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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故事、畫故事、說故事－故事傳聲筒的變奏與省思 

臺北市龍安國小附設幼稚園 

彭麗琳 江岱蓉 

                              摘 要 

  『故事傳聲筒』活動已經從 90 年持續至今。七年來，我們不斷的調整教學活

動的方式與內容，依據孩子的反應持續修正。近年來，班級幼兒從以往完全五歲

兒轉為今日為四、五歲混齡，孩子的語言能力存在許多落差；為清楚瞭解孩子的

語言表現能力，幫助孩子們延長記憶故事的時間，我們把故事內容圖像化，期待

孩子回家後，可利用圖畫線索拼湊出故事的內容。 

在加入故事圖的故事傳聲筒活動下，我們發現孩子出現差異表現，我們將幼

兒繪製的故事圖大致分成下述四種類型： 

（一）完全模仿老師，畫出結構類似的故事圖像； 

（二）依據老師示範的故事圖，選擇性畫出自己會忘記的故事圖像； 

（三）孩子運用自己對故事的想法，自行創作故事相關圖像； 

（四）自己想畫什麼就畫什麼，圖畫與故事無關。 

我們對於孩子可以延伸並保存故事圖的意義，以及故事圖能引發孩子清楚的

而縝密的故事轉述，感到非常振奮，也令我們對於孩子所繪的故事圖產生無比的

好奇。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也針對活動實施在親師溝通、老師教學、引導幼兒解

決表達困難等層面有諸多嘗試及收穫，對於未來修正與改進此教學活動提出許多

建設性的建議，也期待本研究的經驗彙整能提供其他教師作為活動規劃與實施的

參考。 

關鍵字：故事傳聲筒、故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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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走進圖書館的兒童閱覽區，經常可以看見很多用心、積極的父母們拿著

故事書一本接著一本的說故事給孩子聽，溫馨的親子共讀的畫面令人印象深

刻！0 至 6 歲的幼兒是心智快速成長的階段，應當把握住這個關鍵時期，讓

孩子能從小就喜歡閱讀，進而培養出主動閱讀的好習慣。經常有家長們會向

我們反應，都是大人說故事給孩子聽，要聽到孩子主動講一個完整的故事似

乎是困難的。每個孩子都喜歡聽故事，但是不見得都喜歡說故事與別人分

享，影響其中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孩子不認得字害怕說錯或是因為習慣聽

大人說故事，因此孩子開口的機會就比較少。事實上親子共讀不見得都是由

家長說故事給孩子聽，若有策略性的指導孩子，孩子也可以說出有條不紊的

故事喔！我們持續了 7 年（民 90-民 97）不斷推陳出新發展『故事傳聲筒』

這個活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升幼兒語言表達的能力，因為完整的語文能

力應該是聽、說、讀、寫並重的學習，而且口語的表達能力是越早培養越好。

如果將親子共讀的角色互換，由孩子說故事給爸爸媽媽聽，讓愛聽故事的孩

子也愛說故事。 

壹、本園實施故事傳聲筒的歷程 

一、 草創期（90 學年度） 

    當初設計故事傳聲筒活動還有另一個目的，是為了白兔班實施檔案評量，能

方便收集幼兒口語的表現。因為剛開始收集幼兒口語的表現都是採用錄音的方式

進行，但是一到了期初、期中、期末為每一個孩子謄寫逐字稿時，便成為一個很

沉重的負擔，於是就想出一個不但可從學期初到學期末持續進行還可以清楚看到

孩子口語表現的學習活動，而且也能讓家長參與一起見證孩子的成長，由老師說

故事然後請幼兒回家轉述，家長再將幼兒轉述的內容忠於原味的記錄下來。記得

當時是我們每週會在固定的時間講述一個指定的故事，說完就會發一張空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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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學習單帶回去，請孩子回去講給爸爸媽媽聽並畫下來，隔天再帶回給老師批

閱，故事傳聲筒活動的雛型由此產生，不過此時期所完成的故事傳聲筒的學習單

是一個故事裝訂成一本，所以同一個故事可以看到每個孩子不同的表現，但是無

法看出每一個孩子連續性的表現。 

二、成長期（91-93 學年度） 

圖一、93 學年活頁式的收集 

本每週增加學習單 

    咪咪班是第一個加入進行故事傳聲筒活動的班級，咪咪班將故事傳聲筒有做

一些改良，就是放入 A4 資料夾中存放，正面放置孩子的作品，背面則是原故事

內容，為的是要讓家長很清楚自己孩

子在聽與說的狀況。家長也能藉由簡

單的格式瞭解如何將孩子的敘述書寫

出來，而我們也於資料夾第一頁上再

次簡單的使用說明，如此一來「故事

傳聲筒」有了不同的新面貌，而我們

的改進也收到了令人欣喜的回饋，故 事傳聲筒正式成

為常態實施的語文活動施。 

圖二、93 學年學習單上增

加了故事名稱、完成時間 

所以當孩子在說故事時，其實大多數家長是不清楚故事轉述的準確性，沒有

事先發故事文本給家長的原因是顧及家長會求好心切邊聽故事邊糾正孩子所說

的故事的內容，家長只需要耐心聽故事並將孩子說的故事記來即可，真實的記載

孩子每一次轉述的內容。雖然有家長提議每週故事的文本隨著學習單一起附上，

當孩子忘記故事時作為提示，但是如此一來我們就無法看出孩子的真實表現了，

所以還是堅持隔週再附上上週的故事全文，讓家長或孩子不要太依賴故事內容，

讓孩子記多少說多少，慢慢就會發現孩子越說越多了。在此時期家長因有以往故

事傳聲筒參考範本的依據，而且我們在學校日的時候邀請畢業的幼生家長與會分

享故事傳聲筒的好處以及如何和孩子互動的經驗，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便逐漸受

肯定。 

二、 微調期（94-96 學年度） 

   簡單的故事圖竟能引發如清楚的而縝密的故事轉述，令人對於孩子所繪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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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圖產生有無比的好奇，自動加長型的故事傳聲筒學習單中，相信家長一定寫得

