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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呂淑芬 推薦類別 
□書城閱冠磐 
ˇ悅讀閱冠磐石 

聯絡箱號碼 091 任教學校 文山區力行國小 

個人學經歷參考資料 

現任職務 四年級級任導師 

任教年資 (級任) 25 年 (科任) 0 年 兼任行政經歷 0年 

學    歷 市立台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畢業 

獎    勵 無 

著    作 無 

研    究 無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推動方案緣起 

     從小就認為能夠閱讀是最大的享受，因為在鄉下書是很難得見

到的，因而只要有書可以閱讀一定不放過，不管是民間故事、偉人傳

記、科學、謎語、童話、神話……都愛不釋手，也因此常優游於書的

世界中，想像自己是故事中的主角，號令士兵馳騁沙場、或是跟著歷

史人物優游不同國度……，閱讀帶領我走進想像的世界。 

    書豐富我生活的樂趣，所以，我想把閱讀的樂趣帶給孩子們，讓

他們同享閱讀的幸福。因此，我常鼓勵孩子們多利用時間閱讀。在教

室裡，我添置許多適合孩子閱讀的書籍，（目前教室書共約五百三十

多本）希望營造閱讀的環境，讓孩子們願意隨時拿起書，來探索書中

奧妙的世界。 

     現今科技發達，3C產品日精月益，小孩對於資訊的取得太速食，

對於書極的閱讀的耐性不如早期的學生，因而為配合孩子的變異性，

而有不同的閱讀方式。希望透過班級共讀、文章欣賞教學、親子活動

記錄、詩文學習等多元的方式，提供孩子更多的閱讀題材，享受閱讀

的樂趣。以期 

『引導積極的閱讀、激發求知的探索、 

  活化解決問題能力、實踐快樂多元的生活。』 

二、推動方案內容 

本著「快樂閱讀、多元多充實」的信念，以質的深入，而非量的多寡，

讓學生養成進行深耕閱讀的活動，具體作法如下: 

(一)晨讀十五分鐘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抄完功課變自己進行閱讀，在鼓勵利用零碎的

時間。請孩子閱讀班級圖書或是圖書室借閱的書籍，班級圖書須看完

後在紀錄表上做記錄。 

 1.週一：生命教育故事分享(由學校彩虹媽媽團隊支援)  

 2.週二、三、四、五：學生自主閱讀書籍。 

   
(二)班級共讀 

每學期學年老師共同討論，選出八本適合學生閱讀的書籍，每班 

每兩週輪讀一本，（發書時同時發下心得單）由學生事先帶回閱讀可 

與家長共讀和討論，利用時間探討與習寫學習單。 

    學習單以填空（以書上的文句為主，讓閱讀能力較差的孩子能有 

些成就感，是為提取訊息）、問題式（包含推論訊息、詮釋整合、比 

較評估）提醒孩子閱讀，將書中的情節或感動以圖畫表現，展示學習 

單相互學習。 

     

(三)文章（故事、時事）欣賞教學 

    以學生的行問題、希望孩子達成的行為或是時事報導為主，透過 

小故事或選擇勵志文章、優良行為的簡短文章，並設計問題提醒式（包 

含提取訊息、推論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的學習單，藉由問題 

來腦力激盪，由親子共同閱讀、討論，以期孩子能有行為改變和感動 

進而親子和諧。 

      

(四)唐詩閱讀 

    藉由閱讀詩中的含意及詩句的優美，感受古人的心意，理解融會

後繪出詩意，表現出美的生活。 



     

(五)與作家有約 

    配合學校閱讀教師推展閱讀，與學年討論後選定──王淑芬作家 

訂於 103 年 4/24 舉行，事前製作學習單、展示、閱讀作家的著作、

尋找問題與作家進行對談。 

      

(六)圖書館利用  

    配合學校安排的時間，每二週一次。鼓勵學生圖書館借閱書籍或 

到學校圖書室借閱，還可以到市圖力行分館借閱。 

(七)課堂上課外書籍補充教學 

    根據課堂上的教學內容，選取適合的書籍進行補充與討論。例如 

國語課程的文學交響曲單元，即選取「伊索寓言」這本書或是「靜夜 

詩」和其他有關月亮的詩，進行教學討論與分享。 

   

