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分享《檸檬水戰爭》 

實施學校:高雄市崇德國小 

教案製作：林宏燁老師 

實施對象：六年級 

一、共讀實施歷程（五節課） 

課前準備 

教師安排閱讀進度，第一節不閱讀，第二、三週完成內容閱讀。 

教師請學生於課程實施前完成讀本的閱讀。 

教師製作教學簡報與學習單。 

 

引起動機：內容預測 

教師逐步引導學生閱讀標題、封面、引言及目錄，一次只給一項訊息。 

觀察、思考並討論標題、封面、引言、和目錄給了什麼線索？ 

依據線索試著拼湊故事的原因、過程、結果。 

小組逐次討論、修改後，最後進行口頭報告。 

 

發展活動 

A.提問討論：訊息推論&詮釋整合。 

你覺得，伊凡因為什麼事情躲在地下室？ 

對於上同一班，你覺得為什麼潔西十分期待、而伊凡卻感到厭惡？請分

別描述。 

史考特為什麼說潔西上四年級是一件很怪的事？ 

伊凡喜歡史考特嗎？為什麼？ 

潔西也開始經營檸檬水攤的原因和目的是什麼？ 

想一想，伊凡和潔西在競爭中各有什麼優勢？ 

當潔西看到伊凡時，為什麼要對著伊凡揮動手中的鈔票，她在期待什麼？

伊凡為什麼要氣呼呼的走開？而潔西又有什麼反應？ 

找一找，伊凡和潔西各用了什麼策略或方法來幫自己賣出更多的檸檬

水？ 

你覺得，肯恩警官為什麼要付 500 元買伊凡的一杯檸檬水呢？ 



潔西為什麼會找梅根作為合作夥伴？ 

B.提問討論：比較評估。 

想一想，伊凡和潔西在競爭的過程中，各做了哪些「違規」的事情增加

自己的優勢？又，你覺得他們會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 

你覺得，檸檬水戰爭最後應該是誰獲勝？說說你的看法。 

為什麼檸檬水戰爭最後選擇和解呢？說說你的看法。 

你覺得，伊凡和潔西在競賽過後，分別有什麼收穫？說說你的理由。 

C.延伸提問討論與實作：商業招牌與海報設計。 

1.你覺得，理想的商業招牌(海報)應該如何設計？標題、圖案、排版、

文宣等項目。請試著觀察下面幾張商業招牌(海報)，並討論他們各有何

優缺點。 

  

  



 

地點：你會選擇在哪裡賣呢？為什麼？ 

策略：如果以 5000 元營業額為目標，你會用什麼方法達成目標？請試

著考慮訂價收入和成本支出計算。 

 

統整活動  

A.口頭報告 

小組在每個提問討論過後上台報告分享討論結果， 

其他小組可針對報告內容提出疑議，交流並接納彼此不同意見。 

教師歸納各組意見，進行總評。 

B.驗收單撰寫 

回答內容多數以個人想法與觀點為主，在指導學生充分理解題意後，根

據自己的經驗和發現回答問題。 

要求學生盡量完整回答問題，避免簡答與敷衍了事。 

C.學習單-看板海報設計 

學生須事先決定在海報上使用什麼策略，如附加價值、低價銷售等；以

及採取什麼風格的設計，如排版、色彩計畫、插圖等。 

海報必須完整上色。 

完成後可進行互評與投票。 

 

