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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原來是生命議題的本名
談教學現場的繪本領讀

* 在兒童偏差行為的背後

舉凡國小班級導師，大概都避免不了身兼教室總審判長，尤其是一群群小大人似的中低年

級兒童，只要他人的話語或動作稍稍不合己意、不讓自己順眼，必定義正詞嚴的向老師舉發：「報

告老師，王大朋偷拿李小明放在抽屜裡的橡皮擦；老師，張小芬說了ㄕㄨㄤ三聲，很粗魯的話；

老師，林大凱說我很愛陳美美，每天拿不一樣的糖果送她……」

假使老師一直無法提出合理的說詞或具體做法讓孩子心服口服，教室裡的人際網絡可能會

愈形糾結，最終導致成無法收場的連續劇，歹戲拖棚。

不同帶班風格的教師，面對孩子熱中「打小報告」的現象，多半會彈性運用不同的行為改

變策略來改變孩子屢次出現的偏差行為，其間，會讓孩子陳述事件的始末，以便協助他們釐清

問題。

從兒童文學觀點來看，若老師一昧像法官似的抽絲剝繭，非得就事論事，盤查到底，以解

決問題為要，其務實結果，不但可能與文學失之交臂，甚至錯失提供孩子正確表情達意的機會，

或傾聽能力的訓練。

* 從繪本故事發現愛的線索

期末考後，緊接而來的暑假使得筆者服務學校的小二生更加浮躁，不斷向導師以打小報告

的方式，大聲而衝動的揭發同學違反班級常規，或彼此不互相讓、爭執不下，彷彿室溫再上升

一度，干戈之火立即爆發。

當擔任小二科任老師的筆者進入教室時，發現孩子們立刻轉拋舉發之錨，他們各執己見的

隻字片語，正試圖拼湊一個故事，於是筆者在黑板寫下一個大大的「愛」字，讓已經認識不少

字詞的孩子仔細看看，「愛」這個字的組成結構。

部分孩子制約式的誦讀筆畫撇點捺，唯獨最先舉發別人的傑森（以下名字皆化名）說：「把

中間的『心』蓋掉，不就是『受』字，哈哈！我哥哥上次把『愛』寫成『受』，被我爸罰寫

一百遍！」傑森講完，立刻引來哄堂大笑。

見機會教育就在當下，立刻向孩子說演當年筆者在他們這樣的年紀閱讀過的、同時也是當

時最鍾愛的一本配有插圖的文學類兒童讀物──《中華兒童叢書》，即王漢倬 (筆名 )改寫的《小

兒童文學工作者│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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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和小綠》，基於故事全貌無法入文，僅縮改大意如下：  

小紅和專門採參的工頭爸爸、家庭主婦媽媽一家三口住在中國東北的某一處山上；由於小

紅家附近沒有其他人家，每天只能帶著媽媽替他準備的小饅頭當點心，獨自在山間玩耍。

直到有一天，樹上傳來美妙的笛聲，小紅被笛聲吸引，發現吹奏笛子的，正是身穿綠色流

蘇服、穿戴綠色流蘇帽，名叫小綠的男孩。兩人一見如故，成為好朋友，分享彼此的快樂，終

於結束小紅孤單遊戲的日子，生活因友情而有了重心。

後來工頭爸爸知道這件事，擔心每天找小紅玩耍的小綠是山中精怪，便交代小紅把穿了線

的針悄悄別在小綠的衣領上，入夜後，召集採參的工人循線找尋小綠的蹤影：當他們走到線的

盡頭，才發現小綠原是一株巨大的千年人參。

從未見過千年人參的工人們開心極了，急忙將人參運到城裡高價出售，但小紅從此再也沒

有小綠的消息，只是日夜期盼，希望再見上小綠一面，直到最後，一個人孤零零地老去……

當孩子聽完這個故事，竟想扭轉結局、滿懷期待的說：「老師，難道小綠不能再變回來嗎？

他是千年人參精不是嗎？」我告訴孩子，因為小綠不再出現，才能顯現小紅思念的珍貴。接著

再帶著孩子對應於自己熟悉的親師生友間的關係，問：如果有一天，自己最愛的人突然消失不

見，感覺會不會發生變化？就在此時，安迪突然插嘴：「老師，傑森、安卓和湯姆都愛我們班

的貝拉呵！」話一完，孩子們又哄堂一陣，傑森立刻面紅耳赤，簡直要哭了。

筆者圓場：「哈！傑森、安卓和湯姆好棒！這麼小就懂得愛人，能夠喜歡或愛，就是一種

能力喔！其實，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會喜歡不同的人。暑假後，你們升上三年級，認識

