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導讀

國小高年級的孩子，在成長的階段，社會化的歷程中，逐漸脫離父母而獨立，對朋友的依賴度增加，友

誼是他們所關心的，若不被朋友肯定，是很難過的事。因此青少年很容易為了迎合同儕，而改變他們的

言語、衣著、行為、思想甚至價值觀，這便是同儕認同。這種認同，進一步會形成青少年的次文化，或

是流行時尚，有些青少年會盲目跟從，希望和自己的朋友一樣，正向而言，有互相學習的功能；負面來說，

則會形成集體霸凌的偏差行為。

心理學家艾力克森 (Erik Erikson) 將人類的生命，依據心理社會的發展任務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決

定於某個轉捩點，或稱危機的順利解決。青少年期的重要發展任務是「自我認同」與「角色統整」，此

階段的青少年藉由對自我的省思與覺悟，開始確立他在團體中的地位與社會的期望，能在不違背自己需

要、價值體系及良知的情況下，調整自己的行為與價值觀，以增進對環境的適應性。

同儕團體影響青少年的自我認同。「如何被同儕團體接納」成為青少年最迫切關心的問題，因此大部分

的青少年把自己的價值建立在同儕反應上，當被同儕拒絕，會使他們覺得受到莫大的挫折且容易喪失自

信。青少年多半渴求被同儕接納，而產生對團體次文化的依附。所以如何向團體認可的行為或流行服飾

看齊，對青少年而言，就顯得格外重要。

《說謊的阿大》一書主要便是在探討同儕認同與自我認同的關係。主角之一的健太認為，「以前的我，

每天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做才能讓班上同學喜歡我。自從好好跟阿大相處後，我變了。現在的我，終

於學會一步步的發現自己、找到自己。」另一個主角夏葉則說「我才不像同學們所想像的那麼乖巧、那

麼聽話，我只是知道怎麼做才能讓同學喜歡我，怎麼做才能成為好學生，我只是在演戲，我很想拿下這

個面具。」他們都在積極尋求同儕認同，唯恐成為團體所拒的「圈外人」，這是青少年普遍的心態。因

而當認同混亂時，常會伴隨著焦慮、懷疑、憤慨等情緒。因而如何到面對真實的自我，在這一個階段是

勇氣也是挑戰。

書中最重要的主角大介，是健太班上新來的轉學生。因為生活背景不同，同學們覺得這個傢伙很奇怪，

嘴裡說的都是一些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像是他吃過蟲蛹、曾經有猴子跑到他家、學校附近的家下

川裡有魚有烏龜、河裡有六十公分的大老鼠…，大家怎麼想都覺得他是在說謊。於是群起對著大介說：「騙

子、騙子！」，形成言語上的霸凌。久而久之，大介有了「騙子阿大」的綽號，漸漸的被同學排擠。一

般被排擠的孩子，情緒上會有很大的寂寞與失落感，甚至會有偏差舉動或自殘的行為。還好阿大生性樂

觀，嘴上雖說不在乎，但會努力想方設法的用行動證明。另一主角健太，則常在面對真實（真的看見阿

大所說的事）與謊言（為配合同學的排擠）間的抉擇。

陪伴兒童在閱讀《說謊的阿大》中，

與主角穿越時空，體會手足之情
以及感受愛與勇氣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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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的阿大》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議題：書本的知識與環境的知識。故事最開始，是主角健太說他變得

