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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绘本与我

我的第一本绘本《花婆婆》 我创作的第一本绘本 《我的爸爸》



——构成我们情意和道德的想像空间；

——与孩子共读伴读的时光；

——在深度浅读中，享受其中的幽默，深

刻的共鸣和智慧的启示。

——日本绘本推手柳田邦男

  一生人有三次与绘
本相遇的机会



绘本的认识
点 击 此 处 添 加 正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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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始于17世纪的欧洲，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一批绘本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经典童话绘本，这段

时期被成为绘本的【黄金时代】。

华人社会由中国台湾作为一个推动地区，始于50-60年代从日本的绘本及亲子阅读风气影响，70年代开始

逐渐蓬勃，除了鼓励本土的绘本创作外，更有一批致力于推广亲子阅读，生命教育的实践家作为推手，使

绘本阅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绘本的起源



• 主角

• 地点环境

• 情节：时间线、冲突张力、结果

• 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经历、变化

• 故事中的人物的观点：信念、抉择

• 意象和隐喻

• 故事的视角

  绘本的故事力：故事的理解



• 重演：进入故事的场景和情感世界

• 了解和分辨主角的想法和观点和视角

• 同理故事人物的感受和经历

• 通过投射和进入故事世界，激活自身的经历和故事

• 运用更丰富的方式，如共读、扮演、想像、体验式活动去探索这种“活进去”

的共情体会

  故事的代入转移



• 主题的辨识

• 主题的重塑

• 自我的故事重整

• 共享过程营造更有质量的关系

• 促进：语意能力——了解故事结构、多元视角、理解隐喻、重塑表达；

        创造力——想象力与好奇，更具弹性和性、美感经验；

        感受力——同理共情、能承载沉重的感受，对未知和不确定的开放。

故事的反思与重塑



绘本的运用场域
点 击 此 处 添 加 正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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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课堂（自我成长、环境教育、生死教育等——面向小学1-6年级）

• 情绪教育

• 亲子、长者、社区、残障群体中的阅读或共读

• 个案服务

• 建构团队

• 自我疗愈

运用场域



绘本4F阅读法
英 国 学 者 罗 贵 荣 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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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事实：培养观察力

透过不同角度的观察，以描述故事中的事件和经验

• 寻找和了解事实/故事内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开始、结局；

• 转折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

• 从不同的角度/角色去描述故事的情节；

• 感官探索——看见，听见，嗅到，触摸到什么？故事的颜色，图案，质感和重

量。



Feeling，感受：培养感受力，同理心

在绘本阅读中探索故事人物的感受，情绪变化

• 说出五种你体验到的感受

• 你最能/不能代入哪个角色？



Findings，发现：培养分析力，想象力，批判反思能力

在此提出的问题通常是要寻找原因、解释、判断或澄清信念。

• 回顾回想是否有类似的经验，发现一些特别新奇念和表达，在阅读故事中跨越

表层，深度理解，发掘对比，明喻，暗喻，矛盾，转机，意象，意境，隐藏的

声音，悬而未决的问题等。



Futures，将来：培养整合，串联能力，深化理解及鼓励应用

思考如何把经验转化和应用在未来的生活中，可能包括行动计划，学习计划，预

测未来，思考可能性，描述有哪些选择，想像或是梦想。

• 故事的主题，线索，对阅读者的意义；

• 读者对主题的领悟——观念的更新，颠覆，重塑，转化；

• 经验的代入，心结的疏解/疗愈

• 收获，选择，改变，应用；

• 新的提问、探索、质询。



绘本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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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绘本：

《独一无二的你》



• 请分成4个小组

• 所在小组抽签分别决定针对fact、feeling、findings、future四个方面提出

3-5个问题，请在白纸上列出来。

• 请传递给旁边的小组，由他们来作答。



• Fact： 这个绘本你看到了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

• Feeling：这个绘本带给你什么感受

• Finding：通过这个绘本你发现了什么？

• Future：

   1、通过这个绘本你认为对于儿童自我认识方面的教育有哪些应用？

   2、通过这个绘本你发现对于从事儿童社会工作有哪些可以应用？



假如我是一条鱼？

1、TA长什么样子？

2、TA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下？

3、给你认识的人添加与你相关的元

素。

我们来创作：



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

运，指向了他的归宿，我们的展望也这

样，当更好的思想注入其中，它便光芒

起来，不管你的生命多么卑微，你要

勇敢地面对生活，不用逃避，更不

要用恶语诅咒它。

——梭罗《种子的信念》

一颗种子，一个信念



绘本阅读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经验，本次
体验坊提供的“方法”，绝对不是固话
的技巧，期待大家能更自主找到自己与

绘本互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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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参考来源：霍小玲老师绘本阅读课件及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