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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閱冠磐石評選  

姓    名 周憶芬 任教學校 內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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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級任教師 

任教年資 級任 15   年 科任  1    年 兼任行政經歷  1 年 

學    歷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碩士班肄 

獎    勵 指導學生參加 97年國小精進課堂教學能力學生精進學習檔案優選 

著    作 青青秀峰故鄉行(1999.6) 

研    究 
國語文領域教師增能學分班─閱讀教學研究 

國語文領域教師增能學分班─作文教學研究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推動方案緣起 

「讀，就對了！」對於閱讀，我的想法就是這麼單純。 

六年前再次回到高年級擔任級任老師，心裡想的是：除了學

科的學習之外，對於一個國小高年級的學生來說，還有什麼在他

畢業之後可以留下美好的回憶與影響呢？當時心裡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讓孩子能夠有帶的走的能力--閱讀」。 

閱讀能力是一國國民水準很重要的指標，也是終身學習的能

力。2006年，當時 PIRSL的話題正夯，又參加了重要的閱讀研習，

在衡量學生學習狀況及作息與研讀研習資料後，擬定了深度閱讀

與廣度閱讀兩個方向，希望學生能在有明確目標並且輕鬆愉快的

學習氣氛下，藉著每天一點點的持續，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二、推動方案內容 

【深度閱讀】 

1.「閱讀 100」： 

內容：讓學生以「畢業前讀完 100本 100頁以上的書籍」為目

標，兩年後給自己一份有意義又收穫豐碩的畢業禮物。 

方式： 

選書︰請學生從班級圖書中或從圖書館，每週至少挑選 1

本自己喜歡的、100字以上非漫畫類書籍一本來閱讀。

寒暑假則減少紙筆作業，鼓勵大量閱讀。 

認證︰周末將書名、閱讀日期、喜好程度及頁數記錄在閱讀

100記錄表裡，由家長認證，並於每星期一交回教師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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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授獎︰完成「閱讀 100」的同學，老師會親自挑選 1本書，

送給他做為畢業禮物。  

2.「好書共讀」：配合學校圖書館的書籍導讀活動。 

用 2個星期的時間，藉由介紹導引、共讀分享，讓學生深

入瞭解書籍內容，提高閱讀興趣。因為是共讀，因此會用聯

絡簿提醒每天建議的閱讀進度，1本書大約 2個星期內讀完。

每學期 2次，兩年全班至少可共讀 8本書。 

3.提供閱讀策略，活潑課文教學：帶領學生讀懂課文是最經濟有

效的閱讀，不但簡捷方便，而且對國語科成績的提升有直接助益。 

學生一想到課文，總覺得逐字逐句、嚴肅規矩，沒有繪本

或圖書來得有趣。因此根據不同的課文內容，在閱讀課文前

後，運用預測、摘要、推論、比較、圖解、…等不同閱讀理

解策略，提供學生不同方式研讀、討論課文，增加對課文的

閱讀興趣及理解。只要讀懂課文，學生就可以將相同的閱讀

策略運用在閱讀其他的文章上，提高閱讀深度。 

【廣度閱讀】 

1.「1日 1繪本」班書傳閱：讓班級圖書「活動」起來。 

將班級圖書中，內容能配合國語、社會、數學、音樂等各

科教學，且頁數約 30頁左右的繪本，每天 1本按座號依序傳

閱。因頁數少、圖片多，學生可以利用早自習或課餘時間翻

讀，帶回家讀負擔也不重，隔日傳換。因內容跟課程相關，

上課提及書本內容時可帶入討論，讓閱讀不分課外課內，也

可因閱讀而提高學生對課程的參與度。一個學期可以傳閱 3

輪，約 90本，2年可傳閱 360本。 

2.「1週 1話題」：時事討論。 

每星期五早自習，運用電腦及單槍投影機，點選該週最熱

門且適合學生閱讀的網路新聞，看看不同的媒體不同的觀

點，他們都怎麼說？學生自己的經驗或想法如何？提供學生

對不同觀點的刺激，給學生討論熱門話題的機會。話題可以

重複，例如林書豪的故事。討論最熱烈的話題，就做為作文

教學的素材。 

3.「閱報 123」：鼓勵學生翻閱國語日報。 

讀報可以讓學生增廣見聞，言之有物，是學生多元思考的

重要來源。本班參加學校的團體訂報，訂閱國語日報自由翻

閱。每天第 1節下課前老師告訴學生有哪些吸引老師的文章，

第 2節下課前問學生那些文章吸引你，藉由 3分鐘的簡單分

享，吸引學生翻閱報紙。並配合學校閱報王活動，每 2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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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題有獎徵答，提供學生找答案換點心的不同閱報樂趣。 

