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再見太難─張輝誠《離別賦‧洗澡》教案設計分享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魏素足 

    生命如果是一列火車，人與人的緣分，也不過是此站至彼站的距離，縱使親

如父母，終須感傷道別，一句簡單的再見，卻難以說出口……。 

一、設計理念    

本課程以結合閱讀與寫作語文教養的教學模式，設定生命關照為宗旨， 

從「生命」、「生活」、「生存」三生及「感覺」、「感動」、「感恩」三感為

教學目標，使學生修習本課，由自己生命出發，能學會換個角度看看自己也看看

別人，由「我」為起點，在生活中運用並擴及他人及世界萬物，對生命能正向思

考，也能對自我積極的創造生命價值，並具備自由書寫的能力，使自己能在現實

環境中生存下來，不被淘汰。同時，透過課堂教師講解文本帶領下，先啟發有感

(感覺)的學習，再透過閱讀與書寫教學設計引導，學會感動；也學會感恩，相信

不僅能使學生對生命有所省悟，同時也能建立生命的典範！ 

 (一)發想緣起 

    張輝誠《離別賦‧洗澡》一文著重在記憶父親的形象，希望可以喚起學生對

親愛家人的感動與感恩！知名作家簡媜在〈孝子示範手冊〉一文中曾說：「孝子

有兩種，一種是古代，一種是現代。」(2010)所謂古代的孝子，是指「孝順父母

的孩子」，如二十四孝中的孝悌楷模；現代的孝子則為「孝順孩子的父母」，譬

如今日的獨生子女，備受父母長輩的三千寵愛，「孝」字寫法，千年不變，所改

變的是「誰孝誰」？ 由此觀點進入課程，一張奇美醫院「花布抱母」的相片，

引起社會大眾的討論！為什麼呢？因為現實社會中，已沒有此種孝子！一張相片

卻喚起大眾對生命底蘊的共同感動與思考！ 

(二)核心精神： 

  張輝誠〈洗澡〉此文，設定以「生命關懷」為出發點的核心精神，下則自各面

向，具體說明其核心義涵： 



   1.理解生命的真正意義：人無法獨生獨活，尤其是年幼時，需依賴父母的褓抱

提攜，才能長大茁壯，而十八、九歲，正是青春風暴期的尾巴，大一的孩子們一

邊想證明我長大了，滿心壯志，想高飛遠去，但父母已漸邁入中老年，想放手卻

捨不得，關心在矛盾的拉扯衝突下，使得親子間的高牆愈築愈高，終至關上親子

心門，拒絕溝通，彼此間無法表達出內心的關懷與真誠的愛，透過本課教學，提

醒學生：生命若追溯至起源，請思考該感謝誰？  

   2.體會父母的愛與付出：引導學生觀察思考父母的漸老姿態與找出父母不敢

輕言休息，放下家庭重擔的原因。父母漸漸地年老，花白的頭髮、漸駝的背、粗

糙的雙手、滄桑也悄悄爬上父母的臉上……，當學生以為自己長大了，把父母的

關心視為囉唆嘮叨，甚至是不耐煩甩門而出的情緒發洩，請學生先想一想我們又

曾為父母做些什麼？ 

   3.創造自我生命的價值：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會思考與反省！面臨親愛

的父母，有一天會老得走不動，需要我們扶一把；有一天會走到人生的盡頭，無

法再說愛你，面對此刻到來，身為子女的我們，對自己的人生負過什麼責任，可

以讓父母含笑放心離去？古代所謂「孝」，即曾子所云：「孝有三：大孝尊親，其

次弗辱，其下能養」，現代人如何能「孝」？請學生思考，所謂現代「孝」的新

解是否可以為子女積極面對自己人生，體會生命價值，使父母有朝一日能放心放

手？ 

   4.思考珍惜生命的當下：每段親子因緣，此生僅有一次，錯過了，徒留彼此一

生的遺憾，回想輕狂年少時，對父母的頂撞與怨懟，眞有至死方休的巨大仇恨嗎？

如果沒有，時光若能倒流，在還來得及的時候，你能不能及時說出：「我愛您！」

生命的現場，往往發生太多太快的事，我們有時無法預作準備，但我們可以隨時

活在當下！愛在當下，至少讓自己無悔！ 

   5.追尋自我的生命歷程：人的生命自孕育、出生、成長、衰老、死亡各種不同

階段，皆需學習面對。終有一天，我們會為人父、為人母；終有一天，我們對子

 