很討厭書包。他原本很喜歡書包的，但是當升上六年級以後，書包變得會卡進肩膀裡，又像是重責大任

一樣，讓他變得總是有點暴燥。可見現代社會的孩子，放學後的閒暇時間多是在補習、準備考試、上網、

看電視，不論大人小孩，鮮少走到戶外親近大自然。所以能夠像書中的阿大這樣，只要有空就到野外看

動物、釣魚抓蝦，真的十分少見。而習慣城市生活的人們，只有書本上的知識，沒看過那些動物，就認

為對自然很熟悉的阿大是說謊的騙子，進而排擠他所說的事。所以這本書，也給教師、父母等教養者一

些警惕，是否應該多讓孩子親近自然，走入戶外，是否能將書中的知識印證在生活中。也許如此，才不

會再出現像阿大這種「真實的謊言」的現象。

貳、共讀前的討論

一、在正式進入閱讀前，可以學習〈仰望的天空〉這一章節中的「騙子遊戲」。兩人一組，不管對方

說什麼，另一方一定要笑對方「你這個騙子」。這一個遊戲讓孩子去體會與思考被說是騙子的感

受，也可以體會否認別人說法的殘酷。

二、在正式進入閱讀前，還可以進行「同理心遊戲」，就某一件事的看法，可以兩個學生互換角色，

或是老師與學生互換角色，或是父母和子女互換角色，學習同理、表達自我與溝通的技巧。例如：

兒子想要買手機但是父親不肯，這時可以請當事者扮演父親，另一位學生扮演兒子，試著用不同

的角度看待事情。

參、共讀後的討論

一、為什麼大介的同學不相信他所說的話，認為他在說謊呢？

二、健太為什麼放學後和大介黏在一起玩，但是在學校卻保持一定的距離呢？

三、為什麼夏葉為了讓同學喜歡她，在班上要故意裝乖巧，不能做真實的自己，而要假裝戴上面具呢？

四、敬一和大介對家下川魚類的研究方法，有什麼不同呢？

五、如果你是健太，面對同學集體的言語霸凌，你會選擇放任、袖手旁觀還是出面說明？為什麼？

六、在〈研究發表會〉這一章，從夏葉對敬一的評論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哪些重點？

七、為什麼大介不給敬一魚，而說自己要研究的魚自己抓呢？

八、大介用什麼方法讓敬一願意承認河川裡有魚？

九、敬一堅持在「表揚儀式」台上所說的話，你認為哪些部分最重要？記得要說一說理由。

十、你是否曾經在學校被排擠，或是看到有同學被排擠，你心裡覺得如何呢？說說你的感受。

十一、邀請孩子想一想，寫一寫：

現在的我們，流行什麼話？流行什麼穿著？如果有同學沒跟上流行，你會如何看待？（例如：

將校褲改成較為合身、長褲的褲管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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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給老師的一些閱讀建議

這本少年小說處理了同儕認同、自我認同、言語霸凌與謊言等等的重要議題，為了做好閱讀討論的帶領，

教師可以做一些先備知識的閱讀，將會有助於在閱讀陪伴時，更有效的做出討論的引導與說明。

關於謊言，可以閱讀《國王的新衣》（格林文化），這本大家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是在說明一個愛漂

亮的國王，被兩個騙子騙的故事。騙子宣稱只有聰明的人才看得見衣服，因此大家都假裝看見，只有孩

子天真的說出真相。這個故事，也看出為了假裝聰明，而共同編織謊言的從眾行為。教師也可以參考《小

朋友成語故事》（貴族）中「三人成虎」的故事。街市上當然不會有老虎，說街市上有虎，顯然是造謠、

欺騙，但有許多人這樣說了，如果不是從事物真相上看問題，也往往會信以為真的。因此，有時謠言可

以掩蓋真相。

關於同儕認同與自我認同，可以閱讀《人氣王的願望》（青林）。小松是一個人氣王，聰明、長得帥、

每次都考第一名。然而在他的心中，其實也藏了不被了解的孤獨。小松努力學習率直坦白面對人群、表

達內心真實的渴望。作者試著告訴讀者，學習同儕相處、自我認同，只要擁有自信、真誠待人，就能吸

引別人。另外一本《不可以笑我的朋友！》（格林文化），這個溫暖的故事關於友誼，也關於自我認同。

作者藉由海鷗的故事，告訴讀者：真正的朋友，能夠圓滿你的人生，不要因為同儕壓力而失去信心。

《說謊的阿大》中的大介與敬一，對於家下川魚類生態非常瞭解。當然台灣的孩子，若要清楚台灣在地

的魚種，可以參考《臺灣魚類圖鑑》（國立海洋生態博物館）。台灣橫跨亞熱帶與熱帶地區，得天獨厚，

天時地利，四周環海，夏冬暖寒流交替，為台灣帶來溫帶與熱帶海域的魚種，所以台灣產魚種之多，佔

全世界所產魚種之十分之一，由此可知魚類種類之豐富。藉由本書，可知台灣常見的 1600 種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