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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級書目—編輯說明 ※

【編前語】—經典簡單讀

經典不是高深的學問，也不是專屬於象牙塔的秘密。閱讀之前，請先卸去對傳統經

典的沉重印象，用現代生活的角度去觀看，透過閱讀反省思考，品味其中簡單又恆久的

智慧，方能輕鬆體悟經典的趣味及深切意涵。

橋樑書—別讓孩子離閱讀越來越遠

第三級書目(神奇樹屋系列)與第五級書目(世界經典名著)之間難度落差太大，介於

其中的閱讀過渡期變成一個難以跨越的障礙。

所以第四級的選書以銜接功能為主，是為了轉化孩子的閱讀習慣，使其能獨立閱

讀。圖像與文字的閱讀比例由「圖圖文」變成了「圖文文」，第四級書籍需要更多的文

字豐富想像力，經過神奇樹屋的訓練，孩子們已經逐漸習慣由純粹圖像轉為閱讀適量文

字、適量插圖的讀本。

第四級選書，分中、外經典，兩種系列書籍。雖然有插圖，但是圖畫比例比較少。

所以從具體的圖像到抽象的文字，教師的引導非常重要，才不至於讓孩子在閱讀過程中

碰壁，從此排斥閱讀。但是教師們可以放心的是，這兩系列的書籍故事性、知識性、趣

味性都相當豐富，且是耳熟能詳的經典名著，閱讀起來應該不會太困難。

其實本級選書並不是沒有缺點，經典的創作本來就不是為了特定年齡層或族群而

寫，但是為了給孩子閱讀，簡化了內容，因此部份故事變得有點像是大綱。比起原典，

捨棄了許多精采篇章，也就是「變薄變淺了」，顯得有些美中不足。不過，我們的目標

是藉由簡化的改寫版本，開啟對經典的認識，希望以漸進的方式，建立孩子閱讀的自信

與習慣。可鼓勵有興趣的孩子找其他版本進一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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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級書目介紹

系列/書名 出版社
教師

帶讀指引

學生

統整式學習單

1 紅樓夢 風車  

2 鏡花緣 風車  

3 史記故事 風車  

4

彩繪中國經典名著

包公斷案 風車  

5 小公主 企鵝  

6 紅髮安妮 企鵝  

7 綠野仙蹤 企鵝  

8 格列佛遊記 企鵝  

9 希臘羅馬神話 企鵝  

10

從閱讀到寫作—

世界名著

最美麗的短文集 企鵝  

第四級書目

彩繪中國經典名著

—共四冊

從閱讀到寫作

—世界名著

—共六冊

以淺顯易懂的文字重

新詮釋中國傳統文

學。含經典、神話、傳

記等豐富故事。

題材多元，涵蓋想像、

冒險、溫馨、勵志、寓

言啟發等，開啟孩子的

閱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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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中國經典名著

傳統中國文學作品，幾乎都是以成人為閱讀對象，書寫文字及語意詞彙等都較艱

澀，除此之外，中國的文學作品佈局也較複雜，通常含有深奧寓意，加上篇幅冗長，即

使是閱讀經驗豐富的成人，沒有良好的國學基礎，也不見得能順利閱讀。

彩繪中國經典系列，在不違背原作意旨改寫、潤飾成適合兒童閱讀的版本，附標準

注音、穿插精美彩圖，讓孩子徜徉故事情境，擴大想像空間。有以下特色：

文字改寫，力求通俗簡潔。

將部份過於晦澀的場面美化、刪節或改編。打破原書佈線，在不妨礙情節的鋪陳下，

盡可能按事件發生的先後編排。

或許文字沒有原著這麼優美，但是仍然掌握原作大致精神與趣味。

一、紅樓夢

比較複雜、情感豐富，且有很多隱喻。其中有許多關於「人」的問題，可帶領孩子

討論人際關係的處理、心機與世故、說話的藝術、青春與愛的面貌、家庭的興亡……等，

最後明白一切只是人生不可改變的無常。由於版本及改寫之故，內容比較簡略，只要粗

淺知道內容就好，將來有機會再看第二次，或閱讀其他更完整的版本，體驗真正的經典

究竟講什麼，相信感受會更多。

二、鏡花緣

鏡花緣文體看似遊記，遊歷的各國，並非地理實境，而是烏托邦式空想的，虛幻奇

異的神話國度。但是其中含意深遠，富含警世勸善的用心。對於作者因懷才不遇、不滿

現實而創作鏡花綠反映社會現象的理念，孩子們的閱讀或許無法達到這麼深刻的體會，

建議教師稍加說明即可，在引導時，盡量和孩子的先備經驗結合，較能引起共鳴。

例如在黑齒國裡，見到全身連牙齒都黑，但氣質優雅、學問高超的人，可以請孩子

聯想外貌與內在的重要性；大人國腳下的雲可以讓孩子思考為人內外一致的重要性，饒

富趣味的各篇章帶領孩子閱讀玩味之際也能獲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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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記故事

