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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十幾年前，我還是偏鄉小學的代理教師，發現山上的孩子特別羞怯，彷彿一旦察覺環境有

異，立即縮回殼裡的蝸牛，經常把美麗卻飄忽的大眼，藏入倒扇一般的睫毛底下，不敢直視來

人。欠缺經驗的我，不知如何能引導他們接納自己，展現自信。  

在傳統的教學中，我制式的教導他們從課本中獲取知識，以便應付考試，結果發現，他們

視讀書為苦差事，就像穿上不合腳的鞋，走一步、痛一步，我因此失去許多改變孩子的契機。

強迫學生認知，不知道挖掘他們的天分，只會令師生關係更尷尬、緊張。後來，更進一步

了解學生平素的生活，獲悉唱歌和舞蹈是他們原始的天賦，於是讓他們在歌舞演藝中享受表演

的歡欣，獲得舞臺明星一樣的讚嘆，我更堅信，孩子的天賦需要被一再強化，自我價值的定位

才會明確。

偏鄉的孩子，無論是不是原鄉住民，是不是外籍配偶生下的新住民，都是我們土地上的孩

子，需要我們一起協助他們發掘自己的天賦，獲得存在感，更有自信的踏在這塊土地上，與大

家一樣尊嚴生活。

那幾年的鄉村教學經驗，我發現：讓孩子更自在的學習想要學習的，教學者永遠不能嫌煩，

若能藉由現下許多關懷弱勢孩子的繪本作為輔助教材，讓孩子從故事角色中看見自己、關懷他

人，人與人之間的地位，就能達到真正的平等。而今年出版的繪本，不少以童話或寫實故事探

討弱勢族群問題，可作為鼓勵弱勢孩子自我成長的主題，以下為部份選本，供親師參考：

* 大聲唱歌、自我療癒

動物王國裡的小熊「拉拉」很愛唱歌，但是國王禁止他唱，送他到孤島。他在孤島上認識

了猴子「多多」、梅花鹿「麥麥」、鸚鵡「飛飛」等，也很喜歡唱歌的新朋友。

因為唱歌讓他們忘掉煩惱、思念家人。但是壞國王又出現了，禁止大家唱歌，多多因此氣

得臉紅，飛飛忍不住掉淚，後來他們全都被抓走了，留下再度孤單的拉拉。

拉拉對朋友的想念，變成傷心，最後歌聲也走樣了：「他越用力唱歌，都只能發出『嗚嗚』 

的聲音。」思念的線，把天上的星星串聯起來，閉起眼睛，那些星星就會化作朋友：「拉拉，

你來唱男低音，飛飛唱男高音！麥麥，你就負責女高音吧！」、「啦啦啦！我們是最快樂的合

唱團！」，但眼睛睜開，他仍獨自佇立孤島，直到有一天，國王釋放他，他終於能回家採蜜：「日

子一天一天過去，他的家變成一個蜂蜜農場。」，有一天，拉拉出現，熟悉的聲音讓他們重逢、

決定一起工作，共創「時常傳出快樂歌聲」的幸福農場⋯⋯。

以上是《愛唱歌的小熊》（玉山社）的故事梗概，翻到書序，原來是蔡焜霖的故事，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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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沒有說明故事沉重的背景，讀者就在讀了繪本之後，回憶或觀察生活中有無拉拉這樣的角色？