手好痠！但是那些家長的內心是非常喜悅的，因為一年來的訓練，孩子轉述的能

力可以進步這麼多。（圖三、圖四） 

           圖三  94 學年加長型學習單                      圖四 94 學年家長回餽單 

我們在教學會議上和其他班級分享孩子們的進步以及家長對我們的回饋，獲

得了大家的認同，開始紛紛加入故事傳聲筒的教學行列，94 學年度松鼠班、

羚羊班、花鹿班開始進行；95 學年度白鵝班也加入，從此全園正式實施故

事傳聲筒的活動，成為本園語文教學活動的一大特色。而 95 學年度上學期，

為讓幼兒清楚故事脈絡，增加孩子轉述能力，我們挑選『可預測性繪本』為

故事傳聲筒的內容（見附件二），孩子們藉由故事中重複出現的語句，能清

楚掌握故事脈絡，於是孩子們不但喜歡有趣的故事內容，也喜歡回家講故事

給父母聽。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滿足，每學期都會針對不同孩子的學習表現和

家長的反應作一些調整。  

貳、昔日故事傳聲筒的實施與省思 

一、回家說故事給爸爸、媽媽聽 

『故事傳聲筒』活動，雖已經從 90 年進行到目前 97 年，除了達成上述設計

活動的最原始的目的之外，我們也設定了對故事傳聲筒活動的期望是：一.上課

專注；二.主動和家人分享故事；三.能做正確的轉述；四.進而喜歡閱讀故事書籍。

由老師說故事給全班小朋友回去講述，然後由家長將小朋友敘述的內容，用文字

記錄下來再帶回來給老師批閱，當時是由老師批閱後全部裝訂在一起。這學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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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這個學習活動後，我們遇到了下列的困難： 

（一）家長在記錄時會幫孩子潤飾部分故事內容，使得孩子的表現並非真實。 

（二）家長不知道孩子轉述的內容是否正確。 

（三）大部分孩子無法將故事內容作詳細的轉述。 

    每一學年開始針對這些困難改進的方法是：首先向家長表達這份學習單的用

意，是收集孩子在口語表達的表現的一種方法，所以需要家長協助做詳實的紀

錄；其次，家長反應不知道孩子轉述故事的內容是否正確，我們就在隔週將故事

全文附上讓家長對照，比較孩子轉述的故事和真正的故事的差別。解決第三個困

難是本教學實驗最重要的目標。為了要解決孩子無法將故事內容作詳細的轉述的

問題我們開始去設計故事傳聲筒的學習單裡，設計兩欄有一欄位讓幼兒畫出故事

內容，作用為幫助幼兒回憶故事，另一欄位請父母寫下幼兒轉述故事內容(見附

錄一)。 

二、故事傳聲筒活動，對孩子們語文能力的幫助 

   龍安附幼進行故事傳聲筒迄今已達七年，我們嘗試運用各種方式幫助孩子們

記得故事內容，期許孩子回家說出完整的故事內容並和家分享閱讀的樂趣。老師

運用過的說故事方式有：聆聽故事、看大書、看投影片、錄影帶、演戲以及選擇

可預測讀物……等。這七年來幫助許多的父母享受孩子們回家說故事的樂趣，96

學年也從學期末針對故事傳聲筒教學活動的問卷中（見附錄四），發現二十六位

家長中有二十三位認為故事傳聲筒有提升孩子們的轉述能力，且在問卷問題二：

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對於您家孩子在語文能力的表現上有那些進步？小諺家長

回答：小諺在整體上口語的表達，文字的組織串連，及文章中情境的轉述及回想，

都較之前進步。小嫺家長回答：從一開始一句都不願意說，到後來 2 句 3 句 5 句

7 句 9 句，我看到孩子的成長進步；小凡家長回答：流暢度，形容事物更加具體，

上次他去作海盜船，回來跟我說他覺得坐海盜船有遨翔的感覺。且在問卷問題四:

您覺得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適合繼續安排在新學年的教學中嗎?為什麼小諺家長

回答：yes，在經歷中大班兩年的故事傳聲筒，可以比較在語文能力的表現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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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架構及閱讀能力皆有顯著進步。 

 

貳、故事傳聲筒的變奏～故事圖的運用 

一、教學情況的改變：班級內幼兒年齡層降低 

今年白兔班的孩子很特別，年齡層下降許多，十五位大班孩子（滿五歲半以

上）、四位中班孩子（滿五歲）、八位中班孩子（剛滿四歲）。一開學時，發現中

班孩子年齡普遍較小、團體學習經驗不足時，兩位老師討論是否需要先將中班及

大班孩子的故事傳聲筒分開進行。一方面可以幫助大班延續上學期回家說故事的

學期成果，一方面也先讓中班孩子練習『專心聆聽故事』後，在全班一起合併進

行故事傳聲筒的活動。於是在五次中大班分開進行故事傳聲筒後，老師發現中班

孩子已經漸漸會『聆聽故事』、也瞭解『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就是要回家講

故事給父母聽』後，我們全班一起進行故事傳聲筒。 

在過去五次分開講述故事的成效裡，老師發現中班孩子普遍可以轉述出三成

故事，但大班孩子經過上學年的訓練後，普遍可以講述出七八成的故事內容。 

看著這樣大的差距，老師正在思索，如何在不影響大班的學習內容上，協助

中班孩子有不錯的講述表現呢！大部分孩子無法將故事內容作詳細的轉述，主要

是孩子們的記憶故事的能力無法持續到家裡。並且孩子們回家轉述故事的時間也

有所差異，例如﹕一回家就敘述故事、睡覺前敘述故事、隔天醒來才敘述故事等

皆會影響孩子們轉述故事內容的完整性。針對如何幫助孩子們延長記憶故事的時

間，我們思考『利用圖像幫助孩子記憶轉述故事的內容』，也就是把故事內容圖

像化。 

在第六次講述『如果你請老鼠吃餅乾』、第七次講述『如果你請豬吃煎餅』

時，老師針對故事內容連貫發展的情節，利用圖像畫出故事的結構，幫助孩子運

用圖像大綱式記憶故事內容。老師發現一連兩次『利用圖像經營故事的經驗、結

構、與概念化的邏輯』，中班孩子講述故事內容可達五六成，大班孩子講述故事

內容可達九成，例如大班的小青、小偉，中班的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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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偉『如果你請豬吃煎餅』 

 

小青『北風和太陽』 

 

小安『七隻瞎老鼠』 

二、運用新策略：故事流程圖呈現故事 

    老師在敘述故事前先消化故事內容，講述故事後運用圖像將故事內容用概念

網來呈現。下學期除了讓孩子聆聽老師運用故事圖概念網講述故事，也讓孩子運

用故事圖概念網的方式來呈現故事。如邀請孩子在全班孩子前運用仿寫國字或畫

圖在白板上以故事圖像呈現自己剛才所理解的故事內容出來。並更進一步希望孩

子在故事傳聲筒學習單圖畫欄位裡以故事圖概念網呈現自己剛才所理解的故事

內容出來。並提醒家長在規定時段裡協助孩子記錄孩子們轉述故事的內容。希望

藉由這樣的方式來瞭解這種圖像式概念網是否能增加孩子們轉述故事內容的完

整性。 

 

老師所描繪的故事流程圖： 

（如果你給老鼠吃餅乾） 

 

老師所描繪的故事圖： 

（七隻瞎老鼠） 

三、師生一起來，畫出故事網絡圖 

老師先選擇適合的故事繪本，因為這學期講述故事時，發現有些抽象、幻想式內

容繪本若運用故事圖網絡來呈現故事內容有點困難，比較不適合。而這學期運用

劇情式的故事內容似乎比較容易以故事圖網絡的方式呈現故事內容。因此老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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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會找尋劇情式的內容繪本進行教學，且每周故事內容由簡單到複雜依序講

