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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 100 年度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讀活動-閱冠磐石評選 

姓    名 王  瑀 任教學校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推薦類別 □書城閱冠磐石         ▓悅讀閱冠磐石 

個人學經歷參考資料 

現任職務 高年級級任教師 

任教年資 (級任)    15  年 (科任)    0   年 兼任行政經歷  0 年 

學    歷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音樂教育系/國立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獎    勵 
 2008 年─參與 7up 創新教學團隊，榮獲 97 學年度台北市教學卓越獎優選。

 2008 年─參與 7up 創新教學團隊，榮獲 97 學年度教育部教學卓越獎佳作。

著    作 

 擔任「光復書局國小語文領域課本研發」編撰委員，編寫九年一貫1~9年級

課程架構、課本指引，經教育部審核通過。 
 主筆國語日報資訊特刊「網路易開罐」單元。 
 參與「國小電腦課本」編撰。 
 編撰「小騰子多媒體國語教學光碟」教學活動手冊。 

研    究 

 2001 年─參加台北市第二屆教育行動研究，以「提昇國小學童閱讀興趣之

行動研究─以火箭閱讀計劃為例」，榮獲論文發表組特優。 

 2001 年─參加台北市第二屆教育行動研究，以「成長的喜悅」主題教學設

計，榮獲教育經驗分享組優等。 

 2005 年─參加台北市第六屆教育行動研究，以網路與閱讀的親密對話~班

群網路讀書會的建構與實施，榮獲教育經驗分享組佳作。 

 2005 年─參加台北市第六屆教育行動研究，以當文學遇上科學——小小觀

察家，榮獲教學創新組佳作。 

 2008 年─參加台北市第九屆教育行動研究，以最美的躲避球賽，榮獲教育

經驗分享組入選。 

 2008─參加台北市第九屆教育行動研究，以當音樂精靈遇上文學仙子，榮

獲教育經驗分享組佳作。 

 2009 年─參加台北市 97 年度國民小學品德小故事教師教學設計徵件比

賽，以「有礙、有愛、友愛」榮獲特優。 

 2009 年─參加台北市教師教學檔案比賽，榮獲佳作。 

 2010 年─申請讀報教育實驗計畫，擔任讀報實驗班研究教師。 

 2011 年─申請台北市電子書包研究計畫─當「科技」與「文學」共舞～電

子書包輔助「體驗式創意讀寫課程」之設計與實踐，擔任研究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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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方案主題：「閱讀」與「思考」的秘密~~我讀，我思，故我在！ 

一、 設計緣起 

(一)學生閱讀能力逐年低落，發展有效能的「閱讀理解教學策略與模式」刻不容緩。 

「閱讀能力」是學習者「思維能力」的具體展現，更是成為未來世界公民的關鍵競爭力。

近年來，國際間舉辦了許多閱讀研究與評比，如 PIRLS 是五年一次對兒童讀寫能力的評量，

也是對讀寫教育政策及實作的評鑑。PISA(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畫）則是針對青少年閱讀能

力的整體評鑑，目前有六十多個國家參與。台灣在 2006 年加入參與這些國際閱讀評量研究計

畫，將評鑑結果做為閱讀教學與政策的重要參考。 

二○一○年十二月，影響全球教育方向的 PISA（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畫）閱讀評比報告

中，台灣的閱讀能力排名，在兩岸三地使用華語參加測驗的三個國家與地區中，僅排名第二

十三名。十五歲台灣少年的閱讀素養，遠遠不及第一次參加評比的上海(第一名)，以及近幾

年多次在國際閱讀素養評比中奪得佳績的香港(第四名)；進一步與我們自己比較，評比結果

相較於 2006 年的第十六名也退步了許多，學生的閱讀能力發展令人憂心。因此，如何結合現

行的語文課程，發展有效能的「閱讀理解教學策略與模式」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議題。 

