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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教師/行政人員專用） 

臺北市 102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閱冠磐石評選  

姓    名 柯予晴 任教學校 武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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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級任教師 

任教年資 (級任)    10    年 (科任)         年 兼任行政經歷 1.5 年 

學    歷 

美國普度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語文教育組碩士（93年畢業） 

國立台中師院國小師資班（88年結業） 

國立政治大學銀行系（85年畢業） 

獎    勵 

個人參賽 

˙101年第十三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創新與行動研究比賽佳作 

˙101年臺北市性別平等教案設計比賽特優 

˙101年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親子自編故事比賽中年級組優選 

˙97年桃園縣溫馨祖孫情照片徵文比賽入選 

˙97年第九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創新與行動研究比賽入選 

˙97年臺北市國民小學兒童深耕閱讀「閱讀標竿團體」榮獲表揚 

˙96年臺北市語文競賽小學教師組南區作文第四名 

˙96年臺北市性別平等教案設計比賽佳作 

˙95年臺北市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教學設計徵件活動佳作 

指導學生參賽 

˙101年聯合盃作文比賽全國總決賽中年級組佳作 

˙101年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親子自編故事比賽中年級組優選 

˙101年臺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低年級組佳作 

˙100年班級學生獲得本校推薦為臺北市閱讀校楷模 

˙100年臺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低年級組佳作 

著    作 

出版書籍 

˙用故事玩寫作（1）中國傳統故事篇（東西圖書出版 97年） 

˙用故事玩寫作（2）台灣民間故事篇（東西圖書出版 97年） 

˙我是科學人（東西圖書出版 96年） 

˙愛吃草的動物朋友（東西圖書出版 96年） 

˙誇飾攪拌機（東西圖書出版 96年） 

˙譬喻攪拌機（東西圖書出版 96年） 

˙類疊攪拌機（東西圖書出版 95年） 

其他著作 

˙性別平等教育～儲備追夢能量（國語日報,101年 6月 14日第 14版） 

˙渾然天成的中文閱讀力（A-HA幼兒雙語教養資源誌 第二期, 2008） 

˙認字，建立在閱讀樂趣上（A-HA雙語季刊 No.2,2007） 

研    究 

˙102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語文領域召集人設置及領域運作計畫獲得遴薦 

˙101年度武功 3C行動學習專業社群及武功悅讀趣專業社群 

˙101年度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性別無界，夢想無限 

˙97年度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小小樂評家-從歌詞看修辭 



ht
tp

://
re

ad
in

g.
tp

.e
du

.tw
/

 2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讀創一格的閱世界  

推 

 

動 

 

方 

 

案 

 

緣 

 

起 

一、「累積閱讀力，培養創造力」的雙向進程 

    「閱讀力」為何被重視？因為有了閱讀力，學習者就能具備「自學能力」與「思考

能力」。但是，有了「閱讀力」，就能在這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具備競爭力嗎？不！重點

是要把這項能力在適當的時機用適當的方式「用出來」，也就是專家學者所提倡的「培

養閱讀力，激發創造力」！ 

    臺北市教育局推動深耕閱讀已近 10 年，各校均不遺餘力的推動閱讀教學，每個學

生均積累了不少閱讀量，也能在各種閱讀活動中主動或被動學習到「閱讀理解策略」。

然而，筆者發現多數學生在課堂作文、演說或各項語文競賽中的表現仍難以與其閱讀力

成對等，於是開始思考：「累積足夠的閱讀力，就一定能激發創造力嗎？」如果在累積

閱讀量的同時，多多設計讓學生必須發揮創造力的情境，進而讓學生省思自己閱讀力的

不足，重點式的補強所需的閱讀素養，讓閱讀力與創造力的培養進程從單行道變成雙向

道，是否會更有效率的同時提高這兩項能力呢？ 

 

                   

 

 

 

二、「重視目標性，兼具樂趣性」的讀報教育  

    想要重點式的提升學生閱讀力，國語日報是筆者最推薦的工具，它的內容兼具知識

性與情感性、新聞性與多元性、國際性與地方性，能應用至各學科，是累積閱讀力質量

及設計創造力情境的好幫手。筆者運用國語日報至各科教學已經行之有年，本校也很幸

運的在 101 學年度申請成為「臺北市讀報教育種子學校」，筆者在指導讀報實驗班及本

身級任班級時，除了希望學生能將讀報當作習慣與樂趣，更砥礪自己能規劃出具備「目

標性、創造性、多元性」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在讀報時，也同步走在上述的「累積閱讀