述。對象以本班幼兒為主。前幾次老師在講述故事後，會運用故事圖網絡呈現故

事內容，後來也邀請些許孩子在全班孩子前運用仿寫國字或畫圖在白板上以故事

圖網絡呈現自己剛才所理解的故事內容出來。經由這樣的方式來探討孩子理解故

事、轉述故事的能力有無進步。 

 

孩子們一起上台合作完成的故事圖 

在故事圖上標示號碼以代表故事劇情

的順序幫助記憶（風娃娃在哪裡） 

 

 

 

 

孩子們一起上台合作完成的故事圖 

將故事內容分析成概念網絡圖來呈

現（勇敢的莎莎） 

參、故事傳聲筒的變奏～運用多元故事圖的新發現 

一、孩子描繪的圖像型態有所不同： 

雖然每次師生都會努力畫出故事圖來彙整故事內容，但老師發現每個孩子面對故

事圖有各自的想法，隨後孩子們各自描繪的圖像內容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為四

種類型： 

（一）孩子模仿老師，畫出結構類似的故事圖像 

（二）依據老師示範的故事圖，選擇性畫出自己會忘記的故事圖像 

（三）孩子運用自己對故事的想法，自行創作故事相關圖像 

（四）自己想畫什麼就畫什麼，圖畫與故事無關 

為此，兩位老師面臨這種情況，曾經討論『孩子們一定都要學習模仿老師畫出故

事圖嗎？』，於是在每一次故事圖產生後，老師便會提醒孩子說：『要畫多一點

喔！』希望孩子們能畫出看得出結構的故事圖。但每一次回顧孩子們說故事的成

效時，老師們發現每個孩子運用自己所需要的圖像繪製方式，也能將故事說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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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於是便不再堅持孩子需要畫出完整故事網絡圖的想法了。因此整理與歸納本

班幼兒在幫助故事轉述記憶的繪製圖像上有大致四種類型，將這四種表現不同圖

像類型的代表，呈現如下（故事名稱：如果你請豬吃煎餅）： 

 

（一）孩子模仿老師

畫出故事圖 

（二）依據老師

示範的故事圖，

選擇性畫出自己

會忘記的故事圖

 

（三）孩子運用的想

法，自行創作故事圖

（四）自己想畫

什麼就畫什麼，

圖畫與故事無關

二、多數孩子並不會固定使用一種圖像繪製的策略 

發現孩子們運用不同的方式呈現故事傳聲筒的內文後，老師拿起孩子們上學期的

故事傳聲筒資料與這學期的資料比對，老師發現大部分的孩子並不會固定使用一

種繪製圖像的類型，根據我們的推測可能有兩種可能，第一、與故事難易度有關，

當故事較難時，孩子比較願意畫多一些圖或多寫一些國字，例如：小儀聆聽不同

故事後，所畫出的故事圖。第二、與孩子是否有藉由圖像得到正面回應有關，當

孩子回家講故事有運用到所畫的圖記憶起故事內容時，孩子較有感受到原來我畫

的圖是有用的，例如小諺媽媽在『如果你請老鼠吃餅乾』故事傳聲筒學習單上的

回饋：因為哥哥幫忙畫圖，秉諺只要看圖說故事，感覺得心應力，容易多了（見

附錄二）。第三、孩子會根據自己畫圖的能力，畫出故事圖。例如大班傾向畫出

（一）孩子模仿老師，畫出結構類似的故事圖像，及（二）依據老師示範的故事

圖，選擇性畫出自己會忘記的故事圖像。而中班傾向畫出（三）孩子運用自己對

故事的想法，自行創作故事相關圖像，及（四）自己想畫什麼就畫什麼，圖畫與

故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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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 

畫風 

畫者 

（一）孩子模仿老師

畫出故事圖 

（二）選擇性畫出自己

會忘記的故事圖 

（三）運用自己的想

法，自行創作故事圖 

小儀 

 

『吃六頓晚餐的貓』 

 

『如果你請豬吃煎餅』

 

『氣球別跑』 

小諺 

 

『風娃娃在哪裡』 

 

『老鼠娶親』 

 

如果你給老鼠吃餅乾 

中班 

（一）孩子模仿老

師畫出故事圖 

（二）選擇性畫出

自己會忘記的故事

圖 

（三）運用自己的

想法，自行創作故

事圖 

（四）自己想畫什

麼就畫什麼，圖畫

與故事無關。 

 

小廷『我的媽媽真

麻煩』 

 

小安『我的媽媽真

麻煩』 

 

小嫺『吃六頓晚餐

的貓』 

 

小玠『微微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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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數孩子固定使用同一類型故事圖 

此外有一類型的孩子是會固定使用同一種圖像繪製的策略，但他們在語文能力上

的表現都非常穩定，大多能講述故事內容八成以上。例如小恩、小祥畫的故事圖

多模仿老師畫出的故事圖；小玲畫的故事圖多是自己想畫什麼就畫什麼，圖畫與

故事無關。對此，老師認為此時孩子們的記憶能力已經達到穩定狀態，故事圖本

身提醒記憶的功能降低，但當孩子講述故事的時間太晚時，才能提供記憶功能。

例如在問卷問題三:在進行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時，您和你家孩子有什麼困難？

小恩家長回答：經常因為忙碌而必須到晚上八點以後才會有時間靜下來作這個活

動，所以孩子常常很辛苦，很吃力地回想故事內容。 

另一方面從問卷問題二: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對於您家孩子在語文能力的

表現上有那些進步？小恩家長說：我經常利用這個活動訓練孩子的前後邏輯；小

祥家長說：孩子說故事較有邏輯性。由此，老師發現對採用模仿老師畫出故事圖

的孩子們來說，使用故事圖變成練習組織能力、思考力的工具。 

小祥 

{模仿

老 師

畫 出

的 故

事圖}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 

 

大雨來了 

 

我能作什麼 

小玲 

{圖畫

與 故

事 無

關} 
 

氣球別跑 

 

沙堆大冒險 

 

