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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結束後，我的孩子丁丁上國一了；晚餐

前，他照例書寫聯絡簿，一面翻著他的新課本，

一面喃喃地背誦著課文「來了！來了！從山坡上

輕輕地爬下來了！」啊！那是我最喜歡的一篇課

文！我瞧見他的《國文 1（上）》，那是一本 16

開、印刷精美的教科書。晚上，我把課本從丁丁

的書包中取出來翻閱；對了，丁丁叨叨唸著的就

是楊喚的〈夏夜〉，我唸國中時，國文課本的第一

冊就納入這首詩，當時的課文名稱是〈夜〉。彼

時的課本開數比較小，約莫 18 開，每一課的頁

數少，鮮少有圖，即使有圖，畫面也很小：一幅

暗暗的「夜」，就這樣默默地被定格在望遠鏡頭

裡。丁丁的課本就不一樣了，單一課是 12 頁，

在「課文‧注釋」還有「課文賞析」間，安插好

多彩色的圖畫：睡得沉沉的小弟弟和小妹妹、搖

著扇子的年輕祖母；遠景的藍色山坡、椰子樹、

月亮、蝴蝶、星星；一棵大南瓜落在地上、厝頂

上攀爬著瓜藤、一條小河橫在綠地間、一座木橋

簡單跨坐其上；遠處是藍色的竹林影、飛舞在天

空中的是攜著黃色亮點的螢火蟲。一位農夫揮著

1 以藍筆在詩文中圈選出「擬人化動詞」，以紅筆圈選出「擬人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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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枝子，驅趕排成一行的五隻羊，在漾著夕陽的

山色裡，往亮著路燈的電線桿下一幢平房走去。

〈夏夜〉課文在「撒了滿天的珍珠和一枚又大又亮

的銀幣」這一句底下，特別呈現一幅銀質錢幣的

「袁大頭」圖片，除了具有以實物比喻「月亮」的

意思，也代表了 1970-1972年間，經過部定本國

文教科書文體比例爭奪戰後，「新詩」所留下的可

貴印記。

我一直醉心於楊喚的詩作，尤其是〈夏夜〉

這首詩，甚至曾經以「夏夜的旅行」為名，設計

了一套紙上棋盤遊戲，一方面協助學生背誦詩

文，一方面加強擬人圖像的視覺化訓練。以下是

我的棋盤設計過程與想法，期望能提供語文、藝

術與人文領域的老師們當作參考。

先閱讀楊喚的兒童詩〈夏夜〉，再標示出

〈夏夜〉的擬人角色

根據國文課本中對於「修辭」的敘述，語文

中若把「物」當作「人」來描寫，讓「它」具有

「他」或「她」的人性與動態，就是「擬人」。而

詩人楊喚的作品中，常呈現他自然、俐落的擬人

手法，把生活周遭的景物萬象寫得活生生的。楊

喚詩作〈夏夜〉中的擬人，表現在「動詞」上為

多，所以要求學生一面閱讀詩句，一面將句中擬

人的「動詞」標示出來。

〈夏夜〉第一段是有關於傍晚的寫景，文句

中有許多急匆匆往家裡奔去的動物，例如，第一

段第一行是「蝴蝶和蜜蜂們帶著花朵的蜜糖回來

了！」我們可以將蝴蝶和蜜蜂二種動物以擬人動

作「帶」以及「回來」的二個動詞圈起來。〈夏

夜〉第二段是晚飯後人們早睡的情形，詩中描寫

許多晚上不睡覺、在屋外活動的小生物，例如，

我們閱讀第十一行至第十二行「只有窗外瓜架

上的南瓜還醒著，伸長了藤蔓輕輕地往屋頂上

爬。」可以將植物南瓜以擬人動作「醒」、「伸

長」、「爬」等三個動詞用筆圈選出來。

閱讀〈夏夜〉還可以學習修辭中的「轉化」，

楊喚為了生動他的詩文，採用了轉化手法，以達

「借物言志」或「寓情於物」之目的，不但進行

人性化（將物擬人）描寫、形象化描寫（化抽象

為具體），也進行物性化描寫（將人擬物）。根據

擬人化動詞的標注，我們可以在詩文中找出經過

轉化的角色，並加以圈選。首先框列的是「人性

2  動物擬人化的角色：帶著花朵蜜糖的蝴蝶和蜜蜂、向田野告別的羊和牛、提燈的螢火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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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動物」：帶著花朵蜜糖回家的「蝴蝶」和「蜜