歷史有如明鏡，讓人可以知古鑑今，更何況是太史公司馬遷的心血結晶，不讀可惜！

每個故事可搭配成語教學，認識典故來源。

雖然本書是為兒童而改寫的簡易版本，但是以白話描述的歷史事件仍然生動逼真，

人物形象較同系列其他書籍鮮明有趣，而文中常用的典故、成語或詞語等，教師在引導

時，可加以解說，讓孩子們能夠靈活運用學習，並藉由閱讀，認識歷史人物，發現他們

值得學習或引以為戒之處，鼓勵孩子找到努力的目標方向。

四、包公斷案

包公正直清廉、不畏強權是現代社會少見的清官形象，而他在辦案時表現出的智慧

更讓胡適讚賞他為「東方的福爾摩斯」。

關於包公的傳說有很多，經歷代說書講述，逐漸成為完整的故事系統。本書所選的

十四個故事都很有意思，可惜故事篇幅短小，因此人物塑造稍嫌粗糙，破案關鍵及過程

也較省略，只能靠想像，創造包公明察秋毫的辦案實境。

因此，在學習單有一個「還原現場」的單元設計，目的就是希望孩子們能發揮想像

力及觀察力，從十四個故事中挑選出其中一篇再做一次完整敘寫，包括被害者、加害者、

犯罪動機、審案經過、破案關鍵及結局等，培養孩子進入第五級書目之前(尤其是福爾

摩斯系列作品)一項小小暖身。學習如何從故事中發表感想、簡單摘要，用條理分明的

邏輯釐清案件真相，也是訓練寫作的前端活動之一。

小提醒：

中國古典名著，人物眾多，會比較難進入狀況，建議先瀏覽人物介紹，但不用強記

之間的關聯，一直翻閱人物介紹表也會減低興致，進入文本後，對照著看幾次，就會熟

悉人物，進入狀況，享受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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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到寫作—世界名著

本系列書籍在故事之後設計了：

心得寫作範本：讀後心得、信件書寫讀後心得、日記體裁記錄讀後心得

內容大意摘要敘述

主角人物深入探究

重點整理

內容分析

多種主題聯想活動，讓孩子在讀完故事之後，能夠逶過不一樣的觀點，以新的角度重

新思考，有條理組織故事情節，培養獨立思考的閱讀能力。

教師帶讀指引及學習單，沒有針對此一部份作討論，因此使用與否由教師自由決定。

一、小公主

同樣以孩子為主角的小公主，對孩子而言，閱讀似乎就像在鏡子中看到自己，能引

起孩子的共鳴，像是觀看自己後，思考遇到困難的應對方法。現實生活中，類似的情節

也有可能出現，因為主角跟自己「一樣」，探索故事內涵將會顯得輕鬆自然許多。

二、紅髮安妮

堅毅有耐力的安妮，遭遇到生活或人際關係上的煩惱，甚至是青春期的種種不安，

相信孩子都能感同身受。透過閱讀，孩子體驗了一次主角的經歷，也同時想像自己身歷

其境。這樣貼近的故事，不用說教，也能帶來思考與成長。

三、綠野仙蹤

儘管虛幻，閱讀奇幻文學卻會讓孩子的想像力受到大大的刺激，是很有魅力的經典

之作。閱讀現實世界中根本不會發生的事，有極大樂趣，可讓孩子自然而然地培養出豐

富的創造能力。此外，每位主角尋找的東西及彼此之間發展而來的友情、智慧和勇氣勾

勒出的情節也非常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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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列佛遊記

