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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析 

                                                                    魏金財 

    楊喚(1930--1954)，民國四十年代的詩人，早逝，享年二十五歲 

。他幼年失母，父親再娶，童年靠年邁的祖父母艱辛撫養長大。祖父 

母去世後，他隻身離家去初級農校住宿就讀。十七歲即開始了流浪的 

生活，由家鄉南下到天津，再由青島而廈門最後到台灣。或許由於童 

年失卻了愛，便想給普天下的孩子增添更多的愛。抵台後他開始以「 

金馬」的筆名發表兒童詩，成為台灣兒童詩的開創者。他的兒童詩充 

滿了豐富的想象、溫馨的愛和神奇的美。<眼睛>是其中的一篇。 

    眼睛，一般人常會用「靈魂之窗」來比喻，然而楊喚在這首詩裡 

，不直接說眼睛，卻從眼睛的閉闔，和各種動物的眼睛特性，來說一 

些事。在這首詩裡，眼睛有很多的喻意，眼睛的閉闔也有很多的喻意 

。眼睛的開閉，可以表示迎接和排斥、精進和退縮，也可以表示光亮 

和黑暗、生與死。在詩裡到底他的含意是什麼，正是閱讀者所要挖掘 

的。鼓勵兒童去想像，透過聯想去生成意義出來。 

    在這首詩裡，最末兩句的「書」和「蚌殼」也是很有意思的，他 

用這些東西來擴展詩的意象和意義。「書」是一個隱喻，代指生活中 

的各種遭遇，闔上的「蚌殼」，也是一個隱喻，代指生活者是在關閉 

自己的心，拒絕和對外溝通，關閉的心不是就是死的心了嗎？蚌的形 

象和眼睛也很接近，蚌的開闔和眼睛開闔也具有共指的含意。在詩裡 

，有很多「雙重、多重」的意思，有人可能看到詩裡呈現孤兒的心情 

，有人可能體會到作者鼓勵孩子的用意。有人可能認為裡頭充滿活潑 

明朗的氣息，有人可能認為那裡充滿著哀傷和無奈的氣氛。這些感受 

，是詩所提供的空間，讀者可以優遊於這個空間，建立想像的國度。 

    詩的美感，基本上可以分為直覺式的美感和理解性的美感。哪一 

種詩用哪一種方式來欣賞，並無固定的約束力量，也無一定的規準， 

欣賞者要用哪一種方式來欣賞，也無強迫性。因此從欣賞的角度來說 

，這兩種方式是可以並存而不相背的，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角度 

來說，然而就教學來說，讓孩子學到更多的欣賞方式，是教學的任務 



，也是孩子進入學校的目的。 

    直覺是對整體的一種概括統覺，可以依不同的概括方式，形成各 

種意象，因此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間的轉換，換句話說就 

是一種流動性。理解是一種分析後的統覺，再透過綜合各個細節的關 

係，所形成的意象，這時所形成的意象較為單一，所以是一種固定式 

的，雖然這種固定式的可能空間縮小了，但卻可以把這些流動的意象 

凝聚在一起。因此，直覺的流動性大，相對的也不容易保存太久，理 

解的凝聚性雖然單一，但保存的機會較高。 

    為了讓孩子學到更多的欣賞技能，本篇文章中的教學活動，筆者 

著重在理解性的美感欣賞教學。提出這樣的教學活動，並不排斥直覺 

性的美感欣賞教育，因此教學時，仍可鼓勵兒童提出這種欣賞角度， 

並希望兒童融合這兩種欣賞技能，領會詩中更多的含意。 

 

教學提示 

    本活動設計採單一重點式，就這個重點提供給教學者參考，其餘 

未提出的教學活動譬如：詞義、句子、段落、篇章，欣賞、創作，討 

論、報告等並非不重要或不要進行教學的活動。由於這些活動在各篇 

文章中有普遍的通性，因此不再一一列舉說明，教師在使用本教學手 

冊時，需注意到這個立論出發點。 

 

教學重點一：畫腦圖----使用非語文的形式來思考，建立形象思維的 

            能力。 

教學說明：在學習過程和結果中，除了使用語文的符號碼來思考、理 

          解以外，還必須使用非語文的符號碼，這樣思維、想像、 

          理解的層次就會更高，學習、記憶的效果也會更好。一般 

          人平常比較傾向用語言來思考，而忽略了使用非語文的圖 

          像、圖表、概念圖、語意網路來思考。使用這些非語文的 

          符號來思考，就是一般常說的形象思維，及早訓練兒童這 

          種能力，對兒童的創意、理解、問題解決都有很大的幫助 

          。 

活動提要：利用腦圖來理解、思考、想像、欣賞。 



  1.左圖是透過成像、立像、組像、造像等過程，慢慢形成的初步總 

    結情形，擺在這個位置提出來，目的是為了後續活動說明的方便 

    。在實際教學活動中，由於學習者領會的情形不同，不一定要和 

    此圖相同。此活動的重點在讓學習者能學到這個技巧，幫助自己 

    進行閱讀思維，並在閱讀中引發形象、意象、意境的生成，或是 

    使用這種技巧，用於寫作的謀篇、佈局，或是運用於打草考、聯 

    想、組織之上。以下各階段的活動包含了朗讀、默讀、沈思、討 

    論、提問、回答等師生的共同活動。 

 

