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分享《少年鱷魚幫》 

學校：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國小 

實施對象：四年級 

一、共讀實施歷程 

（一）書籍介紹及故事預測： 

進入故事之前，先介紹書籍的書名、作者、封面、封底、ISBN、蝴蝶頁、

扉頁等知識。並讓學生由書名與封面插圖猜測內容，讓學生猜測故事情節

的發生及發展。 

（二）角色介紹： 

 少年鱷魚幫的成員多達 10 人，孩子不易在短時間內熟悉各個角色。於是

利用一節課的時間，向孩子說明每個角色的特性。閱讀中透過 Q&A與學生

討論。 

⑴在團體中擔任發號司令的老大是誰？他具備哪些特質？你覺得他是一個負責

的領導者嗎？請舉書 中的例子說明。 

⑵漢納斯要用什麼方式加入鱷魚幫？「試膽大會」真的能測出一個人的膽量嗎？

你認為怎樣才算是 真正的勇氣？ 

⑶鱷魚幫少年為什麼一開始不接受庫爾特入幫？如果是你，你會讓庫爾特入幫嗎？

如果你是庫爾特， 你會怎麼想？ 

⑷庫爾特雖然行動不便，需要坐著輪椅，但是他具有什麼樣的能力？讓鱷魚幫最

後決定讓他加入呢？ 庫爾特是如何瞭解竊案的變化呢？ 

⑸庫爾特的媽媽後來發現他去磚瓦廠調查，媽媽對這件事的態度如何呢？ 六、

為什麼庫爾特的父母願意讓行動不便的庫爾特出去呢？ 七、從故事中可知破

案需要具備什麼能力呢？ 八、法蘭克面對嫌疑犯是自己的哥哥，他有什麼反

應呢？  

⑹鱷魚幫的成員，面對嫌疑犯是自己朋友的哥哥，和想要破案獎金的兩難，他們

決定怎麼做呢？ 十、你有沒有面對問題的時候？你是怎麼處理的呢？ 

（三）角色探討：如果你是？ 

在這本故事中，除了精采刺激的劇情發展之外。友情、親情、社區關係等，   

皆是故事中值得探討，不可或缺的重點。因此設計了學習單，就分別就： 

⑴讀完這本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部份是？為什麼？ 

⑵其中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為什麼？ 

⑶經過事件後，成員們會有什麼樣的成長？居民對他們看法如何轉變？ 

⑷有些同學覺得這本書很難順暢閱讀？有些同學覺得這本書很情節很精采？

你對這本書的評價呢？ 



除了讓同學們讀完整本書後，再重新思考一下各個角色間互相的關係、個性

和行為的轉變，家庭教育的影響，更把問題延伸到社區中的商店和社區關係，

種族間的歧視問題等等…讓孩子的視野和思考層次再往上提升。 

（四）延伸活動：電影欣賞 

對於鱷魚幫這本出版在 40年前的小說，裡面的情節和故事背景，多少和目

前孩子的生活環境有了差異，因此像青少年依賴的手機，各種休閒方式都有

所不同，讓孩子讀起書來有了距離感。而少年鱷魚幫電影的出現，讓孩子拉

近了和原著小說之間的距離，孩子利用 2節課的時間，專注的欣賞改編後的

電影，讓整個故事內容更加深植孩子心中，找到閱讀之外的樂趣。 

 

二、教學心得 

這本書孩子一開始拿到，對於角色多、故事情節複雜頗不能適應。有些孩子

在第一節課老師介紹完角色後，就對這本書下了「難讀」評價，也不想去翻

閱內容。但是當孩子們看完第一章，漢納斯精采的入會過程後，對書本內容

便燃起了興趣，有些孩子欲罷不能在短短幾天內就看完一整本書，另外一些

孩子則對故事的後續發展非常好奇。因此這本書的開頭成功抓住了孩子的

心。 

隨著故事情節發展，書本較為平淡的劇情讓許多孩子失去了耐心，畢竟少年

小說的閱讀對許多孩子都是第一次的經驗。因此在書本倒數第二章時，劇情

趨於明朗，便利用 2 節課的時間請孩子看「少年鱷魚幫電影版」。孩子們對

每個電影的畫面都非常興奮，雖沒看過這部片，卻目不轉睛的想要印證每個

畫面和書中的異同。讓整部電影沒有冷場，看完後還對內容討論了許久，非

常熱絡。 

最後，在學習單角色探討時，孩子再次複習了內容，對於每個角色的個性，

每個家庭中的互動，每個鱷魚幫遇到的困難都能好好回味，並且表達自己的

看法。提升了孩子思考問題的深度。這本書因內容和情節限制，對教師來說

雖不是好帶領共讀的一本書，但是讓孩子閱讀後，共同分享討論，卻激盪出

許多不同心得和創新想法。對孩子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成長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