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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繪本也可以很科學！

陳昭伶 ◎ 正修科大幼保系兼任講師

故 事 教 育 工 作 者

沉浸在童書的世界裡，已有十

多年了，收藏國內外童書，更

是我生活中的重要任務之

一，而童書中的─立體

書、玩具書、遊戲書、手工

書⋯⋯等等，更是我書架上的

貴賓。當然啦！它們也是最受學生們

歡迎的超人氣繪本！今年春天，天下雜誌推出

的科學繪本「實驗好好玩」系列，著實令我大開眼界，它除了同時具有立體書、玩具書、遊戲

書的特色，更特別的是內容充滿了豐富的科學知識。首次接觸到「真的可以動手玩」的科學繪

本，我第一次發現，原來繪本也可以很科學！

「實驗好好玩」全系列共7冊，其中包含了 7 種孩子最常接觸的生活科學主題。包括：《身

體的遊戲》、《建築的遊戲》、《水的遊戲》、《植物的遊戲》、《聲音的遊戲》、《滾動的

遊戲》、《影子的遊戲》。9歲以下須由父母陪同指導，9∼12 歲兒童可自行操作。此系列由法

國創立百年的童書出版社 Nathan`及「巴黎科學工業城」（Cité des Science et de l’Industrie）共同策

劃編輯，是法國頂級的科學教材。 巴黎科學工業城（Cité des Science et de l’Industrie）地位猶如臺

灣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點位於法國巴黎維雷特公園（The Parc de la Villette），於1977年由原

來 19 世紀的古老屠宰場改建而成。其中專為 3∼12 歲的兒童所規劃的兒童館中，每項展示都有

科學原理說明，鼓勵孩子們自己去探索，享受發現的樂趣，大受孩子們喜愛。

◆ 親子一同發現科學

「實驗好好玩」系列，使得科學不再那麼的艱深難懂，反倒變的平實有趣，雖然9歲以下

肯定須要大人陪伴，9∼12 歲兒童可自行操作，但若能親子一同作實驗，相信必定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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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一同玩玩看，不但能為孩子奠定良好的科學基礎，同時也能提供大人們自己探究玄妙自然

