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繪本玩概念

張競文

壹、前言

「天啊 ! 為什麼生字都記不起來呢！造句、造詞也一團糟！
好苦惱、好無助呀！」這句話是每次上完抽離組國語課時崩潰的
吶喊，當然曾參加兩次語文工作坊的我，並不是不知道還有吳敏
而教授的教學法可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但因自己對新課網的誤
解，以為一定要上課文的內容，加上有兩個孩子才一、二年級，
真的難以割捨課文中皆是高頻字的生字，因此踏上了莫名的堅持
之路，只是一個學期下來，我的堅持並沒有讓孩子的識字量增加
多少，學習動機也依然薄弱，真的是相當挫折的一個學期！

直到後來兵老師和我談起了研發小組的精神，並矯正我對新
課綱的誤解，讓我回到兩年前第一次用繪本帶孩子進行語文課的
感動與希望的氛圍中，因此決定再冒險一次，於是在期末的 IEP
會議上，我說服家長，就這樣展開了下學期的旅程⋯⋯。

一、我的寶貝學生

小星星，一年級，有服用過動藥物且疑似學障，可利用注音
自行閱讀，但三拼的錯誤率高，在書寫方面有困難，喜歡發表，
但句子結構待加強，流暢度不佳，內容少有變化。

亮晶晶，二年級，自閉症伴隨學障特質，不會注音，認讀寫
困難，無法閱讀文章，口語表達含糊不清，句子長度短，結構性
不佳，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但很喜歡閱讀繪本裡的圖喔！

阿霖，六年級，中度智障伴隨著常發作的癲癇，無法認讀寫
及閱讀，寫字停留在描字階段，口語表達能力與亮晶晶一樣，含
糊不清，句子長度短，結構性不佳，喜歡聽故事，但不太能理解

做一個新嘗試最
難的就是開始，像
第一次跳水，大部
分的泳者都有點猶
豫，做就對了！



（二）使用節數：4節

（三）教學目標：

1. 鼓勵讀者與文本互動

2. 培養觀察力和依據線索猜測的能力

3. 增加識字量

4.	認識語助詞

5. 認識並使用句型：「是⋯⋯不是⋯⋯」、「說不定是

⋯⋯」、「其實是⋯⋯」、「絕對不是⋯⋯」

（四）教學設計：

1. 共讀繪本，並跟著繪本中可預測性的句型思索

2. 請小朋友根據周邊的線索猜一猜它是不是蝴蝶 ? 如果不
是，那是什麼？什麼原因會這樣猜？

3. 挖洞的地方，翻過去後會變成什麼呢？猜猜看！

老師的問句，敍述的內容常偏離主題，且多是描述圖中的物品名
稱，少有故事性。

小威，六年級，中度智障，認讀單詞能力佳，不會注音，無
法自行閱讀，很喜歡看繪本，喜歡發表，但句子不長，結構性
弱，但學習動機佳。

二、課程設計理念與想法

由於學生的語文能力較弱，除了小星星會拼讀注音外，其他
學生的識字量極少，甚至不識字，在認知、詞彙量、背景知識、
及專注力⋯⋯等也都有很大的問題，因此第一步就是讓孩子對
「閱讀」先產生興趣，第二步就是以搭鷹架的方式發展語言表達
的能力，第三步則是增加識字量，讓學生藉由自選生字，增加其
學習動機及成效。因此繪本的選擇就相當的重要，而在考量其各
方面能力後，我選擇了橋樑書及可預測性的讀本，它們的共通點
是文字相對較少，甚至沒有文字，或重覆的句子多，句型結構明
顯，有較多與孩子互動的呈現，如此一來孩子們也會覺得有趣，
更因與文本的互動多，而更為專注；此外也因文本中重覆的句子
多，結構明顯，即便是不識字的孩子也可以說出句型，增加參與
度及自信感。

