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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起步走 開啟閱讀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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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閱讀力是軟實力，閱讀能開啟心智，打開「視界」，深知閱讀習慣必須從

小開始培養，故培養閱讀習慣是我教學中很重要的一環。我想透過讀報教學，

讓學生認識「報」，親近「報」，並且喜歡「讀報」，除了學生愛讀國語日

報，家長也能一起讀報。希望有心播撒的閱讀種子，慢慢生根成長；希望透過

課堂逐步引導的學習，奠定孩子們閱讀的基礎；希望開啟閱讀的窗，讓刻意培

養的文字連結，在孩子的內心發芽，並在未來的人生裡持續成長茁壯。 

    讀報起步走，二年四班的閱讀課以國語日報為主，輔以每週一堂神奇樹

屋圖書館閱讀。我將讀報教學規劃為三階段:二年級上學期著重閱讀習慣的

養成，目標是生生共讀，師生共讀和親子共讀。二年級下學期進入策略閱讀

並應用在寫作，除了提升「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更能深刻體會讀

報的樂趣。以下是讀報教學三階段:  

 

 

 

 

                                           

 

 

第一階段  

⬧培養讀報態度 

⬧引發讀報動力 

⬧養成閱讀習慣 

第二階段 

⬧學習閱讀策略 

⬧讀報學寫作 

第三階段 

⬧實現讀報和生活經驗結合 

⬧獨立閱讀 

⬧享受閱讀 

每位學生有自己的讀報資料

夾，每日閱讀佳文。 

每週進行「三好詞一佳句」

的練習。 



教學

時間 

⬧每週一、二晨光時間 

⬧不定期抽出彈性時間 

⬧每次進行約二十分鐘 

教學

對象 
■   二   年級  

 

教學目標 

⚫ 在認知上，透過讀報和聽報，建構詞語量，以及培養對文字的敏感

度。 

⚫ 在技能上，認識報紙各類文章，閱讀並學習優美詞句及正確使用標點

符號，增進口說和寫作能力。 

⚫ 在情意上，提升閱讀和寫作興趣，增進同儕和家人間的討論話題。  

⚫ 能閱讀包羅萬象的報紙素材，豐富閱讀資源，培養多元觀點。  

 

 

相關領域對應之學習重點 

1-I-1 養成專心聆聽的習慣，尊重對方的發言。 

1-I-2 能學習聆聽不同的媒材，說出聆聽的內容。 

2-I-1 以正確發音流利的說出語意完整的話。 

2-I-2 說出所聽聞的內容。 

3-I-1 正確認念、拼讀及書寫注音符號。 

3-I-2 運用注音符號輔助識字，也能利用國字鞏固注音符號的學習  

3-I-3 運用注音符號表達想法，記錄訊息。 

3-I-4 利用注音讀物，學習閱讀，享受閱讀樂趣 

5-I-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5-I-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I-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5-I-9 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6-I-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常用標點符號。  

6-I-2 透過閱讀及觀察，積累寫作材料。 

6-I-3 寫出語意完整的句子、主題明確的段落。 



課程架構 

 

閱讀力 讀報筆記 

      

  

 

 

 

 

 

聆聽力  

      

 

 

 

 

 

• 語文交流道 

• 到校長室讀報 

• 三好詞一佳句 

• 讀報學寫作 

• 每天讀報十五分鐘 

• 讀報筆記 

• 親子「共」讀 

• 好文推薦 

• 好文共賞 

• 讀報分享 
聆聽力 閱讀力 

表達力 寫作力 

晨讀時光 
讀報筆記 

好文推薦 讀報分享 



教學活動一 認識報紙 

教學準備 

⬧每生一份國語日報 

⬧郭玉慧的讀報教育之旅 PPT 學習評量 
口語評量 

聆聽與回答 

教學目標 

1.能說出報紙與書本不同的編排方式。 

2.能了解各版面不同的主題及頭版的基本要素。 

教學過程 

【任務一】報紙的編排跟書本不同，先認識報紙版面，更容易讀懂報紙。 

觀察報紙的編排和書本的異同? 