蜂」、向田野告別的「羊」和「牛」、提燈的「螢

火蟲」。接著圈選「人性化的植物」：往屋頂上爬

的「南瓜」，以及「人性化的無生物」：道晚安

的「街燈」、睡著了的「山巒」與「田野」等。最

後，找出詩文中「形象化的自然現象」，包括：滾

火輪子的「太陽」、撒珍珠的「夜」、歌唱的「小

河」、從竹林裡跑出來的「夜風」。雖然第二段前

幾行都沒有擬人化動詞，但是在閱讀中也別忽略

了第六行與第七行的二個「物性化」人物：一個

是變做蝴蝶的「小妹妹」，另一個是變做魚的「小

弟弟」。（圖 1）

畫〈夏夜〉擬人的角色，具體素材何處尋？

楊喚發表〈夏夜〉的時間是 1951年 8月，我們

推測楊喚詩裡的風景是那個年代的台灣，詩中的素

材是當時的台灣風物，可見的畫面當然也是台灣當

地的樣貌，因此必須從這個觀點出發，畫出台灣文

化人眼中的動物、植物、人、無生物和自然現象。

首先從動物著手，畫出台灣的蝴蝶、蜜蜂、羊、牛

和螢火蟲等五種「動物的擬人」。（圖 2）

謝武彰（1988）創作兒歌〈蝴蝶〉，描寫蝴蝶

「帶著伸縮吸管，飛南飛北飛東飛西，飛一飛、停

一停，咕嚕咕嚕吸花蜜。」我畫的蝴蝶是台灣特

有亞種「黃裳鳳蝶」，全身以黑、黃兩色為主，翅

膀的花紋非常美麗，頭上沾著一朵小野花，手上

捧的花蜜插著一片小葉，口裡含著伸縮吸管，正

咕嚕、咕嚕地吸食花蜜。

「李花白，桃花紅，來了許多小蜜蜂，飛到西

飛到東，一天到晚忙做工，嗡嗡嗡，嗡嗡嗡，一

天到晚忙做工。」是呂泉生描寫的蜜蜂。我畫的

蜜蜂是「沖繩花蘆蜂」，也是台灣特有亞種，全身

是黑色的，胸背上有二條黃色平行的細縱帶；這

隻到處訪花的辛勤小蜜蜂，歡喜的吸吮著甜甜的

花蜜，工作服的左右側袋沉甸甸的，裝滿了從李

花和桃花那兒帶回的禮物。

華霞菱（1991）的巔倒歌「山羊和野狼」很

有趣，「山羊山羊犄角長，上山捉住大野狼，捆

起野狼四條腿，痛得野狼淚汪汪。」我畫的羊是

「台灣黑山羊」全身披毛為黑色；這位「山羊哥」

也有角，是個耐熱的傢伙，套了一件白色的羊毛

背心，頸上掛著時髦的格子紋小圍巾，瞪著一雙

黃色的眼，預備和伙伴們一起上山去捉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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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選（1991）描寫的〈大水牛〉如是：「大