(二)「閱讀」與「思考」密不可分，教學生閱讀是一個「建立思維能力」的歷程。 

閱讀是個體「內在進行主動建構」的歷程，是一種「思維能力」的展現，更是一把啟動

高層次認知發展的鑰匙。「閱讀」與「思考」密不可分，教學生閱讀，就應該教他們「在閱讀

中思考的方法」，建立他們獨立的思維能力。然而，閱讀的歷程是十分複雜的，從「字詞義的

認識，語句表面意義的理解，到文字背後內涵的推論，進而形成學生自己的思想。」這一連

串的思維歷程環環相扣，每個環節均相互影響。因此，研究者以「閱讀中的思考」作為課程

方案的核心價值，從「閱讀的心理歷程分析」出發，將抽象的閱讀思考歷程轉化為具體的閱

讀策略，融入現有語文課程中。逐步引導學生認識、理解、應用與內化閱讀策略，進而將閱

讀的內涵轉化為自己獨特的想法。 

(三)閱讀策略即是一種思考策略，是可以被設計與創造，並融入現行語文課程中。 

由上述背景與理論的探討可發現，「閱讀理解策略」的教學是落實學生閱讀能力的重要

基礎，然而，現有的閱讀理解策略尚未多元化，且目前的語文課程十分缺乏閱讀理解策略的

教學模式。因此，發展更多可用的閱讀理解策略；在現行語文課程有限的教學節數中，跳脫

「語文知識與技能教學」的窠臼，有效的將「閱讀理解策略」的教學融入；銜接課外閱讀，

藉由閱讀理解策略的應用，擴展學生的生命經驗；最後，讓學生成為「主動的」、「有策略」

的閱讀者。這是研究者發展此閱讀方案的主要目標。 

二、 方案內容 

(一) 方案架構： 

本方案以「閱讀的心理歷程分析」為基礎，設計閱讀理解策略，結合學生生活經驗發展

主題課程。引導學生應用閱讀理解策略從課文閱讀、課外閱讀到閱讀生命經驗，進而「主動

應用、自我調節」，促使閱讀策略真正成為學生「內在思考的方式」。以下為本方案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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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我讀，我思，故我在！」閱讀理解課程方案架構圖 