綜上，就是希望藉由繪本，培養出學生以下的能力：
1. 辨別訊息的來源——從圖或文字
2. 連結文本內容到自己的經驗、想法和知識
3. 運用文本的脈絡作預測
4.	 運用文本內容和已知做推論
5. 增加敍事的能力
6. 增加識字動機及識字量

三、教學過程與設計

繪本：『黃色的是蝴蝶』

（一）繪本介紹：

目的和步驟掌握
得真好。運用重覆
性、有連貫性的讀
物來增加識字量是
最理想和自然的學
習方法，亦即是幼
兒學習口語語彙的
方法。單字的教學
對語言發展的貢獻
較低。

很高興看到老師
特別重視學生了解
和運用自己的想法
來學習。

作者：五味太郎
「黃色的是蝴蝶！黃色的是蝴蝶！」草地上有一隻黃色的蝴蝶

耶！
小男孩帶著補蟲網要開始抓「黃色蝴蝶」，可是翻頁一看……
「咦！黃色的怎麼不是蝴蝶？」
「怎麼是黃色的花？」
「弟弟頭上有隻黃色的蝴蝶，捉起來！」
「咦！黃色的怎麼不是蝴蝶？」。
「怎麼是一顆黃汽球？」
「黃色的是蝴蝶！黃色的是蝴蝶！樹上有隻黃色的蝴蝶，捉起

來！」
喔喔……怎麼是⋯⋯？
透過鏤空的設計，黃色的蝴蝶出現在好多不同的地方！圖面

上還有其他有趣的設計，像是前一頁的花，怎麼變成豬鼻子了……
等。快翻開書，跟著小男孩一起來追一隻又一隻的「黃色的蝴蝶」
吧！



(1) 根據挖洞圖片＋圖片提示猜一猜是什麼？並引導：「〇
色的說不定是⋯⋯」

(2) 公佈答案，再引導之：「（自編語助詞），其實不是

⋯⋯是⋯⋯」

(3) 將學生說的寫在紙上，讓其仿抄

綠色的說不定是抹布
唉呀呀

其實綠色的不是抹布
是菜瓜布

關卡三：挖洞的圖片＋圖片提示

(1) 根據挖洞圖片＋圖片提示猜一猜？並引導之：「〇色的
說不定是⋯⋯，」

(2) 公佈答案，再引導之：「（語助詞），其實不是⋯⋯是

⋯⋯」

(3) 將學生說的「完整的」寫在紙上，讓其仿抄

紅色的絕對不是紅綠燈
嗯！

紅色的真的不是紅綠燈
是籃球

關卡四：我是關主：學生自己設計關卡

4.	過四關：

關卡一：沒有任何提示，只有挖洞的圖片

(1) 根據圖片的部份猜一猜是什麼？並引導：「○色的是

⋯⋯」

(2) 公佈答案，再引導：「（自編語助詞，例：唉呀！）不
是XX，是 XX」

(3) 將學生說的寫在紙上，讓其仿抄

灰色的是斑馬
叭叭

灰色的不是斑馬
是大象

關卡二：挖洞的圖片＋圖片提示  

教師幫助學生加
入書的創作，提供
句型給學生使用。
讀者與作者溝通意
義，是互動式閱讀
的好例子。



繪本：跟著線條走（共 3冊）

（一）繪本介紹：

（二）使用節數：4節

（三）教學目標：
1. 持續與文本互動
2. 培養孩子觀察的能力
3. 練習搜尋的技巧
4.	 訓練專注力
5. 練習「部份—整體」的觀察
6. 練習「停—想—做」的作業流程（一筆畫串聯所有物品）

（四）教學設計：

第一天・兩節課的流程

孩子是天生的偵
探，只要引起探索
的動機，加上一點
點引導，就會帶來
驚人的學習活力。

作者：羅拉．朗菲斯特
練習一筆畫的遊戲書，作者朗菲斯特用她的招牌連續線條畫，

創造出一系列簡單俐落、創意十足、包含許多有趣細節的圖畫。從
封面的書名開始，就出現一條線，跟著這一條線，讀者翻頁進入不
同的主題，隨著線上上下下遊歷各地，每一個主題區都設計了一些
問題，要讓孩子數算、思考與觀察。孩子們將會開心的跟著這條
線，從頭到尾遊玩此書。本書涉及兒童發展許多概念，手眼協調、
空間、色彩、認知、數數、具象抽象、觀察想像和趣味等等……，
在玩樂中培養超能力喔！