水牛，講話大大聲。白翎鷥，攏不驚，爬起伊的

胛脊背。」林良（1988）則書寫〈黑和白〉：「大

水牛，白鷺鷥，一個黑，一個白，黑白兩個合得

來，白的使黑的更黑，黑的使白的更白」。我畫的

「水牛」是一頭灰黑色、體格精壯的偶蹄動物，頂

著一對粗大且往後彎曲的扁角。忙了一天，穿著

白背心和卡其布短褲的「牛阿伯」要下班了，執

起鋤頭、收攏大斗笠，大聲呼喚一旁的白鷺鷥一

起回家。

台灣童謠〈火金姑〉以閩南語唱出「火金

姑，來吃茶」或是「火金姑，十五暝」，將螢火蟲

這種擬人、逗趣又可愛的小昆蟲題材完美呈現。

呂泉生為孩子們所作的〈小小螢火蟲〉簡單明

快：「小小螢火蟲，飛到西又飛到東，這邊亮，那

邊亮，好像許多小燈籠。」我畫了一名身手矯健

的山地青年代表螢火蟲，他的後背包代表翅鞘，

在肩帶與背包上蓋保留了醒目的紅色。這種翅鞘

為黑色，前胸背板為桃紅色的「紅胸脈翅螢」是

脈翅螢屬中體型最大的。青年的右手提著打了孔

洞的鐵罐，黃色的火光在燈籠中晃動，映在他一

雙機靈的大眼中，似乎無懼於漫長的夜路之行。

接下來要描寫的「南瓜」，是「植物擬人」

的樣貌。我選了一種聞起來有著淡淡栗子香味

的「栗子南瓜」，皮色深綠，帶點淡綠色的花紋。

〈夏夜〉第二段第十一、十二行對於南瓜的描述

是「伸長了藤蔓輕輕地往屋頂上爬」，我畫的「南

瓜」就以一位綠皮膚的姑娘呈現，她頂著綠葉編

成的帽飾，上衣是南瓜果肉的橙黃色，整個南瓜

是她的圓裙，她伸展雙臂、踮著腳，象徵式地往

高處爬。（圖 3） 

最具挑戰性的就屬「自然現象擬人」的四個

角色：太陽、夜、小河、夜風（圖 4）。由於需要

將抽象的氛圍以具象呈現，我通常用印象或記憶

來表現自然現象。我畫的「太陽」稱作「野孩子

太陽」，一個紅皮膚、光著腳的鄰家孩子，穿著

一件不合身的背心，用滾鐵圈的動作代表「滾火

輪子」；我畫的「夜」稱作「撒珍珠的夜姑娘」，

她是個身輕如燕、武功高強的忍者，翻飛的斗篷

帶來暗黑的夜色，而成把的珍珠便利用這樣的背

景拋撒而出。我畫的「小河」稱作「小河穿過小

橋」，這位低聲歌唱的是肩膀寬厚的游泳健將，

綠色的皮膚、綠色的長髮，還有綠色的長袍，輕

鬆穿過紅色的橋孔；晚上不睡覺的人，一般稱為

「夜貓子」，有著一頭白髮的夜風從來不睡覺，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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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躡腳地跑出來，竹葉紋的長袍衣襬下，露出一

