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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指導兒童看圖說話

陸又新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說話是表達思想情意最常用也是最便捷的一種方式。「說甚麼 ?J 、「怎麼說 ?J是

說話者需要掌握的兩大要素，也是說話教學最重要的課題 。

對初學者來說，說話材料的貧乏和技巧的欠缺是最大的學習障礙。說話訓練的第

一要件是「話題J ·圖畫提供了練習說話的題材，免於枯索愁腸。低年級運用圖片作為

練習的素材一方面可以提供話題，也可以作為思考、組織的憑藉 。 「看圖說話J這種方

式在各種語文的學習中運用得相當普遍，筆者檢視臺灣、香港、大陸三個地區的國語

科課本及習作. 1 發現在小學低年級運用閏丹作為說話的教材是共同的現象，但是運

用的方式卻各有特色 。 本文彙整三種教材中的「看圖說話」教材，探討指導兒童運用圖

片說話的教學方法，作為提高教學品質的參考。

看圖說話教學的意義與教學功能

一、[看圖說話」的意義

「看圖說話」是讓兒量利用圖丹所提供的資料，用恰當的詞句表達思想感情的一種

教學活動。這種教學方法，就是透過圍丹提供說話的資料及事件的邏輯順序、因果關

係，讓學生在初學說話、作文的時候更容易掌握內容和條理 。 因此· r看圖說話」教

學，可以為兒童提供觀察、思維、說話的綜合訓練 。

二、圖片在說話教學中的功用

(一 )提供說話素材。

(二 〕提供說話的主題。

(三)作為想像的依據。

(四)提供段落方式(連璟圖片) 。

l 本文以臺j蠻、香港、 大陸地區的小學低年級國語科教材中有關「看間說話j的教材為探討對象 。畫灣

的國語教材，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 。 香港及大陸地區的教材並未統一編寫 ，本文採抽樣方式選取

研究教材 。 香港地區採用以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編輯的〈現代語文課本) ; 大陸教材，以人民教

育出版社語文一室主編的〈六年制小學語文教科書〉為探討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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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手|導思路。

三、「看圖說話J教學的功能

(一)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

(二)訓練思維方法:演釋、歸納、額比、想像 。

(三)練習口語表達能力:

1.訓練學生準確地使用語詞、語句 。

2. 訓練學生運用正確的語音、語調 。

(四)奠定看圖作文的基礎。

四、「看圖說話」的形式

23 

綜合臺、港及大陸國語習作中的內容，可以看出「看圖說話j教學的範圍很廣 。 凡

是讓學生利用圖片所提供的資料，用恰當的詞句表達思想感情的教學活動都包括在

內。茲將「看圖說話」的形式，歸納如下:

1.看圖說旬

(1) 句式填充(口頭練習)

(2) 重組句子(口頭)

(3) 口頭造句

2. 看圖答問(看圖討論)

(1) 依照圍意，回答問題 。

(2) 依照圍憲、課文回答問題。

3. 看闡發表

(1) 看圖自由發表

(2) 看圖依提示發表

(3) 看圖說課文大意

4. 看圖聽、說故事

(1) 先聽再說

(2) 依提示說故事

(3) 依團意: 自由發揮

(4) 續編故事

(5) 重組圖片，再說故事

5. 綜合題

(1) 看國答問、口頭造句

(2) 看圈答問、仿寫句子

(3) 看圖答問、續寫句子

(4) 看圖說話、寫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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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看圖聽故事、答問、講故事