1.指導學生有順序的翻閱報紙。書本有頁碼，報紙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數字

頁碼呢? (第一次練習時將每一份報紙釘好，避免四張報紙分開散亂。)     

學生討論後發表 : 第一面沒有數字 

     右上數字 2→4→6→8→10→12→14→16 

     左上數字 3→5→7→9→11→13→15 

2.擇要介紹，分次介紹。介紹報紙版面要素的目的是讓學生知道怎麼讀

報，怎麼找到老師指定的內容。 

老師說明:頭版基本要素:報頭、報眉(日期)、報號(神奇密碼)、每日提要 

頭版 
2 

綜合新聞 
3國際 4生活 

5漫畫 6科學 7故事 8兒童 

9兒童 10青春 11語文 12家庭 

13教育 14樂學 
15 

專題報導 
16人物 

⬧以星期一版面為例，作各版面簡要說明。 

 

3.學生討論並發表 

⬧有的橫著寫，有的直著寫。 

⬧有的圖片多，有的只有文字。 

⬧有較粗較大的黑字，也有較小的字。 



4.老師補充說明 

⬧標題從左念到右，從上念到下。內文從右念到左，從上念到下。  

⬧需要分欄位，不可以直直念下來。 

⬧每段開頭只空一格。 

5.課堂重複練習:用鉛筆或色鉛筆圈畫欄位，全班朗讀短文。 

【任務二】快問快答(題目時時更換，實施時間很彈性，善用零碎時間。) 

1.這份報紙是什麼報呢？(延伸:家裡有沒有訂閱或購買其他報紙?)  

2.今天的頭版新聞是？ 

3.請問要看國際新聞，應該看今天的哪一版？ 

4.你最愛的是哪一版？為什麼? 

5.老師喜歡的「法蘭克叔叔看全球」是在哪一版？ 

6.你希望爸爸媽媽為你讀哪一版?哪一篇文章？ 

教學觀察與反思 

1.低年級學生一開始讀報手忙腳亂，將報紙一張一張抽開，容易掉落，無

法順序整理還原成回原來的樣子。事先裝訂，可以讓老師教學更順暢。 

2.學生熟習版面編排後，就有能力將打散的報紙依照順序整理。 

3.學生討論熱烈，對於報紙和書本有千奇百怪的想法，一問一答需要足夠

時間，千萬不要匆匆略過，「認識報紙」能引發學生讀報的興趣。 

4.欄位框和文字順序頻頻出錯，讀報不易。課堂多練習，熟能生巧，親子

共讀，課後由父母帶著讀報，讓讀報更易上手。 

5.認識報紙是讀報教學的第一步，每天新鮮又有趣的報紙內容，每週固定

時間讀報分享，是推動讀報的關鍵。 

 

教學活動二 共讀三部曲 

教學準備 

⬧同組兩生拿同一天的報紙 

⬧每生一週三份報紙 學習評量 
口語評量 

討論與朗讀 

教學目標 
1.能分享與表達讀報內容。 

2.能加強親子互動及共讀。 



教學過程 

【任務一】師生共讀，掌握新知好輕鬆。 

1.由老師選文:以重要時事、與課程或學校活動相關文 

章為主，因切身相關或文章有趣，較能引起學生共鳴。 

2.好文共賞:主要以抽籤的方式讓學生分享，有時也 

會指定同學讀報，給準備充分及喜歡表現或較少表 

現的同學有上臺分享的機會。 

 