可與《鏡花緣》作比較，體驗不同文化的幻想世界及作者的觀感。不同的文化、不

同的歷史，將會讓孩子的視野更廣闊。作品中，並沒有單純地講述「道德」，無厘頭的

故事發展，卻讓人可以思考「善」與「惡」、「好」與「壞」，不妨讓孩子自由判斷，再

藉由分享開拓想法，不需要給予正確答案，也能發現想像無限寬廣。

五、希臘羅馬神話

非現實的虛幻世界，神秘世界的開端，特別的是，神仙就像凡人，有七情六慾，有

可愛現實的一面，所以閱讀起來又很親切。故事不可思議之處，眾神隨時都有意想不到

的趣事發生，加上不可能的事在故事中真的都出現了！把握孩子的好奇心加以引導，這

會是一部認識西方神話的入門作品。

六、最美麗的短文集

共選錄六個故事，每個故事都是名篇，受到世人的歡迎。篇幅短小，卻集結了豐富

的人生智慧，有些故事意涵較深，孩子或許很難體會，但是讓孩子先認識其中蘊含的美

麗意境，教師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引導孩子思考，在往後的成長過程中如果有重新閱讀

的機會，相信體會必定不同。

/最後的一片葉子

/最後的一堂課

/大石臉

/項鍊

/快樂王子

/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才夠

小提醒：

善用本套叢書原有的資源，故事之間的人物介紹，幫助孩子對故事作粗淺了解；而

故事之後的各類心得、摘要及重點整理、人物分析、作家小傳和延伸閱讀推薦等，都是

除了教材組所提供之學習單以外，教師可自由運用的部份，但請考慮孩子或班級的個別

差異，不要因使用被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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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只停留在單純回答只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就不容易發展出獨創思考與個人觀點。適度留

白，刺激孩子發揮自己的想像，這也是閱讀之所以引人入勝的地方，能夠建構屬於個人想像的人

物、風景、情境等，同一份文本，每個人都有不同體悟與見解，沒有唯一的正確解答。

關於學習單

本級書目皆有教師帶讀指引及學生版統整式學習單各一份。

「統整式學習單」，學生只需完成此一部份。

為什麼要書寫？

閱讀與書寫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關係。教師引導或分組討論後，孩子把意見說出來是

第一步，不過能夠將自己的想法寫下來也很重要。

書寫是一個輸出過程，可以鼓勵孩子細膩思考、整合邏輯及傳遞情感。如果不逐步訓練，

未來進入第五級(以上)書目，或是國際新聞、社論等需要大量書寫心得、摘要的單元，將會發

生銜接困難的問題。

書寫之前，必須將閱讀產生的想法再一次系統整理，並思考文本意涵，提出自己的立場與

主張。在這個過程中，可再自我檢視是否有哪個部份理解不夠詳實以致無法順利下筆，也是養

成思考的好途徑。

當然，學生版的統整式學習單，只是大主題的討論，一本書僅有二~四個問題需要簡單書寫，

而且以創意開放為設計原則，並非大量而細微的書寫，佔用寶貴的閱讀時間。

「教師帶讀指引」，含簡介、學習重點、問題討論等單元，部份書目附補充資料。

/簡介：故事、主角、作者或時代背景簡單介紹。

/問題討論：逐條列出每個章節的問題，可作為教師帶讀時備用題庫，目的在檢驗孩子

的理解能力，有些題目簡單，有些則需要費心思推敲琢磨，才能找

出正確答案；另外，大部份章節至少會有一個延伸思考問題，沒有標準答

案，需要思考，最具挑戰性。讓孩子依自己想法或生活經驗回答，目

的在鼓勵孩子勇於發表自己的感想，不論對錯！

如果教師需使用這一部份教學，請以口頭或活動方式進行即可，不用書寫。

為什麼要延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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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方法也是橋樑

期許孩子們能由共讀進步到獨立閱讀，離開了圖畫比例較多的讀本，可適當調整方

法指導閱讀。

第三級之前的讀本有精采的圖片配合文字，容易吸引孩子，也比較適合說故事或角

色扮演等方法，即使不懂文字，也可以「看圖說故事」，但是第四級開始，必須由文字

中訓練孩子的想像力、帶領孩子體會文字中的深切意義，營造豐富的想像世界，讓孩子

覺得「好玩」。

你可以試試看

參考模式一：

故事導讀

閱讀理解

延伸學習

 預測：書名或章節標題解讀與預測

 說故事、瀏覽、略讀

 預測：故事發展情節

 推論：人物、對話、因果關係

 分析故事結構(如下圖)

