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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的強強】看到你我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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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綾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 

 

一、前言 

在多元文化式的特殊教育裡，希

望透過不同群體的文化相互理解，進

而改進教學的過程和課程教學過程無

形之下所帶來的偏見和不平等，促進

教育和社會的平等（譚光鼎、劉美慧

和游美惠，2008）。 

在學前教育中，繪本扮演一個不

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們希望透過繪

本，讓目前學前階段大多都在進行融

合教育的班級裡面，一般幼兒與特殊

幼兒有機會聽見彼此的聲音、不同文

化能有公平的機會被型塑，幫助每個

幼兒發展多元的價值觀、欣賞與尊重

差異的能力與雅量。 

二、主題探討 

我們將使用曾煥棠（2002）所提及

生命教育的三個步驟：（一）關懷議題、

（二）教育作為和（三）思考方向，以

這三個步驟為脈絡，作為本文的主題探

討，希望藉此教育的過程，引導幼兒欣

賞、尊重、接納每一個人的不同與美。 

(一) 關懷議題：每個人都有優點 

我們時常在班級中討論特殊需求

幼兒在班級內一起生活時的差異，但

這樣的詞彙和形容通常很抽象，並非

每個幼兒都能夠理解。儘管每個幼兒

都有不一樣的地方，我們主張每個幼

兒都有其獨特之處。在【我們的強強】

這本繪本裡，透過淺顯易懂的故事內

容，讓幼兒進而能思考到當面臨即使

眼前是一個不同於自己文化的人時，

可以用什麼樣的眼光來面對。 

以下簡單介紹【我們的強強】的

故事內容：一個晴朗的春天早晨，鴨

子在草地上發現一顆美麗的蛋。他興

奮的拉著母雞來看，並說：「等小鴨子

孵出來以後，我要教他游泳......他一定

會成為游泳高手，像我一樣！」母雞

葛薔則說：「要教他生好多蛋。」蒼鷺

巴強則說：「一定要讓這個小傢伙變成

抓魚高手！」接者也引起貓頭鷹說：

「我一定會把他教得非常聰明！」夜

鶯則說「我來負責把他教成歌唱高

手。」在一旁的信天翁說：「我來教這

隻小信天翁飛行，他一定會飛得很

高！」蜂鳥表達說：「我要教他吸花

蜜，跟我一樣！」鴕鳥一邊跑過來，

一邊大叫：「我一定會把他教成快跑高

手！」大家都對這顆不速之「蛋」發

表許多看法並充滿期望。儘管蛋孵化

後跟他們的期待不同，但他們也紛紛

教導這隻「小鱷魚」他們的專長。 

(二) 教育作為 

透過繪本的故事，我們能從中帶

領孩子們發現自己的優點，學會接納

不同，也能擁有一顆樂以助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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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生活經驗常侷限在周遭的

家人和朋友的關係之間，從繪本多的

多元內容，幼兒能從中體驗到不同的

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事物及人生百

態，許多無法直接接觸的生活經驗，

透過繪本的媒介，間接讓幼兒了解和

體會其中的道理，無形中開拓視野，

豐富生活經驗。 

然而，幼兒天生喜歡遊戲，在遊

戲中自發的探索、操弄與發現，也在

遊戲情境中，學習與人互動及探索素

材的意義。透過參與和體驗，幼兒以

先前的經驗為基礎，逐步建構新知

識，並學習在群體中扮演適當的角色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2017）

因此，我們希望能透過繪本的故事，

搭配遊戲的活動，讓幼兒能從遊戲中

學習，進而欣賞到彼此的不同。 

我們將設計以繪本為主，針對幼

兒園中大班的幼兒，使用繪本帶入教

學活動中，讓幼兒能發現到你我不同

之外，也能學著接納不同的人。 

(三) 思考方向 

我們會透過兩個面向去思考，一

是以幼兒為中心，透過班級內的活動

進行繪本的探討及延伸，另一方面我

們會以家長為出發點。幫助幼兒不只

在學校內有融合情境下培養多元的價

值觀，而是透過家長，讓幼兒在生活

當中就可以浸泡在尊重並且接納多元

的價值觀內。 

 

