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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教師/行政人員專用） 

臺北市 103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閱冠磐石評選 

 

姓    名 王慧靜 推薦類別 
□書城閱冠磐石         

■悅讀閱冠磐石 

聯絡箱號碼 024 任教學校 仁愛國民小學 

個人學經歷參考資料 

現任職務 二年級級任導師 

任教年資 (級任)   13 年 (科任)        0 年 兼任行政經歷  7 年 

學    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畢業。 

獎    勵 

100 年度代表學校參加深耕閱讀「悅讀閱冠磐石」，工作得力，嘉獎一次。 

100 年度指導學生參加深耕閱讀，榮獲閱讀校楷模，工作得力，嘉獎一

次。 

100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推行晨讀運動，工作得力，

嘉獎一次。 

102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推行晨讀運動，工作得力，

嘉獎一次。 

著    作 兒童哲學教學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    究 93 學年度教師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佳作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推動方案緣起 

「孩子有無限的可能性」是我的教育信念，就如同布魯納所

言「任何教材皆能以某種合理形式教給任何發展階段兒童」，我

很重視兒童語文能力的養成，在語文領域讀（閱讀）、說（表演、

主題的表達）、寫（筆畫指導、架構、部首教學）、作（句型、

大綱、組織、寫作的基礎能力）、思維（推理、理解、問題解決、

做決定）各面向的學習，我總想運用各種可行的方式，帶給低年

級的兒童。透過多樣媒材的閱讀，拓展與奠基孩子的語文能力，

為日後的學習奠定穩固的基礎，因此長久在班級推動閱讀活動。 

閱讀讓課堂更有生命力，透過閱讀分享與記錄，讓孩子展現

各項語文能力，孩子語文能力提升，更沉浸於閱讀之中。從影片、

繪本故事書、小小說…等，孩子越能獨力閱讀，進而熱愛閱讀。

閱讀是最浪漫的教學、閱讀是我教學的靈魂、閱讀是孩子瞭解世

界的一種方式、閱讀更是一種習慣的養成，期望閱讀能成為孩子

一輩子的事。 

二、推動方案內容 閱讀是一種生活的分享，小一新鮮人剛進小學，有些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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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會認簡單的國字、有些小朋友已學過注音符號、有些小朋友不

會注音符號、不會識字但很會畫畫…等。一開學的晨讀時間，孩

子閱讀的能力差異很大。小一新鮮人雖然還不太會讀，但孩子能

透過語言、圖像、文字、符號，能和家人、同儕分享生活經驗。 

課堂中，我引導孩子們說學校生活、畫學校生活、練習用

新學會的注音符號記錄生活，每次展示出來，讓孩子閱讀自己的

生活記錄，閱讀別人的生活記錄。 

 

 

 

 

 

 

 

圖片說明：這是開學第一週的親子作業：第一天上小學、感謝第

一天陪我上學的家人、猜猜我是誰（請小朋友用畫的或用說的，

請爸媽協助記錄在A4紙上）。 

將孩子每學期的學習紀錄裝訂成冊，出版自己的作品集，

孩子為自己的作品集寫序「小作者的話」，爸媽、老師、校長也

給孩子鼓勵。閱讀孩子的作品集，看見孩子的成長軌跡，也閱讀

著自己的教學歷程，思考我如何醞釀閱讀在我的教學中。 

 

 

 

 

 

 

 

1.老師說故事：剛入小一的孩子識字量不多，老師說故事、念孩

子的生活記錄，給孩子聽，啟動閱讀。 

2.故事媽媽說故事：每週二、五，故事媽媽入班說故事，題材包

含品格、生命、環境、兩性、家庭……等面向，開啟孩子的閱讀。 

3.愛心媽媽讀報：班上訂閱國語週刊，每週有一堂課的時間，愛

心家長，以國語週刊為題材，選擇兩、三個主題，深入透過影片

甚至實際擺放一個水族箱在教室，讓孩子觀察水族箱變化……，

引發孩子讀報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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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讀報：教低年級學生讀報，讓小朋友隨意翻。前十週注音符號