女也會有各種期望；終有一天，子女會長大，我們會老去，如果我們滿心希望未

來子女是個什麼樣的人，請問問自己：現在的你做到父母的期望了沒？ 

(三)課程目標 

本課的課程目標：在認知目標上，希冀可以達成使學生能清楚明白作者所欲

表達出的篇旨；而在情意目標上，則希望學生學過本課後，能具備反省與感恩的

能力；在技能目標上，希望學生能養成閱讀與書寫的能力。教師所採取的教學策

略為先透過能喚起學生感覺的引導影片，再藉由教師講解文本，使學生回想自己

的父親印象，雖沉默安靜，但從未放棄過家庭的責任，也許自己的父親只是一個

平凡的人，但他們為家庭所付出一生的背影，卻永遠是家庭中的支柱。先使學生

感動，再透過反省自己對父母的態度來學會感恩！也鼓勵學生能及時將愛說出口。 

其次，簡略說明本課教案設計中，有關教學及行為的目標設定方向： 

1、 引導學生思考傳統父親的角色，在學生心中「父親」究竟是何種形象？透過

觀察回憶印象中父親的模樣，在課堂上畫出記憶中父親的素描，以觀察學生

如何理解「父親」這個角色，並理解學生對「父親」的認同。 

2、請學生檢視自己成長經驗的對照，以「長大後，你養不養我」的網路影片，

討論中西方父母對子女教養態度在觀念上的同與異，以為引發本課動機討論的主

題。  

3、由學生主動思考體會父親對家庭付出的辛勞，以帶領閱讀文本方式，協助學

生了解文義與體會父子的濃厚親情，藉由文本內容，反射投影在學生生命的實踐

與省思，提醒學生：父母要的其實不多！ 

4、理解父親隱而難見的親情，與文本產生共鳴，對照自身經驗觀賞動畫「父親

的苦誰知道」中的「父親」角色，討論自身與曾相符的經驗及當時感受。 

5、觀察不同角度的父愛展現，同時能理解生命無常及愛要及時的眞諦，此部分

用課堂分組討論方式進行，提醒學生與其悔恨及遺憾，不如珍惜當下，眼看父母



日漸衰老，是否曾有深深的無力感？親情其實是無價的，決非物質可取代，子女

與父母的緣分此生只有一次，無論緣份深淺，提醒學生思考是否該好好珍惜？ 

6、閱讀書寫及口語能力訓練，透過課堂作業及討論，使學生進一步深化對父親

的情感，能以想像力描繪出心中父親具體形象，並以文字寫出對父親的愛，練習

將心中的愛寫出來！說出口！ 

二、教學內容 

(一)選文標準： 

配合學生語文程度，以引導學生思考反省為教學重心，故捨棄較為艱深的教

材，選擇白話文作品，使學生容易進入文章氛圍，以學生能夠有所感的教材為優

先考量，一方面使學生能具備觀照與反思生命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期待學生能連

結成長過程及親情的體悟，使課文效益達成最大值。如同知名作家張曼娟所指出

「寫作具有多面向的功能，它能由對自己對他人心理狀態的了解，而學會設身處

地的感受別人的想法。」（2007）故以張輝誠此文作為上課範文教材。 

(二)活動設計理念 

1.閱讀引導 

    在閱讀引導部分，除文本解讀配合影片閱讀思考外，亦進行課堂討論以

加強學生閱讀深度，另舉辦讀書會導讀方式加強學生閱讀廣度，期在閱讀方

面，學生能有既廣且深的視野。 

(1) 文本解讀的連結： 

 課前預先閱讀朱自清〈背影〉(1925)，連結旣有經驗，以學生國中學過的課 

文，喚起對父親的情感文字記憶，朱自清用簡單又溫馨的敘述，以那默默付出不

求回報的背影，表露出父親對兒女無止盡的關愛，更讓為人子女者能深入體認父



親發自肺腑的愛心。其次則請學生先預先閱讀文本張輝誠─《離別賦‧洗澡》，

學習自主閱讀以體會文中深意。 

在課堂上文本分析與講解方面，首自「洗澡」這件事入手，寫他父親去世後，

他替父親的大體洗人生最後一次澡，並導入自己小時候父親為他洗澡來對比二人

間的角色互換，暗示父子年紀與體力的消長。其次以現在、回憶二條線虛實交錯

敘述成篇，寫出自父親得腎病及帕金森症後，藉由洗澡一事，帶出在成長過程中，

父子間的親密情感。再則文中說明每洗父親身體一個部位，便寫出為人父為家庭

及子女所付出的辛苦過往，面對飽受病痛所苦的父親，子女雖擔心卻又無能為力

的內心感受。文末的那句「爸！以後要自己洗澡了喔！」一方面呼應題旨，一方

面也為父子的此生緣份畫下句點，深切的情意也在「下輩子」的許諾中，令人不

禁淚下。(附件一：課文分析表) 