6. 其他

(1)先畫後說

(2) 說話遊戲活動

怎樣指導見量看圖說話

一、引導 引導見童蒐集資料

中國譯文通訊

「看圖說話」最重要的是要見量去「觀察」圖片，讓他們自由發表。在最初的階段，

教師不要急於提示事先設計好的詞彙及語句，盡量讓見量在輕鬆、快樂的氣氛中表

達、發揮，以免抹煞了該于天真無邪的思想空間。

(一)指導學生觀察圖片

圖片內容是看圖說:話的依據，觀察品質夏鼠，直接影響說話的內容，只有仔細的

觀察，才能充分瞭解圖章。因此，怎樣指導見量仔細觀察闡片，就是看圖說話教學的

第一要務。

觀察圖斤時，第一步先讓見量說說在圖片襄看到了甚麼，像圖中的景物、事物，

以及人物的動作、表情等等。

1.指導學生依順序觀察

依照一定的順序觀察，由遠而近或由近而遠;先上後下或先下後上;由左至右或

由右至左;由人到景物或由景物到人物。或先觀察圖片中最能凸顯主題的部分，也就

是先觀察圖片的重點，再觀察其他部分。也可以按整體到部分的順序進行觀察。有一

定的觀察順序，就可以全面觀察，充分掌握圖片提供的訊息，避免遺漏，使說話更有

內容。

2. 指導學生觀察事物的重點

(1) 觀察特徵

觀察事物，首先要抓住事物的特徵。所謂特徵就是事物與另一事物不同的地方。

例如觀察人物，從容貌、身材、服飾等等都可以發現不同的特色;觀察動物，外型、

習性都是觀察的要點。

(2) 觀察表情、動作

人物的表情、動作，使靜態畫面有了動慰。觀察人物的表情、動作，可以初步得

知人物的情緒及作為。再觀察畫面中人物、事物之間的關係，就可以進一步暸解畫中

事件。

(3) 指導學生觀察相關事物

唯有仔細觀察畫面中人典人、事與事、人與璟境之間的關係'及其所反映的時

間、地點，才能充分掌握主題。除了觀察主要人物、事物以外，相關事物的觀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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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事件的時間、背景等等，也可以感知圖中藉以襯托主要情景的訊息，使表達更為

生動。

(二)指導見量運用思維，擴充觀察內容

運用想像、推理，想像畫面中人物的對話、推理畫面中事物的前因後果。除了畫

面中的情境立外，我們可以引導兒童去想像、推理。例如人物的對話、事件的因果、

人物內心的想法等等，雖然在圖中看不見，卻可以去想像。教師也可以運用問旬引

導，例如:

他可能會說甚麼?為甚麼那樣說?

他可能要做甚麼?為甚麼?

他後來會怎樣?自己想到甚麼?覺得怎樣?

許多複旬本身就包含推理的層吹，充分運用複旬的連詞，可以有按地引導兒童推理。

例如:因為......所以;如果......就;比......要等等。 2

這些觀察、推理、想像，都是「暖身J活動，讓兒童在教師的引導下暢所欲言，使

他們覺得「看圖說話」是一件快樂而有成就感的事。

1.指導學生比較異同

對額似的事物，可以指導見重用比較的方法區別異同。透過比較，發現事物的特

點。這種方法，也有助於指導見量體察事物特徵。

2. 指導學生運用聯想、想像

限於篇幅，畫面所呈現的內容有一定的限度，聯想和想像可以豐富觀察內容。在

見畫直接由畫面內容觀察得到訊息以後，指導兒重運用聯想和想像，讓他們懂得運用

生活經驗和知識擴充觀察的內容。

通過想像，才能置身畫中場景;通過想像，才能感知畫中人物的言語、動作，甚

至內心世界。聯想與想像可說是一種運用思維的深度觀察。

無論單幅間或連璟圖，都只能是選擇事件的關鍵部分做重點旱現。中間被省略的

部分，應引導兒童藉由圖中的場景、人物動作加以想像補充。

3. 指導學生推理

畫面所呈現的動作表情，固然是兒童觀察的重點。但是，要感知人物的內心世

界，必須運用推理能力。因此，不僅要讓兒童認識畫面:他們在做甚麼?怎樣做?更

要讓兒童推測:他們會說甚麼。並且能夠解釋:為甚麼要(或為甚麼能)這樣做?為甚

麼會那樣說?

