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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陳淑玲老師、3D(9)黃皚旂、3D(13)黃珮軒 

 

陳淑玲老師：《全世界最感人的生物學》 

讀後感： 
首次登入 HyRead，第一眼見到的就是「熱門借閱」第一位的《全世界最感人的生物

學》這本書。看完這書，就明白了這本書高據榜首的原因：這本書會讓你看到各種微生物、

昆蟲、動物「生的光輝、死的燦爛」，牠們「無論多麼渺小都有著壯觀的使命」，為自己的使

命「奮力而活」、「安然赴死」，讓你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作者會帶我們跳出「萬物之靈」的傲慢，不再用人類的角度，高高在上的去察看其他生

物，而是化身成為那些渺小、微不足道的生物，代入他們的角色去思考、去生活、去延續下

一代，然後死亡。生命的價值不在乎長短——如果活得有意義，書中的每種生物都能活出牠

們生命的意義。在作者筆下，牠們的故事不但讓人長知識，更讓人着迷、驚嘆、細味，讀後

你會對生命多了一重認知，更懂得如何好好活着。 

 
書中最難忘的部分： 
    《蟬》是最令人低迴不已的一篇。作家小思的《承教小記》裏面也有一篇短文講蟬，大
意是最初小思老師曾嫌蟬聒噪，整個夏天在樹上知知不休，後來才知道蟬在地下等了十七年

才等到一個夏天，可以破土而出，從幼蟲成長過來，秋風一吹，牠的生命就完結了。讀後心

裏戚戚然，覺得蟬的生命只有一個夏季，真是可憐的小生物﹗ 
《全世界最感人的生物學》的第一篇也是講蟬：《地下蟄潛七年破土而出，生命的最後

盡頭卻無法窺見天空》。篇中講述了很多蟬的特性(雖然作者也說其實人類對蟬的所知仍非常
有限，好神秘啊﹗)，也提到仰躺着等待死亡的蟬，並不能看到天空(天空是象徵自由嗎﹖)。
仰躺着等待死亡的時候，「牠們究竟在想甚麼呢﹖眼中看見了些甚麼呢﹖」蟬在想甚麽？貓

奴狗奴們會在意主子在想甚麽，可有多少人會想知道微生物、小昆蟲在想甚麼！放下傲慢，

用謙卑的態度，你會對周遭的世界認識更多﹗「放眼望去才發現周遭都是仰躺着的蟬兒，夏

天已經結束。」好傷感﹗但轉念一想，蟬在一整個夏天曾經盡情鳴唱，也算不枉此生吧﹗心

裏又覺得釋然了﹗ 
    另外，《最強的特務媽媽，拚死執行入侵及逃脫的艱鉅任務》、《昆蟲中少有的母性光
輝，將自己從頭到尾奉獻給孩子》、《為人類犧牲，在實驗室中出生，在實驗室中死去》、《懵

懂短暫的一生，就是在那出貨前的四、五十天》…都是很有意思的篇章，值得細閱，然後好

好反思自己的人生。 

 
 
 
 
 



黃珮軒：《小王子》 

讀後感： 
小說的敍述者是個飛行員，他在故事一開始告訴讀者，他在大人世界找不到一個說話投

機的人，因為大人都太講實際了。接着，飛行員講了六年前他因飛機故障迫降在撒哈拉沙

漠，遇見小王子的故事。飛行員講了小王子和他的玫瑰的故事，也轉述了小王子在六個星球

的歷險：他遇見了國王、愛虛榮的人、酒鬼、商人、點燈人、地理學家、蛇、三枚花瓣的沙

漠花、玫瑰園、扳道工、商販、狐狸，以及敍述者本人(飛行員)。 
這本書是一本童話小說，但它不是普通的童話，它裏面充滿了哲理。例如作者描述小王

子追求、找尋的過程，恰恰就像是我們每天的生活，我們在不斷地追尋「遺失的美好」，而

忘記了會成為美好的現在。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遺失了才知道美好。我們都要擁有自己美好

的世界，我們不能留住時間，但我們可以盡力珍惜當下(現在)﹗ 

 
書中最難忘的部分： 
我在《小王子》中印象最深刻的情節是：狐狸在小王子將要離開時給他啟示，叫他回去

看 5000朵玫瑰，小王子回來跟狐狸告別時，狐狸說：「本質的東西是用眼睛看不見的，只能
用心。正因為你為玫瑰花費時間，才使得玫瑰變得如此重要。」這句話令我領悟，很多東西

都是平凡和普通的，但只有自己放入感情的那一個才是意義不同的；不要在意別人對它的評

價，只需在意自己的心﹗ 

 