4.「每日 K一文」：語文課外補充。 

讓學生利用到校後、收作業前的小段時間，閱讀課外補充

教材「每日一文」，並完成 3~5題閱讀測驗。每日一文文章 1

篇約 600字，內容有古代文學歷史軼聞趣事、也有人物成語

俗諺故事，包羅萬象，可以增加學生許多的文史知識。 

5.「雙週輕鬆讀」：享受閱讀。 

每 2週一次，利用 1節國語課，帶學生上學校圖書館，在

窗明几淨有沙發的舒適環境下，享受寧靜自在、輕鬆隨意的

閱讀樂趣。 

三、方案成效評估 

【深度閱讀推動成效】 

1.「閱讀 100」：目標達成率年年進步，參與學校閱讀認證成績斐

然。 

這個讓學生「畢業前讀完 100本 100頁以上的書籍」的目

標，推行三屆以來，第一次第 62屆畢業班 603有 21位學生

達成「閱讀 100」的目標、第二次第 64屆畢業班全班都達成

「閱讀 100」的目標，到這一屆五年級尚未結束，就有超過二

分之一的學生達成目標，未來成果令人期待！ 

由於年年持續推動閱讀，因此在不斷的修正下，加上學校

兩年前也開始推行閱讀認證的活動，班級閱讀量與閱讀認證

量均高，上一屆畢業生中有 6人閱讀超過 300本，獲得學校

閱讀認證金牌獎，是當時全校高年級之冠。 

2.「好書共讀」：分享有共鳴。 

除了每周末目標 100本的的閱讀，加上這 2學期 8本的深

入共讀，閱讀的收穫以及與同學分享的美好回憶，常常成為

同學們在聯絡簿的學習天地裡，短文自由習寫的題材。 

3.提供閱讀策略，活潑課文教學：學生期待上國語課。 

將閱讀理解策略運用在課文教學上以後，學生普遍反應良

好。學生有的說「這樣上課很新鮮」，有的說「以前沒有這樣

上過國語課」，也有的說「很期待下一次的國語課」。老師自

己則發現，除了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增強了(定期評量)，上課

跟學生的對話也越來越有深度。  

【廣度閱讀推動成效】 

1.「1日 1繪本」班書傳閱：1天 1小本的力量真的很大！ 

將書籍放在圖書角，對主動閱讀的學生很方便，但對於不

愛閱讀的學生，不碰就是不碰。老師挑出跟課程相關的按時

傳閱後，因為內容真的不多，只需一次下課時間就能看完，

加上上課上到相關課程，學生「得意地回答哪一本書裡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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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會課台灣歷史)，或老師刻意詢問有趣的內容時，學