上學途中 

 11



肆、故事傳聲筒的變奏～問題與省思 

一、孩子回家說故事，家長怎麼數算『正確字句』？ 

老師在每一次故事傳聲筒的隔週會附上前週故事傳聲筒的原文以供家長瞭解孩

子上週講述內容。為了幫助家長及老師瞭解孩子們轉述能力，在原文下請家長數

算孩子上週『講述正確句數』。有些家長用百分比（或成數）、書寫句數，但有些

家長沒有數算句數的習慣。因為這個『數算正確句數』附加活動，家長們對此向

老師提出他們的困擾。 

（一）『正確句數』是說講出來的話要跟故事一模一樣嗎？ 

其一是小銘，小銘家長在數算孩子講述內容時，數算講述『正確』句數，認為類 

似的句子就不能算在內。為此母子二人都覺得很痛苦，孩子甚至出現否定自己的 

想法『我一定很笨，為什麼小儀和小諺都可以講很多，但是我都講很少，我不想 

星期二去學校聽故事傳聲筒了。』且在問卷問題三：在進行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 

時，您和你家孩子有什麼困難？小銘家長回答：小銘有時想不起來會生氣，進行 

對比時會在意對的字可以多少。 

（二）小孩也重視『正確句數』的多寡，引起壓力？ 

其二小儀是個自我要求甚高的孩子，每次故事傳聲筒都要求自己要全部講出故事 

內容，為此上學期常常把故事書帶回家，數天後才交出故事書及傳聲筒作業。這 

學期開始老師不鼓勵孩子把書帶回去，於是小儀覺得壓力更重了，因為他覺得『要 

每一句都講得跟故事內容一樣』。無形中故事傳聲筒『讓孩子回家說故事給爸爸 

媽媽聽』的美意，已經變成『回家背故事給爸爸媽媽聽了』。而在問卷問題三： 

在進行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時，您和你家孩子有什麼困難？小儀家長：小儀會過 

度擔心故事內容遺忘，或因為無法完整轉述故事而有些焦慮，甚至依賴父母借回 

原故事書再說一次給他聽，或想要將故事的文字抄寫下來，以便回家念給父母寫， 

但是其實他是可以豐富說完全部內容，只是對自己信心不夠要求完美；小祺家長 

回答：小祺會看看有沒有寫滿，以衡量自己的成績，若是沒寫滿，他會覺得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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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好，但我們不知道是故事短或是他真的記得太少。 

二、孩子回家故事說的句數少，就是上課不認真嗎？ 

一位教室裡中班年齡最小的孩子回家轉述故事時，一直以來都沒有說很多故事內 

容。媽媽常為此與老師反映『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上課不認真，怎麼每次都講很少 

呢！』與老師談話後，老師推測『孩子的挫折忍受力較低，且自信心較不足，可 

能是心理因素影響轉述能力的表現』。而後在老師講述『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 

時，孩子當天回家轉述內容也是寥寥可數。但沒想到在同一星期裡，孩子看到路 

邊的野狗時，滔滔不絕地跟媽媽說如果我們有養小狗時，要如何用心地照顧他， 

不可以不要他，不然小狗就會變成野狗，等跟故事有關的內容。媽媽才發現到原 

來孩子已經吸收故事，實際運用在生活裡。在問卷問題四：您覺得故事傳聲筒這 

個活動適合繼續安排在新學年的教學中嗎?為什麼？小嫺家長回答：適合讓孩子

有分享的觀念，也可藉此增進親子的互動與情感並讓家長瞭解孩子吸收了多少，

是否一次比一次成長，無形中孩子，也把故事中聽到的融入了生活中。在問卷問

題三:在進行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時，您和你家孩子有什麼困難？小橙家長回

答：玠橙對適時的傳達的真實性尚有一段差距，上課是否專心？還是故事內容太

複雜。小安家長回答：家長必須以相當長的時間耐心傾聽孩子的敘述，有時候需

要一再重複追問，才有概略的答案，唯嗣後為照原文仍有許多錯誤，孩子的表達

能力尚待努力。 

三、孩子回家沒有完成說故事的活動，該怎麼辦？ 

在班級裡進行說故事活動時時，時常會出現兩種孩子無法完成作業的狀況，其一

孩子忘記將故事資料夾帶回家，或者忘記帶資料夾來學校，例如小潔、小信。其

二是孩子回家不願意跟爸爸媽媽說故事，例如小廷、小凡。在問卷問題三:在進

行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時，您和你家孩子有什麼困難？小廷家長：有時候聽不出

個所以然，沒有辦法幫到彥廷的時候，彥廷會選擇放棄，不再繼續講故事。小凡

家長：小凡對喜歡的情節記得住，但有些故事就跟我說他忘記了，我的感覺是他

會說不好的故事就跟我說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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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故事本身，沒有文字，只有圖畫時 

大部分的小朋友是畫七個圖案來幫助記憶，但小翔還是堅持針對比較會忘記的部

分畫下來。許多家長在寫的時候甚至質疑孩子上課是否不專心才會說不出來？這

其中影響的因素究竟為何？難道不是經由孩子自主所畫所想的圖片符號，較無法

和孩子的記憶產生連結？我們十分好奇孩子們這次的表現，此次故事傳聲的任務

失敗，甚至有一些上課十分認真的孩子，也無法完整的將故事說清楚，這次的經

驗，也引發故事傳聲筒所面臨的下個問題：回家故事說的句數少，就是上課不認

真嗎？ 

            伍、『故事傳聲筒』活動的回顧與檢討 

一、家長的困擾 

（一）故事傳聲筒進行時 

針對家長進行故事傳聲筒的這些困難，為此老師和家長溝通：首先讓家長知道數

算句數的用意，並提及故事傳聲筒原本的用意『讓孩子回家說故事給爸爸媽媽

聽，親子間享受一段故事的時間』。並提醒家長在數算句子時，數孩子說的句數，

大大鼓勵孩子能說出故事的完整性。且老師在隔週的故事傳聲筒更改為『幼兒講

述類似的句數』。這是我們在進行故事傳聲筒時所忽略的細節，造成家長在執行

上的困擾。 

（二）從問卷中找到家長的疑慮 

在學期快結束前，我們向每位家庭發出一張關於『故事傳聲筒』教學成效的問卷

（見附錄四），並請家長回應在進行故事傳聲筒時，家長和孩子遭遇了那些問題。

從問卷中發現家長的幾個疑慮。小橙家長：小橙回來的反應，本人覺得尚可，但

家長不知本活動真正傳達的意義是什麼，請老師能以專家立場解釋能更清楚。如

果是啟發小朋友更多的想像空間可以，但小朋友去背它的內容，本人覺得意義不

大了。小靜家長：講故事的順序會顛倒。 

二、針對上述兩位家長對故事傳聲筒的疑慮，我們準備在 97 學年度進行故事傳

聲筒活動將進行以下的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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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長方面 

