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分享《蛇與蜥蜴-不吵不相識》 

實施學校：苗栗縣大南國小 

教案製作：葉雯老師 

實施對象：三年甲班 

一、共讀實施歷程（時間：6節課） 

（一）教學前 

   1.教師先預讀故事內容。 

   2.老師製作學習單。 

   3.請全班事先預讀故事內容。 

 

 (二)教學中 

   1.引起動機 

(1)「閱讀預測」策略教學：由教師先拿出本次共讀書《蛇和蜥蜴-不吵不相    

識》，請小朋友從封面圖畫去預測故事角色與內容。 

(2)「作者與角色關聯討論」：從作者的國籍線索來探討作者選蜥蜴和蛇當主    

角的原因，比較故事主角和大多數繪本故事主角的差異。 

   (3)「目錄預測」：從篇目名稱預測主角間的關係和可能發生的故事。 

 

   2.聲音劇場： 

(1)由教師示範朗讀，配合不同的情節、情緒或角色變換語調。 

(2)由小朋友輪流試著用聲音朗讀來演出各段落，並由教師適時喊停加入討

論。 

 

   3.閱讀與討論：  

(1)你對蛇和蜥蜴的印象如何? 

(2)你喜歡這兩個主角嗎？說說看為什麼？ 

(3)猜猜看作者為什麼選這兩種動物當主角？ 

(4)作者是哪一國人?你知道這個國家嗎？ 

(5)你認為作者是哪裡人和角色的設定有關係嗎？ 

(6)如果是你，你會選擇哪兩種動物當故事主角呢？ 

 

(1)蛇和蜥蜴哪裡一樣？哪裡不一樣? 

(2)你和好朋友哪裡一樣?哪裡不一樣? 

(3)請看「野餐」這一篇，說說蛇和蜥蜴的飲食習慣哪裡一樣？哪裡不一樣? 

(4)蛇和蜥蜴批評對方的用餐禮儀，你覺得誰比較有道理？ 

(5)用餐的時候要注意那些禮儀？  



(6)你認為這兩個朋友有沒有可能再一起去野餐？怎樣才能一起享受野餐樂   

趣? 

 

(1)讀一讀「拆牆記」、「在河邊」、「驚喜」、「心情好不好」、「菜園裡」，倆倆   

扮演一個角色，說說看兩人之間究竟怎麼了？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看法? 

(2)你和同學間曾經因為不同的想法而爭執嗎？說說看 

(3)當和別人有不同的想法或意見時要怎麼辦？  

(4)請選其中一篇，給兩位主角一個建議。 

(1)從「助人」、「幫幫我」、「自助」說說看你幫忙別人的經驗。 

(2)也請說一個幫助別人的經驗。 

(3)在生活中誰是最常幫助你的人? 

(4)有什麼事是你可以回饋去幫助那個常幫助你的人的? 

 

(1)閱讀「錢」這一篇，說說看他們兩個到底有沒有賺到錢，為什麼? 

(2)如果讓你在學校開商店，你會選擇賣什麼樣的東西？為什麼? 

(3)當一個老闆要如何吸引顧客來買東西? 

 

(1)從本書中選一篇你最喜歡的故事，說說看為什麼? 

 

   4.完成學習單 

 

   5.讀者劇場 

(1)選定其中一篇，全班討論分配角色，個角色按照劇情發展，模擬聲音表 

   情，用朗讀的方式說出故事。 

    (2)製作道具，加上動作及表情，在教室內台前演出。 

(3)配合書香園遊會，在全校前演出。 

 

(三)教學後 

    課堂討論後完成學習單，並與同學分享。在書香園遊會時，全班從本書中的

故事選一篇，在全校面前演出。 

 

二、教師操作感想  

    這本書是本學期四本共讀書中最薄的一本，且分成好幾個小故事敘說，對於

三年級的孩子來說，閱讀起來應該不會感到吃力，因為篇幅短小，並配有注音，

就算有的孩子沒有在家事前預習，也能利用共讀課時間藉由「聲音劇場」模擬劇



中主角的情緒，共讀一遍，讓老師直接在課堂上確認每個人都讀過了。   

    這是短篇故事在操作共讀課時的優點，但同時也因為每篇都不長，不像長篇

故事有非常顯著的起承轉合或高潮迭起，教師若想要針對篇目做深入的討論，往

往需要花比較多的力氣和精神設計提問或引起興趣。書中兩位主角發生的事都非

常生活化，雖然孩子們對「蛇和蜥蜴」這樣的另類主角不是那麼了解或感到喜愛，

但作者所設定的故事情節都非常生活化，兩位好友習性或個性間的差異所造成的

爭執與爭吵，孩子們也十分能夠同理；而對於兩個好朋友之間幽默的對話，孩子

們也多能領悟而會心一笑，只是如果單純討論故事呈現的表象，只要幾分鐘的時

間就能討論完，若要討論到故事裡比較細膩深刻的「人性」、「心理層面」部分，

對三年級的孩子來說，並不是那麼容易達成，老師也要具備層層提問與孩子對話

的功夫，才能切中想要探討的核心，讓孩子藉由故事童理生活中自己與他人的心

理與情緒層面。 

    因為自己是科任的緣故，想要讓小三的孩子探討故事的深層哲學部分，或是

想要帶領孩子將不同篇目兼做比較歸納，感覺不是那麼容易，也覺得做得並不如

預期，例如想要探討「助人」和「受助者」間微妙的心理感受，或「幫倒忙」及

「被幫倒忙」之間雙方互有的情緒，也許因為孩子們還缺乏生活經驗的緣故，無

法具體描繪出自己的想法或舉出類似的經驗；反而是發展性或創造性的議題，如

【錢】這一篇裡談到的買賣，孩子對於想像創業或自己想要賣的商品提出天馬行

空五花八門的想法，雖然能夠理解蛇和蜥蜴為什麼忙碌了一整天卻沒賺到錢，也

感到好笑，但如果要試著放大到討論現實社會中的買賣，要如何獲利才不會白作

工這種經濟議題，小三的孩子就很難理解了；而綜觀全篇想和孩子討論「友情」

這樣的議題，孩子們能直接的表達為什麼喜歡朋友，或和朋友吵架的模糊記憶，

但是要孩子藉由分析蜥蜴和蛇位什麼吵架，去回顧分析自己和朋友吵架多數的原

因，對於小三的孩子就比較困難了。 

    小三的孩子是喜歡這本書的，對於作者的幽默感也能哈哈大笑，但是課程不

能安排太長的時間，或做過度深入的討論，如果從孩子的生活經驗出發，讓孩子

簡單的說出類似的感受，或讓孩子做擴散性、創造性的思考(如改編結局、對主

角提出建議)，比較能引起三年級孩子討論的興趣，更深層的問題也許留待更高

的年級再來探討會較為妥當。 

 

 

 



參、課堂照片與學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