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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專刊 

小編的話:本期主題聚焦在從電影裡認識特殊教育的孩子。越來越多妥瑞氏症患者現身說法，

讓身邊的人可以學習如何與他們相處，而且也學習到，比起許多人，有缺陷的人更珍惜生命，

一樣能掌握生命的品質，讓生活更美好。 

我看過一部電影叫做「叫我第一名」這部電影讓我很感

動，為什麼呢?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布萊德他在六歲時罹患妥瑞症，而這是一個無

法根治的病，他無法控制自己發出怪聲、做出怪動

作，而且當別人排斥他時，會使他更緊張，症狀就

會越嚴重。因為這樣的疾病，讓他在讀小學時換了

好幾所學校，最後是被一位有著愛心、包容心的校

長讓布萊德繼續就讀，接受教育。長大後，他立志

當一位老師，但患有妥瑞氏症的布萊德會發出怪

聲，所以很多學校都不願意錄取他，被拒絕很多次之後終於被錄取了，最後他憑藉著獨特的教

學方式榮獲年度教師傑出獎。 

看完電影，我深深覺得布萊德的正面積極人生觀很值得我們學習，大家都不會想要得到這

個疾病，包括我也是，但當他和媽媽知道這個疾病治不好時，他的媽媽哭得很傷心，布萊特不

但沒有哭，反而還安慰媽媽說:「沒事了。」我認為他跟我不同的是:他很樂觀，不像我不敢面

對大眾、人群。在布萊德身上，我看到了他永不放棄的精神。妥瑞症讓布萊德在閱讀時老是無

法專注，所以他必須就用比別人花更多時間來讀書，成長過程中沒有一個老師喜歡他，但他總

是樂觀面對，我很佩服他。 

妥瑞症到現在還沒有能夠根治的方法，只能靠藥物和行為治療來控制抽動，而這兩方法都

需要一段時間，不可能立竿見影，我有聽過句話:「妥瑞症患者有三分之一長大後會痊癒；三

分之一症狀會減輕；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最不幸運的，症狀會跟著他一輩子。」我不知道我是哪

一種，但我希望自己是幸運的，我相信每個病友都是這樣想的。因為除了抽動帶來的不舒服、

肌肉痠痛、抽筋之外，現在這個社會還是有很多人不太了解妥瑞症。我記得我國二的時候抽動

特別嚴重，例如:聳肩、敲打桌子⋯⋯等，但是同學根本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情，因此他們

總是對我說:「你幹嘛一直動來去的，好好笑喔!」我根本不是故意的，但是面對他們的嘲笑、

模仿，我又不知道該如何反擊，幸好我去找老師求助後，老師願意幫我跟班上同學解釋，大家

才了解我的狀況。不過到了國三，課業突然變得很重，使我不能負荷，巨大的壓力讓我喘不過

氣，不但症狀變嚴重，也因此出現了穢語症。 

看完這部電影我覺得我應該要學布萊德保持樂觀，並且能夠調適壓力，生活品質

才會一天比一天好。 



★特殊教育相關電影推薦 

一、智能障礙 

片名：他不笨，他是我爸爸。(I am Sam) 

山姆已到而立之年，但是他的智商卻只相當於

7歲的兒童，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收留了一個無家

可歸的女子，並和她生下一個女兒-露西。但是，女

兒一出世，作母親的就不辭而別，丟下山姆和女兒

相依為命。 

    轉眼，女兒露西已經 7歲了，她聰明伶俐，勤

奮好學，智力已經超過了山姆，山姆已經無法應付

女兒提出的許多問題。 

    這對特別的父女引起了社會工作者的注意，他們認為山姆不適合再撫養露西，把露西從他

身邊帶走，山姆不甘心就這樣失去女兒，決定聘請女律師麗塔幫他爭取撫養權。 

    在與山姆的接觸中，麗塔被山姆對露西深沉真摯、無條件的父愛感動，並意識到山姆和正

常人一樣，有權利和自己的女兒在一起。 

    同時，在官司的審理過程中，麗塔也逐漸理清了自己的生活。多年來，她為工作忽略了兒

子和家庭，是山姆促使她反省，重投親情懷抱。 

二、學習障礙 

片名：心中的小星星 

    八歲的伊翔有一個很不一樣的童年，他的世界充滿了鮮豔

色彩和奇妙幻想，有可愛小狗會跟他追逐嘻戲，更有太空船會

載他遨遊壯麗天際⋯⋯。 

豐沛不絕的想像力總是引領他振翅高飛，卻也使他飽受他

人的異樣眼光。原來作業、成績、秩序才是 學校老師關心的重

點，伊翔因此成了問題學生⋯。 

    不斷闖禍的伊翔終於讓爸媽忍無可忍，他們決定將他送到

一所管教嚴格聞名的寄宿學校，被迫離家讓伊翔十分傷心，不

被瞭解更讓他難過不已，他於是從此封閉自己、不肯學習⋯。 

    然而有天，學校新來了一位美術老師尼康。尼康老師不但

用歡樂和熱情來感染學生，更以鼓勵思考、勇於作夢的教學方

式，激發大家無比的想像力，唯獨伊翔仍然鬱鬱寡歡。 

尼康老師很快察覺到伊翔的不快樂，他真的能以愛心、耐心，加上不斷付出的關心，讓伊

翔在成長的路上，重新再找回快樂和夢想嗎？ 

三、自閉症 

片名：馬拉松小子 

    楚原從小得了自閉症，他雖然已經二十歲但只有五歲的智商。 

    他的媽媽是唯一願意照顧並與楚原溝通的親人。楚原對斑馬很有

興趣，甚至夢想自己是斑馬，不過他也像斑馬一樣擅於跑步，更在一

次十公里比賽中得到第三名。 

    楚原媽媽為改善兒子的病情，希望馬拉松教練正旭能訓練楚原。

當初正旭只是敷衍對待，後來看到楚原對跑步的堅持，於是也開始用

心訓練楚原，可是楚原媽媽卻因為照顧兒子健康日差，終於病倒送進

醫院⋯而楚原期待已久的馬拉松比賽亦即將展開...。 

四、多重障礙 

片名：海倫凱勒 

主角 Helen Keller 生於 1880 年，後來成為聞名世界的聾啞作家。

她其實生來跟一般小孩沒有差別，但是卻在一歲左右染上一場大病，最

後使她成為又聾又啞的小孩，從此進入一片靜默的世界。一直到她六歲

那年，由於遇到了 Anne Sullivan ，才讓 Helen 的生命重新燃起希望。 

這位初出茅廬的老師，之前其實並沒有很豐富的教學經驗，但她憑

著堅強的意志和不滅的熱忱，耐心教導 Helen 逐步學習閱讀、拼字、

發音⋯等等，慢慢走出一片死寂的靜默世界，最後終於戰勝命運的桎

梏，成為舉世聞名的一代女作家。 

五、腦性麻痺 

片名：天生我材必有用 (Door to Door) 

罹患腦性麻痺的比爾波特去應徵推銷員的工作，儘管處處吃閉門

羹，他仍不放棄，並努力克服語言和行動障礙，即使工作的路途艱難

他也不畏懼，在跌倒之後仍爬起來繼續奮鬥，一路上的艱辛也終於得

以克服，奇蹟似地獲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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