 繪製心智圖(腦圖)

 聯想：結局擴寫、改寫

 自設問題：思考後提出問題

人物角色

故事結構

情節

結局
衝突

場景

敘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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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一定會碰到困難，減少無力感的發生，教師務必親自事先閱讀。

參考模式二：

細讀文本  回溯故事  提問  推理組合  思考表達

先欣賞、瀏覽再閱讀，接著根據提問或討論重新翻閱，再次深入閱讀，最後因應書寫需

求，挑選喜愛的段落再次欣賞一次，這樣就能透澈了解一本經典之作。

步驟一

從欣賞開始：封面、封底、書名、作者、內頁、圖畫。

喜歡書本是首要條件。教師要擔心的不是教材的難易度，也不是符不符合年齡，

而是引起孩子對教材的期待。

步驟二

瀏覽目錄、人物介紹、序(可以先看，也可以再閱讀完全書後再看。先看的好處是

可以先了解作者或編者的用意，但缺點是破壞了閱讀探索的樂趣；先讀完再看的

話則有統整的用途) 。

步驟三

導

讀

閱讀之前，若孩子無法先行蒐集資料，則請教師盡量補足其先備知識，

如作者生平、時代背景等資訊，都會影響重點掌握。

速

讀

也就是快速瀏覽。短篇故事可一次針對一個故事瀏覽，中長篇小說則建

議分章節進行速讀，先對故事產生概略印象。

閱

讀

重

讀

因為第四級書目有許多情節複雜、人物眾多的故事，若短時間或一次閱

讀過程中仍可能難以掌握重點，就必須靠教師替學生搭起「學習鷹架」。

可利用教師帶讀手冊中的提示題目操作，提升閱讀理解成效。

(由淺入深，由基礎=>檢視=>分析)

步驟四

統整與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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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小動作

一、對某些孩子而言，閱讀純文字還是有難度，第四級書目仍有部份圖片輔助，可善用

插圖幫助理解故事精神，讓孩子更有信心接觸閱讀。

二、再翻開下一頁之前，請把握時機引誘孩子說出感想，或發揮想像力進行預測，反覆

練習下，說不定就培養出未來的小作家了。

三、適時誇大其詞渲染故事，誘發好奇心。教師事先閱讀，可找出誇張有趣的故事情節

引起孩子共鳴。透露精采情節就像電影預告片一樣，再逐步誘導他們閱讀。

四、鼓勵孩子合作學習，參與討論。藉由同儕之間互動反省，欣賞他人想法也檢視自己

想法，閱讀的思考即由此而來。

五、認真傾聽孩子的敘述，適時加入讚美並引導孩子繼續往下講的疑問句。

如果孩子還無法用自己的話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請更用心引導。可點出重點，例如：

「有沒有哪裡很有趣？」、「主角後來怎麼了？」，先從大方向討論，再逐漸往細部探討孩子

關心的部份，例如：「為什麼主角會這麼想？」、「如果你是主角，你會怎麼做？」等。

六、自問自答不尷尬，運用「5W1H」基本元素為提問基本形式，找出問題，接著預測，

最後由討論或再次翻閱書本(重讀策略)找出證據。

七、大聲讀、用力讀，用聽得到的聲音帶動心靈閱讀的力量。

八、忍受「模糊之美」，亦即忍受犯錯。當疑問或錯誤產生，表示閱讀產生效用，請教

師帶領孩子重新閱讀或探討，努力瞭解角色或情節之間複雜的關係。重複幾次就能

掌握故事結構。

九、掌握思考力運作過程：

了解文字內容

分析運用文字傳達的內容

加以評論

十、最後，不管孩子感想如何，請不要否定他的分享。

理解

分析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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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教師可閱讀各級別的編輯理念及教材說明，依孩子狀況或現場教學限制，融會貫

通，整合出一份最適合自己的閱讀教學策略。

文本教材是統一規定，教學組提供的學習單、手冊等都是參考資源，沒有硬性規定

教學者照本宣科，因為沒有任何模式是完美的。鼓勵孩子表達不一樣的聲音的同時，也

鼓勵身為教學現場第一線的人員接受「沒有標準答案」這項觀念。我們相信各位老師的

專業判斷。可以選擇按照預先設計好的教材逐步進行，當然也歡迎老師們運用經驗修改

教材，以期符合個別需求。

~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