或者自己就是拉拉，由感知而同理，甚至自問：若自己正好就是被國王命令不准唱歌（表現天賦）

的拉拉，該如何自處？如果周圍出現被孤立的拉拉，該如何主持公平正義，幫助弱者走出困境？

* 織出一片自己專屬的天地

《小希的網》（小天下）描述蜘蛛小希和兄弟姊妹一起進入遼闊廣大的世界。天空的星星

組成的圖案，提供小希織網的靈感。

小希織出的三角形網，令兄弟姊妹感到困惑，認為圓網蜘蛛應織出圓形網。小希說：「我

喜歡三角形，它獨一無二。」

為了同化小希的「異常」，兄弟姊妹希望他能像所有圓形蜘蛛一樣平凡：「如果你想當圓

網蜘蛛，你的網就應該像我們的一樣。」，小希不排斥兄弟姊妹的織網，只是認為他們的網「圓

圓的，很完美，可是空空的。」

接著，星星又提供小希不同的靈感，先後把絲線織成正方形、六角形，後來，他發愁了：「知

道如自己要當圓網蜘蛛，就應該織圓形的網。」，這次，夜空的星光給了他一個特別的靈感，

他織出屬於自己的網，真正獨一無二，能布滿蚊子的網，兄弟姊妹因此羨慕不已。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劉清彥在序文提醒讀者：「有些人特異獨行，卻引人詬病；有些人單

特孑立，卻獨有千秋，其中的關鍵便在於自我展現獨特性的同時，是否能夠拔新領異，並且為

他人或群體帶來助益，否則一意孤行到頭來只會讓自己走進死胡同，最後只能孤芳自賞。」這

段話，恰是文本要傳遞的主旨，尤其低齡孩子的自我感強烈，若沒有適切引導和協助，很容易

因他人發出與自己相異的訊息，感到彆扭或排斥，就像小希一樣，認為所做所為都是獨一無二，

未考慮環境，反而出現人際危機。危機若處理不妥當，最後就會淪為劉清彥所說「孤芳自賞」，

最後遭到排擠的窘境。

從某個角度來看，弱勢的反方是強勢，是相對關係，如果小希和兄弟姊妹一樣，順服織網，

安全躲在群體裡，不被發現、不受注意，也許生活平淡無奇，但沒有彼此鬥爭或抗衡的事件，

「個人無法離群索居」就會成為「團結力量大」的回饋，代代相襲，可惜，故事不會因此精采，

總有人面對群體盲從與否而審視內在，需要在彷彿弱勢的位置裡孤軍奮鬥，透過一連串的誤會、

澄清與自省，最後走出屬於自己的天地。弱勢或非弱勢，不是物競天擇下的相對「產物」，而

是群體習以為常的內心爭戰，調整心態，便世界大同。

* 走出自己的軌跡

《做我自己》（東雨文化）中，比起孤芳自賞、引起他人側目的小希，變色龍馬克斯顯得「識

時務」多了，「牠喜歡把自己變色，以適應周遭環境。」馬克斯希望自己和其他動物一樣，從

小就努力練習變色，看到斑馬，便把自己的顏色變成為斑馬色；發現紅鶴或大象，變成紅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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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的顏色：「牠總是盡力改變自己，去迎合其他動物，只希望所有動物都喜歡他。」  

馬克斯生日那天，朋友們都來慶生，為了討好大家，馬克斯盡力變化成朋友身上的顏色，

看得大家眼花撩亂。

馬克斯變來變去，終於感到迷惘，牠想要做回自己，但是不知道朋友是否會繼續喜歡牠。

牠同時又為自己的膚色難過，大象和朋友們一樣，看出牠不快樂，善解的說：「你不需要變成

跟我們一樣，馬克斯！我們本來就都不一樣，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從此，他變回單純的綠色，

