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分享經驗與感觸之外，家長若能趁機帶一點背景知識或延伸
的關懷，相信更能擴大孩子的視野(孩子也會覺得：原來我的爸媽
還不賴嘛！)，或者能丟一些問題與孩子一起思索，那麼看電影眞的
就比在課堂上的課程來得收獲大了！

挑選適合的影片，佈置一個安靜沒有干擾的觀
賞環境是最基本的條件，假如看完之後，家長可
以率先，以自然而不說敎的方式，感性地先分享
自己與電影相關的經驗，然後耐心地(亦即不要
「逼迫」孩子發表心得或寫紀錄單)等待，讓孩子
分享他的感想(為什麼要耐心的原因是雖然孩子
感受能力很強，但是往往表達能力不足)。

李偉文 / 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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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有機會邀請更多孩子一起看電影並且共同討論，
效果一定會出乎大人想像。

多年前我準備寫有關親子共看電影的書前，就曾試著導讀過將近二十
場親子電影讀書會，每一場參加成員的背景都不一樣，因為我想了解
對於不同年齡，住在不同區域或不同經濟條件或不同知識準備的孩
子，觀察這些南轅北轍的孩子在電影討論會中的表現。結果都令人非
常滿意，也使我更加確信影像的影響是沒有門檻的，與文字書本的閱
讀必須有基礎的準備很不一樣。

看完電影後，我稍微說明一下
影片的背景知識(約10分鐘左
右)，然後先丟出二到三個問題
(其中至少要有一個是開放性的
問題)，然後將孩子分成三組，

每組二至四人(因此參加的孩子
以六至十二人為限)，要每一組
孩子先討論，然後發表小組的
意見，第二階段是重頭戲，準
備大海報要各組提出問題寫在

團體討論的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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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在團體討論時的進行方式



如何為孩子挑選適合的電影？Q1.
孩子的心靈就像白紙一般純淨，因此，提供給
他們的任何內容，父母親必須審愼的做選擇。

我不主張給學齡前的幼兒看太
多恐怖、負面的電影，因為這
個時期的孩子正在建立自己的
認知基本架構，這些內容都會
影響他將來對世界的看法。

對於小孩子來說，電影最好有
比較正面的內容，同時最後一

學齡前：選擇正面光明的影片

海報上，事先也聲明這是比賽，
看哪一組提的問題最多，有獎
品，這可以激勵他們動腦筋思
考。因為我們的孩子長愈大，
愈失去提問的勇氣，也沒有能
力提出好的問題，因此必須用
團隊競實的壓力逼孩子練習。
家長另外成一組同步進行。小
組時間不要太長，大約只要15
至20分鐘即可，然後全部孩子
集合由我主持，以小組方式發

參與的家長除了在一旁觀察，
透過孩子在團體中的表現瞭解
自己孩子的另一面之外，也可
以協助回答問題或管理秩序，
以及幫忙紀錄有趣及精彩的問答。

表討論結果，同時視情況輔以
小組為單位搶答計積分的方式
鼓勵大家發言。

以下是許多家長常提出的問
題，分項目簡單答覆

定要有圓滿美好的結局。劇情
可以很緊張，也可以有壞人，
但是不能夠太壞，最好沒有眞
正傷害到任何一個好人。當
然，不能太暴力、太血腥，不
能太殘忍。此外，也可以思考
一下，這部電影除了好看、娛
樂效果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更
深刻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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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一定要陪孩子一起看嗎？Q2.

時還是一味地塞給他一些正
面、夢幻的內容，他會覺得：
「你們根本在亂講！」這時反而要
用一種比較誠懇的方式，與他
們討論電影中提及的議題。

到了靑春期，電影的選擇又不
太一樣了，因為靑春期孩子的
認知基本架構都已建立得差不
多了，而且會開始對事情產生
進一步的思索與懷疑，如果此

一部電影到底適不適合孩子，
父母沒有看過是不會知道的，
在陪孩子看電影的過程裡，也
可以從旁了解孩子對事情的反
應，並且加以引導，對於影片
中不愼出現的負面內容，也能
夠立即做一些彌補性的處理。

通常孩子看電影時是不可能讓
父母播一段、停一段的，所以
家長最好自己先看過影片一
次，事先把想討論的問題記錄
下來，否則陪孩子看完電影後
很可能忘掉，以致於無法與孩
子分享心得。

眞實世界裡學習謀生相關技能
的時間，也會越來越分不淸眞
實與虛擬的界線。

缺乏父母陪伴、一起接觸影像
的孩子，讓孩子自己上網看影
片，很容易不知不覺花越來越
多的時間在影像上，久而久之
形成固定習慣，不但排擠了在

靑春期：誠懇討論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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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營造適合
觀影的環境？Q3.

如何與孩子討論劇情？Q4.

為了要讓孩子順利融入電影情
境，佈置一個不受干擾的觀賞
環境是最基本的條件！

就像在電影院看電影一樣，用
投影機或大螢幕，同時大家都
把手機關機，電燈也要關掉，
音響的聲音可以稍微大一些，
把劇情的情境塑造出來，孩子
會更加投入其中。

看完電影，千萬不要趁機對孩
子「說敎」，尤其靑春期的孩
子，最討厭父母師長正經八百
地討論什麼大道理，他們習慣
以笑謔、打鬧、看似隨意的話
語，來傳達自己內心的憂慮、
恐懼或徬徨。

此外，爸爸媽媽也不要一看完
電影就急著逼孩子說出自己的
心得，若像學校上課一樣，每
看一部影片就要報吿感想，孩
子會覺得有壓力而討厭跟父母
一起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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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電影、分享心得…然後呢？Q5.

父母可以率先以自然不說敎的
方式，感性地分享自己與電影
劇情相關的經驗，甚至是當年
的糗事或荒唐行徑，然後耐心地
等待孩子主動分享自己的感想。

此外，對於稍大的孩子，父母
還可以針對電影內容說明一些
背景知識或延伸議題討論，擴
大孩子的視野。

當電影中出現一些超出孩子生
活經驗範圍以外的事物時，爸
爸媽媽可以利用空閒時間想辦法
讓孩子接觸眞實的事物，例如：

在電影中看見老虎，家長可以
在假日帶孩子到動物園去看眞
實的老虎，孩子才不會永遠都
以為老虎就像卡通裡的「巧虎」
那麼小，這是學校老師很難做
到的部分，也是家長應該好好
發揮的地方！

這麼一來，將來孩子在其他媒
介上看到老虎的形象時，腦海
裡就能很快地連結上眞實老虎
的樣貌，在孩子小的時候多增
加各式各樣這類的連結能力，
孩子以後的學習能力也會更
強、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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