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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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珮瑜 任教學校 吉林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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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年級級任老師 

任教年資 (級任)    14    年 (科任)      0  年 兼任行政經歷  5  年 

學    歷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獎    勵 
98 年度：兒童深耕閱讀活動「閱冠王教師組」書香教室入圍 

臺北市第十屆教育專業創新與行動研究「論文組」特優 

著    作 
隱藏在黑光背後的執著～一位特殊優良教師綜合活動領域創新教學之研究

（碩士論文，2010） 

研    究 
臺北市第十屆「行動研究」題目：老師，換我來問！探究國小二年級學童

運用「自我提問」閱讀策略之表現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

、

推 

動

方

案

緣

起 

深度閱讀可以幫助孩子思考、提問、討論、表達，有助於孩子的成長。愛因斯坦

曾說，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更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只是教學或實驗上的技能，而

提出新問題、新可能性，從新角度去看舊的問題，都需要創造性的想像力（天下雜誌，

2010）。培養學生提問的態度和能力，不僅可以運用在閱讀方面，對於數學課程、生

活課程……都將有很大的助力。 
推動本閱讀方案是要以「自我提問」閱讀策略來提升學生的閱讀理解能力，讓閱

讀活動多元、有變化，引發學生的想像力。其次，近年來從班上學生借書、閱讀的情

形發現學生閱讀的「口味」大都以「文學類」的故事書為主，較少涉及「科學類」的

書籍，或許是因為「文學類」的書籍比「科學類」的書籍容易上手；或許是因為學生

心態上覺得「科學類」的書籍太難，不容易看。其實，二年級學生對於科學現象感覺

有點親切，又有點陌生，感覺親切是因為這些科學現象和故事就發生在生活周遭；感

覺陌生是因為自己不知道這些科學現象為何會發生，自己要如何面對和處理。 
為了培養學生多元閱讀的習慣，讓學生有機會多接觸各類書籍，因此以「自我提

問」閱讀策略融入「科學閱讀」活動，有助於學生科學態度的培養，邏輯思考的養成，

以及對大千世界的好奇和探索發現的驚奇。 

 

 

 

 

基於推動閱讀的動機，將本方案稱為「儲備軟實力～提問式科學閱讀活動」，主

要是以「自我提問」閱讀策略為基石，帶領學生從課本、繪本出發，學習「發現問題」、

「提問問題」。接著進入「科學閱讀」活動，將「自我提問」與「科學閱讀」兩者相

融合，讓學生從閱讀活動中去激發自己的好奇心，進而提出問題，引發師生之間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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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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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方

案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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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科學閱讀」活動選用的閱讀教材除了國語課本、生活課本之外，還有《國語日

報》和圖書室《麥克 DO 科學》、《魔法校車》等藏書；每個單元所需的時間是 15～20
分鐘，適合利用晨光活動、語文課程、彈性課程等時間來進行，也可配合低年級的生

