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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裡的兒童文學

身為兒童文學研究者，不免期盼創作、研究與推廣能緊密結合。創作與出版環扣一起，出版

與推廣也要連合。單有創作與出版，卻乏人問津，命運恐會窄化；尤其是兒童文學。愈文明的國家，

愈重視兒童文學；兒童是國家根本，國家冀望根本，必須培育兒童的文化素養，文化素養則又仰

賴文學的推波。優秀的兒童文學，能提升兒童性靈，豐富閱讀和想像，成為兒童的精神食糧。

兒童文學的起筆立意，哪怕一個詞，一個短語，當較成人文學更為講究，作家的使命，就是

要讓兒童從閱讀文本那一刻起，自然而然浸染在文學的氛圍裡，對文學產生美好的意識、深刻的

情感。

兒童文學也是文學，寫作對象是兒童的兒童文學，也須透過豐富的寫作技巧，讓孩子從作品

中理解人生，擁有盼望。既然兒童文學離不開兒童，是否要思考：兒童對文學了解多少？閱讀量

夠不夠？以及，他們該讀哪一種文類？這些問題恰好反映兒童文學是否受重視、甚至成為提升語

文水準的關鍵，這當中「至少」需要一個引介者，而這個引介者，正是身處教學現場的基層教師。

* 國小國語教科書中的兒童文學

一、文類的呈現

「國語」 以識字、詞為主，意在讓學生從聽、說、讀、寫、作中回饋國語文的習得，其選

入課本的文章未必具備文學性，但，若以兒童文學作為補充教材，可強化兒童對文學的涉獵。

新詩、散文、小說和戲劇是成人文學常見文類，國小兒童主要閱讀文類，則以歌詩、故事、

小說和戲劇為主。近時，國語教科書較以往多元，內容開始觸及兒童文學，甚至邀集作家為兒

童創作，雖礙於篇幅，無法長篇呈現，但不可否認，出版社已然正視兒童文學。以筆者任職學

校（臺中市葳格雙語小學）採用的國語科教材為例，102學年度下學期《國語》教科書，發現各

版符合兒童文學性質的課文如下：

葳格高中附設小學中文專任教師｜原靜敏

版本 南一 翰林 康軒

歌詩

1.2.3.6.9.10課（二下）
11 課（六下）

1.6.7.8.9.10課（三下）
1（五下）

1 課（四下）

散文

4.5.7 課（二下）
2.4.6.7.8.13.14 課
（六下）

4.5.6 課（三下）
3.4.5.6.7.11.13.14 課
（五下）

4.5.7.10.13.14 課
（四下）

故事
14.15.16 課（二下）
3 課（六下）

9.10.13.14 課（三下） 3 課（四下）

小說
〈篇幅限制〉

戲劇
9 課（六下） 11 課（三下）

9 課（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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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顯示，符合兒童文學性質的課文不在少數，尤其「翰林」版三下課本封面列出課文編