(1) 先選自己想讓別人猜的東西

(2) 視學生程度，自由選擇讓別人猜的方式，方式有以下兩
種：

文字提示：學生自己想謎語，老師幫忙寫在封面

貼圖提示：圖可老師先過瀘過，學生自選

封面（謎語） 內文（解答）

牠是紅色的，但也有可能是別的顏色，
牠的頭上有鬚，他是一種昆蟲，
牠會飛，牠小時侯是毛毛蟲，

牠喜歡採花蜜！
——小星星出題

牠可能是胡蘿蔔（只看到圖時）
啊！牠不是胡蘿蔔（聽到題目內容後）

牠是一隻美麗的蝴蝶
因為牠小時候是毛毛蟲

——亮晶晶解答

第四關因為時間不足，我並未在課堂中進行，而改在期末評
量中去測試，測試的當時，真的很「挫」，害怕學生無法自己出
題，但我發現我多慮了，因為其實只要一些小小的引導，學生就
可以說出不錯的謎語喔！也玩得相當開心！

至於猜的部份，學生在這段時間下來，對於猜測已經愈來愈
掌握到技巧與方法了，就拿期末評量來舉例，亮晶晶在看到挖
洞的圖片後，就會開始猜測，並根據出題者的每一句話去調整答
案，甚至還可說出為何這樣猜的理由，而且還會吵著將作品帶回
家，真的是令人開心的一件事！

四個關卡由淺易
到較複雜，學生
練習了許多閱讀理
解的策略，每個都
增加學生自己的內
容，結合了讀、
寫、思。



(3) 著色－練習精細動作

第一節課時，學生對於這樣的繪本感到相當的新鮮、有趣，
每個都吵著要先玩，這樣的反應與動機我就知道「中啦！！」；
到了第二節課時，本以為學生會沒有興趣了，但卻出乎意料的還
是搶著玩，而且亮晶晶多了很多的自發性敍述喔！此外在猜測的
過程中，孩子們出現了很多的爭辯，而我就會在一邊偷笑，因為
孩子們都沒發現到為了爭辯，他們可是多了很多的口語表達呢！

另外在繁雜的線條和色塊中，孩子必須透過仔細的觀察和數
數才能正確的完成繪本裡的任務，也才能察覺奇怪的地方；此
外，專心的跟著線條走的過程中，孩子必須隨時觀察出現的東
西，或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去找東西，幾次下來，發現愈到後
面，孩子找的速度增加了許多，且耐心也多了一點喔！到了最後
一個環結－「一筆畫遊戲」時，學生一開始會衝動的想去連起所
有的東西，但在引導下，會停下來，看一看，想一想要如何才能
串起所有的東西，也在無形中訓練了孩子計畫的能力。

繪本：這是誰的尾巴

（一）繪本介紹：

（二）使用節數：2節

教師很巧妙的把
書中二度空間的
線，變成教室中在
三度空間走動的
線。

學生不願意表達
有兩大原因，沒有
話要說和怕說錯
話。教師尊重學生
的創意，學生產生
了自信，從而主動
的表達意見和辯護
自己的想法。

作者 / 繪者：艾拉．馬俐
首先映入眼廉的是一整頁黑抹抹的東西，它是什麼呢？哦，原

來是一隻豹啊！那豹又在追什麼呢？那是誰的尾巴？哎呀，原來是
野狼的尾巴。那野狼又在追誰的尾巴呢？……繼續往下翻、翻、翻
到最後一頁時，發現到鱷魚在追……書本剛翻開時的那隻豹啊！這
是本奇妙好玩的連環圖畫書。