要如何運用「說故事給爸媽聽」的方式提升幼兒語言表達的能力，增進親子

之間的關係，以下有幾點原則可提供父母作為實際運用的參考：  

1、加強宣導家長放鬆、自在的心情聽孩子說故事 

父母常因「不知如何引導孩子說故事」而對孩子造成壓力或不自在。其實，

「故事傳聲筒」的活動是讓每天忙碌工作的父母每週有機會和孩子共同分享故事

的機會，進而讓幼兒喜愛閱讀，並將書上的故事轉化成為自己所能理解的語彙說

出來，故事說得好不好、生不生動並不重要，不要忙著糾正他們，更不必讓孩子

逐句去背誦，重要的是讓孩子在說故事的當下能有機會練習表達，隨著孩子每一

次的任務達成，看見孩子的進步。 

2、選擇適當固定的時間和地點聽故事 

   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討論、找出一個彼此都喜歡的時間和地點來說故事，放

學的路上甚至晚餐過後散步時間、洗澡的時候……等這都是不錯的方式。根據本

班調查大部分的家長選擇在晚上 7:00-8:00 聽孩子說故事也就是晚餐後的時段全

家一起聆聽孩子說故事。父母和孩子共同進入親子共處的快樂的時光，所以不管

孩子說了幾句，都要鼓勵他們並且耐心的聆聽。 

3、幫孩子在說故事時錄音 

   必要時可以選擇使用錄音的方式，彭麗琳（95）所做的研究指出孩子在轉述

故事較長仔細時，反而是家長無法迅速做完整的紀錄。孩子在訴說故事時家長幫

忙錄音有很多好處：除了可以專心享受孩子所帶來的故事外；對於每天上班忙碌

的父母親就不會產生太大的負擔，因為父母的愉悅聽故事的態度會影響孩子對於

閱讀故事、說故事的熱情和興趣。很高興看到在 96 學年度『故事傳聲筒』活動

中有些家長也採用錄音並用電腦打字謄寫故事使得『故事傳聲筒』活動進入 e 化

作業。未來我們期待只要上網點選就可以聽到孩子說的故事內容，老師就可以用

這個方式來評量孩子在家說故事的表現，讓家長也參與「故事傳聲筒」的改革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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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造親子專屬的說故事方式 

讓孩子說故事的方式有很多，轉述的方式只是其中一種，善加運用每一次故

事的全文的附錄，除了可以比對孩子上週所說的內容是否正確外，也可用來跟孩

子一起討論故事。有的孩子喜歡用故事接龍，有的則喜歡與父母一起閱讀；有些

孩子只想相同的故事再聽一次，有些則希望邊說邊演。因為這些故事孩子都很熟

悉利用這些故事，不但可以創造出親子間獨特的說故事方式，父母也可藉此貼近

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父母應避免抱持預設目的與孩子討論故事，陪伴孩子從中形

成自己的體會和心得。讓孩子覺得說故事這件事有趣、自己的表達能力受到重

視、以及獲得與父母貼近的感覺。 

（二）老師方面 

1. 年齡分組教學 

少子化的影響，就讀公幼大班的孩子逐漸減少，目前班級大多是四、五歲的孩子

混齡。因此在語文發展上面也有能力上的差別，在進行故事傳聲筒活動時宜採分

齡教學，視孩子的語文發展的狀況進行分組教學，選擇讓孩子持續對語文產生興

趣。所以在班級中，五歲孩子的語文教學活動可採故事傳聲筒，故事講述之活動。

而四歲孩子的語文教學活動可採看圖說故事之故事講述之活動（見附錄三-1-2）。 

2. 選擇適當故事書 

當孩子尚未熟悉故事傳聲筒活動時，可選擇『可預測性故事』，幫助孩子記憶故

事內容，增加孩子對自己語文能力的信心。當孩子逐漸熟悉故事傳聲筒之轉述方

式時，可配合學校教學主題，選擇與主題相關之故事書，讓孩子在主題教學中進

行加深且加廣孩子的學習。 

3. 完成故事傳聲筒後的回饋 

當孩子完成故事傳聲筒回到學校後，老師進行鼓勵孩子的活動，每一次全班一起

在團體中分享五位孩子完成故事傳聲筒的內容，並由老師及全班孩子一起做口頭

上的鼓勵『你好棒，好認真完成功課』。另外，其他沒有詳細分享故事傳聲筒內

容之孩子，老師會鼓勵有按時完成故事傳聲筒之幼兒給予回饋物。不要忽略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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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鼓勵之行為，老師發現適切的給予鼓勵時可以增強孩子完成該活動之動力。 

4. 彈性調整故事傳聲筒講述狀況 

在每週孩子交回故事傳聲筒時，老師針對孩子完成狀況，討論該此故事傳聲筒在

講述可改進之教學方式。例如：當孩子講述太少，老師可觀察孩子們所畫的圖畫，

內容，檢核故事劇情是否適合孩子轉述，或調整講述故事所畫的圖畫圖，及講述

故事的方式。例如在本學年所講述的故事中，以『廚房之夜狂想曲』、『風到哪裡

去了』幼兒講述不盡理想，老師反省原因是該故事屬於幻想劇情之故事書，孩子

比較無法掌握故事的脈動，所以無法流暢轉述故事。而後老師也盡量挑選適合孩

子較口語化的繪本，以生活化的語句來講述故事內容，不讓孩子產生背誦的壓

力。除外，老師盡量利用故事劇情，做生動有趣的講述，增加孩子描繪故事圖之

印象。 

（三）孩子方面 

1. 開心講述故事給爸爸媽媽聽 

在故事傳聲筒進行前，老師向孩子表達故事傳聲筒的意義：『你們已經長大

了，可以來學校上課，以前都是爸爸媽媽講故事給你們聽現在也可以練習回家說

故事給爸爸媽媽聽。不用害怕講不好，你聽到什麼就講什麼，不管你講多少，爸

爸媽媽只要聽到你講的故事就會很開心了。』根據我們教學經驗，我們發現孩子

只要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從學期初到學期末孩子講故事的能力是逐漸進步。 

2. 針對孩子的狀況給予適當引導 

因為每個孩子的特質有所不同，當孩子沒有講故事給別人聽的習慣時，進行

故事傳聲筒的活動是較為生澀，且害怕自己的表現不如父母老師所預期，若孩子

有此情緒上的困擾時，老師可以安撫孩子情緒上的困擾，並請家長給予孩子支持

與鼓勵。 

此外，當孩子無法按時完成傳聲筒的作業時，老師要立刻瞭解原因，並且尋

求家長的幫忙，也要確實掌握孩子的狀況給予適時的指導，讓孩子能按時完成每

一次的任務。例如本學年小廷，從福建的幼稚園轉入本園，小時候就住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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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性上較內向很少與人互動，平時很少與父母接觸，更不敢講故事給爸爸媽媽