生「吃好到相報」(咖啡怎麼來的)，多數學生都會立刻打開

班書看看自己的班書裡有沒有相關的內容。 

2.「1週 1話題」：學生的最愛。 

因為有聲光效果，又是大家一起讀，學生都很喜歡。也因

為是熱門話題，討論起來很起勁，學生的感受也深。此時運

用閱讀理解策略，跟課文閱讀理解做呼應，效果很好；寫作

文時提出自己的見解，也比較言之有物。 

3.「閱報 123」：輕鬆吸收知識。 

有的學生會固定看科學天地，有的喜歡看連載故事，更多

的是看漫畫，因為看報紙上的漫畫不會被耳提面命。老師則

喜歡剪「方向」專欄給大家分享。基本上，讀報活動也是自

由、開心和輕鬆的。過期的報紙，會發下給學生帶回，做為

寒暑假剪報作業的來源。 

4.「每日 K一文」：少少的時間、大大的效果。 

每日一文每學期 60篇，2年可讀 240篇文章，它不用像

課文一樣精讀，卻可以補充很多國語的課外常識，因此它的

內容在國語課裡是最常被學生提及的。每日一文在班上每讀

寫完 10篇，就會有一次內容的有獎徵答，答對的同學在其他

同學的讚嘆中，常有飽讀詩書的優越感，很有趣！ 

5.「雙週輕鬆讀」：學生也很喜歡，享受… 

雖然不是每個學生都能專心的閱讀，但我們班上沒有學生

不愛上圖書館閱讀。上圖書館閱讀除了讓學生享受閱讀的美

好氣氛，還可以順便借書回家讀。讓學生熟悉閱讀與借書的

經驗，是畢業後持續閱讀很重要的條件。 

四、 回顧與前瞻 

【學生不愛讀書時….】 

1. 小朋友有不讀那本書的權利。 

在推動閱讀的過程中，我會不斷的提醒小朋友，如果你不

想讀班上的書，你可以不讀；如果你打開書，看了一部份卻

開始不想讀，你還是可以不讀。只要你不喜歡，你都可以不

閱讀，但是，一定要試著找到自己喜歡的書來讀。 

2. 善用圖書館，適時給予閱讀建議，可以引誘，不能強迫。 

對於不喜歡閱讀的同學，可以利用上圖書館的機會觀察他

們選什麼書讀，製造聊天話題，推銷相關書籍。例如，只愛

看科學畫刊的小朋友，可以告訴他福爾摩斯如何抽絲剝繭的

破案；只愛讀漫畫的，先給他看一頁插圖一頁文字的書籍。 

3.多一點口頭分享，少一點文字心得(不能沒有)。 

謹記 PIRSL的提醒：適度的閱讀作業量可以增進閱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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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但過多閱讀作業量反而會降低閱讀成效。 

【學生太愛讀書時….】 

1. 提醒他們要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 

總是會出現幾個看書看到廢寢忘餐、上課偷看，甚至看書

看到被家長沒收借書證的學生，這時還是不能否定他喜歡看

書這件事，但要提醒他們要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 

2. 「閱讀偏食」「均衡閱讀」。 

常看書看到「忘我」的學生，常有「閱讀偏食」的狀況，

尤其偏好故事性強的文學類書籍。當大家的閱讀習慣慢慢步

上軌道時，我會給他們一張圖書分類表，提醒他們登記在閱

讀紀錄上時要依居分類表在編號上著色，相同的顏色不要超

過 3本，25本內 4種顏色都要出現等，提醒他們盡可能均衡

閱讀。 

【教學時間有限時…】 

1. 不是每篇課文都非使用閱讀理解策略不可。 

剛開始使用閱讀理解策略在國語科教學時，常覺得時間不

夠用，討論無法徹底，教學進度的壓力總是如影隨形。後來

發現要運用閱讀策略在國語科教學時，只要根據課文需要，

選擇適當的策略，好好用跟常常用一樣重要。 

2. 定期評量前可彈性調整活動時間，可以合併，不能取消。 

只要是小朋友的期待，就能讓閱讀的美好在他們心裡萌

芽，特別是大家一起共讀的時光，不能省略。 

五、省思分享 

1. 因為老師的重視與提醒，基本上我們班的學生大部分是喜愛閱

讀的，部分不會主動閱讀的學生，經過提醒也會把書拿出來

看，只要給他們時間，特別是一起讀的時間，再調皮的小孩也

會有樣學樣，有模有樣的讀起書來。 

2. 跟學年同事分享自己的推動心得，看見別班參考自己的方式推

動閱讀，閱讀認證成果還甚至超越自己的班，非常開心！ 

3. 學生的話： 

*閱讀時的我，常常是很輕鬆快樂、沒有煩惱的。 

*從閱讀中，我不但吸收了許多各式各樣的知識，還學到了許

多待人處事的道理。 

*閱讀讓我不斷的成長，知道別人的優缺點。 

六、其他─專業成長： 

腦力開發與閱讀研習 

97年度教師閱讀指導能力教學策略研習班─閱讀的延伸活動 

從讀報起跑，奔向閱讀的一生 

閱讀教學及指導能力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