(2)影片方式的導入： 

現代的孩子，從小接受過多的電視、電腦聲光刺激，導致無法靜下心來上課

與思考，加上現代的學生，語文程度有日漸弱化之虞，故本課程設計以短片形式

結合範文內容，以引導學生思考。本課共使用「長大後，你養不養我」(約 6 分 45

秒)、「那是什麼？」(約 3 分 18 秒)、「父親的苦誰知道」(約 3 分 41 秒)、「愛的大

告白」(約 5 分)等四部影片導入課程內容，使學生易於進入課文情境，茲將影片

內容及其教學意義，說明如下： 

第一部「長大後，你養不養我？」影片中，老母親因不會使用手機及尿失禁

弄髒沙發，引發兒子不耐煩的斥喝，結合回憶小時候母親對子女的慈愛及呵護，

連孩子不小心大便在褲子上，母親都極有耐心替兒子清洗，對照母親連聲詢問：

「你長大後養不養我？」的情景，當父母年老時，子女又是該如何看待父母？以

引起學生討論思考：中國人的父母對孩子關懷與愛，為何至死方休？而西方人教

養子女則是完全不同的觀點，其間文化差別異同何在？ 



第二部「那是什麼？」網路影片，乃在引導小時候我們常問父母「那是什麼？」

父母皆以極大耐心加以說明，但若有一日，如影片中的老父親因失智而指著麻雀，

不斷殷殷再三詢問兒子「那是什麼？」時，片中的兒子最終因失去耐心而對父親

大吼：「那是麻雀！麻雀！麻雀！……」父親默不作聲走回房內，拿出一本泛黃

的日記翻開，要兒子念出小時候對父親對兒子的「那是什麼？」的多次耐心回答

記載，引導學生思考：有一天你長大了，父母老了，你是否願以同樣無私的耐心

面對父母？ 

第三部則以動畫「父親的苦誰知道？」作為進入理解家庭中父親角色的準備

活動，「父親」對學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如何愛？透過動畫中的父親默默承擔

家庭所有的責任，那孤單的、寂寞的背影，令人心疼，但父親，一直在家庭中默

默等候每一位家人，從不喊苦，從不喊累，所有的苦與累都往自己的肚裡吞……。 

第四部則是中台科技大學醫技系「愛的大告白」活動影片，於課程最末作結

束放映收尾，片中學生需拿起手機向父母說出「我愛你！」，學生不習慣向父母

說出愛，父母也不習慣子女表白，引發一些互動的趣味。其實，親人間不管現在

愛與不愛，一生只有一次的緣分，鼓勵學生要好好珍惜與家人此生的情緣。 

(3)提問討論的訓練 

    此部分設計，旨在「思考觀察」的訓練，共分為兩個部分： 

    在課堂方面，配合範文，連結學生生命、生活經驗，由教師提問，進行小組

討論，如「請用一句話形容你和父／母的關係。」「你和父／母相處時，印象最

深刻的事，是什麼？」「現在的你，和父／母相處時，最感到不耐煩的事是什麼？」

等問題，透過教師分享引導，使學生明白父母之所以囉唆、責罵或不斷詢問,皆是

因為出自內心的愛與關懷。也許天下有不是的父母，但至少我們的父母未曾離棄