(二) 方案內容簡介 

1. 閱讀心理歷程分析：研究者以 PIRLS 研究團隊所提出的閱讀心理歷程分析理論為發展閱

讀理解策略的基礎，其重要內涵如下： 

(1)直接理解歷程：分為「直接提取」與「直接推論」兩個閱讀歷程，其內涵包括「找出

特定觀點」、「歸納文章的主旨」、「推論出某事件所導致的另一事件」、「描述人

物間的關係」…等。 

(2)解釋理解歷程：分為「詮釋、整合觀點和訊息」與「檢驗、評估內容、語言和文章的

元素」兩個閱讀歷程，其內涵包括「比較及對照文章訊息」、「考慮文中人物可選擇

的其他行動」、「推測故事中的情緒或氣氛」、「揣測作者如何想出讓人出乎意料的

結局」、「找出作者的觀點」…等。 

閱讀心理歷程分析 

發展「創新閱讀理解策略」

閱讀課文 閱讀課外書籍 閱讀生命經驗 

應用課文進行閱讀理

解測略教學，小組合

作，學習新的閱讀策

應用相同閱讀策略，進

行課外書籍閱讀，紀錄

「閱讀思考筆記」。 

應用相同閱讀策略，閱

讀生命經驗，進行生活

思考紀錄與文學創作。

學習方法 應用練習 生活連結 

統整讀寫能力與學生生活經驗，形成主題課程 

引導學生覺察與監控自我閱讀策略的應用 

檢核學生閱讀理解發展，進行修正

閱讀

能力 
問問題 尋找關聯性 分析推理 預測比較 提出看法 歸納觀點 

創新

閱讀

策略 

 問題老實

樹 

 推理原因

的問題 

 分析比較

的問題 

 延伸思考

的問題 

 對比的神秘

面紗 

 因果關係對

對碰 

 人物關係導

覽地圖 

 人物關係攝

影師 

 讀心術大挑

戰 

 問題解決思

考地圖 

 生命故事線

 心情故事線

 動態畫面攝

影棚 

 預測分析表

 故事氣象預

報站 

 人物觀點比

較分析表 

 多元特點比

較表 

 事件與人物

特質診斷書 

 用比喻設計

創意卡片 

 給故事人物

的一封信 

 故事人物評

論家 

 主旨閱讀─

單角度閱讀

 生活聯想大

師─多角度

思考 

 個人名言錄

 小小生活哲

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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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創新閱讀策略：以上述閱讀理解的心理歷程為基礎，發展以「問問題」、「尋找關連性」、