二、操作實施感想 

《檸檬水戰爭》內容多篇幅長，對半數以上的學生而言負擔較大，所以設計

教學活動時必須分段進行才能進行深入的討論。再者，在教學活動進行至第二週

之後，我發現如果依照故事章節逐一進行討論，在有限的時間裡將變得沒有效率，

且多數會將時間耗在表層的閱讀理解上，例如：這篇故事的主要角色是哪些人、

伊凡是個什麼個性的人、伊凡和潔西在競爭的過程中，各做了哪些「違規」的事

情增加自己的優勢…等等直接或間接提取的提問上。 

因此，第三和第四節課我將討論議題聚焦於角色的人際互動上，這也是我認

為作者賈桂琳在這部作品裡描繪得最細緻、刻劃得最生動的精彩之處。教學目標

則轉為讓學生經由閱讀、透過討論，進而體會角色內心的各種情緒起伏。教學活

動經過這樣的調整後舒緩了原本趕進度的壓力，師生更能沉浸於討論活動之中。 

但是，內容深究原本就屬於較高層次的閱讀理解能力，並非所有的學生都能

投入並理解討論內容，為顧及學習能力的落差，最後我設計了偏向形式理解的海



報設計活動，讓學生在結束課程之後仍能有所收穫。教學設計方向概略如下： 

1. 引起閱讀動機：（第一節） 

這本書的標題饒富創意，光是「檸檬水」和「戰爭」兩詞併用就充滿了諸多

想像空間，加上封面設計也提供了許多線索，我覺得就讓學生試試預測策略

是個不錯的活動，因此我並未請學生事先閱讀。我分三次提供線索，分別是

標題和封面，接著是引言，最後是目錄。而學生則在提供線索後依據關鍵字

句逐步組織、推論、猜測情節，分三次進行討論與修改，然後進行口頭報告。

儘管最後呈現的內容創意仍稍嫌不足，但確實能引起學生投入討論的學習動

機。 

2.內容深究：微妙的人際互動（第二、三、四節） 

這本書的篇幅較長，無法完整進行討論，所以我最後決定將閱讀的重點放在

人際互動的描寫上，讓學生體會人物的情感變化及原因的探討，並透過提問

設計，從故事情節聚焦，進一步同理角色的感受。 

例如「你覺得，伊凡為什麼要躲在地下室？」我希望學生能從「因為潔西要

和伊凡同班」表面的答案，改為像是「因為潔西跳級到四年級，伊凡不希望

讓妹妹看到自己出糗」著重內心情緒的表達。又如「對於上同一班，你覺得

為什麼潔西感到十分期待、而伊凡卻感到厭惡？請分別描述。」隱隱透露著

潔西和伊凡各自內心的盤算與擔憂；以及「當潔西看到伊凡時，為什麼要對

著伊凡揮動手中的鈔票，他在期待什麼？伊凡為什麼要氣呼呼地走開？而潔

西又有什麼反應？」描述了潔西和伊凡對彼此的誤解及內心期待的落空，都

是相當適合高年級學生討論的題材。 

3.形式理解：經營手腕的較勁（第五節） 

最後一項統整活動我結合了社會領域和藝文領域的課程知識，也就是經濟策

略的運用和商業海報或招牌的設計，最後透過學習單以海報的形式呈現。主

要的目的在於轉換教學節奏，避免過於頻繁的討論活動讓學生沒有時間沉澱

思考的內容，反而讓閱讀本身失去樂趣。 

4. 延伸閱讀《檸檬水犯罪事件》：想像故事情節的發展（共三節） 

《檸檬水犯罪事件》是《檸檬水戰爭》故事的延續，內容偏向較為艱澀的法

律概念，進行了兩節課後發現比起《檸檬水戰爭》，這本書較難和學生的日

常生活經驗相結合，而且專有名詞過多，能理解的學生也相對較少。同樣也

因為篇幅過長的關係，我抓取了兩個主軸進行討論，希望學生在完成閱讀後，

除了能認識些許法律名詞外，更能學習如何客觀地看待事情、以及學習如何

寬容與原諒他人。 

操作了許多閱讀活動後，我覺得教學活動的設計是否能符合班級風格是成敗



的主要關鍵，這並非單純取決於教學設計的優劣、更無關乎學生能力的高低，而

在於教師必須思考適合學生的學習方式，有些班級適合討論發表、有些則適合講

解與聆聽，有了這些體認，我發現不僅有助於教學活動的進行與課堂上的互動，

也能更有效率的提升學生的閱讀意願，而教師本身往往才是完成這項閱讀活動後

的最大受益者。 

 

三、教學記錄與學生作品 

  

教師總評，澄清觀點 學生討論問題寫下想法，發表意見 

  

小組報告討論結果之一 小組報告討論結果之二 



  

閱讀驗收單之一 閱讀驗數單之二 

 

  

小組討論海報設計元素 小組報告討論結果之三 

  



  

閱讀學習單-商業招牌海報設計學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