我們，而和「孝」字無法寫全的人相比，我們是屬於幸福的那一群！ 

    在課餘方面，本課程安排教學 TA 帶領學生分組討論，主題為陳黎散文〈父

土〉，由學生閱讀〈父土〉文本後，配合上課進度，同步進行學生自我提問訓練



的小組討論(每組 1 小時)。本討論設定議題為理解父親的角色，本文敘述了作者

年輕時與父親之間，表面上似乎有很大的隔閡差距，但其實仔細深思，父子間有

著十分親密和深厚的感情聯繫著，父子之間的血緣，不也是一種家族的歷史傳承 

？期待學生在討論時從文本出發，以自身經驗作連結，不僅觀照陳黎的父子親情，

也再次反省自己與父親的相處。 

(4)課外閱讀的配合 

     配合本課主題，另於課餘舉辦「讀書會」活動，由教師導讀介紹臺大金山

分院黃勝堅院長口述《生死謎藏─善終，和大家想得不一樣》(2010)一書，拓展

學生對親人生死的思考廣度及深度，以融通通識教育的博雅精神。本書由三十六

個真實故事所改編，作者強調「大孝與大愛，並非不計親人痛苦的搶救到底，而

是親切陪伴疾病末期的親人，協助他坦然接受疾病，減少他身、心、靈的痛苦，

協助他放下萬緣，安祥往生。」透過教師分享講解，介紹書中的  「DNR」(即「不

實施心肺復甦術」)觀念，使我們有朝一日在面對死亡課題時，無論是病人或家屬

都應該停下腳步，省思生命謎藏所隱寓的課題。  

  2.書寫引導 

   此部分除配合課堂教材的書寫作業外，另以開網頁討論版的方式，鼓勵學生

思考與書寫。 

(1)課堂書寫訓練： 

配合張輝誠〈洗澡〉一課內容，請學生畫一張父親的畫像，並以一段話想 

像形容心中父親的形象（不一定是具體人物的畫像說明，可以是譬喻，例如山、

錢、提款機、7─11。文長 250 字）。此作業設計形式，旨在訓練學生以文字表達

內心情感，對學生而言「父親」的角色，，究竟寓有何種意義？與父親相處時，

最難忘的印象是什麼？無論父親在與不在身旁，我們無法否認沒有父親就沒有我

們的存在！ 

(2)網頁書寫訓練： 

  教師於網站針對本課張輝誠〈洗澡〉一文，開討論版提問，以本文為例， 



教師提出「老了就沒用了？」及「天下無不昰的父母？」兩個主題討論，前者以

「100 多年前的日本信州，一個荒僻貧瘠的小農村，村民為了減輕物質負擔，不

讓沒有生產力的村民白吃糧食，規定老人到了 70 歲就要由兒子背送到長年積雪

的楢山，遺棄在山上等死，以利其他村民求生存......請對這樣的風俗發表自己看

法。」後者為「中國人講求孝道，無論父母曾犯下多大的錯，子女皆須奉養父母，

你對此觀念有何看法？」鼓勵學生上網，進行交流討論與思考書寫訓練。 

    教學 TA 亦同時於網站針對陳黎〈父土〉開討論版，提出二個問題：如「你

們覺得為何作者年輕時如此的無視父權呢？而你們與父母親間的關係及互動情

形又是如何呢？請發表你們的感想吧！」「文中作者提到曾幫父親校稿他所撰寫