力，培養創造力」的雙向進程上。 

 

三、「結合資訊力，統整閱讀力」的武功 3C行動學堂專案 

    本校於 101年度申請到「行動學習」專案的經費，要將「行動學習」成為特色課程，

各學習領域社群老師都積極規劃相關課程，以期創造資訊結合教學的最大效益，語文領

域也不例外。目前除了電子書的使用，也擬定各年級共讀班書的線上閱讀評量方式，並

在圖書館內建置線上評量 QR code，給學生最即時的閱讀回饋。 

 

 

 

 

 

 

 

 

 

 

 

 

 

 

各年段 

語文領域

教學設計 

武功 3C 

行動學堂 
專案 

讀報教育
種子學校
專案 

武功國小語文領域統整性課程 

結合多元化
及適性化之
評量模式 

引進「學習共
同體」之學習
模式 

製造情境 重點式補強 

閱讀力 思考力 創造力 

全面性累積 適時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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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架構 

本方案以設計一套「累積閱讀力與培養創造力」的雙向進程為核心，規劃足以激發
創造力的情境，並結合本校讀報教育與 3C 學堂特色課程，同時引進「學習共同體」與
「多元化評量」等概念，讓閱讀與學科、生活與教育潮流緊密結合。 

 
 
 
 

 
 
 
 

 
 
 
 

 
 
 
 

 
 
 
 

 
 

圖一：《讀創一格的閱世界》方案架構圖 
二、方案內容簡介 

1.深度閱讀活動 
（1）主要精神：從教師主導性的、靜態的閱讀活動轉化成以學生為主體的、動態 

的閱讀成果展現，教師設計一個情境，讓每位學生成為主角，以「說」、「寫」、

「表演藝術」等方式展現閱讀後的想法。學生組成學習共同體，來達到互相
合作、觀摩與評鑑的效果，不讓任何一位孩子成為課堂的客人。 

 （2）活動內容：以「班級讀書會」、「主題式書展」、「閱讀電影院」等形式提供不
同閱讀文本，「班級讀書會」以共讀班書為主，「主題式書展」則提供同一主

題的一系列書籍輪流閱讀，再進行內容的整合，而「閱讀電影院」則是影音
式閱讀，讓對於紙本閱讀有困難或沒有興趣的孩子也能感受到閱讀的魔力。
閱讀之後的回應是活動的重頭戲，最常用的閱讀紀錄學習單除了問答、大意
心得等形式，也鼓勵孩子自創任何書寫圖畫式的閱讀回應；動態的閱讀回應

則包括小組討論及說書表演等方式。 
2.讀報教學 
（1）主要精神：擴展學生的閱讀範圍，並有效結合各學科教學內容及各項教育議

題（生命、品格、人權、性平、多元文化…），利用創造力活動讓學生學著統

整報上各項訊息，蒐集並運用報上資訊，並體會到報紙的影響力。 
 （2）活動內容：發展不同形式的「閱報學習單」，並引進「親子共讀共享」，讓閱

報成為學校教育與家庭親職教育結合的好工具。在讀報教學中，亦以「學習
共同體」方式讓學生學習互助合作、磨合溝通模式，讓讀報活動也同時具備

「團輔」功能。「讀報小主播」活動讓學生根據報紙國內外重要新聞及校內大
事編寫播報內容，並對全校廣播，因此學生會在過程中學習到新聞敏銳度、

累積閱讀力與培養創造力的雙向進程 

讀報教學 深度閱讀活動 3C行動學堂 

◆班級讀書會 

◆主題式書展 

◆閱讀電影院 

◆多元性閱讀回應 

◆閱讀表演藝術 

 

◆閱報學習單 

◆閱報心智圖 

◆讀報小主播 

◆班報製作 

◆讀報小團輔 

◆多語文競賽儲訓營 

 

◆線上閱讀測驗 

◆QR code與閱讀 

◆ibook與閱讀 

◆Yoututbe與閱讀 

◆主題式報告 

 