世界的機會。其中有簡單又容易操作的實驗設計，並以圖像清楚標示的準備工具、實驗步驟與

方法，讓孩子能夠簡單的跟著操作。大小讀者們可千萬別嫌麻煩而只有閱讀，沒有親自動手操

作，因為紙上談兵，所得來的知識很容易就忘記，而經過實驗、體驗而得來的知識，才能真正

為孩子所擁有，並轉換為將來可運用的知識。本系列從發問→實驗→解答的複雜過程，加上精

密的小道具和實驗小卡的獨特設計，Nathan'童書出版社及「巴黎科學工業城」 都為我們貼心的

預備了！我們只要照著書上的指引，即可來一趟親子科學之旅。相信親子一同做實驗的難得經

驗，將成為孩子一生美麗的記憶。跟著「實驗好好玩」系列，一本一本的探索下去，您和孩子

將發現，真的，科學一點都不難！

◆ 內容特色

「實驗好好玩」系列中每本書皆附有配合 DIY 實驗的小道具，

如《水的遊戲》有會漂浮的小水母；《建築的遊戲》有蓋小房子的

材料；《身體的遊戲》中組合式小骷髏人可是我的最愛；《植物的

遊戲》有好好種的大麥和四季豆種子；《聲音的遊戲》有大自然中

的動物聲音 CD；《滾動的遊戲》有彈珠不倒翁；《影子的遊戲》有

超迷你的手電筒等，讓小朋友不但可以讀，更可體會自己動手玩的

樂趣！

每本書都有可愛的小角色─卡卡、小比、阿骨、羽兒、蹦蹦

金、圓圓和小光，擔任「實驗小導遊」，帶領這趟實驗之旅。而附於書上的「實驗小卡」，更

可幫助讀者們記錄實驗的過程與結果，形成自己的結論。而每本書的第一單元：〈對不對，你

說呢？〉特別設計了關鍵性的問題，如：「小水滴可以滾動嗎？」、「小孩可以用一根手指推

倒大人嗎？」、「我們是怎麼聽見聲音的？如果聽不見聲音會怎樣？」、「昆蟲會發出聲音

嗎？」、「一個物體可同時有好幾個影子嗎？」、「影子也可以有顏

色嗎？」、「動物也會蓋房子嗎？蓋的房子有哪些？」、「影子一點

用處也沒有？」⋯⋯帶領大小讀者們一一探索、經驗，進入身體、建

築、水、植物、聲音、滾動、影子的世界。最後，讀者們也可以運用

「科學小詭計」：用一小張紙撐起一疊書、在衣櫥裡聽到鐘聲、用手

指移動將近一百公斤的物體⋯⋯完成這些不可能的任務！相信讀者們

必能帶著熱騰騰的知識，滿足的閤上書本。

在好幾本書中的〈對不對，你說呢？〉單元，10 個題目當中，

我只有 5 題答對，驚訝自己的科學常識竟是如此的不及格！從小在智能至上的教育體制下長大

的我，記得國中之前大部分非主要的科目幾乎全被國語、數學等主要科目的老師挪去考試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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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該學科，而自然科學、體育、健康教育⋯⋯等學習也就相對的減少。還好，〈對不對，你說

呢？〉單元旁邊有著小小的一排字寫著：「若你只答對 0～5 題，沒關係，這些問題不簡單，

有些連大人也不會呢！」，雖然是作者為安慰小小讀者而附註，倒也安慰了身為大人的我，不

過，我想應該有許多的成人和我一樣，很需要科學再教育。

◆ 內容介紹

一、《水的遊戲》文／戴爾芬．葛林堡；圖／約克．默爾

閱讀本書我有許多神奇的發現，例如：女生比男生容易浮起來；透過特殊技巧小朋友可以

把爸爸抬起來；透過黏土的幫忙，彈珠便可浮起來；透過特殊的方法，馬鈴薯、香蕉、大頭針

也都可以浮起來喔；魚類之所以可以在水中浮起來是因為大多數魚的肚子裡，都有一個小小的

氣囊；看起來笨重的大象、鯨魚和鱷魚，不會沉到水底的原因是牠們各自有秘密武器──透過

其鼻子、腦部和肺部的幫忙。透過此書，相信小讀者必定能夠在趣味的實驗中，體驗水的浮力

定律、壓力原理和表面張力等物理原則。

二、《建築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基頓．德赫木

以前一直覺得建築是一門高深複雜的學問，不是自己這般頭腦

所能理解的，沒想到跟著本書的指導，發現建築原來是件這麼好玩的

事，讓我有好多新鮮的體驗。如：用方糖、蜂蜜竟可蓋一棟可以食用

的房子；用鞋盒打造森林小劇場；不須多花錢，只要將家裡的椅子、

舊報紙拿出來加上剪刀和毛線就可搭出一座隧道；將大紙箱、各種資

源回收的材料組合，即可變成一間讓小朋友玩扮家家酒的娃娃屋，而

且還有門窗喔；將書上附的的材料包組合，還可以蓋出一間有庭院和

吊床的迷你小屋。其中最驚人的是，小紙張也能成功撐起二十本書

呢！相信透過這些好玩的遊戲，小朋友們同時也能了解建造的基本原則和相關的科學知識。

三、《身體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雷米．薩拉德

看完本書，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微笑時，須動用到 17 塊肌肉一起完美運作！透過有趣的插

圖，能幫助小朋友想像沒有骨頭、沒有肌肉、沒有大腦會怎樣？更進一步了解身體各部份的重

要功能是如何互相合作的。同時也明白雖然人類不像有強壯肌肉的大象那麼有力氣，也不像有

很大的氣囊和肺的鳥類可以在天空飛翔，但卻具有智慧，發明飛機及各種機械來飛行和增強力

量。若親子能一起照著書上內容操作，不但趣味十足，又可幫助兒童了解複雜的身體功能。例

如：大人扮演機器人，小孩扮演機器人控制員，幫助小小讀者了解需要多少指令才能完成穿衣

服的動作；大人扮演雕像，小孩扮演觀察員，在扮演雕像靜止不動的一分鐘裡，小小讀者能了

解到人體內在器官心、肺、胃及血液和肌肉的神奇運作。當然啦，大人和小朋友可交換角色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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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對象，讓小朋友體會當機器人和雕像的感覺！