活課程來進行，激起學生的閱讀科學的興趣。導讀活動之後，老師鼓勵學生再精讀、

探討這些內容。 

 
（一）「我會提問了」教學活動：「自我提問」是讓

學生在閱讀的過程中捕捉到文章的意義，藉

由問問題，學生會主動去察覺文章內容，增

加其理解。本活動先指導學生學習「六問

法」，從文章中找重點、問問題，再透過小

組合作學習的方式進行「自我提問」，激發

師生之間的互動、討論。 
活動一： 「六問法」提問活動 

1、閱讀教材：國語課本、《國語日報》「兒

童園地」版中的每日精選、佳作分享。 
2、教學準備：國語日報、「六問法」提問

策略和學習單。 

3、教學活動： 

(1) 畫記文章的關鍵語句。 

(2) 運用「六問法」提問學習單，從學生

提出的問題，可以瞭解學生閱讀理解情

形。 

活動二：「自我提問」閱讀活動 
1、閱讀教材：國語課本、生活課本、班級

共讀巡迴書香。 

2、教學準備：「自我提問」、「六問法」提

【儲備軟實力～提問式科學閱讀活動】教學活動進度表：
日期 

教學主題、內容 
99 年 
9 月 

99 年

10 月

99 年

11 月

99 年

12 月

100 年

1 月 
100 年

2 月

100 年

3 月 
100 年

4 月 
100 年

5 月 
100 年

6 月

六問法 
提問活動 ◎ ◎ ◎ ◎ ◎ ◎ ◎ ◎ ◎ ◎ 閱

讀
策
略 

自我提問 
閱讀策略 ◎ ◎ ◎ ◎ ◎ ◎ ◎ ◎ ◎ ◎ 

我
會
提
問 
了 國語日報 

兒童園地 ◎ ◎ ◎ ◎ ◎ ◎     

麥克 DO 科學 
魔法校車     ◎ ◎ ◎ ◎ ◎ ◎ 科

學
閱
讀 

課
外
閱
讀
教
材 

國語日報 
科學教室       ◎ ◎ ◎ ◎ 

 
師生互動討論 

用「六問法」幫助思考── 
以國語日報「捐發票救植物人」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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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策略，和「同心圓」提問學習單。 

3、教學活動： 

(1) 畫記或說出文章的關鍵語句。 

(2) 提問策略：依據問題類型可以區分為

答案是來自「文章本身的訊息」和「在

頭腦裡的東西」兩大類。 

(3) 分組練習：運用「同心圓」提問學習

單，在最內圈寫上主題，外圈寫問題，

學生提出幾個問題就畫幾個外圈（容易

思考的問題寫內圈，深度思考的問題寫

外圈）。 

(4) 教師藉由學生提問的問題，帶領學生

進入更深層的思考、討論。 

 

（二）「科學閱讀」活動：為了培養學生閱讀科學

書籍的興趣和培養學生的科學態度，本活動

是藉由閱讀《國語日報》第八版的「科學教

室」、臺灣麥克出版《麥克 DO 科學》雜誌

和《魔法校車》故事書等為學生搭起科學學

習的鷹架，並融入「自我提問」閱讀策略，

透過科學閱讀活動鼓勵學生提出問題，進入

師生互動、討論。 
活動一：問答科學 

1、閱讀教材：臺灣麥克出版《麥克 DO 科

學》雜誌。 
2、教學準備：從《麥克 DO 科學》書中選

取〈科學魔術〉內容，製作成電子教材，

運用單槍播放，以利全班共讀。 
3、教學活動： 
(1) 老師以實驗圖片說明實驗的過程。 
(2) 老師說明實驗所隱含的科學現象。 
(3) 全班提問、討論、發表。 
(4) 鼓勵學生到圖書室借閱《麥克DO科學》

 
學生愛看《麥克 DO 科學》雜誌 

 
提問和討論 

 
「問答科學」單元活動 

用「自我提問」幫助思考── 
以語文領域「這是我們的玩具」為例 

用「同心圓」自我提問學習單幫助 
思考──以生活領域「雲和雨」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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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詳讀內容。 
活動二：故事科學 

1、閱讀教材：《國語日報》第八版的「科

學教室」、《魔法校車》故事書。 
2、教學準備：老師事先要選擇合適的內

容，製作成電子教材，運用單槍播放，

以利全班共讀；「同心圓」提問學習單。 
3、教學活動： 
(1) 由老師導讀一篇科學故事，以文章的圖

片、標題和條列重點引起學生動機，再

精讀文章內容。 
(2) 教師帶領學生進行「提問討論」活動，

引導學生提出問題，全班討論。遇到無

法解決的問題或不知道的答案，鼓勵學

生到圖書室借書查資料。 
 
 
                                     
 

 

 

 

 

 