的課程結束後，班上的國語週刊也累積超過26份，每一期的報紙

讓孩子帶回閱讀，隨意讀，最後選一篇文章大聲朗讀給家人聽。 

5.佈置班級閱讀角：陳列適合孩子閱讀的書籍，讓孩子於書香情

境中閱讀、探索。 

6.晨讀時光：每天晨光時間前10分鐘，讓孩子養成一到校交完作

業就晨讀。觀察個別差異，協助孩子選書，鼓勵孩子閱讀。 

7.圖書館閱讀：鼓勵小朋友於每週一大下課時間，到圖書館小書

蟲故事屋聽書香志工說故事，同時鼓勵孩子進入圖書館看書或借

書。 

8.成立班級親子紙上讀書會：家長也是孩子閱讀的啟蒙師，透過

班親會的說明與討論，家長們認同閱讀的重要，每週願意抽1~2

小時的時間與孩子共讀並協助記錄與孩子討論的問題、讀完書想

分享的事，一起整理這本書告

訴我們什麼事、聊一聊書中的

圖片、找一找有用形容詞的句

子…等。由班親會召集團隊的

家長，先選好52本繪本圖畫

書：有的書只有圖沒有字、有

些書的文字沒有注音、有些書

的文字很短、有些書很哲學…

等，選書很多元、甚至有些挑戰性。每一本搭配一本紀錄本和一

個書袋，記錄本每一頁都蓋上孩子的姓名章，孩子要記錄在自己

姓名章的那一頁，全班傳閱完，可以看到所有孩子與家長對這本

書的想法。孩子除了閱讀圖畫書之外，還閱讀其他孩子的閱讀記

錄，孩子的閱讀能力在親子紙上讀書會裡，看見很大的進步，從

家長記錄，到孩子自己記錄並加上插圖，一開始家長讀給孩子

聽，到後來孩子讀給家長，閱讀真是最浪漫的教學與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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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閱讀影片：一年級上學期，班上看了很多影片，藉由記錄三

句話開始，幫助孩子整理他們看到的內容，練習使用注音符號，

也開始訓練孩子做筆記。 

 
 
 
 
 
 
 
 
 
 
10.識字教學：中國字大多是形聲字，掌握文字偏旁的意義的了

解有助於孩子閱讀，有些沒教過的字，孩子有方法猜測文字的意

思，讓孩子製作自己的字典小書，增加識字能力。 
 
 
 
 
 
 
11.繪製讀報地圖：引導小朋友從隨意讀報，接著指導孩子運用

心智圖的結構來分享讀報時的發現，幫助學生整理資訊的能力，

滿足學生喜歡畫圖的樂趣，讓學習變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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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成效評估 

1.孩子靜默閱讀的時間長度增加，越能靜下心悅讀。 

2.全班每一位孩子，全數通過仁愛經典一百的低年級閱讀，全班

完成250本閱讀記錄，獲得仁愛閱讀銀博士認證。 

3.語文能力提升：從課堂中的發表狀況，小朋友的辭彙增多了，

視野寬廣了，對文章中的情境理解也提升了；孩子在語文領域，

統一紙筆紙筆測驗的分數，也顯著進步，原本一上語文領域成績

低落的孩子(60~70分1位、70~80分1位、80~90分2位)，二上全班

國語期中考成績均90分以上，孩子的語文能力全面提升、沒有人

落後。 

4.長篇閱讀能力提升：從繪本到橋樑書，從橋樑書到純文字書，

小朋友越來越能接受、閱讀純文字的書。 

5.寫作能力提升：大量閱讀讓學生自然而然學會使用標點符號、

正確分段，且充滿創意，多數孩子可自行完成一篇結構完整，且

文句流暢的文章。 

 

 

 

 

 

 

四、回顧與前瞻 

閱讀在教室裡會成為一股學習的動力，記錄是一種分享與習

慣，班級親子紙上讀書會的推動，讓閱讀記錄成為全班成長的

回憶。孩子、家長成為學習的共同體。這樣的學習社群，讓孩

子的閱讀有支持，沒有想法、不會記錄的孩子，可以閱讀別人

的想法，從「閱讀」中提升閱讀能力。 

五、省思分享 

從小一新鮮人開始，即鼓勵孩子做記錄，用畫的、用注音符

號記錄、或說給爸媽聽請家長紀錄，讓小朋友在其中練習對閱讀

材料的分享，更期待帶出對閱讀材料的討論與思考。低年級學生

不可因其年紀小，就限制孩子的閱讀學習，或是對閱讀思考的記

錄，「孩子有無限的可能性」。 

班級閱讀社群的建立，成為孩子學習的最好鷹架，藉由閱讀

啟動孩子的學習潛能，全面學習。 

六、其他 
    曾於 91年 3月至 92年 6月期間，參與兒童哲學種子教師的

培訓，參與培訓的過程，瞭解閱讀的理解與思考。 

◎請依據 102 年閱讀成果調查填入以下數據：(統計期間：102.8.1~103.3.31) 

書城閱冠磐石組填全校資料 
全校學生數 全校每生平均閱讀數 

1196 31.83 

悅讀閱冠磐石組填班級資料 
班級學生數 班級每生平均閱讀數 

26 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