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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了你的繪本課之後有種被「點破」而豁然

開朗的感覺。以前覺得這種小孩子的書，就

是走馬看花，隨便翻翻，但沒想到內容竟然

有這麼多具人性化的故事。年紀大容易思想

窄化，看繪本讓人覺得開朗，閱讀繪本非常

有價值。—93歲的方阿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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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家裡好吵

夠了！安靜！

沒有遊戲機，我要

如何度過這一天呢？

我幾乎無法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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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本是宇宙活力之源，上至天神

邱比特，下至土裡鳴叫的蚯蚓、螻蛄，一旦陷入

此道，無不心神憔悴，此乃萬物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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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說情歌總是老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不

了；我說情人卻是老的好，曾經滄海桑田分不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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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老像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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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變老

哪一天，如果我要離開了，

在第一天的晚上，為我哭泣就好��

一邊回憶著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一邊和我說

再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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獾留給大家

的禮物，就好像礦藏一樣。大家利用這些禮物，

互相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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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參與共讀的失智症長者是女性，想必對

食材很熟悉。我準備一些蔬菜，先以實物呈

現，讓阿嬤討論她們的喜好，接著進入繪本

共讀。繪本中每出現一種蔬菜，都會介紹可

以烹調的料理：如番茄，有番茄炒蛋、番茄

汁、番茄義大利麵、番茄披薩。

一講到煮菜，阿嬤的興致就來了，滔滔不

絕的說要怎麼洗、怎麼炒、怎麼切、怎麼

吃……，我跟阿嬤說，下次要炒菜的時候記

得叫我來吃喔，阿嬤哈哈大笑。

說完繪本，我用圖卡讓阿嬤做連連看的認知

活動，然後用蔬菜梗，如：青江菜頭、秋葵

等做蔬菜蓋印畫。

最後，我把蔬菜放進袋子裡，邀請阿嬤玩

「恐怖箱」的活動，阿嬤將手伸進袋子，憑

觸覺告訴我是什麼菜，阿嬤一摸就知道了，

想必從前都是廚房老手呢！

—講師歐元懷分享

人生不管遇到什麼困難，都要邊

走邊唱歌，一直開心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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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繪本）課程定義為長輩的「心理

課」。我們曾經為長輩開設職能心理師的課

程，但問題是長輩們很多都是鄰居，多少都

有家醜不可外揚的心態，他們不願意在一個

公開的場合敞開自己，談論自己或家人的問

題，所以心理師的課反而開不下去。但透過

繪本沒有特別的針對性，反而能讓他們暢所

欲言。藉由老師的引導，長輩能夠得到很多

抒發跟啟示，希望繪本共讀課能夠成為常設

課程，逐漸影響長輩的心靈。

—長照站站長分享

「透過這些繪本所傳遞出來的光陰故事，都

透著一股溫柔與善意。」

「分享繪本後，老師給予提問，讓讀者能再

度與自我對話及省思，覺得很棒。」

「開啟對繪本不同的解讀，讓我們進一步認

識繪本的美。」

「老師在繪本中牽起動人的感受，帶著大家

去思考連結到自身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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