新同學，會喜歡新同學，到了五年級從新分班，又會喜歡不同的同學……」「不會的！我絕對

不會再喜歡其他人了，一次只能喜歡一個！不能同時喜歡好幾個！」傑森斬釘說得截鐵。

儘管傑森童言童語，但筆者藉此聽出他透過話語傳達對愛的堅持，起碼他認識愛或喜歡是

一種能力，不否認心裡真正接受，才能讓愛更加圓滿。透過《小紅和小綠》，筆者歸納了「愛」

這個字的構組。

孩子透過打小報告的行為，展現說故事的欲望，這個欲望，一方面透著純真，一方面又起

到漸進式的社會化；傑森們就在《小紅和小綠》中，領悟愛的意涵。

人生，是一連串生老病死的總和，能貫穿這個總和，並在其中產生美麗的化學變化的唯有

愛；講完《小紅和小綠》，筆者讓小二生回顧分別在一年級上學期讀過、以分享為主題的《拼

被人送的禮》（青林），以及一年級下學期探討死別議題的《爺爺有沒有穿西裝》（格林），

發現孩子們對這兩本書仍如數家珍；安琪第一個舉手回憶《拼被人送的禮》：「貪心的國王什

麼都想要，裝禮物的房間已經擺不下了，還要士兵走遍全城到處搜刮。」安琪的用詞比同班孩

子成熟與準確，源自於她喜愛閱讀，對文字意象的領悟與敏感度較高，所以筆者會複述她的句

子，給予獎勵，再讓語文能力較弱的孩子盡可能也複述安琪的句子，強化語文的學習，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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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繪本的豐富性，不單純只是圖像或文字的閱讀，應包括語文的應用，也就是實際效

果的產出；筆者就讀碩士班時期的某位教授曾說：「閱讀是讀者在視覺與心覺感官上的享受，

極具私密性，為什麼一定得透過讀書會的方式，進行作者與讀者對話的挖掘，閱讀就是閱讀

啊！」

誠然，就教學立場的不同，對於繪本閱讀的方式，是否進行語文能力的鑑別，或單純讀故

事、讀圖像？筆者相信，若訪問一百位教學者，會獲得一百種看法，但我們不能否認，國小兒

童需要文字與圖像做情境的導讀與延伸，比如，孩子認為他們的小世界出現不公不義的現象，

需要有人出面擺平，或者自己挺身扮演擺平者的角色，此時，經營這個小世界的老師，能隨機

安排一個吸引孩子的媒介（繪本），作為一來能解決衝突，創造和平的局面；二來促使孩子對

語文學習產生興趣進而提升文學與藝術欣賞層次的基本素養，再方面透過閱讀模式強化親師生

與孩子間同儕關係的緊密，即能創造教學關係的多贏。

* 故事的豐富內涵

孩子在回憶《拼被人送的禮》時，有的孩子很快能完整的拼湊整本書的大意，在敘述大意

的同時，老師不妨讓他們拿出小白板，畫出自己記得的圖像，像珍妮很快就畫出拼被婆婆用針

線縫被子的形象。

有些孩子直覺式的畫出記憶中的單一器物，有幾個孩子就國王的房間為構圖背景，畫的卻

是自己想像中的玩具；依據筆者過去的領讀經驗，當孩子初次看見國王的房間，張大的眼睛立

即洩漏對這個房間的興趣，主要因為多數孩子擁有自己的房間，房間裡的玩具雖比不上國王收

納的各式貢品，卻因爸媽的寵愛，幾個知名的玩具絕對是基本配備；如果教學者能掌握孩子的

興趣所在，以國王的房間進行閱讀延伸或討論，使議題更形擴大，讓孩子有機會再次審視現在

的房間和初識這本繪本時自己的房間，在空間的利用上有何差異？

意即，可以進行問題衍生問題的交叉詰問，孩子的回應，不論天馬行空或具體確切，在繪

本的閱讀與理解上，皆可豐富教學者設計問題的質量。

回顧《拼被人送的禮》之後，孩子再度歸納出「做人不可以像國王那般自私」的評價，同

時讚揚國王接受拼被婆婆的建議，最後與百姓分享私藏的貢品，是可貴的反省，可見評價絕非

單一性；接著，教學者可以就孩子的先備知識連結到《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讀過這本繪本的孩子大概都知道，這個簡單的故事其實討論的就是死亡的議題，圖像予讀

者黃褐色基調的印象，淡淡的對比著始終關心爺爺到底有沒有穿西裝的紅髮小男孩──爺爺的

孫子「布魯諾」；大盒子裡為什麼要裝著身軀龐大的爺爺？龐大的沉重與輕盈的細小也是鮮明

的對照，畫者透過對比性，成就「輕」悲傷的意象，儘管小二的孩子還不能真正意會死亡的輕重，

但是這個故事讓他們知道，如果爺爺和孫子的感情沒有那樣濃密，孫子怎會關心爺爺究竟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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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穿西裝？

