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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紅魚  
 
寫作策略： 看圖寫作／寫話 

表達能力： 記敘 

學習目標： 

1. 學習有條理地觀察； 

2. 學習有條理地敘事。 

寫作思維過程： 計畫、寫作 

教學階段： 寫作前指導 

適用年級： 一至六 
 

教學步驟  構思和備註  
  

1. 導入： 
學生閱讀圖書的封面及內頁，教師以提問引導，請學生談

談他們的發現與感覺，猜想主角不快樂的原因。 

 小貓看着小紅魚，猜猜牠在想甚麼？ 

 小紅魚看見小貓，牠又在想甚麼？ 

教師請參閱附件： 
《小紅魚》的故事簡

介。 
如選用主題類近的

圖畫書，教師需自行

調整教學內容和步

驟。 

2. 教師與學生共讀故事的開首部分（《小紅魚》頁1至4），

一起討論： 

 小貓為甚麼要推翻魚缸，讓小紅魚溜走？ 
（教師可以把學生提出的想法或自己的補充寫在黑

板上，豐富學生的詞匯。） 

 小紅魚接着到了甚麼地方？ 

 

3. 請學生繼續閱讀故事，並嘗試用自己的說話描述畫面。  

4. 讀畢整個故事後，請學生按畫面配上文字。能力稍遜的學

生用簡單文字作圖解；能力較高的學生則配合畫面敘述故

事。 

以小組或個人形式

進行均可，如用小組

形式進行，則由組員

輪流描述畫面。 
較高年級學生可進

一步按故事內容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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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構思和備註  
  

變換形式：   

 改換順序：將圖片的順序調亂，請學生先重排圖片的次

序，然後敘述故事。 

 創作性圖說：請學生發揮想像力，加入對話、內心獨白、

細節描述，甚至新的情節，繪形繪聲地敘述，發揮創意。 

 

  
  

 

設計說明： 
1. 《小紅魚》是法國作家布諾‧吉百爾(Bruno Gibert)創作的無字書（南寧：接力

出版社，2008），由於全書沒有一個字，純以畫面交代情節，所以留給讀者很

大的想像空間。 

2. 對低年級學生來說，看圖說故事是一個很好的敘事能力和思維條理性的訓練；

而對於年紀較大的孩子以至成人，由於故事的內容豐富而想像空間大，讓作品

充滿了多義的主題，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故看圖配文更可以作創意寫作

的訓練。 

3. 教師可以採用主題類近的圖畫書代替《小紅魚》一書，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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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小紅魚》內容簡介 

小紅魚原來住在魚缸中，怎料一隻貓咪推翻了魚缸，使小紅魚跌進

了水池。牠順着下水道游到了污水廠，從排水道游入了小溪，再沿着河

流到了大海……經過一連串的波折，牠從海上到了天上，又再回到河流

裏，最後竟然游進了一瓶礦泉水裏，回到原來的家。那隻推牠下水的貓

咪再見到牠，驚訝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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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小紅魚》全書共 27 頁，以上僅為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