課
程
內
容 

核
心 

範
疇 

能
力
養
成 

◆提出個人看法 

◆歸納比較策略 

◆分析推理策略 

◆改寫文本技巧 

◆說書表演技巧 
 

◆整合資訊能力 

◆歸納比較策略 

◆分析推理策略 

◆新聞稿認識與撰寫 

◆學習共同體精神 

 

◆結合資訊素養 

◆自學與共學能力 

◆自評與他評能力 

◆整合資訊能力 

◆上台簡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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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報稿編寫及廣播表達能力。「班報製作」是個整合學生各項能力的活動，學

生要先學習一系列課程：新聞稿的認識與撰寫、採訪及拍照的技巧、電腦編
輯與版面製作的能力、印製報紙的方法…等，接著必須全班討論出班報主題
與形式，是極具創造力與班級特色的讀報活動。 

3.武功 3C行動學堂 
（1）主要精神：結合本校行動學習專案與資訊教育，讓閱讀活動在 3C科技產品的

協助下發展出更多可能性。 

（2）活動內容：武功國小語文領域社群教師已經規劃出一到六年級的共讀班書，

目前在本校針對這些班書建置 QR code，讓學生利用行動載具上網瀏覽書籍簡

介及進行線上閱讀測驗，學生能透過自我檢測了解本身學習程度。此外，學

生運用網路資源延伸學習內容，以搜尋引擎工具與 youtube 為媒介，可拓展

學習廣度，也運用線上讀書會增加與同學互動與互相學習的機會。 

方 

 

 

案 

 

 

成 

 

 

效 

 

 

評 

 

 

估 

一、應用範圍 
1.本閱讀活動方案目前應用於中高年級，不過此方案的內容可運用到各年級，作法則

根據學生年紀與程度差異性做調整。 
2.現今本教學方案運用於語文領域深度閱讀、讀報教育與武功 3C 行動學習專案三大
範疇，但學習各種學科或技藝均離不開閱讀，「累積閱讀力與培養創造力的雙向進
程」的方案精神可置入到各學科領域，而「設計情境以培養創造力」更是學校教育

與家庭教育都能努力的方向。 
 

二、學生表現 
1.此方案強調「累積閱讀力與培養創造力」的雙向進程，因此，情境的設計與提供相

當重要。多年來，筆者結合教育局深耕閱讀活動設計創造力情境，學生踴躍參與「小
小說書人」、「自編故事」及「閱讀校楷模」等項目，不僅在校內外有良好表現，也
形成班上一股樂於閱讀與展現創意的風氣。 

2.學生以「學習共同體」形式進行此閱讀方案時，除了同儕合作效應，也產生了「見

賢思齊」的功能，低學業成就學生會觀察、模仿高學業成就同儕的表現，進而修正
或擴展自己的閱讀回應方式。以「閱讀心智圖」為例，第一次引導閱讀心智圖時，
約有 70%的學生仿效老師所提供的範例，30%的學生能發想更有創意的心智圖形式，
透過觀摩學習，之後的閱讀心智圖形式就更多元化與精緻化，當「發揮創造力」成

為習慣，學生整體表現就會顯著提升。 
3.在「深度閱讀活動」實施過程中，學生除了如教師所期望的，養成「歸納比較」、「分
析推理」、「口頭及書寫發表」等能力，教師也觀察到學生的口語表達、繪畫技巧及
肢體表演均有長足的進步。其中在「說書」活動中，三年級學生透過一連串的練習

與修正，也能發展出「將閱讀文本改寫成說書及戲劇演出文本」的能力，不僅懂得
抓取文本重點及亮點，也會將敘事句改寫成對話句，學生相當具有成就感。 

4.帶領讀報實驗班進行「讀報教學」是筆者的一大考驗，一方面希望能突破讀報教育
的模式，另一方面要顧及學生基本閱報能力的養成，太過花俏的教學設計不見得能

讓學生穩紮穩打。「讀報小主播」是個很成功的活動，每個星期二，不同的小主播
必須先做好功課才能上場進行全校性播報。剛開始由六年級讀報實驗班學生產生小
主播人選，到後來主動報名者非常踴躍，連三年級學生都能披掛上陣。 

5.六年級讀報實驗班的「班報」引起很大的迴響，班報主題是體育表演會專刊，製作

班報的過程耗時一個多月，從編輯報紙的概念養成到分組進行攝影、採訪、編寫、
製版到出刊，學生親力親為，製作出四大版的「武功大報走」專刊分送全校各班。
這項活動證明創造力與閱讀力是可以雙向進步的。 

