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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童書

• 童書就是適合兒童閱讀的書。
• 從內容而分，包括識字書、玩具書、數數

書、故事書等。
• 從性質而分，包括科普作品和文學作品。
• 從呈現形式而分，包括圖畫書、橋樑書和

文字書。



什麼是童書
• 圖畫書是以圖書為主，文字為輔，甚至完全

沒有文字，全是圖畫的書。
• 幼童大多先接觸圖畫書，為了幫助他們日後

閱讀文字書，就出現了以文字為主，圖畫為
輔的橋樑書。橋樑書中的文字主要用以鋪敘，
詳盡交代情節、深入刻畫人物、細緻描寫景
物，而書中的圖畫只是輔助文字表達。

• 《愛心樹》和《團圓》屬圖畫書，而《筆盒
不見了》則屬橋樑書。



《愛心樹》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

故事講述從前有㇐棵蘋果樹，它很愛㇐個小男
孩，每天男孩都會跑來跟蘋果樹㇐起玩，男孩
很愛這棵蘋果樹，蘋果樹感到很快樂。小男孩
慢慢地⾧大，很少走到蘋果樹前，蘋果樹覺得
很孤單。每當男孩遇到困難時，他才會去找蘋
果樹，蘋果樹把自己的蘋果、樹枝、樹幹、樹
根等都給了男孩。最後，蘋果樹只留下㇐小截
樹樁，卻沒有絲毫怨言。男孩也老了，
他只要㇐個安靜，可以休息的地方，男
孩坐了下來，蘋果樹覺得很快樂。

1995年，榮獲聯合報年度童書推薦榜入選



《團圓》余麗瓊
故事講述小女孩毛毛，爸爸常年在外工作，只
有過年時才回家，那是他們㇐家人最幸福的時
刻。包湯圓的時候，爸爸把㇐枚代表幸運的硬
幣包在湯圓裡，誰吃着了，就代表這㇐年有好
運。小女孩吃到了，她把幸運硬幣放在衣袋裡。
對她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珍貴的東西。爸爸離
家時，毛毛把那㇐枚幸運硬幣送給爸爸，讓它
給爸爸帶來好運。

2009年 豐子愷兒童圖書獎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
2011年 美國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兒童圖畫書
2013年 日本兒童福祉文化財特別推薦



《筆盒不見了》謝錫金
故事主角麗芳十分渴望擁有㇐個新筆盒。㇐
天，她看見同學嘉惠遺下了㇐個漂亮的筆盒，
為了㇐嘗擁有的滋味，她把筆盒帶回家，打
算借用㇐天便歸還。可是，第二天她忘記把
筆盒帶回學校，嘉惠已向老師報失，麗芳再
沒有勇氣承認自己取走了筆盒。直至嘉惠送
給麗芳㇐個筆盒，以作為生日禮物時，麗芳
才鼓起勇氣向嘉惠說出真相。



選書取向
書名 配合單元教學內容 選書取向

愛心樹 單元名稱：放眼自然

課文：〈大榕樹〉、〈小露珠〉

品德情意
(感恩‧關愛)

團圓 單元名稱：親愛的爸媽

課文：〈媽媽的手〉、〈爸爸和我〉

品德情意
(親情)

中華文化
(農曆新年)

筆盒不見了 單元名稱：關懷身邊人

課文：〈小敏的手錶〉、〈好事〉、
〈送禮〉

品德情意
(友情)

語文能力
(以讀帶寫)



主要教學策略

• 觀察圖畫，理解圖意

• 不同層次提問，提升閱讀深度
層次 目的 例子
一 觀察和描述圖畫，理解

故事內容大要
 你能在書頁圖畫中找到小男孩嗎？(《愛心
樹》)

 嘉惠的筆盒是誰買給她的？為何她要買新
筆盒？(《筆盒不見了》)

二 進行圖畫以外的想像，
引導學生走進故事角色
的世界，加深對內容的
理解

 想像圖書中的毛毛會跟爸爸說什麼？(《團
圓》)

 你喜歡故事中的男孩嗎？你覺得他是一個
怎樣的人？(《愛心樹》)

三 根據文本的主題，從日
常生活中舉出類似的情
境，以及就故事內容作
出分析判斷，協助學生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生活中，誰像樹一樣對你無條件地付出？
為什麼他們願意為你付出？你會如何報答

他們？(《愛心樹》)



主要教學策略

• 引領思維閱讀：預測、細讀和驗證
• 故事地圖：故事地圖是以圖像方式，將故事主要結

構呈現出來，包括：角色、背景、遇到的問題，事
情的經過和結果

• 思路追蹤：㇐種角色扮演或戲劇定格時，把角色動
作凝固，向角色提問的手法，旨在讓學生更深入了
解角色的內心感受



主要教學策略

• 寫作回應：讓學生深入思考，表達對文本的內容、
題材和表達方式的看法，甚至連繫個人生活經驗，
分享閱讀過程中的得著和體悟

• 跟作家學寫作：學習優美的詞彙、選材立意、故事
結構，以及多元化的寫作手法



《愛心樹》
閱讀 理解故事內容大意

評價人物的性格行為
寫作 創作心意咭
說話 運用適當的語氣聲調朗讀段落，以表

情達意
敢於說出自己的意見

聆聽 專心聆聽別人的發言
品德
情意

體會身邊人無微不至的照顧和無私的
奉獻，懂得感謝別人對自己的付出

思維 利用圖畫書的圖文線索，推測情節發
展(創意思維)

