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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共讀

讓孩子選一本喜歡的故事書，暫且放

下生活的煩瑣事，擁著孩子，投入聲線，

開始說故事時間吧。別忘記，最後一定要

給孩子大大擁抱呢！

跟孩子說故事其實不用擔心技巧。只

要父母說得投入，孩子也會聽得津津有

味。認字和說硬道理不屬故事內容，不要

混起來啊，會令孩子閉上耳。

「親子共讀」是什麼？就是家長跟孩

子共同的世界、親子之間的親密語言。

親子 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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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抱持謙虛的心，與孩子一起感受與學習。很多家長深知
閱讀的好處，卻沒有好好跟孩子一起閱讀。

•  緊記「不說道理，只說故事」－－閱讀不是跟孩子急著學認
字，而是要跟孩子一起享受故事帶來的樂趣，再慢慢分享字
句背後的意思，並思考書中的智慧。

•   家長以身作則勝過一切硬道理，與孩子一起將書中智慧應
用到日常。

•   家長跟孩子說故事過後，無需急於要求孩子作回饋，反而
來一個大大的擁抱，為彼此留下美好的共同回憶。

•   為孩子選書時，需要尊重孩子的個人能力與喜好。即使孩
子不斷要求重複看同一本書，家長亦可以運用不同的語氣
和想像力來演繹，不必拘泥於孩子閱讀圖書的數量和種類。

•  從孩子的角度盡心陪伴，也許會更加了解孩子的需要。

菜姨姨，原名彭蔡淑玲；廿多年
前，她眼見不少孩子渴望聽故事，
不過父母卻未必有時間為子女說
故事，感到十分可惜。當她為自
己子女就讀的小學擔任故事姨姨
時，索性披上綠圍巾，化身大白
菜，走入學校再進社區，不停為
小朋友講故事及推廣親子共讀。
同時積極培訓故事爸爸媽媽，薪
火相傳，團結力量，一起捍衛「每
個孩子都有聽故事的權利」。

【菜姨姨的話】 
爸爸媽媽，想要你知道：

每天說故事給孩子聽、解答家長的各種疑問。其實，菜姨
姨也想說個故事給家長思考：

充滿傻氣的皮杜妮有天撿到一本書，她想起聽過農場主人
的一句說話：「有書又愛書的人，就有智慧」，便把這本書當作
寶一樣，到哪兒都帶著它。她愈來愈驕傲，脖子也愈拉愈長，
其他動物們看她神態不一樣，認為她可能變聰明了，有任何問
題都請教她。

熱心的皮杜妮總是樂意效勞，但卻愈幫愈忙。最糟的一
次，她把寫著「鞭炮：危險」的盒子說成是「糖果」，害得動物
們全都受傷了。皮杜妮終於明白，自己心中「愛書」，卻從來
沒有打開閱讀。

「光把智慧夾在翅膀下，是不管用的，

還得把書裝進腦袋裏才行。」
《傻鵝皮杜妮》

給爸爸媽媽的故事
該抱着怎樣的心態 
跟孩子共讀？

傻鵝皮杜妮
著、繪：羅傑 ·杜佛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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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姨姨心水之選
「家長可透過書本為孩子建立全人發展的知識寶庫，但重點不

是『數量』，而是『愛』。透過故事彼此分享、一起擁著看書，除
了孩子感受到父母給予的安全感和滿滿的愛，家長亦從中不斷學
習。當孩子長大成人，親子之間都會感覺到那溫馨的關係及生命
的豐盛。」

菜園愛書
著：菜姨姨、繪：黃志民
書中不同小蔬果都同樣愛書，他
們各有所好，讀書時的表情都是
滿足的，鼓勵小朋友與書結緣。
另可作玩具書，尋找書中隱藏的
菜姨姨公仔身影，鼓勵孩子形容
有關圖畫；另一方面學習形容詞
及各式蔬果。 Color Surprises

著、繪：Chuck Murphy

這本玩具書充滿豐富的機關，鼓
勵孩子認識顏色和事物。尤其適
合專注力不高，需要多點刺激的
幼孩。由於幼孩未懂掌握力度，
有時或會過份用力翻開機關，菜
姨姨提醒家長勿因而收起圖書或
制止孩子，可捉著孩子的手一起
探索書內有趣的世界。

