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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障礙到廚藝金牌 翻糖高手錄取清大 

 文：聯合新聞網 2019-06-29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的王奕鈞是今年總統教育獎得主，也是正取清華

大學特殊選才「拾穗計畫」的準大學生。教育部國教署說，他曾因閱讀障

礙而不被理解，在師長陪伴下，廚藝天賦被激發，成為韓國 WACS 國際

餐飲大賽最年輕的金牌得主。 

 王奕鈞曾獲 2018世界盃盧森堡國際廚藝 A 級大賽金牌、世廚大賽「 

2018 FHA 新加坡廚藝國際賽」翻糖銀牌，也曾獲邀以「台灣的驕傲」身

分分享創作歷程。王奕鈞也是 2017健行好棒盃餐旅好手競技翻糖冠軍，

並獲韓國 WACS 國際餐飲大賽金牌肯定，是該競賽最年輕的金牌得主。 

    王奕鈞小時候因為深受閲讀學習障礙的困擾，曾受同儕冷落對待，努

力經常得不到肯定、不被理解，感到非常孤單。在老師鼓勵與爸媽的陪伴

下，他的多元學習潛能被激發，獲全國熱門音樂大賽爵士鼓冠軍及全國美

展入選。 

    國教署表示，王奕鈞積極學習，白天上課，放學後則到老師家勤練作

品，每天半夜再花兩個小時練習。最後如願在第一次參賽過程，完成處女

作「母親」翻糖作品，拿下金牌。他接著代表台灣展開世界廚師大賽一連

串精采挑戰，在廚藝界享有奧林匹克美譽之稱的 2018世界盃 A 級大賽—

盧森堡國際廚藝大賽中拿下金牌，站上國際舞台，與 70個國家的選手較

勁。王奕鈞說，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價值。如今堅持走來，他

的夢想不再只是夢想，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影響更多在傳統學制不被理解， 

但擁有天賦的孩子。 

    王奕鈞說，感謝過去鼓勵他以及曾經質疑過的人，因為這些都成了他

前進的重要力量。在學習障礙的逆風中，勇敢飛翔追夢。他將持續挑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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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極限，藉由多元啟發與專精之創作能力，充實創作與理論涵養，積極

參與國際交流，讓世界看見來自台灣的驕傲。 

 國教署說，王奕鈞因閱讀障礙學習歷程辛苦，但他秉持不放棄、不畏

挑戰、勇於突破困境的精神，在繪畫與音樂上皆有亮眼的表現，並榮獲世

界廚藝大賽冠軍，廚藝技能出類拔萃，奮發向上堅忍不拔，足堪表率。 
 

 

諶立中：我是醫師，也是三個過動孩子的爸爸 

 文：親子天下雜誌 76期 

    諶立中畢業自國防醫學院，曾當過國軍北投醫院院長、國防部軍醫局

處長。談起三個孩子，他輕嘆一口氣說：「我只是捏了一把冷汗，還好他

們都順利過來了。」 

    諶立中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老大成大工業設計系畢業，目前在荷

蘭工作；二女兒畢業於師大，目前在國中擔任特教巡迴老師；老三也念成

大工業設計，目前一邊念書一邊創業。單看諶家孩子的外在表現，不禁使

人疑惑：他們書都念得很好、長大發展也不錯，有沒有被發現「過動」很

嚴重嗎？ 

孩子自我克制，出現強迫行為 

    正因孩子都大了，諶立中回頭看的，不是課業、人際這些顯而易見的

外在層面，反而看見過動對他們發展自我概念的影響；以及在沒有更好策

略協助下，他們為了控制自己的過動特質發展出的自救方法，反而各自受

苦於一些焦慮、強迫等症狀。 

    「老三念小班，我就曾經去幼稚園跟老師道歉。」三個孩子中，諶立

中對老大管得特別嚴、行為要求多，天真、好動的老大從小常常被要求坐

有坐相、吃有吃相，不聽話就被敲頭，「也許當時我在醫院看到的個案都

比較嚴重，相對覺得老大是調皮、好動，一直不太在意，根本沒想到他可

能是過動症。」二女兒則是個性龜毛，動作非常慢，一頓飯吃兩小時，經

常在放空，上學三天兩頭忘記帶東西。 

    三個孩子的注意力問題被正視，是在老三念小五那年。剛開學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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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打電話要他跟太太去學校，因為老三上課不專心，老師糾

