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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Maker繪視界— 語文Maker繪視界— 
「圓夢繪本」創作的12堂課「圓夢繪本」創作的12堂課

吳宜蓉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國中部老師

中學生也能圓一個創作出版的夢！

有人說孩子是天生的藝術家，他們的創意無所不在，他們用想像力

來認識這個世界，但創作並非天馬行空，須適時的引導、激發潛能，才

能讓不同質性與個性的孩子展現不同的天賦與精彩。

一、語文小創客

圖1 105年度學生圓夢繪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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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自104學年度起加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以下簡稱國資圖）「圓夢繪本出版典藏計畫」，我們每個學年透過12

堂繪本創作課程，引導學生們在語文課裡「無中生有」—反覆思考、創

造、策劃與實踐，我們也用繪本來跟學生說這個世界重要的事情，藉繪

本故事切入他們的生活，期待這些元素能裂變成學生自己的創作，讓學

生把自己的觀點、眼界及對這世界的理解、探索，透過形塑繪本裡的角

色，將這些感知藉由情節表徵。

中 崙 高 中 的 圓 夢

繪本創作課程迄今已邁

入第五個學年度，累計

二百多位國七學生參與

創作，產出近百份繪本

故事文本與底稿，這些

創作內容生動豐富、故

事繪圖精彩逗趣，每學

年約有10-15份經國資

圖審核通過後，加入其

「圓夢繪本典藏計畫」

正式出版典藏，除了實

體出版外，為方便全國

民眾免費線上閱讀，國

資圖亦將其製成繪本電

子書，永久數位典藏於
圖2 學生繪本典藏獲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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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夢繪本資料庫」。學生除了在繪本創作的課程中，探索、感知生活周

遭的事物外，亦藉團隊創作的合作歷程，淬煉、深化自己的語文能力，另

外每位參與出版的學生皆能榮獲國資圖頒發「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繪本典

藏證書」，成為名符其實的繪本作家，此不僅擴大學生創作的效益，也讓

更多的人藉由這些繪本創作理解中學生所感知的「視界」。

二、語文課裡的「無中生有」

繪本故事的敘事通常是去脈絡化僅聚焦於主角本身，其隱含的議題

藉由故事的情節表徵，讀者亦藉閱讀主角的歷程同理主角進而補足議題

的內涵，所以我們希望學生創作繪本之前，能藉由閱讀繪本暸解繪本敘

事的節奏，進而去經營一個故事、安排一個故事、學習設定主題、形塑

角色。

我們在這12堂課裡，帶領學生從繪本文本出發，從閱讀到議題探

討，從創作的基本概念到繪本實作，主要的設計主軸分為「繪本閱讀」

與「繪本創作」兩個部分，其課程內涵包括繪本類型的認識、繪本欣

賞、學習創發故事與安排情節以及故事繪圖分鏡等，一方面藉由繪本

「閱讀」引導學生多向度地接觸生活議題，探討國際間的文化差異，另

一方面再搭配學生們的創作，引導其針對自己有興趣的國際文化、全球

議題或生活各個面向等深入探究，設計屬於自己的繪本故事，再藉由繪

本創作表達對自己生活的觀察、對未來的想像。雖然並不是每一份創作

都能獲選出版，但只要教師能循序漸進，逐步釋放課程內涵，有明確的

學習任務，並適時給予鷹架分解創作的難點，就能引導每一個孩子皆能

完成這樣的實作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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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圓夢繪本課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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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學生完成實作時的成就感、作品出版時的熱淚盈眶，給了教

