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分享《貓大街有事》 

 

                                             學校：嘉義縣中山國小 

教學製作：曹琇倩老師 

                                             實施對象：四年級 

一、共讀實施歷程 

→內容探討  

1. 教師熟讀讀本內容。 

2. 教師利用每星期的閱讀課，以朗讀小說方式讀出重點情節，讓學生回

憶讀過的書本內容，並討論章節重點問題。 

  

→延伸活動（一）：選舉之我見 

1、 活動構想：選舉這個議題，對孩子來說，是既熟悉又陌生。開始進入

文本討論之前，教師請學生思考自己對於選舉的印象到底為何，再進一

步深入討論選舉的意義。 

 

2、 課堂操作： 

(1)發下小白板。 

(2)請學生將對選舉的印象寫於白板中。 

(3)請學生分享自己的想法。 

(5)教師歸納統整學生想法，並請學生思考選舉的意義。 

 

→延伸活動（二）性格分析 

1、活動構想：班上某些孩子對於文本中角色的性格往往只有單一的認知，

透過性格卡的引導及課堂討論，希望孩子可以對於書中的角色性格有

更多想法的產出。 

2、課堂操作： 

(1)學生一人一張學習單。 

(2)教師請學生選擇書中的一個角色，並分析他的性格（至少三個），並說

明原因。 

(3)請學生上台發表自己的想法。 

(4)教師統整學生想法，並引導學生閱讀時可以由不同的事件或面向思考



人物的性格，如此一來，對角色會有較深入的瞭解。 

 

→延伸活動（三）：貓狗大戰 

1、 活動構想:「貓大街有事」一書中，貓狗選舉大戰是本書精彩之處，教師

請學生讀完章節進度後思考以下問題：一、你覺得貓大街選舉中，貓黨和

狗狗黨用了哪些不好的選舉策略？二、你覺得狗狗黨最後能勝出的理由是

什麼？三、從這本書中你看到什麼？或學到什麼？ 

2、 課堂操作 

(1)問題討論。 

(2)請學生將討論後自我的想法紀錄於閱讀筆記中。 

 

 
二、操作感想 

一拿到「貓大街有事」這本書，我就迫不及待的翻閱，因為對於班上的孩子來說，

本學期的三本共讀書，這本書的內容文字量最少，插圖多，相較於另外兩本共讀

書，看起來就「平易近人」許多，很能吸引孩子。因此，讀完「說謊阿大」一書，

我就決定帶孩子們讀「貓大街有事」這本小說。 

這本書是描述貓大街的「領導大王」選舉之爭，貓、狗兩大黨，為了贏得選舉，

競選團隊絞盡腦汁想出許多策略以求獲得勝選，不管是賄選、散播黑函或政見發

表的橋段，都令人不由得和當今的政治選舉產生連結而會心一笑。但選舉這個議

題，對於中年級的孩子來說，卻是既熟悉又陌生，儘管從報章媒體中，他們對於

政治選舉並不陌生，但卻從來沒有實際參與過選舉這件事。 

因此，進行這本書的討論前，我先利用一節課，讓孩子說說自己對於選舉的印象，

當他們手中的小白板一亮出，我看到的是投票、選舉、抹黑爆料、辯論、賄選……

等較負面的印象，我請學生思考，既然你們覺得選舉這麼不好，為什麼還要選舉？

如何才能讓選舉變得更好？學生一時啞口無言，說不出個所以然，我請學生回去

好好讀完這本書，待討論完「貓大街有事」這本書，再重新思考自己對於選舉的

想法。 

接下來的幾堂閱讀課，我們全班一起閱讀這本書，除了利用情緒卡分析書中的角

色性格，還討論許多議題，如：貓黨和狗黨在選舉鐘用了哪些不好的策略？也請

小朋友說說狗狗黨最後能勝出的理由，最後再請孩子發表他們從這一本書中看到

什麼？學到什麼？ 



有別於第一節課，經過一連串的討論，孩子們開始會去思考選舉的意義，小威提

出：「如果沒有選舉就不公平，因為大家都想當總統的話，就會吵架！」小強也

說：「我認為在選舉中不要發黑函，要以光明正大的手段去行動。」振朝則表示：

「我看到貓黨以及狗狗黨的戰爭，我學到不要像貓黨一樣耍手段，一定要用正正

當當的方法來選舉。」秉澤則在閱讀筆記中寫著：「從這本書中我看到不好的東

西，那各不好的東西就是投機取巧，每個候選人都想當選，結果都使用了不好的

策略，所以我學到了做人不要投機取巧，要正正當當！」 

一本書的討論，讓孩子對於選舉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我想這本書值得推薦給政治

人物觀看，或許，更該學會如何選舉是不是孩子而是大人！  

       

三、課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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