的回憶錄，你們覺得為何作者年老的父親會想寫這本回憶錄呢？」鼓勵上課學生

共同思考討論，以文字交流彼此想法，反省自身的經驗。 

三、反思與展望 

(一)成果與運用： 

   透過課程上的改變教學策略，轉而以學生為主體，選擇適當契合學生人生

經驗的教材，讓學生找到想說、能說的論點。其次，結合易懂、易感的短片欣賞、

運用範文的架構演練，以增強學生寫作的技巧，再則同時利用師生課堂討論，思

考學生面對寫作時的取材困境，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可喜於學生的寫作態度改變：

從嘆氣到願意嘗試；從面有難色到主動尋求協助；從無感到能覺知感恩。茲將本

課程教學成果簡單分成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說明： 

 

1、 認知上： 

張輝誠此文寫於父親去世後，在父親死後，張輝誠說：「我一定努力把你(父

親)寫出來，絕不讓你消失！」因有此願，所以成就《離別賦》此書的出版，文中

所展現的是一個兒子對已逝老父的孺慕之情，是一份企盼來生的約定。父母與子

女之間的愛，其實都有時間限制的，透過課堂範文教學，使學生明白張輝誠對父

http://pj-temp.ge.cyu.edu.tw/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
http://pj-temp.ge.cyu.edu.tw/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


親的情感，在文短情深的字句中，蘊含著許多肺腑感人的段落－父子在嶄新的浴

室裡一起洗澡，「泡著、笑著、溫暖著」－再三輕輕地撩撥讀者記憶中的過去，

「爸，休息了，以後不會再流汗了！」「爸，！以後要自己洗澡了喔！」在聲聲

的呼叫中，一個是忍耐病痛，賣命養家的父親；一個是敬愛老父的兒子，文中那

份親情的自然流露，引發學生情感上的共鳴，認知理解作者所表達的情感與寫作

篇旨，也在這冷漠的社會面前，將此種親情成就為最美的人間風景之一。 

2、 情意上： 

相信我們在與父母不快或衝突時，都曾問過老天爺：「我為什麼會出生在這

樣的家庭？」「我為何有這樣的父母？」但若有一日，親愛的父母在人生路上不

再同行時，我們的內心也都會懊悔不已：「為什麼無常來得那麼快？」「為什麼

我不曾好好仔細地端詳過父母的容顏？」……，只留下一切都來不及的遺憾與自

責，期待學生學過本課後，能具備反省與感恩的能力，此種能力無法以量化呈現，

但教師的職責原是如此，當在學生心田灑下一粒種子後，於是我們希望有朝一日，

這種子會在學生心中開花結果，或許我們的師生緣分，無法看到花開得最美的那

一刻，那又何妨？只要我們確認已埋下這顆種子 ─ 在學生的心田上。如附件(二)