1. 一起玩繪本——「找找屋裡有什麼」，輪流接棒當小螞
蟻，跟著線條中

2. 小偵探：

(1) 找一找書中的問題？

(2) 找一找出現了什麼奇怪的東西？

3. 小遊戲：

(1) 教室中貼上線條，讓小朋友跟著線條走，並觀察線條邊
出現哪些東西？

(2) 各別告訴我他看到了什麼？

(3) 對對看，大家是不是看到的東西都一樣呢？

(4)	帶著孩子再走一次，重新觀察出現的東西。

第二天・兩節課的流程

1. 第一節不介入，讓他們再玩一次（這一次將三本系列皆呈
上，讓學生選）

2. 創作繪本：

(1) 由教師將圖片準備好並分類，讓學生選自己喜歡的類
別。

(2) 貼在西卡紙後，請學生試著用一條線去連接所有東西。



讓學生感受從前面唸過來的句型是「誰追誰」，但若從後
面唸回去則是「誰被誰追」，示範幾次後，換學生說說
看。

這樣的玩法，孩子們都覺得很新鮮，也一直迫不及待的看下
去，對於猜測也能說出理由，每次猜對時，臉上的笑容都好驕
傲，幫繪本寫字時更是爭著誰寫的多，好像自己就是作者一樣的
想填滿空白的地方！你們看！他們多可愛⋯⋯。

繪本：捉迷藏　捉迷藏

（一）繪本介紹：

（二）使用節數：2節

（三）教學目標：

1. 增強「局部和整體」、「小和大」、「高和低」、「遠和
近」、「形體辨識」等概念

可預測讀物中常
常出現重覆句型，
是練習寫句子延伸
故事的好教材。

活動的本身帶來
內在的正增強，教
師注意到不必特別
鼓勵學生的競爭，
也不必直接讚美學
生，讓學生累積內
在的動力，日後不
用靠外在的增強為
學習動機。

作者：五味太郎
小傑先當鬼，所以小吉趕緊躲在乾草堆的影子裡，卻聽到了

「乾草堆」說話了：「噓！安靜！你在玩捉迷藏呀？我也在玩捉迷
藏耶！」咦？原來乾草堆其實是狐狸的身體啊！狐狸說：「躲在這
棵樹的影子裡，不會被捉到吧！」這時，「樹的影子」也開始說話
了……

（三）教學目標：

1. 持續與文本互動

2. 培養觀察的能力

3. 培養依據線索猜測的能力

4.	融入「XX追 XX」、「XX被 XX追」的句型

5. 復習「說不定是⋯⋯」、「其實是⋯⋯」、「絕對不是

⋯⋯」等句型

（四）教學設計：

1. 將繪本掃瞄後印出，並將其粘在一起，一頁一頁的打開，
讓學生們依據線索及引導去猜測是什麼動物，並搭配句
型去討論，例如：「牠的尾巴細細長長的，那絕對不是

⋯⋯」、「啊！牠其實是⋯⋯」。

2. 最後只出現一個長長的黑尾巴，讓學生猜這是誰的尾巴
呢？猜到後大家合作把整個繪本繞成一圈。

3. 找回失落的字：告訴學生繪本上的字都不見了，請他們幫
作者加上去！

（本來是預計讓學生說什麼就寫什麼，但每個學生都模仿
第一位說的句型，即「誰追誰」，應此就順勢而為，並將
句子抄入繪本中）

4.	換句話說：學習「被」的意思

讓學生運用自己
的知識，提升成就
感。



個很大的躍進呢！

四、成長的感動

（一）小星星

小星星是唯一會讀注音的孩子，因此在共讀時，他就順理成
章的成了我的小幫手，後來發現小星星在認讀字的能力提昇了許
多！這與過去總是記不了字的他相比，真的是一大進步！此外在
句子的長度也拉長了，不再只是看圖說話，反而會在說之前看看
圖也看看文字喔！