【任務二】生生共讀，讀報找樂趣。 

1.兩兩一組，一起讀報，以朗讀的方式或邊讀邊聊報紙內容。 

2.共讀一份報紙，有共同話題，增添讀報樂趣。  

【任務三】親子「共」讀，週末閱讀趣。 

1.學生選文:學生可以挑戰有興趣卻又較長篇的報導 

或文章，讀報給家人聽，家長從旁協助指導。 

2.家長選文:國語日報題材多元，無論教育、藝術、 

科學、法律或時事新聞等，都是父母找話題，跟孩 

子聊天的題材。(提醒:請家長找自己有興趣，覺得有趣的文章共讀。) 

教學觀察與反思 

1.跨領域的各類文章，讓學生有無限想像空間。右圖是 

學生讀報後的仿作，原作品是以貼畫方式呈現。 

2.學生分享〈愛上夢中的婚禮〉一文，在課堂中播放 

理查．克萊德曼的〈夢中的婚禮〉一曲，全班一起聆賞 

美妙的旋律。無論是達文西的《蒙娜麗莎》肖像畫，或是理查．克萊德曼的

〈夢中的婚禮〉，這些多元有趣的題材，都讓人印象深刻。  

3.學校日與父母強調閱讀的重要，也告知這一年我們是讀報實驗班，希望

家長能規畫假日親子共讀時間。從學生分享及訪談中發現:家長們能投入親

子共讀，媽媽主動索取連載故事，而爸爸們喜歡選讀科普類文章，親子共讀

在低年級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運用報紙引導學生

規劃寒假自主學習

活動。 

在公佈欄展示親子

共讀的成果。 



教學活動三 讀報學寫作 

教學準備 

國語日報 

作業單(三好詞一佳句) 

寫作引導單 

教學評量 
實作評量 

口語評量 

教學目標 

1.能透過讀報增加詞語量，培養對文字的敏感度。 

2.能透過閱讀及觀察，積累寫作材料。 

3.能寫出語意完整的句子和主題明確的段落。 

教學過程 

【任務一】讀報筆記 

1.以兒童版文章為讀報筆記的材料。  

2.鼓勵勤作筆記，給予讚美與獎勵。 

3.筆記內容如下: 

⬧標示自然段(加強分段概念) 

⬧在句號、驚嘆號和問號處畫下斜線表示一句話結束。 

(加強完整句概念)                                      

⬧畫下不懂。(課堂提問) 

⬧圈出好詞畫下佳句。(課堂分享)                          

⬧將報紙裡的生字、新詞、連接詞或句型圈出來。 

(溫故知新，加深印象) 

【任務二】三好詞一佳句 

1.學生自選文章，每週一篇。 

2.圈好詞，摘佳句，可插畫，也可以 

寫心得感想。 

3.多讀多寫，累積寫作素材。 

4.圖文並茂，更吸睛。 

5.將作業單與報紙釘在一起，裝釘的方式:作業單在前，報紙在後，保留報

紙材料方便閱讀。以此方法取代剪貼簿剪貼報，容易操作，學生自己可以完

成，適合低年級學生。 

教師進行讀報筆記的示範。 

依教學目的與學生能

力調整「三好詞一佳

句」的學習單內容。 



 

 

 

 

                                          

 

【任務三】讀報學寫作 

1.剪報範例三篇:(1)天文館闖關活動(2)五十周年校慶(3)健康檢查日                  

  配合康軒版二下第四課 運動會                   

  配合學校特色活動:開學搓湯圓迎向新學期 

讀報學寫作 :搓湯圓 

第一段 活動概說(人事時地物)+ 參加心情          

第二三段 活動過程或內容 +心情感受 

第四段 學到的…收穫 

2.剪報範例(1)幫烏龜洗澡 112.3.8 第九版 兒童 

  剪報範例(2)幫倉鼠大掃除 

讀報學寫作 :幫…做什麼… 

句型:因為…所以… 

第一段原因 第二三段經過 第四段 結果 

 

 

 

 

 

 