二、指導見童精確表達

(一)選擇恰當語詞、語旬

2 可參考中文文法有關複句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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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觀寮鸝芳，自由發表芳芳提出的諮詢、語旬，資1以指導兒童比較躍用。教部也

阿以提出意思相緝的語詞、詩句，增加比較及選擇的機會。讓兒童能充分誰接詞句的

，讓擇最恰當的語詞、語旬，要聽確地加以表諱。摺w，詢、換句話說等練習都是

很好的方式。

(二)增飾一一練習蠣均

兒重新發表的句子是看鶴說話的基本費料，為了進一步轄飾語旬，可tJ讓兒童練

曾經何如長。紐何部長，就是在這在本句式上加上各說稽語、形容詞種語、動拘捕語，

或稍加語等等。教鋪可以就實餘的畸形，引導究黨練習運用各種論語豐當句子的內

容。例如: r良飛j可以擴增為f美麗的為慢慢地飛J ; r貓提老鼠j可以擴增露f一盤大

花貓捉對一斃又肥又大的老鼠J 0 至於播器所需的話囊，則需讀書課程及課外閱讀的

。

( )運用拉員會、撥人等宜多辭方式

比啥是髒辭中十分黨要的一項。{駕船f大海傑搗藍藍j 、 f老師機媽媽J ~ r春天是花

草的鶴鶴」、「降海傘舉一張否認罪三雲在天空話飄攝J等等都選用了比喻。 r盤子從泥土欒揉

忠小腦袋J '是擺著舊物當作人讓寫的擬人的啟辭法。比喻和擬人都運用聯想，國!lt可

以引導擎兒童室主噩噩中的事物進行聯想、蔥、像。

(阻)形魯化的描繪

形象她的描寫可以便語句生動活潑，予人較具體的印象。不只是籠統地說: r大

家都很愛謹小餅。 j還要具體總說一說哪蜻鑽友愛它?:怎樣愛它? r我夭夭請小棋喝

水，麟蝶為飽跳轍，小鳥室主飽喝歇，春風也來雪是慰他J 0 截至主動多了。艾知f一隻蜻蜓

飛來了。小花貓拔下釣魚竿，就去接蜻蜓J 0 3 論海寶轄動作的描述，小花貓不專心

釣魚的情形便生動地呈現Iil束了。

四、詣導兒竅組鸝:串旬成賤、車E設成鸝

f餐調說話j親講引導、增飾以後，可用 、語句競相當竟是。接下來的就是

組織的功夫了。

話說話旬的譯用，品議會於文法，能離完整，更准…步可要求總化句型。本妨採

用蠶醋霸單的憩纜厲井接承諾何組織的先後(j{序，達到鎮句成設的話的。也可以依據

事情發展的順序、閱果關係用問話引導。

利用多輯富晝的建設闢說話教學，在段落安拚方間比較容路。間為圖畫的先後順

序，已搗說話的段落做了最好的提示。聽可以讓兒蠶豆震級露并次序，練習安掛臨海11臨

。

3 以上{9U句均為三三種教材命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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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性的內容，可依故事的結構提示見重組織方式. 4 

