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個人幾乎都有「找東西」的經驗，明明那樣東西不久前還在，怎麼這下卻找不

著了！這個經驗可不好受，這次我們要透過三篇文章，反思如何解決生活中「東西不

見了」的困擾。  

任務一：東西不見真難受

    閱讀 5月 20日第 9版〈板凳的下落〉和 5月 23日第 8版〈每個東西都有家〉，

回答以下問題：  

1. 找出文中描述「東西不見」時狀態的句子，並記錄下來。 

文章 「東西不見」時的情緒或狀態語句 

板凳的下落 
⚫ 媽媽突然（ 大喊 ）：「誰拿走了我的藍色板凳？」 

⚫ 我們把整個辦公室和客廳（ 全找一遍 ），還是一無所獲  

每個東西都有家 

⚫ 我是個（ 丟三落四 ）的小迷糊，常常因為找不到東西而

（ 煩惱 ） 

⚫ 遍尋不著水壺的（ 焦慮 ）幾乎將我淹沒，媽媽看我（ 發

慌 ）…… 

2. 從上面的句子中歸納，東西不見時出現了哪些情緒？（複選） 

□好奇        ■無奈        □興奮        ■煩惱 

□恐懼        ■焦慮        ■失望        □平靜 

3. 除了上述選項，你還想到什麼情緒？說說看。 

(參考答案)  

生氣—猜想可能是別人動了主角的東西，主角不高興！ 

難過—說不定水壺很有紀念價值，找不到會很難過。 

■給師長的話：透過兩篇小作者的真實經驗，找出「東西不見」的狀態及情境，讓學生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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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二：代價分析 

1. 從【任務一】的兩篇文章中，發現小小的東西不見，卻要付出不小的代價！想一想

，文章中因為「東西不見」，作者及家人「失去」了什麼？以下是彤彤整理的表格

，你看得出失去的是什麼嗎？ 

板凳的下落 找遍辦公室和客廳 花錢買新板凳 焦慮、無奈、失望 

每個東西都有家 找水壺的時間 後來找到了 焦慮、慌張、煩惱 

 

 

 

 

失去了（ 時間 ） 失去了（ 金錢 ） 失去了（ 好心情 ） 

2. 除了彤彤分析的三種代價，你還想到什麼可能會失去的？說說看。 

(參考答案) 

失去了信任—東西常常不見，會讓人覺得自己沒有責任感，不能信任。 

失去了回憶—如果那樣東西是有紀念價值的，失去的話就很難再回想起來了。 

3. 從這兩篇文章中，是否能找到避免付出這些代價的方法？（複選） 

■ 東西用完後，要讓它回到原來的家 

□ 每樣東西都要鎖起來，不輕易拿出來 

■ 經常打掃家裡，也能把不見的東西找出來 

■ 拿了別人的東西，要告訴主人，不要亂藏 

4. 「每個東西都有家」，下面這些東西，它們的家在哪裡？以你自己的經驗回答。 

東西 
襪子 課本 筆 傘 

東西的家 例如：櫥櫃 (略) (略) (略) 

■給師長的話：分析「東西不見」所付出的代價，進而反思不收拾的後果與收拾習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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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從混亂到專注 

    閱讀 5月 23日第 10版〈意想不到的收穫〉，回答以下問題： 

1. 文章第二、三段和前兩篇特別有關，寫了什麼重點？ 

(1) 當房間內東西看起來（ 各自獨立散落 ），會容易被吸引，導致（分心 ）。 

(2) 若這些物品可以被視為一體，就比較不會被（ 吸引 ）和（ 干擾 ）。 

(3) 也就是說，當你的房間（ 整齊畫一 ），東西（ 分門別類 ）置放，自然比

較不會對你的注意力造成干擾。 

2. 從【任務二】的練習中，我們知道東西不歸位，要付出代價；現在還發現多了一個

代價——影響注意力。以下有兩張圖片，用自己的話說說看，哪一張的物品能被視

為「一體」？哪一張的物品容易讓人分心？為什麼？ 

 

 

 

 

 

 
 

 

 

 

 

 

 

 

     

3. 回想一下，你最常不見的物品是什麼？為自己設計一個「物歸原位、減少分心」的

計畫，你會怎麼做？畫出你的構想，並真正執行它。 

(略) 
 

■給師長的話：整合學生經驗與科學觀點，並將其應用到日常生活中，提升學習與生活效率。 

（參考答案） 

這張圖片中的物品各自獨立散落，

容易讓人分心。看起來好像有十幾

樣東西在你眼前。 

（參考答案） 

這張圖片中的物品分成好幾大類擺

放，每一類都是「一體」的，清爽

有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