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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中國文學焠鍊的精華

成語是中國文學焠鍊的精華，是化繁為簡的精要語言，在日常生活或是閱讀的過程中，如

果可以適時運用成語，相信一定可以增添生活的情趣，美化平淡的語言，提高文學的美感；也

因此，在這幾年的閱讀教育推動上，許多學者紛紛強調成語的重要、讀寫的連結、篇章的賞析，

其中很重要的精髓，便在於扎實地提高語言與文句的使用性。而成語做為一組詞語、句子的拆

解元素，成了文句組合的小元素，而這些小元素若能精緻地運用，便能在大範圍的語文運用上，

顯得更有質感。

* 祖孫親師生，共學成語

這本書《翻轉思考：有趣的成語遊戲》是一本相當適合國小、國中學生學習的成語工具書；

提到工具書，也許大家腦海中浮現的便是百科全書、字典、辭海、科學寶典之類的艱澀難懂的

書；其實這本書並不然，這本書用極有創意、巧思、又富天馬行空的想像式、遊戲式、互動式

來呈現成語教學的可能性，適合中學、小學老師在閱讀課堂當中與學生互動，也適合在家庭中，

做到親子共學、祖孫同樂。

這兩年來極為風行的「翻轉」概念，其實在這一本書當中也表露無遺。「翻轉」的定義，

並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入選《親子天下》翻轉教師獎項的作者林彥佑老師認為，「翻轉」便

是讓學生能主動學習，事先學習，並且能在學習的過程中，引發學生的創新與思考、討論與發

表。在這一本《翻轉思考：有趣的成語遊戲》當中，作者總共設計了十八個極為有趣的成語小

遊戲，每一個小遊戲均包括了「遊戲名稱、適用對象、遊戲時間、遊戲步驟、遊戲小提醒、遊

戲大補帖、遊戲學習單」；其中，「遊戲小提醒」是讓老師、學生、家長知道這個遊戲要注意

的地方；「遊戲大補帖」則是針對這個遊戲所出現的成語、做進一步的補充練習、教學與活動；

「遊習學習單」則為本遊戲的主要學習資源，宜妥善規劃運用。

高雄市圖書志工│王文香



4747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5 年 8月號第 212 期

寓教於樂玩語文：讀《翻轉思考－有趣的成語遊戲》

* 與作者對話，提振語文教學土氣

其實我認識作者林彥佑老師已有十年之久，第一次遇到他時，是在臺北的某一次寫作競賽

評審的現場；當時與他談論語文的教學經驗時，只覺得他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並且能把語文

