力随处可见，如第二章的外祖父冲著外祖母

叫道：“你这个老妖婆，怎么生出这群野兽”[5]15、第五

章，外祖父挥舞他瘦小的拳头，吓唬外祖母“都是你给

惯坏了，惯成了一群贼啊！你这个老妖婆！”[5]81、82，同

一章，高尔基回忆有一次外祖父发火时，外祖母和蔼地

劝慰外祖父，“他突然转过身，挥起拳头啪的一声打在外

祖母的脸上”[5]82，高尔基因此认为外祖父有一种恶劣的

品性，令他难以容忍 [5]82、83、第七章，外祖父“突然从椅

子上跳了起来，拿起碟子朝外祖母的头扔去，一边扔，

一边尖声叫喊”[5]100、第十章，外祖父突然进了厨房“他

向她扑了过去，抡起拳头没命地打在外祖母的大脑袋上。

她不闪躲，也不推他，说：‘好，你打吧，打吧，混蛋！

让你打！’……外祖母倒在地上，他用脚踢她的头”[5]165。

以上所引，外祖父充满强烈的“男性中心”的暴力

体现，这种男权文化行为，即霸权社会造成的性别压迫。

《童年》外祖父的明显特质在于粗暴、残忍、专横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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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与外祖母慈祥和蔼的形象极具反差。而外祖父