（二）亮晶晶

明顯的發現亮晶晶的課程參與度提昇很多，而且總有很多頭
頭是道的言論出現，每每聽到都

會覺得相當的雀躍。此外亮晶晶在社交互動的能力也因此進
步很多，因為較知道如何表達，因此直接攻擊或搶奪的情況相對
就減少了。

（三）小威

小威的觀察力本來就是比較弱的孩子，但這段時間下來，發
現他的觀察力變強了，能依據各種線索思考後才說出答案，少
了過去的衝動性，多了很多「思考的表情」，看過去都會忍不住
的說他帥呢！另外讓我最感動的一次是小威會連結之前所學的經
驗，套入其他的繪本，例如在「小水母交朋友」中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是小水母，你會怎麼去認識新朋友呢？小威回答：「可以
寫信給他，就像北極熊寫信給企鵝一樣。」當下超感動的！

（四）阿霖

阿霖在期中前的表現，讓我覺得很挫折，所說的東西大多是
命名而已，但期中後的猜測遊戲時，表現的愈來愈厲害，愈來愈
有依據，雖說有時是模仿別人說的話，但能表現的很理所當然的
說出理由，特別是在捉迷藏的排順序時，阿霖可是第一次就排對

2. 重複性的句子，培養語言能力、增加識字量。

3. 依線索推測的能力（排順序）。

4.	增加遊戲的經驗。

（四）教學設計：

1. 這 4 個學生缺乏玩遊戲的經驗，因此第一堂就讓學生輪流
當鬼玩捉迷藏，從中學習輪流、遵守遊戲規則及遊戲技
巧。

2. 玩繪本、猜一猜：什麼動物的顏色像乾草、像岩石、而且
比前一隻動物大？

3. 後面幾頁以 A4 紙印出，並將文字以立可白塗掉，讓學生
排一排被捉到的先後順序。

4.	排完後說一說「因為⋯⋯移開了，所以 XX 說看到了！捉
到了！」，並填入繪本中。

對於這本書，孩子們也是超愛的，到了下課還是會一直想翻
閱這本書，且會吵著再玩捉迷藏的遊戲，思考躲藏的策略，非
常的可愛！且在排繪本順序時，每個孩子都會表現出停一停、排
排看、然後自己發現錯誤並修正，而且當別人排錯時，會馬上制
止，且會告訴對方排錯的理由，雖然講的零零落落的，但也是一



了呢！

整體而言，當國語課本變成了橋樑書或可預測性繪本後，明
顯的發現孩子的動機上升了很多，更是主動的與文本互動，句型
的使用也朗朗上口，並在不知不覺間習得了部份的字詞；此外大
部份的繪本都必須學習觀察周邊的人事物以進行合理的猜測，學
生在幾次的練習後，猜測的合理性明顯的增加了很多，也為了說
服別人他猜得才對，無形中增加了口語表達的能力。這些成長與
轉變真的是難以言喻的感動！	孩子們也因為課程變得有趣，笑容
變多了，參與度也提昇了，字詞的理解和認識更是逐步的在累積

⋯⋯，這個學期真的是個很豐盛的學期啊！

許多教學活動是反覆複製靜態的學科知識，尤其在教學時間縮減的情況之下，
為了「教完」課文，往往不願意讓學生花太多時間探索課外的文本。可是，語文
的教學重點不在於文本的學習，幫助學生練習進行語文活動時的過程才會提升能
力。缺乏能力的資源班學生不容易有成就。
競文老師明白提升能力和學習動機的道理，而且，她了解到可預測讀物，擁有

「玩具」和「學具」的雙重功能，有創意的讓繪本中的內容活起來，發展學生的
好奇和偵探能力。孩子跟著老師「玩」閱讀和寫作的遊戲，覺得思考又容易又有
趣，學習能力從而產生。從他們的作品和學習態度明顯的看得出來。
希望每位教師都給孩子這種學習機會，給他們自信，讓他們持續投入自己的學

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