教學「說得、演得」眉飛色舞，彷彿已經投入在語文的教學世界裡；在他一邊講述語文教學，

一邊解答旁人對語文教學的疑惑時，他的眼神總是閃閃發亮，而且極為熱情又饒富動力。第二

次遇到彥佑老師時，是在一次的演講當中，他將這些年所落實的語文教學，和全場二百多人一

起分享，毫不藏私，感動了許多人，著實見證了老師「春風化雨」的一面。當我看到這本書《翻

轉思考：有趣的成語遊戲》出爐時，我的心與彥佑老師一樣都是沸騰的，我彷彿看到十年前的他，

又再度把他對語文教學、語文遊戲、語文創意的那股熱力，源源不絕地燃燒著！而整個教育界

中的語文教學點滴，就這樣被活化與激盪了出來。

* 我的作文教學經驗

在我的教學經驗中，我發現大部分的學生，很少會在日常生活中用到「成語」； 甚至連在

最重視成語的國語、閱讀課中，也很少聽到、讀到學生的成語用語，這讓我不禁思考，究竟是

我們的成語教學不夠徹底，還是學生學了之後，依舊不會運用呢？

就以作文課而言，我常常都得提醒學生「必須用二個成語」，在寫習作造句的時候，也提

醒學生「記得用一個成語」；在教學生說話的時候，也鼓勵學生，「如果可以用一個成語，就

可以幫自己或小組加分」；這樣的目的，只是希望學生能常常運用成語，讓它成為自然而然的

一件事。

* 成語「陷阱」，提昇學習動機

我曾經聽過本書作者彥佑老師說過，他說，老師們往往都很認真地教學，鼓勵學生背成語、

背諺語、背弟子規，但是背久了，腦中的知識、語文資料庫確實豐富了不少，但是有沒有運用

出來仍是一回事。試想，如果今天學生去參加作文比賽，但是都沒有在作文紙上運用成語、美

言錦句，那評審委員知道他滿腹經綸嗎？答案當然是「不知道」。所以彥佑老師說，老師在教

學時，就要常常設計「教學陷阱」，也就是所謂的「教學活動」，當老師設計成語教學活動時，

就能讓學生有機會將曾經寫過、讀過、學過的成語，運用出來，而常常提取這些資料庫的東西，

久而久之就容易輸入輸出，進而運用到自然的程度了。

* 方向成語，玩玩看！

因此，我試著採取彥佑老師所說的方式，也參考了這本書中的幾個小遊戲。我請學生利用

一個星期的時間，找出與「方向」有關的成語，希望他們可以小組合作，比賽看看哪一組想到

的最多，藉以提供正增強的動能。所謂「方向成語」，就是在成語中有出現各種方向的，例如上、

下、左、右、東、西⋯⋯等，學生找到的，像「上下其手」、「聲東擊西」、「秀外慧中」、「南

轅北轍」、「日落西山」、「南征北討」，他們竭盡所能地查找，也努力地背誦、習寫，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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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爭取小組的榮譽；一個星期過後，我們嘗試開始比賽，只見大家都能滔滔不絕地脫口而出，

彷彿小博士一樣。透過這本書當中的「分類成語」，我想我找到了提供孩子表現與學習的舞台。

當學生「說」完這些成語之後，我覺得這樣還不夠，我希望學生還能進一步知道成語的意思、

用法；因此在這麼多的方向成語當中，我請學生任意找十個，再回家查意思，再找五個來造句，

增加書寫的機會。而這種分類成語，我也試著分成「動物類成語」、「植物類成語」、「人名

類成語」、「顏色類成語」、「數字類成語」，每一種分類成語，都可以準備一個星期；相信

老師只要擁有這樣的教學法寶，一定可以活絡班級氣氛，也可以帶動學生的語文學習能力。

* 孩子玩成語，欲罷不能

因此，當我一拿到新書時，我開始對成語教學有了新的憧憬與期待。我請孩子們和鄰居的

小孩子一同來玩看看這些遊戲；我們嘗試了「成語滿天星」，原本以為孩子會對成語興致缺缺，

應該無法提起精神學下去，沒想到，小孩子們竟然圍在一起，一邊玩遊戲，一邊查找成語、查

電腦，玩了一、二個小時也欲罷不能，「簡直把成語遊戲當做手機在玩」；回家後，他們告訴我：

「這些成語的學習比學校老師教的有趣多了」。我翻了幾個小活動，回憶小時候的我在學習成

語的痛苦模樣，真有著天壤之別。

這本書有好幾個小遊戲是能引起我的共鳴的，例如「成語畫圖」，顧名思義就是把知道的

成語，嘗試用畫圖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畫了一隻小鳥，畫了一個人，而小鳥畫在人的旁邊」，

答案就是「小鳥依人」；又如「畫了一個眼睛，在上、下、左、右方全都畫滿了人，只有中間

不畫」，答案便是「目中無人」。因此，我認為這個小遊戲可以培養小孩子畫圖與成語思考的

能力，甚至還可以從中發掘出孩子喜愛畫畫的天份呢！而這個遊戲也適合蒐集每位小朋友的作

品，再讓全班或全家一起來動腦猜猜，增進彼此的情感，也提昇全家、全班的語文能力。

另一個遊戲為「關鍵時刻」，顧名思義便是找出成語當中的關鍵字。例如，當我說出「一」

時，孩子們想到的成語可能是「一馬當先」、「一心一意」、「一刀兩斷」、「一箭雙鵰」⋯⋯，

當小朋友說出這麼多「一」的成語時，代表「一」不是成語的關鍵字；又如，老師說出「鑣」字時，

所有的小朋友都異口同聲地說出「分道揚鑣」時，代表「鑣」字是關鍵字，亦即是成千上萬的

成語當中，幾乎沒有一個成語是含有「鑣」字的。我認為這個小遊戲可以訓練孩子對語文的「敏

銳度」，用於閱讀思考、五感寫作，都有正向的助益。

*《有趣的成語遊戲》，寓教於樂

在這十八個小遊戲中，我覺得可以配合學校的進度。每一個小遊戲恰好一週，一個學期可

以完成一本；又或二個禮拜完成一個小遊戲，恰好一年可以完成這些活動。書中羅列的小遊戲，

除了是林彥佑老師的發想外，其實更適合透過老師的創意，引發學生的創意展現，讓學生未來

在設計各式各樣的發明、作品時，也可以有靈光一閃的創意，融入其中。

在閱讀的書海中，成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識點；在教學或自學的過程中，如果可以更有

趣味，以更活潑的方式來呈現，相信一定可以達到寓教於樂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