的残暴也遗传在雅科夫舅舅身上，第三章格里高利师傅

说：“你舅舅把他老婆往死里打，把她给折磨死了”[5]40，

因此透过《童年》的某些情节片段，很容易找出与“性

别平等”的关联性。外祖父作为《童年》的核心人物，

他是以自己所建构的价值理念看待社会，对高尔基而言

这是一种扭曲又无法抵抗的社会。而这种被男性霸权支

配经验，学生多能藉由《童年》体察出那是伴随高尔基

在生活中感到人性厌恶的生活场域。由此，《童年》第

十二章最后，当继父对其母亲残暴、虐待时，高尔基抓

起面包刀刺向他的继父 [5]226。这里，《童年》的高尔基为

了帮助弱势的母亲具实践的意义，尽管，“长久存在的丑

恶的事实，没有灭亡”[5]226，但或许能探究这样带有负面

情绪的印象中，作者的参与对于性别平等的连结是不是

仍然存在，或再更深层地追问对性别歧视、性别偏见，

高尔基似痛恶男性为巩固其社会权力而将其暴力合理化。

显而易见《童年》的性别问题，仍能启示反思当代的现

实意义。

二、

《童年》以第一人称的孩童视角，真实呈现当时人

文处境。所指涉的社会文化，与当今现代化的社会情境，

仍具正向价值作用。IB 教学的架构内，学生需探究的其

中要素“文本如何影响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问题”[1]10，

《童年》的教学与学习，也正在以“现代”的观念，重

构《童年》的社会文化视域。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

会”，“尽管如此，2018 年仍有约 2.6 亿儿童失学，占全

球学龄人口近五分之一。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儿童和青少年

还达不到最低的识字和计算能力标准”、“全球有6.17亿名

青少年缺乏基本的数学和识字技能”[6]、“半数以上的3至

6岁儿童（约1.59亿儿童）无法接受学前教育。”[7] 可见失

学比例，仍是当今教育所必须思考和挑战的全球性议题。

比起上述学龄的儿童，《童年》的高尔基却较幸运

的，《童年》第五章提到外祖父教高尔基识字，第十二章

讲到高尔基上学、第十三章与高尔基同住一条上的伙伴

“我们中有两个人识字──丘勒卡和我”[5]235，高尔基在

学龄阶段，是透过外祖父母教授基本的识字和阅读能力，

而与他相处的五位伙伴，只有一位年纪较长的丘勒卡识

字。在此，学生可从文本举引的例证，做探究性思考，

评估当时情况是否普遍于一般俄国家庭之中。其次，如

果受教权益尚未扩大范围，仅有少数人真正接受完整的

教育，学生是否能从文本情境中，利用现有的知识建构，

对具体情境开展出全球教育议题的联系。以往教学大致

着重于课程规划的观点及案例，但 IB 更多注重教学核心

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包含理解与认识、反思与行动的

探究周期”[8]13，引导学生具深刻思考的实践行动。

《童年》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中，以性别

与平等、教育与学习二项目标，是最易产生连结，进行

讨论的。据笔者任职的国际学校，统计样本为 113 位学

生，有 86％的学生阅读《童年》时，能快速发现“性别

平等”的议题，其中有 42％的学生，能做互文性阅读；

有 71％的学生快速发现“教育学习”的议题，其中有

65％以上的学生可自主带出探究的焦点，并进行对话交

流。但不管如何，学生都必须是因概念性理解下所做的

探究及理性反思，更必须有其思想，表达想法。

三、

《童年》中还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

8、10、16（请参表 1）诸项目标进行连结。例如，目标

16 的细项目标 16.2“制止对儿童进行虐待、剥削、贩卖

以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9]，对应《童年》第二章外

祖父“绑起来！打死他（高尔基）”、“把我（高尔基）揍

得失去了知觉”[5]24，学生可以从保护研究为主题探讨，

并从教育、法律、医务、社工等观点谈及预防策略工作。

目标 16.b 项“推动和实施非歧视性法律和政策以促进可

持续发展”[9]，此细项目标着重于非歧视性，在《童年》

第八章，因好事的性格和兴趣，不被院子里的人喜爱接

受，所以被嘲笑、排挤，被他们取了“白粉鼻子”、“巫

师”、“共济会员”等绰号 [5]113，这种带有歧视的语言行

为，学生可反思当下教室以及各学习场域，我们是否多

以局外人的位置看待“事件”的发生。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 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可对应《童

年》第十三章，高尔基和他的那群伙伴拾荒挣钱的日子。

并可参考其目标 1 的具体目标“贫困对儿童的影响最大。

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极端贫困中”[10]，对此一议题，

学生可结合现代经验，透过传媒信息，做定性分析研究，

除相关定量数据外，还可以有描述性的、非数字化的搜

集与分析方法，这种定性研究可反映出有深度的探究 [11]。

藉此教师可适时引导，让学生进步思考另一项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其中据联合国统计

“生于贫困家庭的儿童在五岁以前死亡的概率几乎是富

裕家庭的两倍”[12]，《童年》第十二章，母亲搂着高尔基

说“我们是穷人，我们每一戈比，每一戈比……”[5]225，

因为贫穷缘故，高尔基的弟弟萨沙之后便夭折“他出乎

意料地死了，没有得病”[5]225。可想见弟弟萨沙应死于营

养不良。由此学生横向联系的探究讨论，可对各细项目

标支持与补充。

往往学生的关注面大多着重在目标的纵向判读与理

解，以符应《童年》的段落情节，但有时易于忽略目标

与目标之间有无相互联系的议题。同样目标 3.3“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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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抗击肝炎、水传播疾病和其他传染病”[12]，在

《童年》第十一章高尔基自叙其得天花的情形，因大家

深怕被传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身上全是红

点，出天花了。大家把我安置到后面的阁楼里，……手

脚被他们用宽绷带绑得紧紧的”[5]225，当时天花是欧洲死

亡率极高的传染病，直至 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根

除天花，且仅以 20 世纪为例，便夺走了 3 亿人的生命 [13]。

当学生阅读到高尔基得到天花时，首先能够有宽广的文

本背景知识，并经由探究概念的经验，用以反思诠释当

时普遍流行疾病的原因，而非局限、套藉在知识建构。

并结合经由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统计、科学综述研究或

会议报告，思考当自我生命陷落在死亡疾病的图像里，

如何超拔生命困境。此外，也可连结新冠疫情作为比较，

再回应到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

群的福祉”，并请学生思考健康福祉的重要、医疗保健是

否仍存在不平等以及我还能做什么 [14]。

《童年》另有讲述到农奴剥削、俄土战争等社会、国

际政治等议题，虽在文本中约略带过，却能做延伸探究，

例如当时俄国生活水平下降，是受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

以及战争影响 [15]。以高尔基的童年时代为例，当时农业

人口占比大，实反映社会经济状况，请参下表 2，公元

1860 至 1890 年代俄国农村人口表①：

农民得承担较多不必要的义务，而其中徭役租、代

役租、税租等，也影响农民生活水平，而这复杂的问题，

也必须在改革以后，俄国迈入市场经济，才取得改善
[15]104，其实这些因素细读《童年》，便能从中衍伸这类的

问题讨论。

四、

国际文凭组织规划的中文课程，在知识论的构建中

注重探究式学习，强调横向的核心联系，也在创变转向

中，强调人文生命当有现代存有境界的体解。笔者设计

《童年》教学单元，仍是透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期待学

生提供不同的视角，在探讨文本和材料时，仍具有深度

及广度的学习体会，契合 IB 的教学理念。当学生从《童

年》中发现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连结的喜悦，在

增益反思批判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不忘乎人道关怀。

《童年》并未丧失其文本的功能性，在当代的社会环

境，我们以一种阐释者的身分，可能会发现在文本的深

层意义上，仍有值得破译和令人惊异之事。

注释：

①此表据 Б.H. 米罗诺夫 .《19~20 世纪初俄国居民的

生活水平─基于人体测量数据的分析》.96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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