死亡的議題在成人的眼中絕非輕荷，何況是孩子？相對於慶生的歡鬧，繪本可以處理的極

為繽紛，但對於死亡議題的處理，便顯得棘手，所幸繪圖者能駕馭彩筆，協助文字把悲傷的主

題輕化，讓讀故事的孩子面對死亡時，開始思考也許把死亡反過來看，會不會就是永生的象徵？

沒有想像中令人恐懼與擔憂，也因為故者不能再與生者互動，思念便在當下成為永恆的刪節號，

讓我們更加記住那永遠定格的音容。思念，能超越死亡；軀體雖逝，但愛讓思念活化！

從《小紅和小綠》及至《拼被人送的禮》、《爺爺有沒有穿西裝》的種種討論，孩子已然

清楚小紅對小綠的思念是愛的表現，拼被人和國王的分享也是愛的表現，而死亡的議題讓愛的

回憶更加鮮明，一個故事與另一個故事的連結，孩子聽得興味十足。

課程結束前，筆者抓緊時間介紹另一本厚度與篇幅皆輕巧的繪本──《大吼大叫的企鵝媽

媽》（親子天下）。

「哈哈！大吼大叫耶！」傑森彷彿心有戚戚焉，孩子天真的笑聲再度在教室間迴盪，接著

孩子們利用「大吼大叫」造句，媽媽、老師、姐姐幾乎成為大吼大叫的「發起者」，於是，筆

者詢問孩子：「為什麼只有媽媽、老師、姐姐成為大吼大叫的主角，而不是爸爸或哥哥呢？」

安迪說：「因為女生的嗓門比較大。」原本安靜的小凱突然舉手：「比較會大吼大叫的人，心

地都比較善良，只是比較不會表達自己的感情而已。」但安琪不以為然：「溫柔的說話難道就

不善良嗎？我媽媽的個性不但溫柔而且善良唷！」當孩子開始做價值澄清之前，教學者的提問

一定要先告一段落，趕緊說故事，避免拉長的時間，讓矛盾或爭執影響價值觀的澄清，成為嘈

雜教室的罪魁禍首。

小企鵝受媽媽責罵，被媽媽吼叫，整個身體竟大大分解開來，「頭飛向外太空，身體飛到

大海中，翅膀掉進叢林裡，嘴巴落在山頂，屁股淹沒在大城市，只有兩隻腳還在，但它們一直

跑一直跑……」，小企鵝想要找回身體，所有的肢體卻散落各處，他該怎麼辦？

筆者先確定班上孩子尚未讀過這本書，所以稍稍提了故事的前半段，再翻開幾張圖像，讓

孩子確定小企鵝的身體確實分解了，然後請他們猜想小企鵝最後如何拼回自己的答案。

孩子為展現自己與眾不同的想像，答案一定五花八門，但為了讓閱讀課更具延展性，筆者

決定下一堂課再公布答案，讓孩子對聽或讀故事產生期待感。《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的趣味

點，在於孩子共通的經驗，尤其是「大吼大叫」這四個字特別讓孩子感到親切，理由不外乎家

人為了催促他們：趕快吃飯、趕快洗澡、趕快寫作業、趕快上床睡覺⋯⋯，當催促者的音量愈

來愈大，耳提面命的語氣即會爆發出大吼大叫的威力，對孩子形成極大的壓力，就像小企鵝脆

弱的肢體四處崩解，事實上，文本最後仍由企鵝媽媽用針線縫回小企鵝，畢竟小企鵝是媽媽最

傑出、最得意的「藝術作品」。

筆者相信，當孩子在下一堂課找出誰組回小企鵝的答案時，同時也會將筆者前後介紹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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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相互對照與連結，明白當傷害發生後，愛可以彌補一切，就像企鵝媽媽知道大吼大叫傷害

了小企鵝，勇於向小企鵝道歉，即繪本的潛在功能：讓孩子在面對各種生命議題時，能嘗試尋

索出一個共性，那就是潛藏在事件／故事背後的原動力──愛。

* 讓「愛」成為行為改變策略的最佳指揮

唯有愛，才能形成巨大的生命能量；唯有愛，才能化干戈為玉帛；唯有愛，才能讓生離死

別更具生命探討的厚度。繪本緊扣愛的主題，讓次次閱讀累積愛的能量；不要小看孩子年紀尚

輕，未經世事，他們天生能敏銳感覺成人對他們的愛是否真心。箴言第四章二十三節：「你要

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聖經如此宣達愛，而繪本領讀者

豈能忽略這個偉大的細節？！

即將升上小三的傑森，因繪本故事的啟發，讓他更願意思考：如何以愛處理自己的人際關係；

知道唯有心裡接受，誠懇包容，愛的種子才能生根發芽；儘管故事泰半虛構，但愛卻永恆，許

許多多被建構的故事，也許換了不同的面貌，但讀者依舊能清晰辨識：原來，「愛」，不僅是

繪本演奏最聖潔的指揮家，同時也是她的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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