背景:時間、地點。

情節:開頭一一事件的起因或難題的說明。

發展一一主角的反應、事件的經過、細節和結果。

結尾一一故事的結局。

27 

「看圖說話」這種教學方法，就是透過圖時提供說話的資料及事件的邏輯順序、因

果關係，讓學生在初學說話、作文的時候更容易掌握內容和條理。

單幅間的說話教學難度較高，需要運用更多的思維能力，才能掌握人、事、物的

因果關係、事件的邏輯順序。教師需依照情節的發展，引導兒量組織語旬，有條理地

說話。

五、指導語音、語調、語速

「說話J是「看圖說話J的目的，語音、語調及語速的指導特別重要。

說話教學要使見量員正表達自己的情景，流利自然，快慢適中，生動而有條理，

避免拉長調子如同背書。語言表情方面，要指導兒童聲調自然、語調和諧，有抑揚頓

挫、輕重緩急。

語音、語調是口語表達的要素。語音正確，可以達到「清晰J的基本要求。語調是

說話者在說話的時候所表現的情感。因為語調的不同，措詞上也會有所變化。適當的

語調則可以進一步表現語言的感情，提高傳達力和感染力。

語音方面，應指導兒童掌握標準國語的聲、韻、調。聲符方面，舌尖前音、舌尖

後音、舌面音;鼻音、邊音;唇齒音、舌根音都需要仔細分辨。韻符方面，指導兒童

唸準複韻、聲隨韻及捲舌韻的音素。單字注意唸準四聾的調值，語詞則應注意輕聲、

變調及兒化韻等音變現象。

語調方面，應指導兒童體會語旬的情感，感受不同的語氣。例如. 5 

肯定的:啊!我要趕快出去。

疑問的:外邊是甚麼聲音?

驚奇的:啊!好光明的世界。

祈求的:請你和我們一起踢球吧!

命令的:你過來和我們一起踢球!

責備的:你怎麼把我喝的水弄髒了。

辯解的:我怎麼會把你喝的水弄髒呢?

指導兒童運用輕重、停頓、升降、餒急，表現不同的語氣。無論是語音或是語調的練

4 哥|自臺灣{園小國語教學指引}第二冊第十九課。

5 參考大陸〈語文課本〉基礎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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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都應配合朗讀教學適時教導。教師「示範j讓見量模仿練習，隨時糾正見量的缺

點，是最有效的方法。

語言的速度，影響「聽j與「說J的品質。說話速度太快，聽話者來不及吸收，口齒

也不容易清晰。說話速度太慢，會使聽者不耐煩。快慢適中，聽得清楚、聽得悅耳，

于人一種心平氣和、態度從容、儀態高尚大方、彬彬有禮的感覺。

六、聆聽及儀態指導

聽話的練習要使兒童能把握中心，記取要點。低年級初習說話，宜注意先聽後

說;聽熟之後，再學說。

教師提問、範講及兒童講述，都應要求全體見董仔細傾聽。並運用答問、複述等

方法，讓見量注意聆聽。一方面提昇教學效果，同時也養成見量聽話的禮貌。

兒童發表時要注意指導說話的儀態和禮貌，指導見童配合圖片中人物說話的目的

和對象，運用恰當的措詞及語氣。教學中多讚美，多鼓勵，使見量有信心，說話時能

自然大方的面對聽眾。

發間與候答

發間是一種智慧，當發現問題時，問題就解決了一半。一個好的問題，可以引出

好的答案來。在看圖說話教學發間的原則是: I根據目的設計問題。」也就是說，根據

希望得到的詞句、句子、段落來發間，引導合適的答案。但是候答時並不能只限定預

定的答案，必2頁容多納異。一方面可以獲得更好的答案，另一方面也可激發見量的創

造力。

一、親需要採用不同層次的問題

(一)普通(一般的問話)一一這是甚麼?

(二)是非問 這是飛機嗎?

(三)選擇間一一這是飛機還是蜻蜓?

一般說來，普通問常是一些開放性、擴散性的問題。適合用來引導思路、做發想

像。觀察、推理、想像等階段，可以多用擴散性問題加以引導。是非間和選擇問則有

固定的答案，適合用來提示語詞、語句。不過，要注意要求見重回答完整的旬子。尤

其是是非間，決不能只回答「是j或「不是j 。

二、根據教學目的設計問題

在看圖說話教學發間的原則是: I根據目的設計問題。 j教師應仔細分析圖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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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學目的設計提問。以下分別把臺、港、大陸三種教材中的實例分項列舉。 6

(一)提示觀察重點

1.說出圖中有的一件東西。 (B)

2. 圖畫中的人是誰?在做甚麼? (B) 

3. 圖畫中晝的是甚麼季節?有些甚麼人?他們在甚麼地方?他們都在做甚麼?