教學觀察與反思 

1.讀報筆記能提升識字能力，累積詞彙量。每天讀報，隨手圈畫筆記，簡

單易行，大部分學生每天至少能詳讀兩篇文章並做記錄。 

學生的學習成果。 

運用剪報引導學生進行寫作。 

配合學校「搓湯

圓」活動，以剪報

為範例，進行寫作

教學。 



2.二下學生對注音與國字較為熟練，讀報活動更有變化和挑戰。 

3.三好詞一佳句是簡化的剪報，學生容易上手，老師也方便指導和批改，

省去低年級較不擅長的「剪」和「貼」，非常適合當作低年級讀報活動。 

4.讓學生愛上報紙的關鍵是「培養榮譽感」，每週一二作讀報分享，每週三

或四張貼優秀作品，學生非常期待作業被張貼在班級公布欄。  

5.觀摩同學作業能激勵大家更投入讀報，並用心完成作業。  

教學活動四 表達力練習 

教學準備 國語日報 教學評量 
口語評量 

朗讀與聆聽 

教學目標 能音量適當，適切的速度和語氣朗讀。 

教學過程 

【任務一】語文交流道                

1.自選一篇文章熟讀後上臺朗讀。                 

2.每週最後一天公布上臺名單。 

3.週一早上到隔壁班進行語文交流道。 

【任務二】到校長室讀報                 

1.自選一篇文章並熟讀。 

2.每週二早上教務處抽籤後告知名單。 

3.午休時間到校長室讀報。 

教學觀察與反思 

1.提醒學生選擇喜愛的文章外，一定要熟讀文本，越熟練越好，假日大聲

讀給家人聽，多練習，才能有好表現。 

2.跨班讀報雖然對象是同學，但站在臺上仍難掩緊張之情，學生說「再怎

麼練習都還是好緊張」。給予讚美和鼓勵，增強學生的信心，語文交流道是

表達力練習的好機會。 

3.到校長室讀報是學生又愛又怕的任務。想拿到校長的獎勵卡祕訣是:選擇

短篇文章朗讀，大聲且流暢，讓聆聽者聽得清晰又明白。 

4.無論是否拿到獎勵卡，學生到校長室讀報都是新鮮又有趣的體驗。 

 



教學省思 

    我相信:讀報能帶孩子飛閱世界，拓展視野，豐富學習。陳佳釧老師在

讀報研習中說到「善用報紙的力量，增加學習的價值。」這句話讓我印象深

刻。如何讓低年級的孩子靜下來，打開報紙，主動讀報? 如何善用豐富多元

的報紙素材，吸引學生打開讀報的窗?如何應用國語日報，提升學生的讀寫

能力?這一年反覆思索並不斷修正讀報教學，希望在一年的讀報學習中，我

們共同成長，有所收穫。 

    低年級學生雖識讀書寫能力有限，但有滿滿的好奇心，課業少且時間

充裕，家長配合度高，低年級實施讀報教學並非難事。時刻營造班級讀報氛

圍，以晨讀開啟一天的學習，週一、週二師生共讀「說報讀報」，學生的期

待和投入，是老師教學的動力。同學好文分享，引起話題，大家一起發現課

本外有趣的事。我們確實落實每天讀報，「讀報十五分鐘」是每天的回家功

課，如果老師忘記抄寫聯絡簿，學生也會主動提醒。週末的功課一定有「親

子共讀」和「三好詞一佳句」，大家不拘泥十五分鐘或兩篇文章，享受閱讀

最重要。讀報是班級經營的助力，親子讀報讓我更了解學生的家庭生活樣貌

及父母教養態度。 

    生活中零碎訊息及網路語言充斥，語言口語化和碎片化是現在進行式，

對於正值語文奠基的小學生有環境不利的隱憂。我認為:AI 時代更需要刻意

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如果能讓低年級學生開始讀報，養成讀報習慣，進而

獨立閱讀且享受閱讀，書報所提供的完整知識和訊息，不但能為學生累積語

文材料，也能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完整且有品質的語文素材。 

參考資料 

1.臺灣讀報教育資源網 

2.國語日報社 

3.臺北市立教大附小讀報教育資源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