第一個部分我們先探討幼兒的活

動設計，以【我們的強強】繪本為教

學的核心，進而設計活動，從過程中

引導幼兒思考到同儕與自己的不同，

也能欣賞到自己與他人的優點和特

質，進而懂得包容。 

從【我們的強強】繪本延伸到出

三個活動： 

1. 看見你我都是獨一無二的 

老師講完故事後帶領孩子討論故

事內容，會提問孩子說：「你們發現故

事中講了好多鳥，這些鳥類都是一樣

的嗎？」、「有那些不同的鳥呢？」作

為引起動機，再將焦點轉到班級內每

個幼兒，並讓他們畫出自己的自畫

像，在團討中鼓勵每個幼兒介紹自

己。老師從中引導出每個幼兒都是獨

一無二的且在班上沒有任一個幼兒是

多餘或是重複的。 

2. 發現自己的優點 

團討中，老師引導幼兒分辨請故

事中每種鳥類的長處是什麼？再拿出

幼兒的自畫像張貼於班上，問問大

家，每個同學的優點是什麼？老師用

便利貼記下每個幼兒被稱讚的優點，

貼在幼兒自畫像上，也在美勞區放置

許多的便利貼，讓幼兒也能主動寫下

同學優點貼上，老師也可以在日常中

觀察幼兒，主動表達幼兒的優點有哪

些。透過這樣的活動，讓幼兒們知道

每個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優點，也可以

在生活中繼續培養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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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是你的愛心小天使 

在故事中，不同的動物運用自己

的長處教導鱷魚寶貝，由老師提問：

「那如果是你遇見小鱷魚時，你想教

它什麼呢？」 

以抽籤的方式，選出自己在這段

時間內要幫助的同學小天使是誰後，

在第一個星期內，要幫忙小天使做三

件事情。 

過一星期後，由老師引導大家討

論看看「有沒有誰發現小天使為你做

甚麼？」、和「你身為小天使，有為同

學做什麼事情嗎？」從中也分享助人

的喜悅，讓幼兒能養成時時助人的好

習慣，懂得幫助需要的人。 

第二個部分，是以家長為中心，

不僅從幼兒為起點來探討，我們也會

思考到身為父母的立場，用什麼樣的

眼光和期許，來看待寶貴的孩子們是

更值得期待的！ 

給父母的話：看到孩子的優點 

在每個父母心中有一片領地，那

裡充滿許多愛和期許，期待孩子成為

比自己更好的人，抑或是完成爸媽未

完成的願望，期望孩子能循著自己的

足跡，像是一心一意要孩子的成績各

科得一百，或是沒能實現出國念書的

夢想，滿心期望把孩子送出國外，但

卻因為少了陪伴和了解，影響孩子人

格的養成等。 

 

在養育和細心呵護子女時，忘記

了每個孩子都擁有獨一無二的特質，

以及潛能，這些才能不全都是父母過

去的想像和期望。 

孩子有權利讓自己的才華和才幹

受到尊重。倘若能站在孩子的立場，

聆聽他的聲音，也欣賞他的才能，如

此一來，父母的愛、奉獻與犧牲，都

會更加燦爛發光，也會更有價值。 

三、結語 

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從

幼兒園裡就可以看出多元性。而幼兒

階段是個體形塑價值觀的起點，亦是

發展對其他團體態度的關鍵時刻（吳

雅玲，2009）。 

目前臺灣幼兒園階段正在實施融

合教育的策略，因此班上會有一般幼

兒、特殊需求幼兒及新移民的子女，

再加上原本臺灣就有客家人、閩南

人、原住民…等。在這樣多元的社會

裡如何營造一個包容接納的環境，正

是老師甚至家長需要努力的。透過幼

兒熟悉的繪本故事，幫助孩子從概念

上面理解如何接納不同，也看到繪本

裡每個角色獨一無二的特質，像是信

天翁擅長飛得很遠、貓頭鷹是聰明的

小天才，而小鴨子則是游泳的高手

等，首先懂得愛自己後，也能發現這

世界上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人事物，讓

孩子們懂得欣賞不一樣的美好，再透

過老師所設計的活動甚至班級經營得

氛圍，幫助幼兒可以更了解尊重不同

的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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