四、《植物的遊戲》文／戴爾芬．葛林堡； 圖／文森．馬希

翻開此書，才知道自己對於植物的知識真可說是相當少！還好，

看過此書之後，關於植物的知識也大大增加。例如：有些植物只能活

幾個星期，但有些大樹卻可能活超過五千年，而且植物只要在合適的

環境就可以不斷的成長發育，比人類的發育期和年齡更長久。家長

可藉由此書帶領孩子一起腦力激盪，想想看如果植物不見了，人類生

活會發生何種變化？ 因為倘若地球上的植物不見了，我們的食衣住

行全大受影響。例如：木製的餐桌、椅子、床都不見了，而桌上的食

物如：果醬、麵包、蔬菜、水果、雞鴨魚肉、牛奶也都不見了，不管

草食性動物或肉食性動物都會跟著消失了！棉質的衣服、橡膠製或皮製的鞋子也不見了，而書

本、紙、鉛筆也會跟著消失，所以也不用上學了！如此嚴重的後果相信能在孩子的心中種下一

顆「保護植物、珍惜植物」的小小種子。另外，書中還提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如：健忘的松鼠

忘了一些藏在土裡的胡桃，使得小胡桃乘機發芽長成胡桃樹；若蘋果花要長出蘋果，必須透過

蜜蜂採蜜時，順便幫他們傳遞花粉；沿著馬路被排出的馬糞，其中未被消化的燕麥，可從馬糞

中取得養分，就在馬路邊發芽了，所以有時我們可在馬路旁看見小花小草！

五、《聲音的遊戲》 文／伊莎貝拉．夏維妮；圖／傑若姆．盧里耶

生活在有聲世界的我，以為聲音只能用聽的，透過此書，我才知道，原來聲音不但可以聽

見，也可以看見和觸摸到（振動）。例如：第一次聽梳子音樂發表

會，原來梳子也可以演奏出美妙的音樂。而聲音不但可以讓小顆粒如

米粒、乾香草等開舞會，還可讓它們參加跳遠比賽！小朋友可藉此觀

察聲音的共鳴現象，很有趣喔！此外，除了嘴巴以外，身體的其他部

位也可以發出聲音⋯⋯。耳疾的人透過這些聲音振動和共鳴原理，使

用其他的輔助器材，也能克服聽力損傷所造成的日常生活障礙。

六、《滾動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約克．默爾

各式各樣的滾動遊戲，例如：用厚紙版自製小山丘滑行道，試試看黏土、橡皮擦、核桃、

彈珠、骰子、乒乓球和榛果，那些能順利完成滑行；利用空鋁箔包、吸管、竹籤和軟木塞作成

各式各樣的紙汽車；寶特瓶要裝那些東西才能讓空鋁箔包牆壁倒下；圓形瓶蓋加上兩顆蛋珠作

成魔術瓶蓋，將魔術瓶蓋放在斜坡上不但不會往下滑，還能往上爬；讓氣球走空中繩索；用三

根指頭移動幾十公斤重的書⋯⋯在這些活動中小朋友能學習運用重力、摩擦力、速度、慣性等

原理，並觀察其所造成的物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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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影子的遊戲》 文／諾拉．多梅尼奇尼；圖／瑪里翁．比耶

看了此書，才知道一個物體可以有好幾個影子，而影子也可以有各種顏色，同時，也了解

如何利用影子來判斷時間，真是實用！然而其中最好玩的，可說是影

子劇場，跟著書上的步驟，準備一盞燈、找一面淺色的牆壁，便可簡

單的用手比出各種動物的影子，如：鴉子、鵝、小兔子、牛⋯⋯上演

有趣的影子劇場，若利用投影機和布幕，還可找一群同伴同時上演大

劇場呢！另外，若準備紙箱子、描圖紙、自製小紙偶、手電筒⋯⋯即

可上演簡單的皮影戲，簡單又有趣。透過這些活動，大小讀者們可藉

此了解影子、光線和物體間的關係，並且活用這些知識。

◆ 結語

本系列除了適用小朋友之外，也可以視為幫助成人科學再教育的好教材，不過，此系列

書籍不論對大人或小朋友而言，有許多地方字體實在稍嫌小了些，閱讀起來有些吃力；又由於

每本書內容相當豐富，倘若字體放大可能會擠不下全部內容，筆者建議未來出版此類書籍可考

慮將字體放大，同時採用較大的開本。另外，某些頁數中過小的黑色字體又搭配深色的背景顏

色，使得閱讀的進行更加困難，因此，若能考慮字體顏色與背景顏色在視覺上的相互配搭，將

有助於讀者們的閱讀。

「實驗好好玩」系列，若大小讀者都能花時間細細品味，慢慢消化，相信科學知識就算沒

一百分，至少也達及格標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