撰：王洛夫、陳靜婷、鄭如晴、林哲璋、王文華、許玉蘭和蘇善，皆是臺灣著名兒童文學作家，

足見出版社漸漸認同兒童文學的「實用性」價值與地位。

* 兒童文學可作為補充教材

國小教科書為顧及兒童識字需要，一個學期約讀十四到十六課，反覆閱讀雖達到精熟學習，

但課文缺少變化，文學涉獵稍嫌不足。

身為基層教師，應了解語文教材的選用或編寫，應符合認知、情意及技能三大目標，但部

分學者或教師認為：兒童身心發展有其階段，教材不宜過於「艱澀」或「深奧」，這樣的考量，

反而不易提升兒童的閱讀力。

因此，教材補充顯得格外重要，教師除依據部編或坊間教材教學，還可按班級需求為兒童

規劃文學課程，選擇優質作品，進行更高層次的閱讀。已出版的兒童文學作品，編輯作過篩檢

與編審，具公信力，在教室中導讀，可彌補閱讀質量的不足。

* 教學現場中的兒童文學導讀

兒童文學和教育唇齒相依，不了解兒童文學內涵，易對它產生誤解；林文寶認為兒童文學

的教育性是「兒童中心」，一如皮亞傑強調兒童心智開發的藝術教育，也是文學的教育，而非「人

為」灌輸；兒童文學表現藝術。兒童接受藝術薰陶，需要文字作敲門磚，透過視覺傳達，小讀

者自然會內化文字語言表現的藝術，成人引介文本，毋須過於擔心文字艱澀或深奧，讀者只要

多接觸幾遍，自然會領悟其中的奧義。

閱讀能力越強，智育表現愈佳，另一方面，基層教師若重視兒童文學推廣，相信低俗文字

不易喧賓奪主，成為強勢載體。作品文字優美，主題也較深刻，值得兒童反覆品味與思索。天

津師範大學孟昭毅教授曾表示，大陸兒童文學無法登上一或二級學科的理由，在於主題過於「哄

小孩」（甜美、溫馨），擔心臺灣也發生這樣的狀況；事實上，科技文明使兒童閱讀需求增加，

對真、善、美的理想也有等質追求，在在顯示兒童文學在教室的推廣有其必要。

* 低年級適讀的兒童文學

一、兒歌和新詩

幼兒進入小學，該接觸哪一文類。一般認為較富有節奏感、想像豐富的兒歌和新詩適合幼

兒閱讀。有些教師不敢嘗試兒歌或新詩教學，多半覺得作品蒐集容易，但不易分析。其實，低

年級兒童對歌詩創作原理不必非得了解，目的只在產生興趣，教師可參考林良在《國語日報》

語文版定期發表的兒歌作為補充教材，以念唱或挖空兒歌從事仿作，從遊戲中學習；新詩也可

如法炮製，以填詞教唱或朗讀，反覆練習，加深兒童對歌詩的印象，提升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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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獨腳戲式的單線兒歌創作，林良和插畫家貝果合作的《今天真好》（國語日報）和《我

喜歡》（國語日報）是新出版的日記式兒歌，節奏歡快，符合兒童生活經驗；插圖活潑有表情，

色調可親，是兒童喜歡的樣式，可作為兒歌教本。

二、繪本或圖畫書教學

教師可利用「導師時間」進行繪本教學。教學前，教師若參考彭懿的《遇見圖畫書的百年

經典》（信誼）、《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天衛），能更細致引導兒童閱讀圖畫的線索，讓

兒童發現圖畫書多元的樣貌。

筆者曾在教學現場引導低年級小朋友閱讀《拼被人送的禮》（青林）和《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格林）。前者色調華麗，後者內斂含蓄，故事風格迥異，圖畫書就像「puzzle」，好奇的眼

睛尋索不同頁面，意外發現繪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布局。

經過一個學期，小朋友對兩本繪本印象深刻，更賦予情感；《拼被人送的禮》讓他們領悟：

分享可以讓生命格局更寬廣；《爺爺有沒有穿西裝》讓他們認真看待生命的神聖與莊嚴。教師

不妨設計一份具層次感的閱讀思考活動（可參考 PIRLS）。以《拼被人送的禮》為例，直接提

取文本訊息如：「拼被人經常在何處縫被子？」「拼被人喜歡為誰縫被子？」「拼被人縫的被

子有什麼特色？」……，再轉向：「國王已擁有數不清的禮物，為什麼還要向拼被人要被子？」；

「為什麼拼被人向國王說：『當你自己變成窮人時，我才會給你一條被子？』」（發展與解釋）；

「如果你是國王，還會向拼被人要禮物嗎？」（反思）。《爺爺有沒有穿西裝》據此依層次提問，

也可以檢視小朋友對文本的理解程度。

梁若洵翻譯的繪本《白熊的內褲》（Polar Bear's Underwear）（格林）是 tupera tupera一

手包辦的作品，主題是尋找失物：白熊以為斑馬、豬、蝴蝶、貓咪、烏賊、兔子穿走自己的內褲，

．《今天真好》

．《拼被人送的禮》

．《我喜歡》 

．《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教室裡的兒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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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內褲還在自己身上。繪者依動物身形，裁剪內褲式樣，再將褲形挖空，讓小讀者猜謎；比

較有趣的是，內褲是貼身物，當讀者看見鏤空的褲形，一定會大呼小叫，然後趕緊翻頁；翻開

新頁，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斑馬的小褲子」。此繪本不只具有翻頁的驚喜，教師還可指導小

朋友正確的穿衣技巧。另外一本《小老鼠吃月亮》（上誼），也有鏤空圖案，具有同樣的趣味。

* 中年級的兒童文學導讀

一、童話

兒童性、趣味性、幻想性、故事體，構築童話獨一無二的文學地位。動物、精靈、仙子、

巨人、巫婆能輕易穿越時空，或變出令人驚奇的魔法，讓童話具備想像的大能；而這些故事只

為兒童量身訂作。

適合兒童閱讀的童話不少，《國語日報》出版的年度童話選集從 2007年 5月出版第一本精

選童話《天空游泳場》到 2013年 9月最新出版的《鯊幫海盜古董店》，已近十二本之多，具指

標性。歸納作品涵蓋愛、頑童、自然三大母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以及藝術與哲學兩大主題，

