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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故事繪本館》系列 編輯理念說明

第一級書目選用---繪本

第一級書目以繪本(圖畫書)為主，希望藉由大量圖案引起學生的

閱讀學習動機。此階段學生識字量尚淺，多以教師口述故事、學生聆

聽搭配圖案來瞭解故事內容，故此階段的教學目標著重於培養學生閱

讀的興趣，並促進孩子文字理解及溝通表達能力的發展。

圖像式繪本 啟動閱讀能力

節錄自《食尚小玩家》 2011/05/17

對於年幼的學童來說，圖像是他們探索世界的最佳管道。卡通、

漫畫和繪本，廣義上都可稱為是「圖像」，現代孩子在充斥聲光的環

境中成長，已習慣用影像來思考事物，因此，如何藉由圖像來啟發孩

子對閱讀的興趣，成了一門重要的課題。

雖然運用卡通、漫畫及繪本，確實都能引發孩子對閱讀的「興

趣」。但有了興趣之後，如何「培養閱讀能力」更是重要的關鍵所在。

現在的孩子在還沒開始學習文字前，吸收知識的管道是圖像，習慣用

圖像來思考、解讀和表達，用文字思考和表達的機會少了，對文字的

使用能力自然不如上一代。而繪本，正是補足這一塊的重要角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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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是圖像，卻不同於聲光刺激影片的快速跳動，以及漫畫雖有想像力

及創造力，但細膩度不足，繪本若從其間好好運用，對於閱讀能力的

養成有很大的幫助。

繪本對孩子來說，不但具有「指物認名」以及「輔助識字」的功

能，同時，也可以培養語感。孩子的想像力是最天馬行空的，所以應

該先訓練他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從構思、簡單的文字表達能力，開始

引導他們進行表達。因此，引發閱讀興趣後，接下來，就要幫助孩子

提升閱讀「能力」。

繪本是融合視覺與語文藝術兩種媒體呈現出來的故事，透過圖像

傳達宗旨，啟發孩子觀察力與創造力，讓閱讀更富趣味性。良好閱讀

習慣的培養能為他們今後良好閱讀能力乃至學習習慣的培養打下堅

實的基礎。

《臺灣故事繪本館》系列 選用說明

我們居住的臺灣，雖然只是座小島，但卻擁有著多樣性的生物，

高山、森林、湖泊、河川與大地交錯，孕育出賽夏族、魯凱族、排灣

族、泰雅族、噶瑪蘭族、阿美族、布農族、卑南族、達悟(雅美族)

族、太魯閣族、邵族、鄒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等原住民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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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豐富多彩的臺灣本土文化。

原住民朋友是臺灣早期的拓荒者，不論山上或海邊，都有他們走

過的腳印，因此，對臺灣這塊土地，他們付出不少濃厚的情感。儘管

各族的生活文化不盡相同，但他們敬天無私的精神，與大自然和平共

處的生活哲理，教育後代子孫愛惜萬物、維護資源的態度，不僅是各

族群智慧與尊嚴的象徵，亦是國家珍貴的文化資產，更是我們現代公

民所應學習效仿的對象。

《臺灣故事繪本館》系列的內容即是在講述臺灣原住民各族傳說

故事，期盼以淺顯文字、別具風格的插畫，展現出多元的文化特色，

讓孩子透過欣賞和聆聽美麗的神話與傳說，瞭解臺灣原住民祖先的智

慧，從而學會守護自然，珍惜資源，並能懂得飲水思源，做個時時心

存感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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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故事繪本館》系列書目表

書 目 備註

1 巴冷公主─魯凱族

2 日月潭的水怪─邵族

3 石頭和竹子生出來的人─達悟族

4 對付大巨人─賽夏族

5 冬瓜女兒─噶瑪蘭族

6 彩虹的守候─阿美族

7 占卜鳥希希利─太魯閣族

8 百步蛇娶新娘─排灣族

9 月亮的禮物─布農族

10 希望快點長大─泰雅族

11 大黑狗耕田─卑南族

12 捨身救人的阿里─鄒族 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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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故事繪本館》系列學習單編輯原則

《臺灣故事繪本館》此系列書籍是在介紹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

說，極具趣味性與故事性，內容淺而易懂。主要目的是讓學生瞭解故

事內容，認識原住民文化，由於各讀本編法相似，故《臺灣故事繪本

館》系列統一使用一份教材使用手冊，不對單本書做說明。針對單書

編輯統整式學習單一份，內容區分為「故事重組」、「討論分享」、「我

是創意王」以及「原民知識家」四大單元，並附有原住民概述、各族

神話與傳說等補充資料，以協助老師備課。

種類 說明

教材使用手冊 《臺灣故事繪本館》系列書目共用一份

補充資料 《臺灣故事繪本館》系列書目共用一份

統整式學習單 每冊一份

◎注意事項：「故事重組」的單元需要將學習單剪下來，因此此張學

習單請單面影印，以免剪到其他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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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單元目標及使用方法

