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導讀

當代教養不斷的鼓勵兒童要發掘自己的專長、特色，認真「做自己」。正因為有這樣的教導與鼓勵，兒

童便能更自在的適性發展，走自己的路，不受現實框架的限制。但也正是在這樣的教導與鼓勵下，有些

兒童反倒也會心生壓力，想表現得更好、更突出，比別人更了不起，以顯現出自己的特色，是和別人不

一樣的。

這樣的想法，其實也無不好。然而，過多的強調做自己，有時卻也會讓兒童在比較心與分別心中，產生

了競爭的壓力，反而使得在尋求「做自己」的過程中，變得不快樂、不自在了。因此，如何引導兒童體

認到在快樂、自在的做自己的過程中，不必與他人做比較，只要盡力去發揮自己的興趣與專長，認真盡

本份的工作就可以了，便成為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必須學習的重要的生命信念了。

中島和子這本《灰狼有用商店》的橋樑書，藉著一隻灰狼想尋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發展出自己獨有的

特色，進而成為狼界中「了不起的狼」的自我探索過程，帶領中年級的兒童輕鬆閱讀、但認真的來面對

上述的問題。

在書中，作者透過對灰狼一段段故事發展的書寫，讓兒童瞭解：尋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是需要花時間摸

索的，而不是一蹴即至。在摸索中，我們可以做各種嘗試，讓自己更加確認自己真正的興趣與專長之所

在。同時，這本書在灰狼各式各樣工作的嘗試中，作者也讓小讀者們瞭解到在做事情的時候，重點不在

於如何去成就自己的「了不起」，而是要能照顧到他人真正的需求與需要，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而一個「有用」的工作標準，也就在於我們的所做所為有無真正的符應了他人的需求與需要。

除了對於上述生命探索與嘗試的闡發外，這本書值得再一提的是，中島和子這本《灰狼有用商店》，和

此次選書系列中，中島的另一部作品：《最後的魔法》，有著相類似的閱讀教養企圖，那就是它們都試

圖讓兒童清楚的瞭解，我們做為社群中的一份子，人我之間的聯繫與關係是緊密的，是不可分離的。而

就在這些類似主題的書寫中，《灰狼有用商店》的故事內容比起《最後的魔法》，對人我間的「合作」

關係，又做了更進一步的闡發：那就是，在社群中我們可以盡力的做自己，服務他人，但當我們遇到困難，

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時，也不要忌諱，要勇於開口向社群中的其他人求援。就像書末，大熊對灰狼說的：「請

繼續做你想做的事。不過，要是忙不過來，或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定要告訴我們，讓大家當你的『有

用商店』。」（頁 121）而這種能夠敢於求援的作為，正是一個社群能否達到互助合作關係的重要指標。

在閱讀《灰狼有用商店》中，

陪伴兒童建立「做一個『了不起』的人」
的生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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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共讀前的討論

一、在正式進入閱讀前，你可以先和兒童談談他們未來的夢想，他們想做什麼樣的了不起的人。或者，

和他們討論他們的興趣與喜好，並且嘗試將這些興趣與喜好和未來可能的工作做聯結（也就是，

目前的「興趣與喜好」，可以和未來什麼樣的「工作項目」做聯結。）讓兒童瞭解：認真的發掘

自己的興趣與喜好，是可以在未來幫自己規畫出一個適性的理想工作圖像的。藉此激發同學對未

來工作的想像後，再進行文本的閱讀。

二、在正式進入閱讀前，你可以先和兒童想像一下要販賣哪些貨品的商店，對他們來說才能夠稱得上

是「有用商店」。或者，和兒童來比較一般的雜貨店、便利商店和大賣場，它們的「有用性」分

別為何？

參、共讀後的討論

一、灰狼想變成一隻「了不起的狼」，你覺得灰狼認為的「了不起」是什麼意思？而你認為的「了不起」

又應該是什麼意思？

二、在故事中，灰狼為了想讓自己變得「了不起」，嘗試過哪些工作，但為何都失敗了？你覺得失敗

的原因何在？

三、在故事中，灰狼的「有用商店」主要在提供（或販賣）什麼樣的服務？這樣的服務，你覺得真的

可以用「有用」來形容嗎？

四、你覺得灰狼最後為什麼要把新招牌寫成那樣（頁 122-123），牠到底有了哪些領悟？

五、你覺得灰狼最後領悟到什麼道理，才讓他變得很快樂，不再想強求自己成為「了不起的狼」了？

六、你自己有沒有想過，想成為什麼樣的了不起的人？為什麼？

七、你覺得這個故事想告訴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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