條黑色的貓尾巴，所以我畫的「夜風」稱作「夜

貓子風」。

〈夏夜〉中也有「無生物擬人」的描寫，例如

第一段第四行「當街燈亮起來向村莊道過晚安」；

我畫的街燈是去了枝子的樹幹，還爬了一串樹

藤，身上塗有柏油，任人貼上廣告，腳上塗了黃

黑二色的警示條紋，燈固定在頂端，燈罩像個倒

扣的盤子。路燈抬起右手，以舉燈代替脫帽，身

子微微前傾，做了個鞠躬的姿勢。（圖 5）另外，

〈夏夜〉中還有「無生物擬人」的描寫：第二段第

九行、第十行的「朦朧地，山巒靜靜地睡了！朦

朧地，田野靜靜地睡了！」「山巒」和「田野」這

兩個主語雖有擬人的動作「睡了」，但「靜靜的

睡了」的樣態，似乎不足以明顯表現於視覺的畫

面，所以我並未替「山巒」或「田野」設計擬人

的圖樣。

最後，我還畫了〈夏夜〉第二段第六行、第

七行中的二個「擬物」的圖像：小妹妹變成的

「蝴蝶」與小弟弟變成的「魚」。（圖 6）我選台灣

特有種「寬尾鳳蝶」呈現小妹妹變成的蝴蝶；她

的黑褐色蝴蝶裝套在白色睡衣的外頭，從腰部以上

向後展開形成前翅，腰部以下是大碗狀的裙，邊緣

有成排紅色弦月形紋，表現鳳蝶的寬大後翅。我畫

小弟弟變成的那尾魚，是台灣地區特有亞種「櫻花

3  植物擬人化的角色：往屋頂
上爬的南瓜。

4  自然現象擬人化的角色：滾
火輪子的太陽、撒珍珠的
夜、歌唱的小河、竹林裡跑
出來的風。

5  無生物擬人化的角色：道晚
安的街燈。

3 4

5

4

75

美
育
第
217
期
／JO

U
R

N
A

L O
F A

ESTH
ETIC

 ED
U

C
ATIO

N
, N

O
.217



6  擬物化的角色：小妹妹變做蝴
蝶、小弟弟變做魚。

鉤吻鮭」。小弟弟呢？他套穿了一件有十個橢圓形

斑點的鮭魚裝，咬著牙在水中練習換氣。

遊戲棋盤：夏夜的旅行，怎麼安排？怎麼

玩？

「夏夜的旅行」遊戲棋盤是一個 6：5近正方形

的紙板，四周圍繞以 40格的棋步設計。紙版中央

安排遊戲規則的文字說明、詩文中「擬人化圖像」

的提點。（圖 7）根據遊戲棋盤「夏夜的旅行」的

設計需求，將〈夏夜〉第一段的七個擬人角色：蝴

蝶、蜜蜂、羊、牛、太陽、路燈、夜，共七組雙面

圖樣對摺後，做成可以立著的棋子。（圖 8）將〈夏

夜〉第二段的八個角色分派至棋盤上呈現「睡了」

和「醒著」二組共 36格「棋步」。「睡了」的棋步

以六種文字框穿插呈現：「小雞」、「小鴨」、「小弟

弟」、「小妹妹」、「山巒」、「田野」；「醒著」的棋步

以「南瓜」、「小河」、「夜風」、「螢火蟲」穿插呈現

四種圖畫框與文字框。

遊戲人數至少 4人，包含走棋者 3人、計分

者 1人；遊戲工具包括棋盤一張、骰子一枚、棋

子 7個（可選擇蝴蝶、蜜蜂、羊、牛、太陽、街

燈、夜），也可以用不同顏色的筆蓋、瓶蓋等來取

代。遊戲開始時，走棋者各選一個棋子，併置於

「START」處；每人輪流擲骰子，依擲出的數字，

在遊戲卡上移動棋子，每一點可前進一格；當棋

子停在「睡了」的文字框上（小雞、小鴨、小弟

弟、小妹妹、山巒、田野）時，該走棋者必須停

止擲骰子一次；當棋子停在「醒著」的圖畫框或

文字框（南瓜、小河、夜風、螢火蟲）時，該走棋

者可以再擲骰子一次；計分者統計每個走棋者通過

「START」的次數，累計次數最高者獲勝。

遊戲進行時，建議播放陳中申的〈夏夜〉（演

唱版，04’36），除能控制遊戲時間，教師解釋音樂

的來源，學生探索音樂的情意美感，音樂播放當

中，學生進行遊戲，分辨詩文、圖畫和音樂中「醒

著的」角色與「睡著的」角色。

教師手冊的內容怎麼寫？

每一個活動設計都要一再的測試，除了透過個

人經驗修正設計，也需要寫一份測試後的說明，放

在教學檔案中，提供其他有興趣的老師參酌，並藉

此獲得教學方式回饋。我在幾次「圖畫書與教學」

的課堂間，邀請師資生、實習老師和在職教師一起

玩棋盤遊戲「夏夜的旅行」，並要求他們將過程記

錄下來。（圖 9）以下的使用建議與操作說明，是調

修自台中市信義國小賴慰慈老師的書寫。

本活動設計提供學生二種能力：其一，是理解

並體會詩詞的優美，並聯想轉換成具體的場景與畫

面的能力；其二，視覺空間智慧的提升，練習以圖

代替文字的能力。活動設計的教學有二個重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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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透過棋盤遊戲熟練背誦〈夏夜〉詩句；其

二，能與組員一起合作，投入棋盤遊戲的進行。

活動內容很簡單，老師先讓學生唸讀〈夏

夜〉，再拿出紙盤遊戲，並講述規則，各小組一張

棋盤紙進行遊戲，依組內的個別成績進行個人加

分，老師則以小組的秩序狀況登記秩序成績。

學習活動依以下順序進行：

7  「夏夜的旅行」棋盤。
8  七種棋子：蝴蝶、蜜
蜂、羊、牛、太陽、
街燈、夜。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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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共 4人，在小組計分紙上輪流計分。