                        媽 媽 在 

 

          開  亮  太陽  暖  天空  開闊  自由  愉悅       開  活的 

    眼睛                                             蚌 

          閉  暗  月亮  冷  地洞  閉塞  約束  鬱悶       閉  死的 

 

                        媽媽不在 

 

  2.帶領兒童探討的過程中，可以從眼睛開、閉的對比，以及個別從 

    眼睛開、眼睛閉兩條聯想線來想。也可以先開放讓兒童自由聯想 

    ，然後將兒童這些想法歸納起來，再透過歸納的軸線來發展，像 

    上圖那種方式。 

  3.形成這種腦圖的初階，可以先從文章中找出各種的景象來想，例 

    如： 

            開 

     眼睛 

           閉 

  4.第二階段可以分兩線聯想，例如： 

     .先從眼睛開的單獨情境來想，次序可以不拘。 

 

          眼睛    開    亮    太陽 

 



      ..由眼睛開，聯想到可以看見亮，由亮聯想到有太陽。 

      ..再慢慢增加到 

 

         眼睛   開   亮   太陽   暖   天空   開闊   自由   愉悅 

 

      ..由有太陽聯想到暖活、熱，由太陽高掛在天空聯想到天空， 

         又由天空的景致聯想到開闊，由開闊聯想到可以自由活動 

         ⋯⋯。 

      ..以下的聯想活動依此類推，不再贅述。 

     .或是從眼睛閉的單獨情境來想，次序可以不拘。 

 

          眼睛   閉   暗   月亮 

 