單元名稱 內容說明 單元目標 建議教學方法 建議使用時間

單元一：

故事重組

將故事大意

分成六個區

塊，請學生

按照先後順

序 重 新 排

列。

能確實掌握

故事大意，

理解文章內

容。

先 讓 學 生 自 行 排

列，再進行內容大意

的討論。

於帶讀文本結束

後，協助學生回

溯故事內容。

單元二：

討論分享

從繪本中提

取 相 關 問

題，結合學

生 生 活 經

驗，進行分

組討論。

能清楚表達

自 己 的 想

法。

先以分組的方式進

行討論，再由學生各

別發表意見。於分組

討論時，要隨時巡

視，留意特殊學生

（不參與討論、聊天

開玩笑者）。

於故事重組後，

利用分組活動進

行討論分享。

單元三：

我是創意

王

從故事內容

中提取相關

主題，進行

聯想活動；

並選取故事

中 主 要 人

物，讓學生

從繪本中找

尋 相 關 詞

語，進行造

句練習。

能發揮創意

依邏輯做聯

想，並能認

識新詞且造

句。

請老師先講解聯想

的方式必須依照順

序，新的答案必須和

上一個答案有相關。

造句練習的部分，請

學生依題意從文本

中找出或想出適合

的詞語填入空格，再

造句。

於閱讀文本後，

作為延伸學習。

單元四：

原民知識

家

以認識該繪

本介紹的原

住民族群為

主，包含該

族分布地點

及 文 化 特

色。

能認識原住

民文化。

學生可一邊翻閱書

籍的補充資料一邊

找出該族的特色。

搭配各繪本後方

之原住民族群介

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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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參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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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

一、教師準備：

1.熟悉文本與學習單：

由於此階段學生識字量尚淺，多以教師口述故事為主，因此，教

學者對繪本的熟悉度成了教學上重要的關鍵之一，練習把故事說得熟

練、說得有趣是極為重要的課題。為協助學生做閱讀統整，各冊繪本

皆有一份學習單，請於看完文本後使用。教師亦可依時間、需求自行

添加問題或活動單元。

2.教學策略與流程：

策略一：說故事

故事，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影響力工具，也是最有說服力的溝通

技巧。

長篇大論令人厭煩，但一則小故事卻容易令人印象深刻。人類，

是很喜歡聽故事的一種動物，不管是好人，壞人，對於故事，都會有

一種莫名的嚮往。

正面的故事可以帶來希望，負面的故事可以引發思考。不同場

合，不同目的的情況下，正面或負面故事的應用是需要相當注意的，

端看教學者希望引發的思考點為何。所有的文字，閱讀過後都要內

化，才是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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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要變成說書達人，備課仍是首要重點，才能將故事說得生

動、有趣、如臨其境。由教師唸文本，將對白留空，或問：「你想接

下來會是……」，讓學生回答，不要回應學生接的對不對，繼續往下

唸，就會知道答案，也可以知道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

討論時的態度：開放、好奇、正向

在每個錯誤裡都存在著一個故事的可能性。(幻想的文法—成長文

教基金會)

討論其實是一種思考的編織與組織。(討論手冊—毛毛蟲兒童哲學

基金會)

策略二：自設問題

換學生當老師，由學生參與出題，增加閱讀率。如果學生可以自

己問問題、自己找答案，表示已經理解。



2011/09 博幼基金會(陳岑薇)/《臺灣故事繪本館》系列教材使用手冊/p10

策略三：聯想網

有別於傳統以直線思考的方式，利用九宮格為基礎，以中心方格

為起點，依序順時針的方向進行聯想，聯想時需與上一個答案相關。

二、學生準備：

1.文具用品：

準備鉛筆、橡皮擦、剪刀等，等閱讀及活動時所需用品。

2.愉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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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讀文本內容

1.閱讀前：

(1) 讓孩子想想故事題目透露的訊息。

(2) 建議老師和孩子一起討論封面的插圖，幫助孩子預測故事情節的

發展，並詢問孩子繪本相關問題，利用孩子的先備知識或經驗激

發學習動機及增強理解度。

2.圖畫導覽：

觀察文本中每頁、跨頁插圖變化，並預測故事情節。

3.教師導讀：

故事呈現的方式有念故事及說故事兩種，前者是按照書本中的文

字，逐字念給學生聽，透過念故事者的聲音傳遞，讓學生聆聽文字並

欣賞，學生只需享受聽故事的樂趣，並可從插圖中猜測文意；後者則

以誇張的聲調吸引學生的興趣，並以開放性提問，協助學生融入故事

情境。

4.再次閱讀：

重文本讀一次，並在不強迫的情況下，邀請孩子加入朗讀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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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活動

1.使用學習單：

學習單的使用，目的在於幫助學生回顧故事內容、鼓勵學生表達

感受與想法，並將內容與自己的生活經驗做連結，同時發揮創意與腦

力激盪。

 協助學生回溯故事內容  能清楚表達自我感受與想法

2.其它：

其它常見的統整活動有角色扮演、戲劇表演、心得寫作、塗鴉與

小書製作等，教師亦可自行設計相關活動融入課程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