黃皚旂：《小王子》 

讀後感： 
每個人都曾天真過，那時候的他們是小孩子，但當他們不再擁有夢想，在生活的重壓之

下，慢慢變成大人，就不再擁有童真了。我們喜歡小王子，因為他清澈的微笑、純真的憂

傷。重讀《小王子》，因為成長裏有他惦記着的初衷，讓我們始終相信善良是美好的。每個

人心裏都有小王子，只要你願意翻開它，他就一直都在。《小王子》是你在不同的年齡看會

有不同的感受的一本書，它的核心與一般故事或童話有別，它敍說保有純真，它努力對抗我

們強烈鄙視、卻被迫服從的「世俗化」。且小王子願意追求夢想，在不願妥協的現實之下，

寧願走向犧牲也不願放棄自己的堅持。你我都不是小王子，即使我們生活在同一世界，我這

麼相信，我有我的為難，你有你的無奈，好多好多人必須屈就現實，「只能成這樣了。」所

以我們抓着《小王子》來讀，是因為那令我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有人能堅持夢想的浮木，仍

能找到小王子，仍能找到曾經擁有童心的希望。 

 
書中最難忘的部分： 
飛行員和小王子的友誼、書中蘊藏着的哲理都令我難忘。小說的敍述者是個飛行員，他

和小王子在沙漠中共同擁有過一段極為珍貴的友誼。當小王子離開地球時，飛行員很悲傷。

他一直很懷念他們共度的時光，因此他為紀念小王子而寫了這部小說。小王子是個神奇的人

物，是永保童真的天使的化身，是智慧與真理之源，是作者理想之象徵，這些也是讓我細

味、難忘的。 



組員回應 

黃珮軒 

回應黃皚旂《小王子》： 
《小王子》是作者以用孩子看世界的角度，用孩子的童真、好奇心和想更多了解這個世

界的欲望來給我們這些長大的人講故事，尤其是給那些「童心未泯」的成年人講。閱讀這本

書時，我們可以借着小王子的想象力暫時忘記大人世界，回到童年，並反思現實生活和發現

人生的真諦。而因為童年是充滿夢想，相比之下，大人世界顯得死氣沉沉...... 
皚旂講到的夢想，我有一些體會。我們會因大人的不理解甚至嘲笑，和被迫服從的現

實，即皚旂所講的「世俗化」，從而逐漸放棄曾經在童年篤定要堅持的夢想。猶如小王子一

人在他的星球上，一天看了四十三次夕陽，孤獨又難過﹗所以，我和皚旂都認為我們不能向

現實低頭，不能「只能成這樣了﹗」我們要像小王子一樣願意追求夢想，寧願犧牲也不放棄

自己的堅持﹗ 
皚旂在書中最難忘的部分裏，說小王子和飛行員的友誼令皚旂自己最難忘。而我也覺得

難忘和動人，因為他們之間的友誼非常深厚，他們在書中的對話和情節中也彼此支持和陪

伴。就例如：即使在小王子離開地球並前往其他星球時，飛行員仍然保持對他的關注和思

念。這種真誠和純潔的友誼，讓我深受感動，也讓我反思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正的友誼不

僅是建立在物質上的，更是建立在對彼此的理解、付出和關心上的。這種友誼的價值無法用

金錢物質來衡量，它承載住人性的美好，值得我們去追求和維護﹗ 
最後，我和皚旂都相信小王子是很許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每一次讀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鼓勵大家閱讀這本充滿純真和啟示的《小王子》，看看你從中又會有什麼感受和得着。 

 
 
回應陳老師《全世界最感人的生物學》： 
這本書是一本非常好的科普讀物，它講述了許多有趣的生物學知識，同時也通過許多感

人的故事和案例，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生命的寶貴和神奇。讀完這本書，我深深地被其

中許多故事所感動。在這些故事中，我和陳老師都看到了許多動物的頑強生命力和不屈精

神。就例如：陳老師所提到的蟬，牠們的壽命非常短暫，夏天破土而出，到被秋風一吹，牠

的生命就完了......但是牠們在這短暫的生命中，卻展現出極為頑強的生命力，就例如：牠們
的叫聲非常響亮，充滿了整個夏天。但然而高高在上的人類會嫌它們聒噪，從而可能一下子

打死了牠們......這一刻我覺得牠們很可憐，也令我反思自己的人生。那些生物可能只有幾天
或幾個星期的壽命，而人類的生命就相對就很長，但我們還要傷害他們﹗我就在想為何我們

不能互相依存呢﹖它們也是自然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會好像人類一樣繁殖和生長，所

以透過陳老師所推薦的《全世界最感人的生物學》，令我體會到我們應該尊重和愛護那些渺

小、微不足道的生物﹗ 

 
 
