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時間: 2011.09.17 下午2:00

地點: 慈濟中壢園區 桃園縣中壢市環中東路701號
主辦單位: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協辦單位: 大愛電視”地球的孩子”節目

故事屋來到桃園中壢慈濟園區囉，平常只能在電視上
看，9/17(六)下午請大朋友小朋友一同來現場體驗。
故事屋創辦人故事爸爸張大光，將會跟兩位故事主角
心誼及旻諼，一同告訴您幸福在哪兒。敬邀您來度過
一個輕鬆又有意義的週六下午。



大愛電視台「地球的孩子」節目年度新改版，

從一月三日起，邀請唱作俱佳的故事屋創辦

人張大光先生主持，以說書人角色，將攝影

棚當作「活動故事屋」，將節目營造彷如電視

繪本般，希望吸引孩子的眼光，並帶著他們

走進真實的世界、感受世界、擁抱世界，成

為親子共賞的快樂節目。  

 

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既然要做〈地球的孩子〉，就希望孩子能用他們自己的心眼看世界，因此用孩子的眼光製作節

目，變成這個節目很重要的中心思想。〈地球的孩子〉製作人林慧芬解釋：「原本『地球的孩

子』是以半小時的兒童紀錄片為主，現在改用說故事的方式，就是要吸引小朋友的專注力，

有興趣看完所有內容，也給父母一些啟發；以說故事的方式，更能帶孩子瞭解世界其他角落

的兒童人生故事。」  

 

只有小朋友能守在電視機前看故事，節目才能成功。因此，原本主旨是「見苦知福」的兒童

紀錄片，加入了說故事的元素，有了不同的面貌，同時他們不低估孩子的想像力和理解力，

讓孩子用他們的感官去認同故事，然後發現其中的意涵。 

 

節目需要透過一個擅於小朋友語言的說書人，替

「見苦知福」的故事和小朋友之間搭一座橋梁。

經過尋尋覓覓，製作團隊找到了「故事屋」的主

人張大光先生，小朋友口中的「張爸爸」是故事

屋的創辦者，說故事給小朋友聽的資歷超過了十

年以上。 

 

製作團隊在攝影棚內創造一個活動的故事屋，透

過世界各地發生的真實故事，充實孩子的心靈，

培養孩子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和良好品格。 

 

讓孩子體驗故事主角的生活 

 

「和小孩講話的方式，要輕鬆逗趣，要會自嘲，吸引小朋友注意力，小朋友就跟著你的故事

走了。」張大光說明他的主持風格。像他在第一集說陳心誼的故事，開場白是和小朋友談缺

了一隻手臂的虎克船長，接著導引到一個「太早想來找爸媽而忘了帶一隻手的天使心誼」，讓

電視機前的觀眾自然而然地進入「獨臂女孩」小心誼的生活裡。 

 

 



「我不會在節目用『勇敢』、『了不起』這樣的字

眼稱讚心誼，那是大人的觀點，我只是帶小朋友

感同身受。譬如說，請他們試著把自己的一隻手

綁起來，看看自己能做什麼事？能不能和心誼一

樣正常的活動？孩子模擬心誼的真實遭遇，就打

從心底佩服心誼真的很不簡單。」 

 

張大光總在故事的小細節裡，用表演和引導做文

章，帶小朋友思考一下、體驗一下，接著帶小朋

友看心誼的生活紀錄，看著小心誼用缺了手掌和

前臂的手肘壓著桌緣的指甲剪，一邊輕鬆地剪另一隻手的指甲，一邊開心地和大人聊天，剪

指甲的動作迅速又精準，完全不用旁人幫忙。「光是畫面就足夠呈現心誼這位小天使的勇敢和

樂觀，她充滿智慧的爸爸，自小把心誼當四肢正常的孩子教育，讓心誼從不感到自卑，時時

充滿了自信的笑容。」 

 

就像張大光說的：「教孩子見苦知福是對的，但大人看到的苦相，在小孩純真的認知裡不一定

知道那是『苦』，小孩子的見聞需要經過累積，才會理解。」舉例來說，小孩看到斷手或受傷

的孩子，當下不是起同情心，而是好奇他們怎麼生活。這時，張大光會解釋得很直接，關鍵

的細節說得很清楚，把故事人物純真又勇敢的模樣自然的呈現出來，讓孩子感同身受。大人

想要教的「堅強」、「勇敢」、「善良」、「樂觀」的道理，自然又直接得傳達到孩子的心靈，不

需大人特別去形容或強調了。 

 

電視繪本，帶孩子看見真實故事 

 

多年來說故事的經驗，讓張大光深刻明白，只要故事能進到孩子心裡，就能潛移默化，所以

「見苦知福」播種在心裡，一定會開花結果，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張大光丟了一個球給父母，

讓父母看完節目後，和孩子分享故事的內涵，那是珍貴的親子交流時間，只要故事在孩子心

中了，父母親要分享是更容易的事了。」吳郁玟積極把節目做成老少咸宜、親子共享的節目。 

 

為此之故，〈地球的孩子〉重新設計和布置攝影棚場景，攝影棚有一本巨大的書，還有很多窗

戶，讓張大光能透過書和窗戶的穿梭帶孩子走遍世界，去看每個用真實人生鋪陳的好故事。 

 

「我們試圖做成電視繪本的效果，每個畫面每個鏡頭都是故事，串連其中的就是張爸爸，他

在節目裡畫龍點睛，效果極佳。」這些故事很多元，「張爸爸」是節目中的說書人，給孩子說

一場又一場精采又感人的人生故事。 

     

「說盲小孩旻諼的故事時，我們先給孩子看到旻諼精湛的琴藝，但他看不見琴鍵啊，孩子很

驚奇這樣琴音優美迷人，竟然出自一個眼睛雙盲的小孩。」旻諼的故事感動了很多父母和兒

童。她自己對盲人怎麼認路很好奇，拍出來的結果讓她驚訝，「媽媽要讓旻諼心裡有一張自己

的地圖，所以媽媽做了很多地圖給旻諼，原來盲人心裡也有自己的地圖，旻諼用聲音、味道



當『眼睛』去製作地圖。」吳郁玟說出答案。盲人失去了視覺，但其他器官更敏感，代替了

她的眼睛。 

 

在畫面裡，旻諼牽著導盲犬上學，學校裡哪裡該轉彎哪裡能直走，他都了然於胸，不會走錯。

「旻諼的媽媽真的很棒，她希望孩子能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所以，不給她特殊待遇，只給了

孩子一雙翅膀，一雙心眼，替代她的眼睛。」吳郁玟補充。 

 

親子一起感受、一起成長 

 

「在企畫、腳本的階段，我就要求貼近孩子的想法去寫，不要用太大人式的觀點和想法下筆。」 

 

「我們找的故事不一定要很了不起的，卻是值得玩味的，難就難在要突顯的道理是什麼？又

要如何呈現，才能打動父母和孩子，感同身受。」經過琢磨，地球的孩子節目團隊顯然已經

找到了方向，這樣尋常的故事透過張大光唱作俱佳的解說，孩子都懂得其中的獨特之處。「張

大光給我的啟示，就是不要明說道理，要把那個故事講清楚，主人翁辛苦的地方在哪裡，讓

小朋友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