6.學生對於武功 3C 行動學習活動充滿興趣，因為在家也能進行線上閱讀測驗及資訊

蒐集，而學生分組進行主題式簡報的活動時，更可發現透過科技產品，學生有相當
好的自學與共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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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程與修正 

1.為了達到提升閱讀力的教學目標，筆者在前幾年的閱讀教學中陷入兩個迷思，一是
積極運用閱讀學習單去引導教學內容，因此大多設計成問答式或大意心得式的學習
單，卻導致學生因為厭倦書寫學習單而提不起閱讀興趣；二是堅持要學生養成紙本
閱讀的習慣，忽略了學生個性與特質差異性，反而讓學生逃避紙本閱讀。其實學生

偶爾的電光火石的想法，也能發展成驚為天人的創造力，因此各種形式的「閱讀回
應」取代了呆板的「閱讀紀錄單」；而人的各種感官均可以是閱讀的媒介，像現代
的孩童以「手指」來觸控閱讀，也在時代演進中變得稀鬆平常，只要達到培養閱讀
力的目的，形式是可以多樣化的。 

2.剛開始嘗試以「學習共同體」形式進行閱讀教學時，以為就是教師們一直以來常用
的「分組活動」模式，也用「分組競爭」來提高學生學習效果。然而，在讀報教學
的班報製作過程中，發現學生開始計較各組分配的工作，甚至計較組內成員的能力
不均，卻忽略全班是一個大組，是需要互相合作的。有了這次經驗，筆者更深入瞭

解「學習共同體」的精神，而修正為讓學生互動、互學、互助的模式。 
二、發展與前瞻 
    1.連結更多領域，整合更多資源：目前班級學生閱讀圖書的來源除了校內圖書及國

語日報，還包括行天宮巡迴書箱及愛的書庫巡迴書箱，未來希望能整合更多資

源，讓培養創造力的情境能跨越領域限制與環境限制，除了校內與家庭，還能結
合社區及外界力量。 

2.校內的行動學習載具會在 101學年度下學期購置完整，可提供一班學生人人有平
板電腦，而語文領域教師也積極規劃相關課程，屆時在結合閱讀與 3C 行動學習
方面會發展出更多可能性。 

省

思

與

分

享 

一、在進行「讀創一格的閱世界」閱讀教學方案時，為了設計出培養創造力的情境，常

常鼓勵學生參加各項競賽進行自我挑戰，包括小小說書人、作文比賽或投稿等，就
學生個人表現來看，從訓練初期到上場比賽時，均可以看到學生在閱讀素養與創造
力的成長，但比賽結果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學生或家長常因沒有得到好成績就忽
視自己的成長。筆者希望教育志業不要帶進太多功利主義，沒有獲獎的學生也可以

是學習成效很好的學生，指導不出得獎學生的老師也可能是好老師，如果大家能有
如此想法，教與學都會更有樂趣、更有動力。 

二、讀報教育在中高年級實施時均得到非常好的學習成效，目前也透過專業社群分享模
式，希望能集思廣益，整合出更有系統性的課程。但對低年級學生來說，國語日報

較具深度，難以引起普遍的閱讀興趣，因此如何選取適當的讀本以建構低年級適用
的讀報課程是本校語文領域成員未來努力的方向。 

三、科技發展快速，行動學習已成教育新潮流，但教師並非人人都是資訊專業人員，因
此筆者在引導學生結合科技與閱讀時，常感受到本身資訊素養的不足，尤其是各家

研發的行動學習載具有不同系統、操作方式及軟體，教師也亟需這方面的專業進
修，才能具備充足的知能與教育潮流接軌，為學生設計最具效能的學習情境。 

專 

業 

成 

長 

相關研習 
101學年度讀報教育研習 

101學年度創意活化教學研習 
101學年度行動學習方案及行動學習社群研習 
100年度國語文基本學力檢測命題種子教師研習 
100學年度 12小時閱讀理解策略研習認證完成 

◎請依據 101年閱讀成果調查填入以下數據：(統計期間：101.8.1~102.3.31) 

書城閱冠磐石組填全校資料 
悅讀閱冠磐石組填班級資料 

學生數(全校/班級) 每生平均閱讀數(全校/班級) 

17人（班級）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