Hug Time
著、繪：Patrick McDonnell

《Hug》是講述父母給孩子的愛，
這本《Hug Time》則是教導孩子
將這份擁抱帶來的力量給予其他
人，用擁抱將世界變得更美好。

Hug
著、繪：Jez Alborough

非常簡單的故事：各種動物身邊都
有父母，一起擁抱。與父母失散的
小猩猩也焦急找回父母，最後大團
圓，一起抱抱。整本書只不斷重覆
一詞：「HUG（抱抱）」，家長可模
仿故事內的表情和聲線，最重要是
擁抱孩子！

超人咚咚和 
超人噓噓
著、繪：  Eunice Moyle、 

Sabrina Moyle

想要教導孩子有關生活上的認知，可
利用有趣的故事幫助，成效絕對比硬
道理優勝；這方法適用於任何歲數的
孩子。如孩子需要學習如廁的事，這
本書十分適合。

幸運的內德
著、繪：Remy Charlip

孩子升小學後難免面對挫折，這本
書可讓孩子明白沒有所謂幸不幸
運，只要自己準備充足，面對不幸
亦可化險為夷。

爸爸媽媽還愛我嗎？
著、繪：cowrice

直接而真誠的表達出孩子面對父母
離異時的憂慮，並且帶出出路，安
撫孩子迷茫的心。香港出品，畫入
藍屋、電車、渡海小輪等香港特色
面貌，讓父母看得更親切，亦幫助
孩子認識社區。

適合孩子的好圖書

菜姨姨強調沒有「必讀清單」， 

亦沒有硬規定孩子到某階段必須看什麼書， 

家長選書時應先閱讀書本判別內容， 

根據孩子的興趣和性格特質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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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什麼是家庭間的「大象」？
答：  英文有一諺語「elephant in the room」，意

指問題就在眼前，卻因為太棘手、太令人難
受，人們不願意觸碰，甚至裝作看不見。

  孩子與家長的心中，或許存在「對方應該要
知道，但不知怎樣開口」的秘密。這些秘密
可能是孩子其實不想參加某活動、疑惑父母
偏心弟妹、甚或是經歷父母吵架、離婚、家
暴、喪親等的不安。

  孩子心中的擔憂未得解決，就像多了一頭大
象擠進家裏，大刺刺地擋在父母與子女之
間，大人往往希望孩子最好甚麼都不要知，
孩子卻誤以為自己做錯甚麼引致這些狀況。
每個家庭都可能有「大象」；安撫孩子，誠實
始終是最好的對策。

問：  怎樣開口好呢？這是最令
人遲疑的問題。

陳：  繪本最後的話：「原來把話說出來，沒想像
中可怕。」幻想出來的恐懼，永遠比現實嚇
人。感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副教授曾潔雯博士及臨床心理學家何念慈女
士為我們撰寫導讀，她們提出了一些實際的
提醒和示範，所以導讀部分不可錯過呢！

蘇：  繪本的其中一個魔力是：平常不會提起的事，
在故事的溫柔氛圍下，跟隨故事內容，自己
和孩子能夠一言一語的聊出來。

驅走家中「大象」
借繪本力量
說出隱藏心底的秘密

繪本的力量溫柔而強大，新鴻基地產贊助並由社聯策劃的
「新地雨後彩虹計劃」亦借用繪本的力量，邀來傳媒工作者陳琴
詩和蘇美智擔任作家，夥拍繪者多重創作人徐羨曾，推出《我家
來了一頭大象》，幫助家長和孩子坦然抒發感受，共同渡過家庭
突變的低谷。故事後的導讀部分協助家長思考如何將事情告之
孩子，放下彼此肩上的重擔，讓一家人有力氣攜手向前。

陳琴詩 ( 左 )、蘇美智 ( 右 )

答：陳琴詩、蘇美智

問：  你們都是愛繪本的媽媽。
繪本為什麼這樣重要？

陳：  我覺得繪本是子女面對紛擾世界的「防疫
針」，從中吸收的價值觀滋養著成長。《我是
獨特的》是我們家已「入心」的書，堪稱「家
訓」。現時什麼都說「起跑線」，唯獨你知道
自己的寶貴與強弱，這樣已經好足夠。

蘇：  繪本是一道橋連結親子，讓彼此溝通與了
解，從孩子選書已是一種了解；繪本是溫柔
和希望，是開放的，大人和小孩所看所感可
能不同，不同時間看有不同的體會。

陳： 對，繪本就如「種子」，每個孩子對每本繪本
的領悟都有自己的時間。你不會知道何時開
花，但開花之日就有威力。

蘇：  想起我的兒子。聖誕節那段時間，他養了好
多年的小鳥病情反覆，他最後一次摸到小鳥
又冷又硬的身驅，意識到牠的離去，抱在手
心中一直大哭。到他冷靜下來，我跟他說
我想起一本書－－《活了一百萬次的貓》。故
事中的貓活了一百萬次，歷盡死別仍面容不
改，到最後一次貓終於感到傷心，因為他曾
經認真付出過。這故事我們之前說過很多
次，那一刻就如「叮」一聲，兒子感受到也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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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繪本的勇氣