這也是童話創作不可或缺的元素：

1.愛的母題

母愛：以溫情、安慰、鼓勵、慈善、甜美、同理、分享、懷舊等情緒感染兒童。

父愛：以愛的教育、道德勸說、反省讓兒童獲得教訓。

2.頑童型母題

以機智、挑戰、冒險或嚮往無拘無束的自由，使作品表現矛盾、幻想、趣味等變化。

3.自然的母題

以萬事萬物入題，描寫自然界生態、生與死等自然現象。

4.藝術的主題

以比喻、誇張、驚奇等美感表現作品技巧和藝術性。

5.哲學的主題

故事與兒童對話，或兒童與故事對話，兩者哲學觀相互滲透。

當教師了解三大母題、藝術與哲學主題的內涵，可依童話故事設計題目和兒童討論。由於

母題和主題詞意抽象，教師可自訂討論主題，其中愛的主題可不更動，頑童的主題可改成冒險；

．《白熊的內褲》 ．《小老鼠吃月亮》．斑馬的內褲．猜猜這是誰的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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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母題可改成環保／保育；藝術以發想或創造為主，讓兒童重新編排故事；哲學主題為開

放性問答，可表現兒童邏輯。以《精靈宅急便》當中〈來自神秘的精靈森林〉為例：「透明的

飛船閃著七彩虹光，飛呀飛，飛到了精靈森林。精靈森林美得像個夢境，裏頭有花精靈、樹

精靈、動物精靈、河流精靈……。精靈們自在又快樂，每天都可以隨意變身：從花精靈變成

水精靈；從水精靈變成草精靈……」，短短描述，含括愛、頑童和自然母題，以及美〈藝術〉

和思考〈哲學〉的揉合。精靈是低幼兒童最感興趣的主人翁，由精靈開展的主題，別具神秘感。

二、民間故事

民間故事是口傳文學，充滿想像。想像，讓故事題材活躍，也讓兒童獲得人生的經驗和美

感，同時提倡品德教育。

臺灣民間故事老少咸宜，也是兒童文學重要文類，更是創作童話原形。林文寶說：「我們

相信兒童文學的產生，是肇始於教育兒童的需要。」（國立空中大學），民間故事以風俗民

情的「美」和「善」薰陶、感化兒童，進而培養兒童的道德情操。

洪淑苓認為：「舉凡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各方面所觸及的細節，都可能

創造出樸素、有趣的故事，傳達出庶民百姓對生活的理想、情感、信念，以及價值觀。」（三

民）。《小袋鼠親子童話屋――臺灣童話三十冊》（上人文化）即傳達百姓的「理想、情感、信念，

以及價值觀」符合洪淑苓所述。

「傻人有傻福」、「惡有惡報」和「因果報應」獨樹臺灣民間故事的基調。裝幀迷你精巧，

可供兒童在極短時間讀完數冊，滿足閱讀量，提高閱讀意願。

民間故事凸顯的傻性格是傻人物的臍帶。林良認為：「兒童文學作家為孩子寫的童話，除

了故事本身的趣味以外，往往連帶著也為這個故事塑造了一個有形象、有性格的主角。這個

主角，就成為孩子們念念不忘的『童話偶像』。」（國語日報）

民間故事與創作故事最大的差異，在於它明確指向「顯揚人道正義，表揚良善，警戒敗惡」

的「因果報應」，強調淨化人心的價值。它在單純的情節中闡揚真理；在質樸的作為中，塑造「傻

人有傻福」、「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彼此具對應關係。

人物大都有股「傻勁」，經常因為退一步而海闊天空，意外獲得好運。就像〈水鬼變城隍〉

中的年輕人，三番兩次阻止水鬼找替死鬼投胎，水鬼受到他的感召，決定不讓悲慘事件發生，

閻羅王得知，提拔水鬼為城隍爺。〈賣香屁〉的傻人物金木，不向哥哥索取家產，只得到一隻

從牛身上跳下的蝨子。由於金木善良，一隻毫不起眼的蝨子竟為他帶來財富。

主人翁的傻作為一再被強化，造就故事的可看性，同時啟示兒童，傻得不計較，最後得勝。

臺灣民間故事情節精簡、素樸，是傻人物傻作為造就的傻趣。值得注意的是，教師引導兒童閱

讀民間故事時，必須教導孩子拋棄功利主義。民間故事強調傻人有傻福，最後會獲得金銀財寶

這樣的觀念，表面增強兒童的善行，但也可能導致：因為想擁有金銀財寶，所以不做惡的錯覺。

倒果為因，非教學目的。

教室裡的兒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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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的兒童文學導讀

