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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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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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組長 

任教年資 (級任)       1 年 (科任)   12     年 兼任行政經歷  10 年

學    歷 國立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著    作 
1.在行動環境下以行動支援主機為主的多點因果遞送演算法（論文） 

2.吉林國小網站操作手冊-家長篇 

研    究 
1.98 學年度教育部行動研究： 

【喜閱吉林】～兒童線上閱讀認證系統之經驗分享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推動方

案緣起 

為了推動閱讀，每個學校都訂出了各項策略，閱讀認證是其中之一。本

校訂定相關的辦法，並設計閱讀授階制度，公開表揚喜好閱讀的同學。

推動以來，我們也看到了一些成果：學生上圖書館的次數增加了，圖書

借閱量也增加了，可是我們面臨了一些問題： 

1. 級任老師不容易了解每個學生閱讀認證的情形，進行個別的教導。 

2. 行政單位不容易了解各個班級推動認證的情形。 

3. 學生不了解自己及其他同學目前認證的情形，無法積極的參與相關認

證活動。 

4. 部份班級因為老師無暇批閱學習單而影響學生認證進度，進而影響學

生參與認證的意願。 

以上各點，都是造成相關辦法無法落實，以致無法達到預期的成效。為

了解決這些問題，本校透過資訊化的方式，規畫設計線上閱讀認證管理

系統，希望可以落實閱讀推動辦法。 

二、推動方

案內容 

一.建構線上閱讀認證平台，以資訊化的方式，協助學生閱讀管理，並減

輕老師推動認證時的負擔，以落實閱讀推動辦法。目前系統提供各項功

能： 

1. 線上認證：學生閱讀完一本書之後，進入系統找到該書的認證入口，

即可參與線上測驗，完成認證。測驗通過則認證通過。 

2. 提供多元的認證管道，記錄學生閱讀情形：除了線上測驗的認證方式

外，目前還提供其他多元的方式 

甲、線上讀書會：學生可以線上發表心得的方式參與認證，並由老

師審核通過後完成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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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人工認證：學生可以利用口頭發表、表演等其他方式參與認證，

並由級任老師登錄完成認證。 

 

 
3. 閱讀統計與分析： 

甲、全校閱讀統計分析 

乙、班級閱讀統計分析：可以了解各班閱讀推動的情形，並作為班

際間經驗交流的依據。 

丙、個人閱讀統計分析：除了量的統計之外，我們的系統亦針對個

人作質的分析，了解學生是否為了認證而閱讀較簡易的書籍或

是否有閱讀偏蝕的情形，作為家長及學生診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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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個人學習檔案整合：將個人閱讀認證整合於學生學習檔案的一部

份，進入個人學習檔案，可以立即查詢統計所有個人閱讀認證的情形。

 

二.線上閱讀平台的使用及推動：在推動新的方法時，首先要面對的是使

用者習慣的改變，儘管新的方法預期會有很大的效益，都可能因為使用

者的不熟悉或不願意改變而使我們的方法受阻，因此在平台的完成之

後，最重要的是所有人員的訓練與宣導： 

1. 教師教育訓練：系統是否成功推動，老師能否了解系統的功能及操作

方式將是關鍵，因此我們辦理相關研習，讓老師們能充份了解各項操

作，另外關於測驗命題，我們也訂定相關辦法鼓勵老師們共同參與。

2. 學生教育訓練：利用電腦課，請任課老師協助指導學生如何參與線上

認證及相關使用說明。 

3. 對家長的宣導：線上化之後，家長可隨時了解學生的認證記錄，以協

助閱讀的推動，因此我們發行學校網站操作手冊，讓家長了解如何使

用本系統。 

4. 回饋：接受家長及老師們對於系統提供的各項建議，使系統更符合使

用者的需求。 

三、方案成

效評估 

1. 經過全校老師的共同參與，目前圖書館 2萬多本藏書中，共有 3000

多本可認證，其中 1000 多本已完成測驗題庫，可直接作線上認證。 

2. 自97學年度開始推動本系統之後，圖書館的借閱量從之前的不到2000

本/月提升至 5000 本/月，效果明顯。 

3. 學生多能積極的參與閱讀認證，目前 90％學生獲得初階以上的認證，

本學年度每位學生平均閱讀量達 33 本書。 

4. 透過資訊化的認證管理，級任老師可以清楚的了解學生閱讀的情形，

以便更深入的導入各項閱讀策略，行政單位亦可清楚的了解各班推動

閱讀的情形。 

5. 透過資訊化的管理及分析，學生及家長都能清楚的了解本校的閱讀推

動計畫，並利用系統質、量的分析，協助學生了解個人閱讀的情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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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診斷的依據。 

6. 閱讀認證授階記錄與個人學習檔案整合，學生清楚的了解自己認證授

階的情形，並可積極的為更高的授階而努力。 

四、回顧與

前瞻 

1. 系統發展完成之後，經過全校老師無私的付出，我們建置了超過了

1000 本書的線上題庫，成為學校重要知識資產，同時老師在參與命題

的過程中，更與學生共同參與了閱讀的樂趣。 

2. 未來希望能夠邀請其他學校共同參與，除了平台及經驗的分享之外，

更重要的是希望能透過校際合作的方式，達到題庫共享、教師共享的

目的。 

五、省思 

分享 

1. 系統本身是一個工具，如何使用工具需要智慧。行政人員有行政人員

的智慧、級任老師有級任老師的智慧、家長有家長的智慧，這些都需

要溝通及教育。在很多的方面，量常常是行動過程的結果，即是在很

多良好的教學策略實施下，常會有比較可觀的量的呈現，因此量常會

被拿來（或誤以為）作為評量教學策略的重要參考。量只是一個結果

並不是目的，在很多情形下，忽略目的，仍然可以達到「大量」的結

果，但是這並不是我們要的。因此，當我們的系統呈現「良好的量」

時，更值得我們作的是「閱讀教學策略」的分享 

2. 閱讀認證在本校已經落實，但是這只是我們推動閱動的方法，如何利

用這個工具了解每個班級、每個學生並提出對應策略，以落實推動閱

讀的目的將是我們要努力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