來玩角色扮演的遊戲！被欺負的小猴子，
要勇敢的對獵豹說「不」，跟小猴子一起說一
次吧：「請不要再用這麼惡劣的方式對我了！」

女兒性格內斂，媽媽 Alison 擔心女兒會被
欺負，於是跟孩子讀《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
讓女兒一旦遇上同類事件，會懂得怎去處理，
而且有勇氣去說出這一句「不」。女兒起初表
現彆扭，多試幾次漸放得開，還扮演不同的
小動物。Alison 笑稱這是「Book therapy」（書
本治療），孩子每天聽故事，每天消化和吸收
故事，日子到了成效自然發揮。

車廂內的舞台劇

暫且放下去年的
最愛《星球大戰》系列
圖 書，3 歲 半 男 孩 子
Ethan 最近最喜愛的圖

書是《睡公主》。在家時叫爸爸媽媽讀故事，坐車時聽影音光碟，
有趣的聲音演繹逗得 Ethan 一直咯咯笑，還要跟爸爸媽媽一起
玩角色扮演，媽媽做公主、爸爸做王子，自己則做黑女巫，裝
模作樣唸起台詞，一家人玩得哈哈笑。

怎麼要去規定公主系列只是女孩子讀的書？其實故事有趣才
最重要。怎麼要擔心是否將故事說得動聽？只要擁著孩子讀故
事，想要更有趣可以鬼馬扮聲，就是親子間最快樂的故事時光。

媽媽的童年往事

媽 媽 Anna 愛 說 故 事，
女兒恩恩愛聽故事，尤其是
媽媽記憶中的童年往事。恩
恩每問多一點，Anna 再說
多一點。繪本與媽媽的童年
事，讓恩恩和媽媽公公婆婆
緊緊的抱在一起，在簡單而
快樂的時光栽下愛的種子。

讀完台灣繪本作家劉
伯樂的《我砍倒了一棵山櫻
花》，Anna 帶恩恩到自己幼時的居住地上海街走走，公公婆婆
細說街道今昔之別。公公是裁縫，恩恩聽媽媽讀了另一台灣作
家林小杯的《喀噠喀噠喀噠》，到公公婆婆家特意細看陪伴媽媽
成長的「喀噠喀噠」衣車。恩恩想像著媽媽小時候的生活，感覺
又親近了媽媽再多一點。

秘密語言

每晚睡覺前 15 分鐘的床邊時間，是辣椒
一家說故事的親密時光。說故事不一定要拿
著實體書，有時天馬行空的創作也讓兩位孩
子聽得著迷，一言一語加入創作。

讀過的書，是親子之間的親密語言。生活
上遇到某情節，甚或是挫敗，辣椒爸爸會對
孩子說：「咦，不就是像某書中的故事嗎！」
一個書名，猶如心有靈犀的代號，勝過一句
接一句的道理。

有人覺得，孩子看完書要識字；辣椒爸爸
更在乎與孩子聊得天南地北的相處時光。

「共讀」是 ...
家長與孩子的親密時光

社區資源

書伴我行
作為提倡親子共讀的非牟利機
構，書伴我行 ( 香港 ) 基金會為捐
贈者和非牟利機構作配對，在幼
兒園、幼稚園、社區中心、醫療
機構等設置書架及書包圖書館，
提供高質素、適合不同年齡的兒
童閱讀的中英文書籍。同時舉辦
「兒童啟蒙老師訓練項目」，協
助家長及幼兒工作者把與共讀的
習慣融入生活中。

安徒生會「童話夢工場」
位於黃大仙竹園的中心備有逾千
本圖書，也有為家長及學校而設
的故事資源套，供會員免費借閱。
另外亦會為家庭提供親子閱讀活
動，促進區內親子和諧。

香港小童群益會「繪本圖書館」
於香港、九龍及新界共 9 個服務
單位設有「繪本圖書館」，館內
蒐集了近千本從國內及國外精選
的兒童繪本，另不時舉辦繪本閱
讀活動，鼓勵家長與孩子一起閱
讀，透過繪本認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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