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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分享《機器人大逃亡》 

                                                         學校：嘉義縣中山國小 

            教學製作：黃國勳老師 

                                                         實施對象：五年級 

一、共讀實施歷程 

→內容探討  

（一）閱讀主題書─機器人大逃亡 

1.利用閱讀課共讀《機器人大逃亡》一書，指導學生畫出重要的地方，以及記下讀不懂或

有疑問的地方。 

2.請學生在黑板寫出不懂的語詞，老師透過實物或查詢資料來向學生解說。 

3.請學生提出閱讀這本書時發現的問題，然後老師引導學生共同討論，以釐清學生的問

題。 

4.共同討論《機器人大逃亡》一書的大意和架構： 

（1）書中主要人物有哪些人？ 

（2）發生的地點在哪裡？ 

（3）事件發生的起因、經過和結果。 

→延伸活動 1：《機器人大逃亡》延伸問題討論 

1.活動構想：老師提出《機器人大逃亡》延伸問題，讓學生共同討論，希望藉由這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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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回顧讀本內容，並且分享彼此的想法，以及引導學生深入思考。 

2.課堂操作： 

(1)教師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人們對於機器人為什麼會有恐慌症？那麼，你贊成發明機器人嗎？你喜

歡又害怕怎麼辦，有解決的方法嗎？」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是好朋友？國王機器人、小偉、印度人做到了好朋友的條件嗎？」 

第三個問題是：「像國王機器人為朋友犧牲自己的名譽、生命，你贊成嗎？」 

(2)請學生再次閱讀《機器人大逃亡》一書，並思考老師提問的問題。 

(3)將自己對於問題的想法寫在學習單中，並且與同學分享。 

→延伸活動 2：我的最佳拍檔---機器人 

1.活動構想：透過「我的最佳拍檔---機器人」這個活動，讓學生構思自己心目中理想的

機器人，然後繪製在圖畫紙上，並正式發表與同學分享，希望藉由這個活動培養學生

的創造力，以及口語表達的能力。 

2.課堂操作： 

(1)老師說明繪製「我的最佳拍檔---機器人」的主要內容： 

第一格是機器人的名字和外型。 

第二格是機器人的特徵。 

第三格是機器人的功能。 

第四格是希望機器人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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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器人的名字和外型 2.機器人的特徵 

3.機器人的功能 4.希望機器人可以做什麼 

 

(2)學生構思與繪製「我的最佳拍檔---機器人」。 

(3)尋找合作夥伴先分享及口語發表練習。 

(4)學生於班級講台正式發表自己創作的機器人。 

(5)錄製學生的創作圖及發表過程，放在班網提供學生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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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感想 

學生剛開始拿到《機器人大逃亡》這本書時，或許是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男生和女

生出現不同的「聲音」，男生興高采烈的說「耶！」，女生則發出哀怨的聲音。尤其，一開始

介紹人物和實驗室的景況時，女生更顯得無趣了。不過，隨著場景轉移到了機場，機器人大

逃亡的故事開始發展，情節也緊湊的變化著，學生都看得入迷了，對於國王機器人、小偉和

印度人逃亡過程的細節都印象深刻呢！因此，當老師引導學生共同討論書中的大意和架構

時，大多數學生都能熱烈的反應，顯示學生能掌握事件發生的起因、經過和結果，以及故事

的主要情節。 

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是，低程度學生未能理解書中部份的語詞，如「菌絲」的意思。顯然

學生未能拆解字義去推論語詞的意義，甚至也未從書中的插圖去理解語詞意義。這樣的情形

讓我警覺到低程度學生閱讀理解的指導之必要性與急需性。否則，往後閱讀沒有圖文或更艱

深的書籍時，閱讀的障礙恐會越來越難以跨越。 

關於《機器人大逃亡》延伸問題的討論，發現學生都各有想法，展現兒童的天真與創意。

第一個問題：「人們對於機器人為什麼會有恐慌症？那麼，你贊成發明機器人嗎？你喜歡又害

怕怎麼辦，有解決的方法嗎？」學生們的回應解決的方法有：有人認為人類應該要跟機器人

和平相處，互相照顧；有人認為可以給他安裝正向晶片、情感晶片、同理心晶片，和教機器

人正確的事情。「晶片裝置」的想法，表示學生能以「人」的角度思考如何和機器人和平相處，

展現學生人文的素養及解決問題的概念。 

第二個問題：「什麼是好朋友？國王機器人、小偉、印度人做到了好朋友的條件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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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以具體的例子說明好朋友必須講義氣，且會互相幫助。而對於印度人是否具有「好朋友」

的條件，則發生了學生間的辯證，有些同學從結果的角度來看，認為印度人也具有「好朋友」

的條件；有些同學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因為印度人曾經自己中途離開，拋棄了朋友，所以認

為他不具有「好朋友」的條件。這樣的辯證沒有對錯，但可以讓學生學習不同角度的思考，

也是很有意義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像國王機器人為朋友犧牲自己的名譽、生命，你贊成嗎？」學生的想法也

各異奇趣，有些同學贊成，認為這樣才是朋友；也有些同學不贊成，認為自己都犧牲了，那

麼，自己的家人會非常的傷心，朋友也會失去了一個朋友啊！學生能從抽象層面和實際層面

交互辯證，也是難得的學習經驗與表現。 

最後的延伸活動：「我的最佳拍檔---機器人」，讓學生構思與創作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機

器人」，他們依著個人的喜好進行創作，也將自己的願望投射其中，如可以印鈔票、幫忙寫功

課、考試……等天真的想法，還真是有趣啊！透過圖文創作與發表的過程，不僅可以減輕學生

寫作的壓力，這樣多元有趣的學習形式，也能激發學生的動機。此外，藉由發表前的相互觀

摩、討論和修正，可以發揮合作學習的效果；正式發表也能培養學生的台風，以及口語表達

的能力。閱讀結合各項多元形式的發表活動，不僅能增進閱讀的能力，同時也培養及展現學

生多元智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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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歷程影像傳真 

  

全班共讀《機器人大逃亡》，書中內相當精

彩，大家都看得入迷。 

郭同學看到有趣的情節時，不禁露出笑容。 

  

楊同學雖然閱讀速度較慢，仍然有耐心的讀

完這本書。 

林同學向老師請教閱讀這本書時發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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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機器人大逃亡》之後，同學在黑板寫

出不懂或有疑問的地方。 

老師針對同學不懂的語詞，先利用網路蒐集資

料，再透過電視螢幕來輔助說明。 

  

老師引導同學了解《機器人大逃亡》這本書

的架構，並共同討論延伸的問題。 

黑板上呈現共同討論出書的架構和延伸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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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我的最佳拍檔—機器人》構圖。 學生繪製《我的最佳拍檔—機器人》。 

  

學生先與同學分享《我的最佳拍檔—機器

人》，並且進行討論與修正。 

學生在班級正式發表《我的最佳拍檔—機器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