 



黃皚旂 

回應黃珮軒《小王子》： 
正如我說的一樣，每個人在不同年齡看《小王子》都會擁有不同的感受。在珮軒的世界

中，小王子讓她知道不能只顧着「遺失的美好」，也要盡全力活在當下。而她提及的 5000朵
玫瑰也令我明白到：小王子之所以愛玫瑰，主要是因為玫瑰的獨一無二令他自豪。在小王子

和玫瑰身上，我們看見了愛情裡的自以為是，也看見了越付出卻越匱乏的感情模式。而小王

子的逃離，才遇見了狐狸溫柔又直率的提醒，明白那朵玫瑰是如此重要又獨一無二，也終於

讓我們知道，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因為是愛才讓一切變得有意義。 
正因為小王子花費了大量時間照顧在 B612星球上的玫瑰花，所以它顯得這麼特別、這

麼重要，而對小王子來說，他明白了這 5000朵玫瑰花，在他心裡與自己的玫瑰花不同。而
後小王子終於可以放下之前那種對「獨一無二」的執著，並明白他對玫瑰的愛，不是由於玫

瑰是世上唯一，而是因為兩人彼此馴服，互相照亮了對方的生命。 
小王子的故事，不論反覆讀了幾次，每次回頭看都能有不同收穫，每個階段都能從中獲

得不同共鳴。從小王子愛上玫瑰的故事裡，想起我們也曾奮不顧身愛一個人；從他遇見狐狸

的故事裡，想起有另一個人教會你如何去愛。 
願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玫瑰！ 

 
 
回應陳老師《全世界最感人的生物學》： 
陳老師推薦的《全世界最感人的生物學》其實我早就略有所聞。我認為這本書就有趣是

它把你放進另一種生物的生活裡，讓你從人的角度來看它生活上的難題。在我看來人類好像

跳脫這宿命，許多行為越來越不像是以延續生命為目標，多元的生物不斷提醒我世界的神奇

與人類的渺小。 
陳老師表示最難忘的是「蟬」，而對於只看過小部分內容的我來說，最難忘的是「燈塔

水母」。原來牠們會一直重複一樣的生活，牠們並非不會老去，但卻會不斷返老還童成為浮

浪幼蟲，牠們可以讓自己的生命重新來過無數次。通常水母在有性生殖之後會結束生命週

期，但燈塔水母會在這時候成為新的浮浪幼蟲，再變成水螅，最後又變成燈塔水母！只要不

被吃掉，這個循環就可以一直持續下去。而且燈塔水母在數億年前就存在了，簡直可以說是

活化石，這麼多年以來都是用這種風趣的方式在繁殖哦﹗ 
看著種種生物的行為，不免感覺所有生物都是為了延續基因而活，像生命短暫的蜉蝣，

每個生命的存在、包含自己在內，全都是不可思議的奇蹟。我相信作者一定是對世界上的動

物昆蟲很有愛，才寫得出來這些感同身受的人生體悟吧！ 
還有很多很多小知識在這本書裡面，我就只舉個小例子，保留一點神祕性，其它的就讓

有興趣的人自己去探索～ 

 
 
 
 



陳淑玲老師 

回應黃珮軒、黃皚旂《小王子》： 
珮軒、皚旂兩位同學介紹的《小王子》，是我中學時代已「看」過的作品，說「看」過， 

因為當時並沒有太深刻的感受——那個藏着羊的盒子、那頂帽子(其實是吞了象的蛇)，都讓
我摸不着頭腦﹗ 
再「見」《小王子》，應該是在 2015年那套電影裏。電影深入淺出(也有人評說是過份簡

單)地呈現了《小王子》的重點：我們都在追尋、追趕成就、意義，卻忽略了人生中最重要
的東西——夢想。 
到最近，我讀中五的兒子中文科校本評核要讀《小王子》，我又拿起這書，意外地我好

似對書中所說的哲理有更清晰的認知，是歲月的磨練讓我更體會到甚麼是赤子之心嗎﹖好神

奇的經歷﹗人生大概就是這樣神奇吧﹗珮軒寫到的「我們在不斷追尋『遺失的美好』」、「只

需在意自己的心」，皚旂寫到小王子是「是永保童真的天使的化身」、「惦記着初衷」、不會

「屈就現實，(慨嘆)『只能成這樣了。』」。這些在我看來也是很神奇的——怎麼你們這小小
年紀，竟有這麼深刻真切的見解，好厲害啊﹗讚嘆你們對《小王子》有深刻體會，也勉勵大

家在成長的路途上，在種種挑戰磨礪下，都能不失赤子之心，體會到人生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