師團隊設計更多精采語文課程的動能，這些「圓夢繪本」裡有著學生們

自己成長歷程的探索、生活的挫折與家庭關係、同儕的人際互動以及他

們對世界的想像，甚至是藉由繪本來完成生活中的不可能及難點，利用

創作表達的歷程來鼓舞自己、療癒生活的日常，亦因每個作品都具有正

向的教育意涵，適合學齡兒童的閱讀，所以部份的學生選擇在作品出版

後，回小學母校分享自己創作的故事，或是由社區內國小的故事媽媽利

用晨光時間分享這些創作繪本，而小作家們現身陪讀，讓自己的語文創

作發揮了最暖心的價值。

圖4 西松國小晨光時間



104

三、創作紀實與反思

繪本創作的歷程對學生來說，是陌生且充滿挑戰的，路上任何的小

石子都可能是阻斷創作的因素，教師團隊也在每次的教學引導歷程後，

逐步的修正與調整以協助學生能適時地嵌合創作的節奏，在有效的時間

內完成繪本創作，以下就學生創作時容易遇到的難點與教學實踐反思的

幾個面向，提供未來有心引導學生繪本創作的教師們作為參考：

（一）足夠的創作信心

學生在接觸課程前，對於課程有諸多的疑慮與諸多不能完成

的想像，此時藉由課程的引導，讓孩子理解繪本類型的多樣性，

發散學生對於繪本創作的想像與克服學生「不能完成」的恐懼是

有其必要性，教師在引導其認識繪本類型時，可選取圖像線條簡

易、有趣的繪本，讓學生引發創作的動機，亦能對創作繪本產生

足夠的自信。

（二）創作靈感的發散與聚斂

繪本的功能性與種類多元，有的偏重圖像趣味、有的偏重哲

學思維，提供學生足夠的繪本類型參考，及分析每類繪本創作的

基本元素，可協助其創作靈感的發散。

（三）釐清創作主題

透過課堂提問協助學生釐清自己對於哪幾類型繪本感興趣，

國資圖的「圓夢繪本資料庫」擁有多樣與各年齡層的繪本創作，

是學生繪本創作時最佳的觀摩網站，但必須提醒學生尊重原創勿

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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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題融入

在整體課程設計的元素中，亦希望利用繪本探討國際教育

的議題，融入學生的繪本創作，雖然學生對於議題探討很多也有

很多創作的想法，但真正實際創作時還是會選取與自己生活經驗

相關的主題，例如：環境保護、海洋保護、全球暖化、生活正義

等，同理學生欣賞與創作能力的落差，保持開放的心態，亦可以

設計創作鷹架，聚斂學生的議題討論，或是利用紀錄片、影片輔

助，引導學生更能進入議題的情境，進而變成議題創作的題材。

（五）引導與尊重

為避免其故事過度發散而無法成型，可透過故事創作的鷹架

與創作邏輯，聚斂學生的故事創作發想，雖然學生在創作故事原

型時難免粗糙或不符邏輯，教師可適時引導討論修正，但亦尊重

孩子的發想與創作（尤其應避免教條式地修正）。

（六）避免誤入歧途

在故事成型後，學生在創作時常拿捏不好繪圖的比例與文白

出現的時機，透過繪本的引導如何以圖文呈現情節，可協助學生

更進一步把握創作的概念，教師殷勤地於教室走察可適時地引導

學生，亦可有效減少創作時的節外生枝。

（七）延續創作動能

學生初期創作會顯得投入，然一旦進入創作的中期，便會萌

發倦怠和放棄的想法，有時效、有程序性的規劃，能協助學生掌

握創作的節奏，教師可在課程進行時，給予學生明確的學習架構

與每單元的學習目標，並適時提醒應有的時間規劃，協助學生完

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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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未來的社會裡，機械性的、可重複的勞力、勞動都可能會被人工智

能取代，但人的直覺、對知識的綜合昇華能力、是人工智能暫時難以超

越的，那些有創造力、洞察力和感知力特質的人就更有價值，且生活是

一個有機體，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大抵都不會像我們的課表一樣均勻地切

割，或完全屬於同一個面向，所以我們對待周遭所發生的事情，亦不應

該只是單一面向思考，宜學習運用各方面知識與思維角度建立自己看待

事情的觀點，爰此語文表達的課程設計裡，我們希望學生能透過多向度

的繪本閱讀與創作，將文化及生活中重要的議題等融入課程設計裡，期

待學生有格局、有視野，有遠見，學習以多元的角度去分析議題，並有

豐沛的實踐能量。

中崙高中圓夢繪本創作課程方案，幸運地榮獲105年度教育部「教

學卓越銀質獎」的肯定，帶給學校莫大的鼓舞，108學年度圓夢繪本的

課程仍在中崙持續進行中，亦陸續有創作能量充沛的繪本小作家誕生，

圖5 中崙高中學生創作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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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能藉由這個課程開啟孩子更多的視界，期待這個沒有區域限

制、條件限制的課程，能被更多老師推廣運用，因為我們希望有更多的

學生在實作裡找到成功的經驗，找到自己實踐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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