聽，所以前三週故事傳聲的的學習單都是交了白卷回來，我們訪問了小廷的爸爸

後，才知道小廷聽完故事回去之後，不論爸爸媽媽怎樣催促就是不願意說故事給

他們聽，於是我們特別與小廷談話了解小廷的想法，原來小廷是害怕說錯還有不

習慣說故事給爸爸媽媽，才會選擇沉默。我們在確認小廷不說故事的原因之後，

每一次老師講完故事後，就請小廷在學校複述一遍，由老師代為紀錄，漸漸的小

廷說出故事內容，第四次開始小廷已經願意和爸爸媽媽分享故事了，我們也給予

家長一些意見，告訴他們如何引導小廷說故事的相關技巧。 

3. 當孩子具備轉述故事能力時，就代表孩子就會講故事了嗎？ 

在 97/04/08 故事傳聲筒挖土機年年作響（和英出版社）以七個圖片說明村莊

的變化，小朋友必須很仔細的觀察才能發現其中的變化，因為是沒有文字輔佐的

圖畫書，孩子若要記住其中的內容，必須使用自己的圖像記憶的方法，本次以看

圖說故事自由創作的方式，很顯然的孩子述說的內容就大幅度的減少了。影響其

中應是當採取固定模式轉述故事時，其實有時候也是會侷限孩子口語表達的獨創

性，大部分的孩子無法將這七幅細緻的圖畫做記憶的連結，因此口語上的表現也

就受限了。在彭麗琳（2006）的研究報告中建議故事傳聲筒有其階段性的目的，

特別是針對比較小的幼兒和第一次上幼稚園的孩子，剛開始練習上課專注以及練

習口語轉述故事基本能力是可行又有效的方法。但是故事傳聲筒活動是培養幼兒

口語表達的眾多方法之一，還可以採取多樣化的語文學習活動穿插學習，例如：

假日生活報告、故事接龍、想像故事、說笑話、比手劃腳、日記圖分享、討論動

態故事……等生動有趣之語文活動，可讓孩子自由發揮有創意的語文表達，也可

增加孩子轉述故事之獨創性，不只是擔任故事的傳聲筒喔！ 

                     陸、教學側記 

    在幼稚園裡，一個對孩子有顯著幫助的教學活動，除了教師對於活動設計、

反省與修正的用心之外，其實背後是需要家庭很大的支持才能達到效果，故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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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筒這個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活動需要家長的協助分三部份包括： 

一、幼兒發展的相關背景知識 

    家長們對於孩子的發展要有一定的了解程度，才不至於過分要求孩子要達到

無法立即達到的成效，當孩子將故事傳聲筒的學習單拿回家時，觀察當天孩子的

狀況，選擇適宜的時間來進行，當孩子在述說故事給爸爸媽媽聽的時候，如何讚

美孩子、鼓勵孩子、感謝孩子講述這麼好聽的故事，使他們對於說故事不產生恐

懼並能愉悅的將學校裡聽到的故事說給家長聽，這都是家長要學習的功課。當然

剛開始許多家長並不是都具備了這些和孩子互動的知識，必須遇到問題經常與老

師交換意見，老師也提供一些指導的資訊讓家長做參考與修正，像這樣往返之間

家長在不知不覺中成長了。其實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還兼具了另一個身份，就是

增進親子互動的家庭教育方案呢！ 

二、家長的時間 

    這是進行故事傳聲筒活動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因為不管這個活動設計的多好

或是能對孩子有多大的幫助，家長若沒有時間配合也是惘然！在這裡我們有一個

小訣竅要提供給大家參考，那就是剛開始的時候記得選擇較短的故事讓孩子回家

轉述，孩子的表現漸趨穩定、表現有明顯的進步後，再慢慢的選擇較長的故事請

孩子回家轉述，因為天下父母心，只要看到自己的孩子有進步就算是下班之後再

累也願意承受這樣甜美的負擔，願意撥出時間來聆聽孩子為他們帶回來的故事，

將孩子所說的故事內容記錄下來。不過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形如果有一些孩子是出

自弱勢家庭像是單親家庭、新移民家庭、隔代教養家庭的孩子，家長無力完成此

項活動者，老師可以徵詢孩子的想法，是否要說給老師聽並由老師代為紀錄說的

內容，如果孩子願意這樣的安排，則應選擇其他孩子午休的時候進行，不要讓這

些孩子覺得自己與別人不一樣，讓他們也能在這個教學活動中享有學習的機會。 

三、協助故事文本的打字工作 

    故事傳聲筒的活動會在下一週提供上週的故事的原文供家長參考與比較，了

解孩子在轉述故事的準確度。剛開始故事的原文都是由老師們電腦打字，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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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進行 17 週大概要打 17 本的故事內文，通常都是由老師們分攤這個工作，後

來陸續邀請有時間的家長幫忙打字，建檔的故事書文本的數量就增加了很多，再

加上六個班級的資源共享，近幾年來本園的故事傳聲筒的已儲存的故事原文資料

庫已經有 250 多本了，目前還繼續增加中，借助家長的資源讓這項活動執行起來

更輕鬆愉快。 

本園擁有一個相當大的優勢是家長對孩子的學習過程，非常積極的參與與投

入，令我們在教學上如虎添翼！這樣幸福的教學環境讓老師們有更多的時間和動

力去創新教學，追尋最適合孩子的學習方式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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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故事傳聲筒學習單 

   草創版：90 學年度                    微調版：96 學年度年 

剛開始的

學單是帶

回去 畫

圖，畫好再

講給家人

聽，在家完

成這一份

學習單要

花上很長

的時間。 

這是目前

我們正在

使用的版

本，內容

有：加上父

母親對孩

子 說故表

現的評

量。還有孩

子對故事

滿意度的

自評。 

隔週發

家長參

考的故

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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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95 可預測性圖畫學故事書單 

故事講述時間 故事名稱 出版社 

95/10/11 我的朋友 上誼文化 

95/10/17 那是什麼聲音 旗品文化 

95/10/25 我想睡的時候 台灣麥克 

95/10/31 我們要去狗熊 台英出版 

95/11/07 張開大嘴呱呱呱 上誼文化 

95/11/14 長鼻子豬 上誼文化 

95/11/21 強尼強鼻子長 格林文化 

95/11/28 我爸爸 格林文化 

95/12/05 巫婆啊巫婆請來參加我

的的宴會 

鹿橋文化 

95/12/12 好餓的毛毛蟲 上誼文化 

95/12/18 窗外送來的禮物 上誼文化 

95/12/26 如果恐龍回來了 漢聲雜誌 

96/01/02 喂！下車 遠流出版社 

96/01/09 門鈴又響了 遠流出版社 

96/01/20 壺家的新衣服 和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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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1： 

看圖說故事日期 書名 出版社 
3/10 獅子與老鼠 新雅文化事業 
3/17 蝌蚪找媽媽 新雅文化事業 
3/24 聰明的烏鴉 新雅文化事業 
4/7 三隻小豬 新雅文化事業 
4/14 調皮的小羊 新雅文化事業 
4/21 小兔子不想睡 新雅文化事業 
5/5 小豬學本領 新雅文化事業 
5/12 尖嘴巴和扁嘴巴 新雅文化事業 
5/19 狼來了 新雅文化事業 
5/26 貪心的小狗 新雅文化事業 
6/2 頑皮的小鴨子 新雅文化事業 
6/9 螞蟻報恩 新雅文化事業 
6/16 螞蟻和蟋蟀 新雅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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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96 學年度開始用主題網絡圖像講述故事，所講述的故事：  