高年級兒童閱讀範圍較寬泛。這個年紀通常會以生活故事、自傳或小說作為讀本。教師可

選擇貼近生活的故事作語文補充教材。

指導兒童閱讀生活故事，可以讓兒童走出童話世界的超現實。以校園為題材的故事，多有

正派角色與反派角色的對照，不必說教，讀者就能自行判斷是非善惡，產生同理心：林哲璋的《不

摸魚老師》（小天下）貼近兒童的心理，「不知道的事」、「不摸魚老師」、「不簡單」果然

不簡單……，以「不」作開頭，反其道而行，抓住目光，匠心獨運。

《詩人你好》（小天下）引導高年級進入古典詩的殿堂。徐國能教授對這本「故事化」唐

詩多有美荐，認為作者子魚懂得兒童語言和心理，介紹李白、王維及杜甫，如同「與詩人面晤

促膝，充分體會了詩歌的趣味與深度……是一本帶領孩子進入詩，進入生命的作品，值得家

長和孩子一起細細品味。」作者訴說李白等人的身世和遭遇，從現代文學目光轉向經典文學別

有況味，一方面加深閱讀印象，一方面作為學習古典文學的起頭，能稱兩者間的橋樑書。作者言：

「故事是敘事，詩是韻文，韻文與敘事的融合，帶出更多的感動，故事也提供教師賞析唐詩

時，多一個可以講的故事；提供孩子自己讀詩，有故事背景更增進對詩的理解。」正如作者

自陳，故事化的韻文讓讀詩更富動感與趣味。

除了校園故事和韻文故事的引介，教師可關注兒童戲劇。倘使將上述作品改成劇本，運用

對話、表情、肢體線條等表現故事精神，也能引起兒童對戲劇文學的興趣和行動。教學必須通

過概念習得與活動參與的連結才能起到效果。兒童文學在教室，可以扮演說故事的「王小玉」，

也可以扮演旁白的熊布偶，教師不妨進一步思考，自己要如何經營／推廣兒童文學，兒童的語

文學習才會更全面，更受兒童喜愛。

* 結語

林良在《淺語的藝術》（國語日報）一再鼓勵兒童文學創作，希望作者「努力的」、「誠

懇的」耕耘屬於兒童的文學：「一個兒童文學作家，必須把它的作品寫得使那種頑固的認為

『文學就是文學，哪裡有什麼兒童文學』的人讀了以後，不得不點頭說：文學畢竟是文學，

．《不摸魚老師》 ．《詩人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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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兒童文學』到底不壞呀！」，兒童文學到底不壞呀！看似自我解嘲，實則反映林良對兒

童文學的期待。文學雖非理性科學，但它補足科學所缺乏的靈活與彈性，累積人類的美感經驗，

看似主觀又個人化，卻也因著這樣的特性，人人有權訴說對文學的感應，對文學的追求，並透

過文學抒發情意，所以，透過文學，我們找到一種共有的生活樣式和態度／規律與和諧，以及

對美的普遍追求，那也是無法以科學公式套用的規律。

兒童文學創作是一條長遠之路，出版者與創作者需有長期經營兒童文學的信念，盡心推廣，

在作品出版與交流方面，比如出版《兒童文學家》的「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會」，不定期舉

辦兩岸出版家、作家與學者的交流與觀摩；在教學方面，教師應了解兒童文學的本質、作用，

以及它對兒童的影響，惟此，兒童文學的品質才能與成人文學並駕齊驅。兒童需要具有天分的

作家為他們創作優質作品，同時需要有責任、願意為兒童創作的作家持續不斷的耕耘，它才能

勢如摧山、歷久彌新。

傑克．齊普斯說：「現今後現代文化功能是在妝點、美化、修飾我們的日常生活，而非

改變我們周遭世界現況的本質。」明指善加利用文化產業的優勢才擁有競爭力，兒童文學的經

營是文化產業之一，除了感性的閱讀，出版業和作者不妨參考傑克．齊普斯從後現代藝術著眼

的文化觀，讓自身或團隊以更大的社會責任為期許，從新理出一條專屬兒童文學出版與經營的

哲學。

出版與創作支持兒童文學永續經營，積極推動兒童文學的教育工作者更功不可沒，他們讓

兒童在閱讀中獲得樂趣，扎下文學之根並茁壯繁茂，是不可忽視的幕後功臣！

教室裡的兒童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