的例證，因為與家人天天相見，所以未曾好好觀察父親已漸漸老去的樣貌，透過

學生畫出自己父親的畫像，帶出屬於學生的人生故事，也許寫實；也許美化；或

許象徵；或許譬喻，都無妨，因為他們正在練習踏出如何理解父親的第一步。 

3、技能上： 

本教材以引導學生能自我書寫為主要目標，自我書寫其實是一種自我對話，

是一種隱秘的書寫，只對有限、封閉的讀者説話，禁止對外開放，但人在面對自

我時，也是最真實的，生命的實相，往往充滿斷裂與無常，因此也帶來學習與改

變的可能性，如果說閱讀是一種改變自己思考的好方法，則書寫更是一種巨大的

力量，學會自我書寫，可以轉化生命的負面能量，透過自我書寫，也是一種自我

療癒的方法，當心中受到壓抑，卻說不出、寫不出時，其實也是一種莫名的痛苦，



藉由本課程培養學生書寫能力，我們誠心期待學生至少能寫出內心對父親所思所

想所感，那麼在人生的旅途中，也許這些課程寫作訓練只是人生的一株小花小草，

但誰又能斷定這小花小草不會化作春泥，使修課學生的生命歷程成長得更快更好 

？如附件(三)的課堂作業，學生寫出對想和爸爸做的一件事，是坐下來好好吃頓

飯，因為某些因素，現在已經很少和爸爸相處，也無法和爸爸分享自己日常的喜、

怒、哀、樂，更無法相約出去玩，留下溫馨的互動回憶，文中寫出了自己的遺憾，

末段則說出自己的思念：「如果我的有一個好爸爸的話，我應該不會先跟他做一

件事，而是先跟他說一聲：『我愛您』！」將內心的想念一字一句說出，將更多

的愛與思念蘊藏其中，我們不知道這樣的閱讀寫作課程，眼前對學生有何助益？

但可確知的是學生的心中對離家的父親多了一份包容與體諒！ 

(二)困難與解決之道： 

現代社會因單親日漸增加，親子之間互動薄弱，對於描繪父親的形象，有些

學生不願回憶也不願面對，或寫起父親一派雲淡風清，或無法寫出對父親的象徵

與感情。曾在課堂上畫父親畫像時，有的學生畫出巨大的問號「？」，因為他從

未看過父親，因為自他出生即被離棄；有的學生畫出一個黑點「●」，因為這是

他五歲時，最後一次看見父親的背影，愈走愈遠，遠到只剩下黑點的記憶，而成

長的這些年，他再也沒有見過父親；有個學生畫了一隻狗，他說：「我的父親是

畜牲！」因為父親外遇，使他的母親受盡折磨與辛苦，所以他無法諒解父親的不

負責任……，這些真實的生命故事也許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與無奈，但我們必

須承認，老師不是神，無法介入每個人生命的故事演一場，或下別人生命的指導

棋，扭轉他們人生的方向，誠如顏崑陽〈窺夢人〉所云：「每個生命都是一口黑

箱，而且必需是一口黑箱。」( 2000 )我們並不能打開這一口黑箱，要求年輕的學

生直視面對，只能溫暖的陪他們走一段，任何生命的背後都有一些黑暗面，當一

個老師並不該以揭開血淋淋的傷口為樂，而是應一同思考如何讓心的傷口痊癒，

有些傷痛表面上已結痂，卻在心上留下巨大痕跡，時不時隱隱作痛，我們能做的



是告訴學生：「我知道你很努力，很勇敢去面對自己的生命，眞好！如果可以，

請練習用書寫與閱讀來治療內心的傷痛，宣洩人生的壓力，認真面對自己的人

生！」 

四、延伸閱讀（文字與影像文本推薦） 

(1)廖玉蕙〈繁華散盡〉《廖玉蕙精選集》，(台北：九歌，2002) 

(2)徐鍾珮〈父親〉《我的父親母親篇:父親篇》，(台北：立緒文化事業，2004) 

(3)張作驥電影「爸，你好嗎？」，張作驥電影工作室，(2009)  

(4)向田邦子《父親的道歉信》，(台北：商周出版社，2005) 

(5)蘇絢慧《因愛誕生：一段父親帶我回家的路》，(台北：寶瓶文化，2009) 

 



附件一：〈洗澡〉課文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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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父親的畫像示範舉例 

 

 



附件三學生課堂作業示範舉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