教節：2



主要教學策略：

1)觀察圖畫，理解內容

2)引領思維閱讀法

你猜男孩會回來嗎？

細讀文字/觀察圖畫，驗證預測



你猜他會跟樹說什麼？

為何樹很快樂？

你認為男孩是一個怎樣的人？

欣賞樹的無私奉獻，對於為我們默默付出的人心存感恩

生活中，誰會像樹㇐樣對你無條件地付出？
為什麼他們願意為你付出？你會如何報答他們？

3)故事討論



4)寫作回應：課室裡的愛心樹



《筆盒不見了》
閱讀  理解故事內容大意

 評價人物的性格行為
 欣賞作品中優美的語言和生動的人物描寫

寫作  運用不同的抒情手法(直接抒情、反復、動
作、表情和說話)描寫人物的心情

 初步認識「兩難心理」
 發揮想像力，續寫故事結局

說話  運用適當的語氣聲調，朗讀段落，以表情
達意

 敢於說出自己的意見
聆聽  專心聆聽別人的發言
品德情意  與朋友相處之道：關心別人

 勇於認錯
思維  解難能力

 創意思維
自學  獨立閱讀

教節：8



主要教學策略：

1)故事地圖



2)分析人物性格



3)跟作家學寫作 初步認識兩難心理

引錄自《筆盒不見了》



跟作家學寫作



跟作家學寫作 初步認識兩難心理



跟作家學寫作



跟作家學寫作

寫我心情





4)寫作回應

愛心大使



續寫故事結局

麗芳不敢正視嘉惠的眼睛，把頭垂得低低
的。她雖然不知道嘉惠會不會原諒自己，但
是她不想再欺騙自己的朋友，欺騙自己的良
心了。於是，她把幾個星期以來的憂慮、恐
懼、悔恨都告訴了嘉惠。由於思緒混亂，說
話有些顛三倒四，不能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歉
意。但是最終還是把話說完了，麗芳的心情
也就舒暢多了。她慢慢抬起頭，勇敢地期待
嘉惠的回應。

引錄自《筆盒不見了》



續寫故事結局



《團圓》
讀  通過圖文理解故事內容，掌握圖畫傳達

的信息，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理解關鍵詞語的含義
 評價人物的性格行為

寫  按寫作需要確定寫作內容(書信寫作)
聽  專注聆聽，理解故事內容
說  主動分享閱讀感受

 運用適當語氣朗讀文句
 有條理地複述故事內容

品德情意  關愛家人 /孝順父母
中華文化  認識農曆新年的傳統習俗
文學  初步認識故事中的起承轉合
思維  利用圖書的圖文線索，推測情節發展；

通過故事情節想像角色的形象
自學  獨立閱讀；搜集有關農曆新年的字詞

教節：8



主要教學策略：
1)觀察圖畫，理解內容

通過圖畫交待了毛毛尋找
好運幣的經過和感受



認識農曆新年傳統習俗

圖片 圖片 圖片

圖片 圖片 圖片

圖片 圖片 圖片



主要教學策略：

2)引領思維閱讀法

3)運用適當的語氣朗讀文句

4)進行圖畫以外的想像，引導學生走進故事角色的

世界，加深對內容的理解

猜猜毛毛跟爸爸
說什麼？

培育品德情意：關愛家人



5)寫作回應

毛毛給爸爸的信



6)分析情節發展



7)分析人物性格



8)欣賞作者所運用的表達方法

圖片

圖片



主要教學策略：

9)鼓勵學生分享：我最喜歡的圖畫是……

10)延伸活動：觀看微電影(春節故事「三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SLn-2MZenU



11)分享圖書



學生回應
問卷項目 結果

最喜歡的圖書 • 《團圓》(51%)
• 《愛心樹》(34%)

最喜歡的角色 • 毛毛《團圓》(29%)
• 蘋果樹《愛心樹》(29%)
• 毛毛的父親《團圓》(22%)

通過閱讀圖書能提升你的閱讀能力 • 能夠(88%)
通過閱讀圖書能提升你的閱讀興趣 • 能夠(88%)
通過閱讀圖書能改進你的寫作能力 • 能夠(76%)



總結

1. 拓寬閱讀面，提升閱讀深度

2. 提升讀寫興趣和能力

3. 培養品德情意，認識中華文化



總結

• 香港學生在「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 
2016）中成績卓著，位列全球三甲。

• 學生在「對閱讀課堂的投入」、「閱讀信心」和
「閱讀興趣」，分別排名50、41和33。

• 研究發現，學校若發展校本的語文和閱讀課程，對
學生的閱讀成績有正面影響，他們的閱讀成績也能
提高。

• 推廣閱讀文化，尤其要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對語
文課堂的投入感。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2017)。〈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國際報告（香港地區）發佈會新聞稿〉



參考資料

https://children.moc.gov.tw/index

網頁內容舉隅



參考資料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lang/curriculum-materi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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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法

陳少芳女士(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電話：2158 4928

電郵：siufongchan@edb.gov.hk



主頁> 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小學及中學教育適用 > 校本
支援服務 >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

www.edb.gov.hk/sbss/sbc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