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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兒童在閱讀《食神小饕餮》中，

認識用心，瞭解分享，
從中激勵自己去除自私的心

壹、導讀

兒童喜歡神怪奇幻的故事，在神怪奇幻中滿足自己的想像，放縱自己的好奇，抒發自己的情緒。然

而，為避免這類故事只是淪為荒誕不經的怪力亂神，讓兒童陷入情緒上的害怕恐懼，因此，歷來說

得好的神怪奇幻故事，除了藉由天馬行空、自由想像的內容來吸引兒童的閱讀關注外，也多能致力

於情節發展上的合情合理，並且在故事的脈絡中隱喻出一些人生正向信念或善念的傳遞，使得原本

只是神奇鬼怪的故事，積極轉化成為充滿正向激勵的趣味文本。像是中國傳統的《封神榜》、《西

遊記》，或是西方古老的《希臘羅馬神話》，以及晚近風行的《魔戒》、《納尼亞傳奇》等書都是

這類題材的極佳寫作範本。

除了對神怪奇幻的故事易於著迷外，兒童對於能貼近他們生活經驗的主題故事（像是以「食物」或

是「貓狗等寵物」、或是「遊戲玩耍」為主題等等的故事），也常會充滿閱讀興趣。因為，「主題」

與兒童的生活經驗相近的故事，在閱讀時，兒童不僅易於想像出相關情節的畫面，也能藉由重現過

去的生活經驗去感受故事中欲傳遞出的各種感覺。而當一個故事能讓兒童有畫面、有感覺，那它就

一定能為兒童所接受、所喜歡。

《食神小饕餮》正是以「食物」為主題，並且成功融入神怪奇幻的兒童故事書。在這本小書中，作

者藉由龍王的第五個兒子「饕餮」，因為挑食、不尊重廚師的烹調，厭倦了龍宮所有的奇珍美味，

走進凡間尋求美食，終而在親手烹調中，領悟「美食」真意的故事，來向兒童傳遞所謂的「美食」

並不在於山珍海味的難得，而是在於烹飪者對食材的尊重、對料理的用心，以及飲食者在用餐上的

真心享受，和與他人分享美食時的滿足喜樂。

而這本篇幅不大，以神怪奇幻的情節書寫美食主題的童書，之所以能在閱讀時迅速吸引兒童的另一

個寫作特色，則是因為作者在故事書寫上大量援引、加入了這些年來台灣兒童所熟悉的一些影視元

素，像是卡通影片的「中華一番－小當家」、周星馳的「食神」電影等橋段，使得一個簡單的故事

充滿了許多兒童所能掌握與想像的趣味情節與豐富畫面，讓這故事在熟悉中變得更有趣、更好讀了。

雖然，這本小書故事簡單，但很不簡單的是，作者卻在故事中對小讀者們拋出了一些可思考與討論

的重要概念，像是「用心」，像是「尊重」，像是「分享」，像是「平凡中的不平凡」等等。這些

概念看似簡單、易懂，但卻是我們在生活中待人處事上極為重要的價值，而且，它們經常是能體會，

但卻不一定是容易說清楚、講明白的事理。

而當我們在陪伴兒童閱讀時，除了可以和兒童一起享受故事的趣味，或是拆解與學習故事背後所暗

含的隱喻外，基本上，我們也可以針對故事情節中所透露出的這些重要概念，來和兒童進行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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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藉此讓我們對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價值能更為清楚的知道它所指為何，以利行為的實踐。（有

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在寫作時就直接被賦予、安排了一些「重要概念與價值」的討論任務，最著名的