→ 一組共用一枚骰子，一張棋盤紙，4人選用不

同的棋子，或用不同顏色的筆蓋代表不同的走

棋者。

→ 組員以猜拳決定順序，從右下角的「START」

開始遊戲，依照順序丟擲骰子，決定步數。

→ 若走到白色有字的格子，走棋者必須把詩中有

提到該角色的部分唸一遍。

→ 若走到黑色有字的格子，走棋者必須把詩中有

提到該角色的部分唸二遍。

→ 若走到白色有圖的格子，走棋者必須把詩中有

提到該角色的部分唸一遍，並可再擲一次骰子。

→ 若走到「喘口氣」的格子，走棋者可不用唸讀

詩句，但必須暫停一回合。

活動評量建議以下五個面向：1. 老師依照各

小組成員登記通過「START」的次數加分 10%；

2. 能用優美的聲音念讀詩句 25%；3. 能依照順

序、遊戲規則進行遊戲 30%；4. 能仔細聆聽組員

唸讀詩句 20%；5. 能背誦整首詩 15%。

活動建議事項有三：1. 當組員在唸讀詩句

時，全組須安靜聆聽，唸完才可繼續遊戲；2. 提

醒學生在唸讀詩句時，以小組成員可聽到的音量

為主，儘量不影響他組遊戲進行；3. 提醒學生若

棋子走到白色有圖的格子，可再擲一次骰子，若

再次走到白色有圖的格子，只要唸一次詩句，不

必再擲骰子。

本活動的教材工具共四項，應確認學生分組

人數，並且檢視遊戲附件之數量如下：1. 印製好

棋盤的西卡紙（長寬比＝ 6：5）：每組 1張；2. 計

分紙：每組 1張；3. 骰子：每組 1枚；4. 不同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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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筆蓋：每組 4個。

如果隔壁班老師也想自製一個棋盤，以下是

我們提供的製作步驟：

→ 棋盤格子的組成、數量（全部共 40格）：白色有

字的格子共 10格、黑色有字的格子共 18格、白

色有圖的格子共 8格、紅色「START」起、迄點

1格，位於右下角、紅色「喘口氣」共 3格分別

在右上角、左上角、左下角。

→ 棋盤中央均分為四：左上有遊戲規則說明，右下

完整書寫〈夏夜〉詩句；右上和左下分別畫出

「醒著」的四個角色：「南瓜」、「夜風」、「小河」

和「螢火蟲」。

→ 在紙製棋盤中央下方剪一刀，依序收摺後的大小

僅原來的四分之一，寫上班級、成員名單、組別

等資訊，以利後續使用。（圖 10）

除了教學，老師還可以這樣堅持！

今年的教師節到底該放假還是不該放假，形

成一片輿論喧嘩。寫這篇文字時，正是 105年 9月

28日，由於梅姬颱風來襲，二十二個縣市全數停班

停課，我和全國的老師們一樣，在教師節放了一日

「颱風假」。我常常提醒教育大學的實習老師們，要

創造一個能與孩子一起成長的環境，而玩遊戲是一

個很好的出發。不過設計遊戲耗時費工，往往需要

賠上老師的一整個暑假來製作和試玩，如此一來，

還真讓人捨不得在學期中間多放一天假。提到老

師，丁丁的國文課本第七課〈紙船印象〉的作者洪

醒夫曾經是我的老師。小學時，我的級任廖月錦老

師是學年主任，因此我們班總是分派有幾位從台中

師專來校實習的老師。記得洪老師到班上來的第一

天，小朋友們聽了他的自我介紹，都掩著嘴偷笑，

就是因為他的本名「洪媽從」太奇特，所以在那麼

多來來去去的實習老師中很難讓我們忘掉。一直到

我進入教育大學任教，從校園藝文步道「師道‧

詩道」的中師校友「洪醒夫」光柱名牌獲知，原來

我當年的實習老師「洪媽從」在教學之餘，筆耕不

輟，後來成了一位有名的作家。現在我也走在教書

這一條路上，多年來，還能利用課餘的時間創作，

並將其融入教材教具中，也算是從洪老師身上模仿

來的一點「堅持」。藉此文，表達我的感念之心。

（本文圖片提供：蕭寶玲）

延伸閱讀

康軒文教事業（2016，9月）：國中國文課本第一冊（1上）：第一課‧夏
夜，5-16。新北市。

王金選著、曹俊彥圖（1991）：紅龜粿。台北市：信誼。
林良著、鍾偉明圖（1988）：創作兒歌：鱷魚橋。台北市：台灣麥克。
華霞菱著、張振松圖（1991）：顛顛倒。台北市：信誼。
謝武彰編著、王金選圖（1988）：傳統閩南兒歌：火金姑。台北市：台灣
麥克。

謝武彰著、陳光輝圖（1988）：創作兒歌：小松鼠呼嚕呼嚕。台北市：台灣
麥克。

音樂光碟

陳中申（2005）：夏夜。收錄於《永遠的楊喚》（CD）。新竹：和英。

  9   師資生、實習老師與在職
教師多次進行遊戲操作與
測試。

10  收納棋盤的方式。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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