「分析推理」、「預測比較」、「提出看法」以及「歸納觀點」等閱讀能力為核心的閱讀理解

策略，分別應用於課內、課外以及生活經驗的閱讀。 

3. 閱讀理解策略教學與統整應用： 

(1)應用課文進行閱讀理解策略教學：在有限的語文教學時數中，要進行閱讀理解策略教

學，善用「課本教材」是十分重要的設計方向。研究者先進行教材分析，結合各課課

文的特點與閱讀能力，發展創新閱讀理解策略。透過小組合作，引導學生藉由篇幅較

短的課文熟習閱讀策略，同時也應用閱讀策略，讓學生深入理解課內教材的內涵，既

指導閱讀方法，又不受限於制式語文教學流程的框架，達到閱讀理解策略教學的目的。 

(2)引導學生應用閱讀策略閱讀課外讀物：閱讀理解策略的學習核心在「能在閱讀中適切

的應用」，研究者發展創新閱讀理解策略時，均掌握「圖像化」的原則，將閱讀策略的

思考流程設計為「可紀錄與分析的圖表形式」，引導學生在透過課文熟習紀錄方法後，

將此閱讀理解策略應用於閱讀課外讀物中，應用相同的紀錄方式，完成「閱讀思考筆

記」的整理。有別於傳統的閱讀心得撰寫，閱思筆記的紀錄強調學生應用閱讀理解策

略進行文本分析後，重新組織閱讀後的相關概念，形成自己的想法。 

(3)引導學生應用閱讀策略閱讀生命經驗：文本中所描述的事件發展、人物情緒…等構成

要素，在「真實生活」中亦擁有相同的組成條件。因此，閱讀文本所需要的思考方式，

同時也能應用於「閱讀自己的生命經驗」。研究者銜接閱讀與寫作課程，引導學生應用

相同的閱讀理解策略，分析自己的生活經驗，進而透過文學創作的歷程，深化學生對

閱讀策略的理解與應用層次。 

4. 創造相關生活經驗，形成主題課程：以前述「閱讀理解策略的應用」為主軸，統整核心概

念，發展主題課程，更在主題課程中創造難忘的生命經驗，協助學生透過「生活實踐」的

歷程，深化閱讀理解的內涵。 

5. 檢核學生閱讀理解發展，進行課程省思與修正：透過閱讀理解策略應用調查以及閱讀理解

測驗的結果分析，了解學生閱讀理解能力與習慣的發展，進而進行課程的省思與修正。 

三、 成效評估 

1. 應用範圍：本方案目前應用於高年級，但相同的教學模式，可複製於各年級教學與應用；

配合不同閱讀能力的創新閱讀理解策略仍在持續發展中。 

2. 閱讀理解策略應用成效分析： 

經過調查統計、閱思筆記內容分析以及閱讀理解測驗結果，發現實施本方案對於學生的

閱讀理解有長足的影響，分析結果如下： 

(1)喜歡應用的程度：約有八成左右的學生表示喜歡應用閱讀策略進行閱讀思考，其中最

受喜愛的閱讀策略類別包括「問問題」、「分析推理」、「預測比較」以及「歸納觀點」。 

(2)幫助思考與理解：約有九成的學生表示這些閱讀策略對於幫助自己思考與理解文本內

容很有幫助。其中，最有幫助的閱讀策略類別包括「尋找關連性」、「分析推理」、「預

測比較」以及「歸納觀點」。 

(3)透過學生的閱讀筆記文本分析發現，約有八成五左右的學生能「主動選用適切的閱讀

策略輔助閱讀」，從閱思筆記中學生提出來的理由可發現，學生已能「分辨哪些書籍適

合應用哪些閱讀策略幫助自己理解」，學生思維已經進入「主動監控策略應用」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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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由閱讀理解測驗結果發現，實施本方案的學生相較於未實施本方案的學生，在「閱

讀理解表現高分群」的人數分布較多，由此可見，本方案對於提升學生「高層次的閱

讀理解」有相當的助益。 

四、 省思、回顧與未來展望 

(一)方案實施的省思： 

1. 結合課內、課外與生活經驗的閱讀，使學生的閱讀思維具有連貫性：本方案結合「課

內閱讀」、「課外閱讀」與「閱讀生命經驗」的多元角度，發展「以閱讀能力為核心」

的創新閱讀理解策略，協助學生建立具有連貫性的閱讀思維；同時也培養學生將閱

讀理解策略視為一種思考方法的概念，建立「在閱讀中主動思考」的良好習慣。 

2. 透過讀寫統整的主題課程，深化學生的概念理解：以「閱讀理解策略的應用」為主

軸，統整主題課程，配合課程進行，創造與閱讀經驗結合的生命經驗，更透過文學

創作深化學生對閱讀內容與主題概念的理解，協助學生建構完整的讀寫與生活體驗。 

(二)未來展望：針對本方案目前的實施結果，研究者未來持續努力的方向如下： 

1. 組織「低中高年級」之閱讀研究團隊，應用已經建立的課程發展模式，建構「同一

閱讀能力中，不同年級、不同難度層次」的閱讀理解策略。 

2. 依循已經建立的模式，持續設計新的閱讀理解策略，建立「以閱讀能力為核心」的

閱讀理解策略資料庫，提供教師教學使用。 

五、 特殊事蹟與閱讀相關專業成長 

(一)閱讀相關專業成長：研究者持續參與閱讀相關之專業成長活動，包括推動班級共讀教學

成果分享 3 小時、教師閱讀指導能力教學策略研習班 12 小時、教師成長課程-作文教

學 3 小時、少年小說初探研習 18 小時以及閱讀理解策略研習 6 小時…等。 

(二)持續指導學生參加相關比賽榮獲佳績： 

 2005年─指導學生參加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比賽，榮獲銅牌獎。 
 2005年─指導學生參加台北市性別平等教育閱讀心得徵文比賽榮獲佳作。 
 2006年─指導學生參加感動九九閱讀心得與書籤設計比賽，榮獲特優。 
 2006年─指導學生參加台北市深耕閱讀比賽，榮獲共讀經驗分享組特優。 
 2006年─指導學生參加台北市深耕閱讀比賽，榮獲小書創作組佳作。 
 2006年─指導學生參加台北市深耕閱讀比賽，榮獲閱讀檔案組特優。 
 2006年─指導學生參加台北市深耕閱讀比賽，榮獲閱讀校楷模。 
 2006年─指導學生參加台北市學生學習檔案比賽，榮獲優等。 
 2007年─指導學生參加台北市深耕閱讀比賽，榮獲閱讀音樂檔案組特優。 
 2007年─指導學生參加中國時報金筆獎，榮獲佳作。 
 2009年─指導學生參加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比賽，榮獲銅牌獎、銀牌獎。 
 2010年─指導學生參加台北市學生學習檔案比賽，榮獲佳作。 
 2011年─指導學生參加台北市多語文競賽寫作組，擔任指導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