故事講述時間 故事名稱 出版社 

96/11/06 如果你給老鼠吃餅乾 上誼文化 

96/11/20 如果你給豬吃煎餅 上誼文化 

96/11/27 七隻瞎老鼠 台灣英文雜誌 

96/12/06 環遊世界作蘋果派 台灣英文雜誌 

96/12/13 勇敢的莎莎 三之三文化 

96/12/20 派弟是個大批薩 台灣英文雜誌 

96/12/27 廚房之夜狂想曲 格林文化 

97/02/19 老鼠娶親 世一出版社 

97/02/26 風娃娃在哪裡 人類文化公司 

97/03/04 微微風童 樂山文化 

97/03/11 北風和太陽 新來文化 

97/03/18 氣球別跑 旗品文化 

97/03/25 風到哪裡去了 遠流出版社 

97/04/01 上學途中 漢聲出版社 

97/04/08 挖土機年年作響 和英出版社 

97/04/15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 信誼出版社 

97/04/22 台北的天空 教育部 

97/04/29 吃六頓晚餐的貓 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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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3 學年度 

 

 

 

 

 

 

 

 

為了更了解家長對於故事傳聲筒的想法，以下是針對家長問卷回答所

做的整理- 
 

“ 

感謝您對「故事傳聲筒」活動的配合，讓孩子的學習，因為有您的陪伴更顯多采

多姿。「故事傳聲筒」是為訓練孩子專注力及表達能力的活動，當孩子在學校聽完老師

說的小故事後，隨即畫下對故事的印象，回家後會轉述故事內容給家人聽，請爸媽幫忙

將孩子原本口述的內容記下來，並於次日交回給老師。 

我們將於下次活動時會貼上週老師所講的故事內容全文。從您為孩子紀錄的內容

我們可了解孩子的表達能力是否有所進步？即使孩子傳達並非十分正確，但這也是此階

段孩子想像力的呈現，期望您鼓勵孩子多多表達，並且能促進親子之間的互動。如您對

此活動有任何想說的話，請您告訴我們作為改進教學的參考，再次謝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故事傳聲筒」家長回饋單 
親愛的爸爸媽媽您好： 

        故事傳聲筒＂的魔法      絜耘媽媽  

  絜耘在二、三歲時，由於語言發展較一般孩子遲緩，讓做媽媽的我操了不少

的心。雖然自己看了不少資料，知道每個孩子的發展速度不一樣，但是面對長輩

們的關心，心中難免會有壓力。為了協助他的語言發展，我去市立圖書館辦了家

庭圖書證，一次借個十幾二十本的書回家，一起親子共讀。和大多數的孩子一樣，

絜耘喜歡聽故事。但是要他描述內容給我聽，總是不肯，頂多說個兩句就不說了。

在龍安附幼學習的這些日子，絜耘在各方面都成長不少，其中讓我覺得受益最多

的是“故事傳聲筒＂。這項教學活動是讓孩子回家後，轉述在學校聽到的故事內

容，再由家長記錄下來。孩子聽的時候，須要有專注及理解能力，當他講的時候，

須要經過組織思考和表達。即使孩子傳達的內容與故事不一樣，也可以展現孩子

幻想及創造能力。 

  永遠忘不了 93 年 9 月 15 日，絜耘第一次轉述故事傳聲筒的故事「快樂的電

波」。雖然只有短短的幾句，但是我的內心充滿感激與感動，因為那是他第一次

說「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學習的過程，曾有小小的插曲：93 年 10 月 6 日故

事傳聲筒的故事是「吱吱學說話」。絜耘將故事中的“紅領巾＂，聽成“紅眼睛

＂。回家轉述時，無法理解的我，反覆的問他：是“紅眼鏡＂還是“紅眼睛＂？

困惑的絜耘被問煩了，選擇不繼續說故事，做無言的抗議。他的反應讓我思考：

「這樣的發展，已經失去老師設計這項課程的原意。」為了讓絜耘轉移心情，整

個下午安排妹妹和他盡情的玩耍。晚上臨睡前，我向他道歉：「中午因為媽媽聽

不懂，心裏著急才會問很多次，現在請你說最後一次，不論說什麼，媽媽就寫下

來，好不好？」絜耘點點頭，才完成那次的故事傳聲筒。爾後，即使遇到絜耘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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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易理解的抽象事物，表逹的過程不是很順利，我總是提醒自己：「對孩子而言，

重要的是學習的過程，而不是學習的成果。」 

  現在，絜耘傳達的故事內容愈來愈完整，有時細節的描述讓我驚訝不已。每

當他說完，我會說一些讚美的話，例如：謝謝你告訴媽媽這麼特別的故事！他會

高興的說：我有專心聽哦！你看我很棒吧！ 

  是的，絜耘，媽媽相信你會愈來愈棒！ 

附錄四： 96 學年度問卷整理： 

一、 問卷回收狀況： 

1、發出問卷人數：26 人（上學期原本二十七人，下學期轉出一位大班幼兒） 

2、填寫並交回問卷：24 人 

3、沒有交回問卷：2 人(大宣、大蓁) 

二、 問卷題目及家長回答整理： 

問題一:您覺得故事傳聲筒對於孩子{轉述能力}是否有有幫助？ 

1、是：23 人（大班：十二人，中班：十一人） 

2、否：0 人 

沒有勾選；1 人（中班一人） 

問題二: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對於您家孩子在語文能力的表現上有那些進步？ 

恩家長：我經常利用這個活動訓練孩子的前後邏輯，但有些故事並不適合。 大班 

葳家長：可訓練小孩記憶力及組織能力，增進語言的表達流暢力 

祥家長：較有邏輯性。 

風家長：描述事物的組織與相互關係 

祺家長：回想主角名字，記憶老師的話語 

玲家長：思考邏輯 

銘家長：練習描述、用詞 

鈞家長：記憶能力的加強，敘述能力提升，表達日漸清楚 

青家長：青因為故事傳聲筒變得喜歡思考 

諺家長：整體上口語的表達，文字的組織串連，及文章中情境的轉述及回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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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前進步。 

儀家長：會學習故事中的優美詞句，會努力修飾自己的口語表達用詞 

翔家長：組織力、記憶力、想像力 

碩家長：在說故事時，學習表達的方法和能力。   中班 

瑋家長：講話比較有條理，而且用詞方面多變化。 

廷家長：目前對於小廷個人來說，語文能力的表現沒有很明確的進步，不過媽媽

覺得小廷需要多練習，會有進步的。  

橙家長：有進步，至少對傳達的內容有一絲絲的進步，但會加入自己很多的想法，

常與故事內容有差異。 

凡家長：流暢度，形容事物更加具體，上次他去作海盜船，回來跟我說他覺得坐

海盜船有遨翔的感覺。 

亭家長：有，口語表達 

齊家長：對佳齊來說發揮相互對話及語言上的進步。 

安家長：對學童語文能力的表達，尤其訓練思考方面確有相當幫助。 

嫺家長：從一開始一句都不願意說，到後來 2 句 3 句 5 句 7 句 9 句，我看到孩子

的成長進步，謝謝老師。 

信家長：敘述事情有條理 

潔家長：語言表達、故事敘述 

靜家長：表達能力 

問題三:在進行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時，您和你家孩子有什麼困難？ 

恩家長：經常因為忙碌而必須到晚上八點以後才會有時間靜下來作這個活動，所

以孩子常常很辛苦，很吃力地回想故事內容。 

大班 

葳家長：如果家長工作很忙時，將會是對家長是一種負擔 

祥家長：沒有 

風家長：這個時間上安排最好在孩子下課後立即完成，否則拖到睡前其完成率降

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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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家長：小祺會看看有沒有寫滿，以衡量自己的成績，若是沒寫滿，他會覺得作

