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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的鼓手—期末電影心得 

這部電影探討了追求目標的執著，以及對於嚴師出高徒的爭議，一位大學

生為了追逐自己的夢想，遇到一位嚴厲的指揮老師，安德魯在得到佛萊契的賞

識而進入他的樂團，為了全心全意地投入練習，以及他對於夢想的信仰，不禁

惡化了家人的關係，不需要朋友，也放棄愛情，只為了成為最厲害的鼓手。當

他開心的以為得到老師肯定的時候，卻又被換回替補位置，因此得到新的機會

時，他便更努力的證明自己的能力，打到血噴濺到鼓上都不停止，度過了艱辛

的練習過程，在要上場比賽的時候，就算出了車禍，也還是堅持要爬起來衝回

現場，然而，因為車禍的影響讓他的技巧失準，也被要求退團，崩潰的壓力使

然之下，安德魯衝去揍了佛萊契，也引起調查導致佛萊契失去教師資格，後來

當他們在酒吧相遇的時候，佛萊契邀約安德魯參加他的新樂團表演，儘管安德

魯又被老師愚弄，也重新激起他對於打鼓的熱愛。 

首先我想討論的是佛列契的教育方式，嚴厲的指責或許可以激起團員們更

認真的練習，但同時他也給予更大的壓迫感，甚至是直接把成員罵到哭，或是

拿椅子砸人，不免讓人思考，有必要如此激烈的言詞領導團隊嗎？需要這樣的

教育才能激發孩子們的潛力嗎？當男主角就像所有青少年一樣，懷抱自己的夢

想，興奮地進入最頂尖的音樂學校，也期待著被得到指揮老師的賞識，迎面而

來的卻是尖酸刻薄，而現在普遍的認知都是要多給予學生正面的鼓勵，以建立

學生的自信，幫助學生從學習中得到成就感，可是佛萊契不是，他的方式是極

端的怒罵甚至是砸椅子等，逼學生從眼淚中成長，以更能突破對自己的局限。

我想安德魯對他大概是又愛又恨，因為佛萊契的逼迫，超越原本的自己，可是

又同時怨懟於他的領導方式。後來，佛萊契在影片尾聲解釋了自己的教育方



式，因為人們在被肯定後，容易被眼前的美景所迷惑，認為自己的能力已經夠

好了，而不再鞭策自己進步，就像男主角原本的樂團，氣氛固然歡樂和諧，可

是卻沒有太多突出的節奏，反觀佛萊契的樂團，雖然很壓迫，可是每一次的演

奏都激起各種起伏，因為他們各個都是為了證明自己能力，而更鞭策自己進步

的樂手。我想這部分是教育會面對的困境，只有肯定能夠增進信心以及學習動

機嗎？不斷的肯定，不會有任何反效果嗎？倘若學生滿足自己的表現而開始放

鬆，便可能會減少孩子的學習動機，而降低出社會後的競爭能力，在沒有壓力

的情況下，固然能激起不同的潛能，可是天才也是要加上九十九分的努力，才

能有機會品嘗成功的滋味，所以就出發點而言，佛萊契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或許學科與術科的培養方式有所不同，因為學科是需要理解並且熟記相

關知識，在不同的題目能夠應用習得的資訊，而術科的確是需要一再地反覆練

習，達到最熟悉的狀況，可是佛萊契的領導方式，也可以套用在學科方面，倘

若一位數學小神童，被老師大力讚美之後，而停止不再學習新的算術方式，便

可能導致所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後果，因此，我想學科方面也是有突破自

我的時候，每一次面對全新的知識，在理解而能夠達到熟悉的運用時，都是在

超越自我。因此，佛萊契的教學方式固然過度偏激，卻也告訴我們努力不懈的

重要性，並且堅持自己所追求的目標。 

老師在學生正式開始練習之前，詢問了家庭背景，也要他大聲說出來自己

值得成為團員，我認為那次的談話，幫助學生建立很強大的自信心，對著空蕩

的走廊大喊，也是我們可以效仿鼓勵學生的方式。然而，看似溫暖的關心，卻

在學生出錯的時候，做了人身攻擊，甚至是拿沒有母親來汙辱學生，不禁讓人

皺眉不解他的言詞，事實上，倘若在我國有這種老師，應該早就已經被提告

了，因為家長會捨不得孩子被這樣對待，但是安德魯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反而

更加努力，想要得到老師的肯定，也得到核心鼓手的位置，我想老師與學生的

相處方式。而在雙方都離開學校之後，安德魯與佛萊契在酒吧相遇了，佛萊契

解釋自己的教學方式，是為了要激發出孩子的潛力，他認為「沒有什麼比『做



得好』（Good Job）這兩個英文字更具殺傷力的了！」，因為學生可能會自滿，

而失去動力練習，無法超越自己，並且聲明他不會因此而道歉，安德魯逐漸明

白老師的用意，感受到老師對栽培以及音樂的熱情，也想起了當時超越自我的

感動，師生似乎又重新建立良好的關係，我想這跟學生的心理年齡也有關係，

因為安德魯已經是大學生，能夠理解老師的期許，倘若是國高中生被這樣對

待，可能會造成一輩子的陰影，也可能會喪失原本對於樂器的喜好，因為儘管

佛萊契會關心學生，可是他與學生的關係卻隨時容易被自己的失誤所打破，而

對於青少年來說，與之建立信任的關係並不簡單，倘若青少年說出自己的心聲

後，換來的只有指責怒罵，那麼青少年應該很難再願意依賴老師了。 

另外印象深刻的還有安德魯喜歡的女孩，在她身上看到很多相似的特徵，

像是在電影院打工，或者是離鄉背井讀書，因為想家而找不到自己在學校的歸

屬感，但是倘若在班級遇到這樣的孩子，我會想鼓勵她可以趁機多認識新的環

境，接觸不同的人事物，拓展自己的視野，像是可以在新的城市品嚐不同的美

食，或者是假日時出去踏青走走，享受不同的地理特色，因為我當年也是很難

適應大學生活，可是漸漸地，認識了全新的人事物後，便會逐漸習慣而喜愛上

不同的生活環境，也可以在新的環境分享自己的家鄉的特色，我想孩子會找不

到歸屬感，老師也要負一定的責任，因為學生缺乏被關心的溫暖。總而言之，

倘若佛萊契的言談方式稍緩一些，我認為在佛萊契身上值得學習的是不輕言軟

化的態度，保持對學生每一次嚴格要求的熱情，以激發學生更多的潛力，也幫

助學生持續努力邁向目標，另一方面，我想老師可以多跟學生溝通，以友善的

語氣表達自己的關心，在課堂當中的嚴厲也不帶任何傷害心靈的字眼，以教師

專業的威嚴讓孩子們知道自己的界限，以免學生學習意願低落，甚至是得到憂

鬱症而釀成自殺的悲歌，也能夠讓學生在快樂的環境當中，努力邁向目標，證

明自己的無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