         再慢慢增加到 

          眼睛   閉   暗   月亮   冷   地洞   閉塞   約束   鬱悶 

     .或是從眼睛開、閉的對比情境來想，次序可以不拘。 

               開  亮  太陽 

         眼睛 

                閉  暗  月亮 

         再慢慢增加到 

             開  亮  太陽  暖  天空  開闊 

         眼睛 

               閉  暗  月亮  冷  地洞  閉塞 

  5.第三階段可以綜合、歸納兩種情境，例如： 

     .這些情境在文章和生活中，可以說是「媽媽在」的情境。 

                        媽 媽 在 

            開  亮  太陽  暖  天空  開闊  自由  愉悅 

      眼睛 

            閉  暗  月亮  冷  地洞  閉塞  約束  鬱悶 

                        媽媽不在 

     .這些情境在文章和生活中，可以說是「媽媽不在」的情境。 



  6.第四階段可以再回到眼睛的形象，和蚌的形象，兩種情境聯想， 

    例如： 

            開         開 

      眼睛         蚌 

            閉         閉 

     .蚌的外形和眼睛相似，眼睛內有眼珠，蚌殼內有蚌珠。 

     .蚌也有開闔的動作，眼睛也有睜閉的動作。 

            開        開  活的 

      眼睛        蚌 

           閉        閉  死的 

     .再增加到，蚌能開能闔表示活的，眼睛能睜能閉也是活的。相 

      反的，一直保持開或閉同一個動作的，必定是一個沒有生命的 

      東西。 

     .透過開閉動作的相似，以及形象相似的聯想，把兩種原本無關 

      的東西（眼睛、蚌）接合在一起。想想這樣的安排是什麼意思 

      ？有什麼用意？ 

  7.第五階段是填補遺漏訊息活動：利用前面四個階段活動所建構的 

    基模，進行訊息、意義、關係的補充。換言之，前面畫腦圖的活 

    動中，聯想的向度可能是直接或集中某一個情景、意象上，因此 

    ，某些仍有意義的訊息或事件，會暫時被遺漏、忽略或擱置下來 

    。當初步的腦圖後，仍必須重讀文章，檢視忽略掉哪些可以豐富 

    內涵的訊息。例如：重讀文章後，這張腦圖中有關的人物還有貓 

    、老鼠、麻雀、燈、窗、書本等沒有納入，有關的情狀還有晚上 

    、靈活、飛、唱歌、寂寞、快樂、歡喜、散步、又黑又濕、微笑 

    、愛、懶洋洋、頭痛等未納入。如何把這些必要或可能的項目放 

    在這個腦圖上，使得整首詩的意象更豐富，可以讓孩子再進行加 

    深加廣的欣賞活動。 



     .以群集並列的方式，加深加廣。 

                         快樂的 

                        媽 媽 在 

                  白天  又藍又亮  散步   飛   唱歌 

          開  亮  太陽  暖  天空  開闊  自由  愉悅       開  活的 

    眼睛                                             蚌 

          閉  暗  月亮  冷  地洞  閉塞  約束  鬱悶       閉  死的 

                  夜晚  又黑又濕   懶    躲   頭痛 

                        媽媽不在 

                         寂寞的 

     .把相關的詞放在一起，可以感受到情境更豐厚，動靜的效果更 

      明顯，有媽媽在的孩子和媽媽不在的孩子他們的遭遇更具體， 

      兩種情感的張力也更大。 

     .打開窗子、打開書本、打開路、打開燈和打開眼睛有一樣的效 

      果，關上窗子、闔上書本、不走路、息掉燈和閉上眼睛也有類 

      似的情景，這樣，詩的感染力和氣氛也加大擴展了。 

                          快樂的 

                        媽 媽 在 

                  白天  又藍又亮  散步   飛   唱歌 

          開  亮  太陽  暖  天空  開闊  自由  愉悅       開  活的 

    眼睛      窗子  書本  路  燈                     蚌 

          閉  暗  月亮  冷  地洞  閉塞  約束  鬱悶       閉  死的 

                  夜晚  又黑又濕   懶    躲   頭痛 

                        媽媽不在 

                          寂寞的 

 

     .上圖是經過幾個探討、聯想活動過程分段完成的，因篇幅關係 

      無法一步一步列示出來，教學時，可以比對圖示間的差異，看 

      出每個過程出現的一些東西。切記！不能將這合寫而成的圖示 

      一次就揭露出來。 

 



  8.最後一個階段，可以回到一般的生活情境，以及擴充想到的生活 

    例子，引發出本詩所要傳達，或讀者建構出來的一種意境，例如 

    ： 

          生活會遇到一些不順心、不遂意的事，不能推縮畏怯，必 

      須鼓起勇氣，勇敢精進。 

          生命不會只是長長的白晝，也不會都是漫漫的長夜，有喜 

      有悲，有愛有恨，有順有逆⋯⋯這些編織出炫麗光彩的人生， 

      這也是真實的人生。 

     .讀者經由這些想像、聯想活動，加上個人生活經驗，就賦予了 

      詩的意義和情感。 

  9.透過前述的活動，討論彼此從文章中體會到的情感、觀點或想法 

    ，和別人分享，也藉這個機會學學他人鑑賞詩歌的技巧和方法。 

 10.上述所有的聯想活動，雖任由孩子去聯想、解釋，但有一點必須 

    注意到的就是：所有的聯想和詮釋，必須是有根據的。換句話說 

    ，不能漫無天際隨意的聯想，聯想出來的東西，必須是從文章內 

    可以合理推導出來的。這樣的要求，是因為閱讀文章----本文的 

    詩「眼睛」----可以有不同的詮釋，但卻不能有所誤解，更不能 

    將文章中的詞義曲解。這點在教學時必須注意到，注意的方法是 

    ：要求孩子在聯想、詮釋時，必須能夠合理的說出，他所說的一 

    切，可以從文章中找到哪些依據。 

 

教學重點二：利用所畫的腦圖為基模，做擴充性的想像。 

活動提要： 

  1.由相似物的動作聯想，例如： 

            開        開 

      眼睛        窗 

            閉        閉 

    或是 

            開        開 

      眼睛        花 

            閉        閉 



  2.由上述的腦圖再擴充出來，例如： 

     .由「眼睛」是心靈的「窗」聯想起。 

     .由花開散放芳香，聯想和藹的眼神。 

  3.由第五階段補充建立的窗子、書本、一條路、燈和眼睛的比擬， 

    可以擴充發展出如：勇敢、 

  3.經由這些擴充想像活動，可以安排學生自由聯想，完成更大的腦 

    圖，然後再把腦圖轉寫成文章，分享給其他同學欣賞。 

 

教學重點三：利用作者的風格為出發點，做深入的閱讀。 

活動提要： 

  1.蒐集楊喚的其他詩篇來閱讀。 

  2.閱讀有關楊喚身世、作者介紹的文章，瞭解楊喚的背景。 

  3.從作者的風格和作品兩種角度，回頭再看看眼睛一文，看看又能 

    說些什麼內容。 

  4.討論閱讀者欣賞的角度，和從作者風格的角度，兩者間在閱讀理 

    解、欣賞上的差異。 

 

補充資料 

 

附記：本教學活動，原預定在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於中等教師研習會 

      之「模組化教學」的時段提出，因時間關係未克當場說明，故 

      在此特別補充說明，您可以以此對照會場上的說明和教學活動 

      間的關係。 

 

附錄：楊喚的其他詩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