像最初那樣。

「你看起來好棒，馬克斯！」

「這就是你嗎？馬克斯！」

「多麼獨特的變色龍啊！」

朋友們的鼓勵，讓馬克斯拾回自信，牠再也不要改變自己迎合別人，火烈鳥說：「你偶爾

還是能變成我們的顏色和圖案啦。」，馬克斯就變成溫暖的粉紅色，開心的和大家躲貓貓。馬

克斯心境上的轉折就是成長的表現，和小希一樣，釐清自己、認定自己的價值所在，繼之而來

的輕鬆自在，就是自我認同的實踐。馬克斯想通了，那一段取悅他人的歷程，雖為弱勢表現，

但實則是自我堅實的轉化。

* 自我認同 擁有真正的安全

胖哥是《你很特別》（道聲）中被貼上最多灰點點貼紙的微美克小木頭人。微美克人都擁

有一盒金星貼紙和一盒灰點點貼紙，可以為自己認同的人貼上金星貼紙，也會為鄙視的人，貼

上灰點點貼紙。

彼此長得不一樣的微美克人都想獲得他人的金星貼紙。只要木質夠漂亮、能跳過堆高的箱

子、唱歌好聽的就被認為有才能，能獲得金星貼紙。胖哥也想獲得金星貼紙。他想跳高，卻總

是摔得四腳朝天；想解釋摔倒的理由，卻被認為可笑，又被貼上灰點點，所以大部分時間留在

家裡不出門，或跟許多貼有灰點點的人在一起，才不會自卑。

露西亞的出現，令胖哥和所有微美克人感到驚奇；她既沒有金星，也沒有灰點點，就算有

人想在她身上貼貼紙，也完全貼不住。所以別人根本看不出來，她是好或不好的微美克人。露

西亞沒有貼紙的牽絆，顯得灑脫，那是胖哥渴望的自己。她問露西亞原因何在？露西亞要他到

山頂上，找到所有微美克人的製造者木匠伊萊就會知道答案。

胖哥擔心伊萊不肯見他，但「當他坐在家裡，看著木頭人們拿著星星貼紙或灰點點貼紙貼

來貼去時，他對自己說：『這樣是不對的。』於是，他決定去找伊萊。」，他走進伊萊的工作室，

伊萊用低沉有力的聲音呼喚他。胖哥吐露自己在乎貼紙的想法，問貼紙為什麼無法貼在露西亞

身上？伊萊告訴他，露西亞只在意誰是他的製造者，與製造者無關的他人，以及他人在意的貼

紙，她從不在意，所以無論金星或灰點點、那些好的或壞的評價，都不會影響她，伊萊說：「你

淺說繪本中的弱勢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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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貼紙的時候貼紙才貼得住。你越相信我的愛，就越不會在意他們的貼紙了。」，最後伊萊

提醒胖哥：「你很特別，因為你是我造的。我從不失誤。」，胖哥單純的相信伊萊也像愛露西

亞那樣愛他，「就在他這麼想的時候，一個灰點點掉了下來。」，這個故事，就像一首西洋老歌：

「I don't know much but I know I love you.」，伊萊像生他的父母，用最深刻的愛，讓胖哥知

道自己被愛，所有的評價貼紙，再也起不了作用。

《你很特別》再版前，許多小讀者就觀賞過這部被製成加上旁白與對話的簡報，它雖不像

動畫活潑，卻因生活中經常出現像胖哥那樣的小人物，動不動就被貼上灰點點貼紙的類霸凌事

件，而那些熟悉的角色，有的是隔壁同學，或者就是自己的影子，但多數人視若無睹、習以為常，

避免惹上麻煩。

胖哥的遭遇，可以讓師長協助小讀者自我覺察，不要受制於貼紙評價，讓情緒受到周圍人

事波動的「綁架」；同時要懂得關懷他人，除了不欺凌像胖哥那樣的同儕，還要想方設法協助

他們找回自信。

* 結語

繪本的圖像作為文字的註解，其詮釋效果往往超越文字本身。小讀者喜愛繪圖，上課時，

只要學習內容能產生心象，他們就能在紙上繪出呈現學習效果的圖樣，他們是圖像理解的高手，

成人毋須自作主張，執意替孩子解釋，因為他們讀圖的心象都是獨一無二、不受約束的；若不

低估小讀者對圖像的感知，他們有能力透過閱讀理解從事價值判斷；從生活環境、經驗、認知

與想像的連結，對故事產生共鳴，達到心靈的淨化。

孩子的弱勢是天生的，所以需要成人保護；也由於孩子的弱勢是天生的，成人更需要理解

他們的心理發展協助適應，而非用「過來人的經驗」限制他們的可能；孩子的弱勢僅只於生理

發展，而非創意；扼殺孩子想像層面的發展，等同將他們矮化，這也是繪本透過圖文不斷替孩

子發出「我們需要發掘孩子未來能力」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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