(c) 

4. 大象的鼻子怎麼樣? (B) 

5. 小明的書包上畫著甚麼?牠的樣于是怎樣的? (B) 

(二)訓練思維方法

關於思考技巧的類別，張玉成綜合歸納提出認知記憶、分析應用、邏輯推理、想

像創造、評鑑批判及內省自明等六大思考類別，共七十九個思考技巧細目。並將「看

圖說話j或「說故事j之思考敵發功能歸為「描述j和「聯想j額。分別屬於認知記憶類及

想像創造類。「看圖回答j列為「識別性卅日「視覺想像j穎，前者是認知記憶類思考，後

者是想像創造額思考。 7 這是依照習作中提示的要點分類的結果。如果教師能充分瞭

解思考技巧的詳細內容，必能更進一步提昇見量的思維能力。

茲將臺、港、大陸三種教材中看圖說話教材中的提間，依照張玉成之思考技巧大

項分為五大類學例如下， 8 以作為教師設計提間的參考:

1.認知記憶類

(1) 說說看教室襄有哪些東西? (A) 

(2) 圖畫中的人是誰?在做甚麼? (B) 

(3) 他們是甚麼?有甚麼特點? (B) 

2. 分析應用額

(1)圖里的公園有些甚麼?跟你去過的公園有甚麼不一樣? (A) 

(2) 圖中的這些事，哪些是男女都可以做的? (A) 

(3) 右邊圖裹，哪些是戶外活動? (A) 

(4) 說說下面兩幅圖有甚麼不同? (c) 

(5) 你能說出甲和乙兩個句于口內的詞語意思有甚麼不同嗎? (B) 

3. 邏輯推理類

(1) 為甚麼他們會這麼說呢? (A) 

4. 想像創造顛

6 舉例以內容性質為主，僅屬隨機舉例。 2日註 (a) 者為臺灣教材中立實例;加註 (b) 者為香港教材中立

實例 ; 1J日註 (c) 者為大陸教材中之實例。

7 見張玉成〈園小習作之思考技巧內涵分析〉。

8 見〈園小習作之思考技巧內涵分析〉。其中第六項「內省自明類」缺乏適當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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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到這些東西你會想到甚麼? (A) 

(2) 你想小猴子用甚麼方法才能救出小白免? (A) 

(3) 你長大了想做甚麼事呢?為甚麼? (A) 

(4) 你覺得自雲像甚麼? (B) 

(5) 說說圖中的人在做甚麼?像甚麼? (B) 

5. 評鑑批判類

(1) 哪一句話把圓的意思說得最完整? (A) 

(2) 哪個對?哪個錯?說一說，為甚麼? (A) 

(3) 這首詩你最喜歡哪一段，哪些句子?為甚麼? (A) 

(4) 汽車上都有些甚麼人?他們在做甚麼?誰做得對? (B) 

(5) 陽陽把衣服放好了嗎?應該怎樣? (c) 

(三)提示語詞、語句

190 1 : 

我燒水。

問:你甚麼時候燒水? (我早上燒水。)

問:你給甚麼燒水? (我早上給花燒水。) (A) 

例 2 : 

瓶子里有水，烏鴉喝不著。(為甚麼喝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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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真有水，但是瓶子很高，瓶口又小，里面水不多，烏鴉喝不著。 (B)

1903 : 
皮球跳進樹洞真去了。(樹洞在哪見? ) 

皮球跳呀跳的，跳進大樹底下的樹洞襄去了。 (B)

例 4 : 

狠張著嘴巴，露出牙齒，見羊就陵。(怎樣的嘴巴?怎樣的牙齒? ) 

狼張著血紅的嘴巴，露出尖利的牙齒，見羊就咬。 (B)

(四)提示段落要點及結構

190 1 : 

(1) 圖襄有些甚麼?樹上長著些甚麼?

(2) 小幼苗長大了，落到水里，他怎麼辦呢?

(3) 小水筆仔到了新家以後怎麼樣?