得不夠好，但我們不知道是故事短或是他真的記得太少。 

玲家長：小玲討厭上學（星期二），因為有故事傳聲筒 

銘家長：有時想不起來會生氣，進行對比時會在意對的字可以多少 

鈞家長：故事內容不要太長，孩子 10 分鐘內能說完之長度較佳 

青家長：沒有 

諺家長：最近常常因為諺太晚回到家，so 故事情節有時會忘光，or 部分遺漏。 

儀家長：小儀會過度擔心故事內容遺忘，或因為無法完整轉述故事而有些焦慮， 

甚至依賴父母借回原故事書再說一次給他聽，或想要將故事的文字抄寫 

下來，以便回家念給父母寫，但是其實他是可以豐富說完全部內容，只 

是對自己信心不夠要求完美。 

翔家長：沒有 

中班 碩家長：會忘記故事內容 

瑋家長：有一些內容比較複雜，在小朋友轉述時比較有困難。 

廷家長：有時候聽不出個所以然，沒有辦法幫到廷的時候，廷會選擇放棄，不再

繼續講故事。 

橙家長：橙對適時的傳達的真實性尚有一段差距，上課是否專心？還是故事內容

太複雜。 

凡家長：凡對喜歡的情節記得住，有些故事就跟我說他忘記了，我的感覺是他會

說不好的故事就跟我說忘記了。 

亭家長：家長太晚回家，小孩常常已經忘記內容 

齊家長：還好 

安家長：家長必須以相當長的時間耐心傾聽孩子的敘述，有時候需要一再重複追

問，才有概略的答案，唯嗣後為照原文仍有許多錯誤，孩子的表達能力

尚待努力。 

嫺家長、潔家長：沒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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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家長：不一定能在隔天就交回此項作業，有時候是孩子忘記帶回，有時是沒時

間完成，如在當週，週五前交回較沒時間壓力。 

靜家長：講的故事會顛倒 

問題四:您覺得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適合繼續安排在新學年的教學中嗎？為什麼 

恩家長：這是個很好的活動，我很贊成繼續安排這個活動，因為對孩子傳達記憶 大班 

語文能力，甚至想像力都有很好的幫助。 

葳家長：可繼續安排至新學年的教學中，個人建議可穿插圖案讓小朋友自己發揮 

想像力的空間。在選擇故事內容時，應以簡單句子為主，太過複雜的名 

字或內容應該盡量避免。 

祥家長：是。 

風家長：這真是非常棒的活動，孩子對於一件事的專注立即聆聽，從轉述中能瞭 

解他的程度。 

祺家長：yes，但中大班程度不同，不過沒關係，讓孩子盡心記，盡力回憶，父 

母用力寫下即可。 

玲家長：是，因為孩子需要學習寫作業，而故事傳聲筒就是兒童學習的開始。 

銘家長：適合，可以訓練孩子把聽到的故事口語化，增加親子互動時間 

鈞家長：適合 

青家長；適合，可以養成小朋友每天思考的習慣 

諺家長：yes，在經歷中大班兩年的故事傳聲筒，可以比較在語文能力的表現及 

組織架構及閱讀能力皆有顯著進步。 

儀家長：這是個滿不錯的活動，可以訓練孩子的口語表達能力。 

翔家長：很適合，每次完成故事傳聲筒，孩子都很有成就感，也能讓父母瞭解孩 

子的學習能力。 

碩家長：故事傳聲筒和看圖說故事擇一安排即可 中班 

瑋家長：適合，因為在語詞方面能吸收不同的內容。 

廷家長：適合，或是換個類似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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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家長：如果是啟發小朋友更多的想像空間可以，但小朋友去背它的內容，本人 

覺得意義不大了。 

凡家長：適合 

亭家長：當然適合，非常棒的設計，我甚至在文章（董氏基金會的大家健康雜誌） 

中大力讚揚 

齊家長：需要，可以發揮小孩的想像及記憶力與是否有專注。 

安家長：適合繼續安排，可訓練學童的聽力及思考能力，但是否繼續安排遵從校 

方決定。 

嫺家長：適合讓孩子有分享的觀念，也可藉此增進親子的互動與情感並讓家長瞭 

解孩子吸收了多少，是否一次比一次成長，無形中孩子，也把故事中聽 

到的融入了生活中。 

信家長、潔家長：ok 是 

靜家長：適合，加強孩子的記憶，提高他的表達能力 

問題五:您對於故事傳聲筒這個活動有沒有什建議? 

恩家長：沒有，一切都很好，謝謝老師們給孩子講述這麼有趣、精彩的故事。 大班 

葳家長、祥家長、銘家長：沒有填寫 

風家長：為了記錄風所表達故事的語言，我現在都用紙條記錄下來，讓他流暢說

出故事後，再謄寫一次，這一王會中斷他所想要表達的。 

祺家長：it”s good.很像作雙盲的實驗，滿有趣的。 

玲家長：希望故事簡明易懂，且簡短，建議一週兩次時間，例如星期二、四。 

鈞家長：希望老師能對作業有回應，給小朋友適當的鼓勵，及家長教導上的指導。 

青家長：繼續發揚光大 

諺家長：可否改於接近下午放學時間進行，小朋友的記憶較深刻，若於上午進行，

是否可以於下午時，再作重點快速瀏覽一番！ 

儀家長：也許可以考慮增加故事書寫空間的篇幅，或者將故事的主要角色以重 

點式的方式摘寄給孩子，以方便孩子喚起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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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家長：希望老師和家長都能多鼓勵孩子（既使他說得不好），孩子才能越來越

進步。  

中班 碩家長：故事傳聲筒和看圖說故事擇一安排即可 

瑋家長：沒有。 

廷家長：媽媽覺得如果把故事內容附帶當天的孩子畫的圖案一起帶回來的話，就

不會有時候聽孩子講，大人卻一頭霧水，也可適當的作一些提示，讓大人

和小孩有更多的互動，謝謝。 

橙家長：橙回來的反應，本人覺得尚可，但家長不知本活動真正傳達的意義是什

麼，請老師能以專家立場解釋能更清楚。 

亭家長：繼續太好了 

嫺家長：尊重老師，因為您們是專家，比我們更瞭解孩子的需要，辛苦了，謝謝。 

潔家長：很好 

靜家長、凡家長、信家長、安家長：沒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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