正他一句，他就回嗆一句，那時諶立中才驚覺，事情的嚴重性

好像超過他的想像。 

    仔細評估後，諶立中發現老三有注意力不足跟衝動的症狀 

，且已經明顯影響到在校學習。更慘的是，當時念高中的老大

也跟諶立中反映，他跟弟弟一樣上課極易不專心，尤其國中上

數學課完全無法聽課，「幾乎都用背的」！ 

 長久以來老大為了克制不專注跟衝動，發展出了一些焦慮

跟類似強迫症的行為，比方他參加高中聯考會不自主的檢查書

桌前的名條，檢查超過三十次還停不下來。 

調整教養、與孩子討論用藥 

 針對老大跟老三的明顯注意力不足與過動症狀，諶立中跟

太太當時發展出一些對策跟教養調整。醫學研究證實運動可改

善症狀，於是他們調整對功課的要求，如果坐不住了就讓他們

去打球，兩兄弟後來都打到進入籃球校隊。然而打球雖有幫助 

，卻無法壓制所有症狀。  

 老三因症狀明顯，不傴影響在校學習，國中時跟媽媽也產

生極大衝突，於是老三從國中開始服藥到高中。這期間，諶立

中不斷的跟兒子討論，調整藥量、服藥搭配行為控制，比較服

藥與不服藥的成效。 

    兩個過動兒已讓爸爸忙得團團轉了，那個從小就是好學生 

、不太讓爸媽操心的二女兒，念到師大也向爸爸求助了。因為

她上「教育統計課」時不管再認真、筆記抄得多仔細，思緒總

會中斷、飄走，無法專注學習，渴望學好卻做不到，讓她挫折

無力。諶立中這才慢慢拼湊她從小動作慢、常放空的諸多行為 

，其實她也有過動症中較難以被發現的「注意力缺乏」特質。 

    諶立中的女兒回憶，從小她「每天一忘」，不是作業、便

當，就是水彩用品，求學過程中她經常自我懷疑：「身為好學

生，我怎麼會是因為忘東忘西，而被罰站在教室後面的那一個

呢？」。注意力不足，讓她經常焦慮、擔心，因預期自己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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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所以必須身心全副武裝，放學前再三檢查功課有沒有帶

齊。諶立中的女兒從小苦於注意力不足，深深了解「我努力了 

，但還是做不到的無力感」。現在她身為有特教專業的老師，

希望利用有效策略及早幫助孩子們，不要因為無助感的累積放

棄自己，甚至導致反社會行為，被迫成為「壞小孩」。 

鼓勵親師合作，發揮孩子特質 

    由於諶立中自己孩子的成長有所缺憾，秉持希望別人家孩

子能早一點被協助的急迫感，之前他在擔任新北市衛生局副局

長時，協助推動了全市小二生「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篩檢計劃」 

，當時引起各界極大的反彈。外界批評政策過於粗糙，太快將

過動問題連結到看醫生、吃藥，給疑似過動的小孩貼標籤，多

個議員、家長、教育等相關團體對政策提出關切或抗議。 

    後來計劃名稱緊急調整，拿掉「篩檢」二字，實施不到一

學年便喊卡。面對這個出發點良善、結局卻失敗的政策，諶立

中苦笑說：「確實充滿挫折！推出前知道可能會有反彈，但不

知道會這麼大！」若重來一次，諶立中仍希望喚起家長、老師

對過動問題的重視，但不再強調醫療轉介，而會先去學校做衛

教，並及早把家長拉進來，提供親師改善孩子過動症狀的更多

有效方法。 

    身為父親，他始終遺憾當初只是一直去學校道歉，卻沒更

進一步跟老師合作發展對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篩檢計劃」

推動後，諶立中跟各方人士溝通，也部分修正他的想法，他認

為最重要的仍是提醒家長務必正視孩子的困難、幫助他們，改

變對待孩子的態度，讓他們的過動特質發揮在正向的地方。 

    有些團體告訴他，政策方向應該投入在改善學校氣氛，增

加親師特教知能，讓這些孩子在學更能適應才對。諶立中內心

即便認同，卻難免著急，因為現況要改善的挑戰並不少，「如

果有那麼一天，家長跟老師都能知道如何教養、引導有過動特

質的孩子，真希望那一天快點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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