(4) 你能不能把前面的答案連起來，說一個簡單的故事? (A) 

例 2 : 

看圖說話，一幅圖說一段話。

提示要點:小毛驢很驕傲;小毛驢和電磨比磨麵;小毛驢和大卡車比運麥子;

小毛驢受到教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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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u 3 : 

說一說，家人常做的事。

先說:甚麼人。

再說:甚麼事。

後說:他做這件事的情形。 (A)

(五)訓練聆聽

øu : 
看圖聽老師講故事，聽完以後再回答下面的問題，再連起來把故事講一遍:

(1) 那個人買了甚麼?他怎樣把東西送回家去?

(2) 飯店裹的人說了甚麼?他怎麼回答?

(3) 馬路上的人又說了甚麼?他怎麼回答?

(4) 旁邊的人大聲說了甚麼?他怎麼回答?

(5) 坡上的人大吽了甚麼?他怎麼回答?

(6) 結果怎樣? (C) 

三、提問、候答、理答

有關提問、候答、理答tl巧，張玉成認為有以下要點: 9 

(一)問題提出之技巧

1.各類問題兼顧， 2. 運用有序， 3. 注意語言品質， 4. 多數參與。

(二)候答技巧

1.候答時不宜過鈕， 2. 不重複問題， 3. 指名普遍。

(三)理答技巧

1.延援批判， 2. 容多納異。

31 

思考訓練是看圖說話教學中的重要課題，以上內容是針對創造性思考教學所提之

技巧，可作為教學時的參考。由於看圖說話教學費特別注意觀察及口頭表達，在發問

順序、理答技巧及語言品質上尤需特別注意。茲將要點補充如下:

1.依照觀察順序提問:

從整體到局部、從主要情節到次要情節。一個問題與男一個問題之間是相互聯繫

璟璟相扣。一個問題可以是上個問題的發展，便問題具有承上獻下的作用。

2. 依照問題深淺提問:

從具體的人物動態表現，主IJ抽象的內心活動;從個別人和物的名稱及角色特徵，

從相互間的關係;從圖片內容的探討，到圖片外的推理想像。

9 見張玉成〈教師發問技巧〉。



32 中國語文通訊

3. 延緩批判和容多納異:

延援批判和容多納異，可使見童在氣氛愉快的璟境中暢所欲言。因此，無論提間

內容是否涉及創造性思考，都應著用此一原則，讓見量更有成就感，更樂於參與，以

提昇教學效果。

4. 語言的品質:

諸如語音的清晰度、語言的速度，都會影響見量聆聽及對題意的掌握;此外，語

音、語調也都是見畫模仿的對象。因此教師應該提高自己語言的品質。

結語

「看圖說話」教學的範圍很廣。凡是讓學生利用閏丹所提供的資料，用恰當的詞句

表達思想情感的教學活動都包括在內。「看圖說話」教學包括:聆聽練習;語彙、語

音、語調、句型等說話要點;思維方法及問答、講述等技巧的練習，涵蓋說話教材的

各種內容。

「看圖說話」練習的方法，臺、港及大陸教材各有特色。臺灣低年級國語習作中的

「看圓說話J ·是「說話」練習的主要形態，以看圖答問及說故事為主。香港教材中的

「看聞說話J ·以語詞、語旬的練習為主。是針對在初學階段設計的練習方式。大陸教

材中，以敘事性的題型較多見，注重教師口頭提問引導。另外，香港國語習作中，大

量採用圖丹輔助造旬練習;方式多變，足資參考。大陸語文教材中「看圖學文」一類的

課文，注重觀察指導。其「教學指引」中提供的觀察指導，頗具參考價值。

「看圖說話」是一種綜合性的說話教學方式。從觀察、思維到發表，任何一個歷程

都是兒童學習的內容。教學過程與教學成果相對重要，其教學過程中的每一璟節都影

響見量的學習妓果。因此，教師教學技巧不容忽視。教師如能深入瞭解看圖說話教學

的內涵，進一步研究教學過程及教學方法，充分利用各種圖斤，發揮圖丹在說話教學

中的功能，並提高問答技巧，必能提供兒童更活攬生動的練習，為他們奠定頁好的說

話及作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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