例子就是美國作家艾諾 . 洛貝爾 Arnold Lobel 的《青蛙和蟾蜍》故事系列。他的故事中都暗含著

一些生活上的重要概念與價值，像是「什麼是『意志力』？」、「什麼是『勇敢』？」、「什麼叫

做『計畫』？」等等，希望兒童能在閱讀時，針對這些概念、價值進行思考與討論的分析與釐清。）

而在帶領兒童分析與釐清這些概念的討論過程中，（一）我們可以邀請兒童先針對這些「概念」（像

是「用心」，像是「尊重」，像是「分享」等）自由、隨興的做文字描述的說明與解釋，然後，將

大家的意見相互對照，增補、刪減，看能否找出「共識」的看法。【在思考討論上，我們稱這樣的

作為是在做「內涵定義」，也就是，針對「概念」的內在含意做出文字性的概括描述與說明】。但

對兒童的學習來說，要瞭解概念，重要的倒不只是對概念的「內在含意」做文字性的說明與解釋而

已。而是（二）我們可以藉由上述對概念討論所得到的「共識（內容）」，引導兒童回歸到故事的

文本脈絡，在故事中去尋找情節裡能與此一概念相符應的行事作為，從中發掘出對此概念的實例說

明，或者，（三）在搜尋、檢視完文本的例證後，我們也可以再邀請兒童，看他們能否在自己日常

生活的經驗中，舉一些實例來加強說明與佐證此一概念。這種經由文本內容的具體情節，或是舉現

實生活中的經驗實例的說明與佐證，常能讓兒童更為貼切的理解此概念所指為何，以及瞭解這些概

念要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做出來。【在思考討論上，我們稱（二）和（三）是在做「外延定義」，也

就是透過對於此一概念相符應的外在事物與行為，來瞭解此概念。】

總的來說，這是一本可以引導兒童進行概念分析與討論的好的故事書。

貳、共讀前的討論

一、在正式進入閱讀前，你可以買幾個包子，切開來，和班上兒童一人一小片的一起分享，然

後問問他們分享的滋味如何？以及，這樣的共食分享，和一個人獨享包子的滋味又有何不

同？或者，你會做包子的話，你也可以和兒童談一談做包子的步驟，讓兒童瞭解一個看似

簡單的包子，從開始到完成的繁複過程，其中每一個步驟所蘊含的意義為何？讓兒童對這

本追求美食的故事，先有一些想像與期待？

二、在正式進入閱讀前，你也可以和班上兒童聊一聊「中華一番－小當家」或是周星馳的「食神」

電影，讓他們分享一下電視與電影中的經典情節，以及他們從電視與電影中所瞭解的「美

食」定義為何？

參、共讀後的討論

一、你覺得小饕餮為什麼覺得龍宮裡的東西都不好吃，真的是東西不好吃呢？還是你覺得有其

他的原因？

二、你覺得小饕餮為什麼會覺得爺爺做的包子和五色粥很好吃？

三、你覺得老爺爺為什麼要讓小饕餮學習親手做包子，他的用意何在？（或者，讓兒童思考一下，

為什麼書中選擇讓小饕餮學做的是「包子」，而不是別的料理，難道「做包子」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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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的背後含意嗎？）

四、你覺得為什麼一流的廚師到了龍宮，卻做不出好料理，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五、你可以用一些形容詞來形容小饕餮改變前後的個性嗎？並且在故事中找出實際的例子來做

說明與佐證。

六、你最喜歡吃的東西，或是你覺得最好吃的東西是什麼？為什麼？

七、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原本看似不起眼的東西，但是吃起來卻是非常的好吃？你覺得為什

麼會這樣呢？（順著這個問題，你可以和兒童進一步討論，什麼叫做「平凡中的不平凡」？）

八、什麼叫做「用心」？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做才叫做「用心」？

九、什麼叫做「尊重」？我們要怎麼樣做才能算是尊重「人」？（或是尊重「食物」？）

十、為什麼吃飯的時候要約人，或者，為什麼一定要大家到齊才一起吃，好像大家一起吃飯的

時候，東西才會更有味道、更好吃？你覺得原因何在？（順著這個問題，你可以和兒童進

一步討論，什麼叫做「分享」？）

肆、給老師的一些閱讀建議

為了讓兒童能更快速的進入龍宮的神話世界，你可以上網或在圖書館找到一些海龍王的神話資料

（甚至，你還可以去找出希臘神話中，西方海神波塞頓的故事，來和中國龍王做比較），或是「饕

餮」的圖案，在閱讀的過程中，說神話故事或是展示圖像給兒童看，帶動閱讀興趣。你也可以再看

一遍周星馳的「食神」或卡通影片「小當家」，你會和兒童有更多可以聊天的共同話題。

最後，如果你還有閒暇的話，《柔軟成就不凡－奧林匹克麵包師父吳寶春》（寶瓶文化出版社）一

書，以及網路上阿基師的一些「阿基師的故事」，都是值得閱讀的書與資料。閱讀它們，可以讓我

們在帶領兒童閱讀討論《食神小饕餮》時，能更瞭解烹飪者對於食材的「尊重」，以及對料理的「用

心」，或者所謂的「用平凡的食材，去做出不平凡的料理」，所指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