三

、

方

案

成

效

評

估 

透過反覆的提問教學活動，以及給與學生實作的機會，讓學生學會問問題，也樂

於問問題；運用「自我提問」閱讀策略能促進學童更專心的閱讀文章，而且能瞭解文

章的含意，促進閱讀理解。譬如，以南一版國語課文〈這是我們的玩具〉進行「自我

提問」教學時，老師可以從學生問的問題與學生討論，引發學生討論課文主旨「分享」

的意涵，能從課文、繪本的內容中進而探索自己的生活經驗。因此，教師必須帶領學

童將「自我提問」策略運用在各領域之中，以提高學童後設認知的能力。 

在進行導讀《國語日報》第八版的「科學教室」之前，曾調查班上學生閱讀「科

學教室」的情形（教室公佈欄會張貼當天的國語日報），發現會主動閱讀「科學教室」

的同學很少，某些同學有會讀是因為家裡有訂國語日報，家長會朗讀「科學教室」的

內容給小孩聽。經過老師導讀「科學教室」活動後，會主動閱讀「科學教室」內容的

學生有增加，雖然有些內容對二年級學生而言不易理解，但是學生會看些標題和圖

片，甚至於看到有趣的圖片會呼朋引伴一起來看，進而互動討論，增加閱讀的廣度。

此外，《麥克 DO 科學》雜誌經過老師的導讀活動之後，學生也會主動到圖書室借閱，

增加科學知識，或是參加「線上閱讀認證」活動。 

 
「故事科學」單元活動： 
蝴蝶為什麼這麼美麗？

用「自我提問」策略幫助思考── 
學生以「問問題」表達對蝴蝶的好奇

 
學生認識蝴蝶細長的口器， 

並扮演蝴蝶吸花蜜。 

 
分組討論，寫提問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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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片、簡報、說故事等多元方式來呈現科學方面的知識容易吸引學生的興趣，

科學不再只是硬梆梆的知識，也可以很「故事」、很「趣味」，有助於學生科學觀念的

發展。譬如在「蝴蝶為什麼這麼美麗？」單元活動中，有學生提問：「蝴蝶是以斑紋

來命名的嗎？」全班熱烈討論，同學紛紛講出自己知道的蝴蝶名稱，再與蝴蝶身上的

斑紋相對應，真是精采。老師要給予學生們一個開放、安全的空間，讓學生們盡情的

「暢所欲言」，學習就在這互動討論之間慢慢延伸出來。 

四

、

回

顧

與

前

瞻 

記得在民國九十八年進行臺北市第十屆「行動研究」題目〈老師，換我來問！探

究國小二年級學童運用「自我提問」閱讀策略之表現〉，從這個研究中我們瞭解到二

年級的學生具有提問能力；在成果發表會上，指導教授期許老師將提問的活動深深扎

入學生的「理解力」和「思考力」。經過「省思」與「精鍊」之後，在本方案的活動

中將提問的教學活動從文本的理解開始，引導學生進入深層思考，亦即鼓勵學生「無

所不問」，進行創意性及高層次的問題提問，或是生活中的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些都

是最引起全班熱烈討論的話題。 

在全班的提問、討論中，發現班上有些學生是不容易進入「發言」狀況，這些學

生普遍的心態是不願意思考，甚至有位考試成績優異的學生，在上「提問討論」課時，

他就變成了「客人」，透過深入瞭解後發現：原來他只喜歡「制式化」的作業、考卷。

哇！只是「講」出感想不用「寫」如此而已，竟然意願不高，這讓我覺得必須繼續推

行「提問討論」課，喚醒學生「沈睡」的 思考力。老師如何將作業、評量與「深層

思考」結合在一起，是推動閱讀活動努力的方向。 

五

、

省

思

分

享 

運用「自我提問」策略讓學生「無所不問」，有時還真會把老師給「考倒了」，這

也不需要太在意，因為問題本身遠比答案還重要，而學生對於科學的「想像力」與「提

問力」才是最讓老師津津樂道的。 

低年級的生活課程中，動手「做科學」的內容較簡易。為了引發學生觀察、實驗

的興趣，老師可以用簡單的科學實驗，帶入科學觀念，激起學生對科學的興趣。譬如：

在《麥克 DO 科學》雜誌〈科學魔術〉有個單元「氣球電話」與生活課程的「小話筒」

單元很接近，不同的是一個實驗用氣球當材料，另一個實驗用紙杯當材料，可以讓學

生比較兩者之間的差異，「使用哪種材料當話筒會聽得清楚？為什麼？」。有些學生對

科學很有興趣，他們會動手做做看，把結果跟同學分享，很有科學實驗精神。 

六 

、 

其 

他 

低年級老師屬於「合科」的教學形式，常常是國語、數學、自然、社會、美勞、

音樂都要教，因此，對於各領域需具備「基本」的常識。為了推動「科學閱讀」這個

活動，我需要經常閱讀科學書籍、蒐集科學資料，遇到適合的文章就拿起數位相機

「喀！喀！」的拍照，把資料數位化以利全班共讀，不僅增加學生對科學的興趣，而

老師本身的科普常識就日積月累的豐富了起來，學生和老師都樂在其中。所以，老師

必須具備相當的知識水準，不斷的自我精進，才能培育出能與時俱進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