三、方案成效評估 

(一)應用範圍 

1.學校課程內容 

書本的內容包羅萬象，對於閱歷不多的孩子，提供各種學習經驗。 

因此，在課堂上分享教學內容時，學生也能主動分享閱讀中所獲得的 

知識，而老師也趁此機會介紹相關書籍並展示在班上，提供學生利用 

下課時間翻閱。 

2.學生生活經驗 

    孩子的生活經驗大都侷限在週遭的家人與朋友，然而透過書籍， 

擴大了孩子的生活領域及知覺。同時，當處於衝突狀態時，孩子能將 

看過的運用，透過分享和感受，化解誤解。 



3.學校圖書教育推廣 

    學生能主動到圖書館借閱書籍，熱烈參與圖書館推廣的活動，並 

參加學校舉辦的好書推薦活動，填寫好書推薦表。 

(二)學生表現 

1.主動閱讀：學生在晨光活動時間，抄完聯絡簿和交完功課後,會主 

            動到班級圖書櫃選書，並坐在位子上靜心閱讀。 

2.閱讀量提昇：班級圖書的種類不少，近日新上架的科學漫畫講義、 

              美國紐伯瑞銀牌獎套書、王淑芬妙點子故事集、五年 

              級意見多、六年級怪事多、怪咖教室、我是白癡…… 

              ，因配合活動和獎勵，登記借閱大家閱讀踴躍。 

3.寫作能力提昇：透過閱讀，讓孩子體驗語言之美，因此，在詞彙、 

                句子表達、短文方面的表達能力，皆有明顯進步。 

4.思考能力提升：透過問題的提問，孩子能思考書中的含意並回答出 

                自己的想法和收穫。 

(三)結合資源 

    學校彩虹媽媽每星期一次的生命教育故事分享與討論，讓孩子有 

更多元的閱讀學習機會 

四、回顧與前瞻 

    在推廣閱讀活動的過程中，總希望學生達成藉閱讀書籍和文章以

增加知識，促進學習。以廣泛閱讀增進語文能力、表達能力。營造書

香氣氛，發揮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藉閱讀活動培養兒童良好的閱讀

習慣，使融入生活經驗中並達成終身學的目的。但是在推廣閱讀的過

程中，也遇到以下的一些困境： 

（一）學生能力不同 

1.大多數的孩子只喜歡閱讀或是看漫畫，不喜歡思考，或文字多的書 

  籍；有部分的孩子沒有耐性確實閱讀完。 

2.在面臨寫學習單時，部分學生較缺乏動力，以及不懂題目的意思， 

  須花時間思考動腦，覺得麻煩和討厭，以致隨便應付了事。 

（二）書的內容深淺有差異 

有些書值得深入探討與分享，但時間不足，以致影響課程的進度。 

（三）學習單的習寫 

因學生的不在乎，再加上家長沒時間督導，有些孩子在填空部分幾乎

全錯，問題的回答也不對，原本想讓他們最少可以知道書在說什麼，

而仔細的閱讀，這樣的美意反而變成一種壓力和負擔。 

（四）少數孩子時常遲到，以及抄聯絡簿的速度太慢，或因參加校隊

的練習，未能參與晨讀活動。 

※盡可能的解決辦法有： 

（一）家長聯繫溝通，宣導閱讀的種種好處，同時也鼓勵家長與孩子

共讀，增進親子之間的情感交流。 



（二）安排閱讀範圍、學習單內容分次完成 

依隨老師每日分配閱讀的量做思考，並由同學相互發表和分享，讓動

作較慢的學生有時間完成，並且利用機會一起討論發表，腦力激盪，

同儕間的分享，完成學習單。 

（三）尋找多元的閱讀題材 

多元的題材吸引學生，並不斷提醒和獎勵學生閱讀，讓孩子獲得樂趣。 

五、省思分享  

    推動閱讀活動多年，時常問自己：「量」的閱讀和「質」的閱讀，

孰重？看著孩子專注的閱讀，沉醉在書的世界裡，那滿足的笑容，讓

我羨慕又歡喜。 

    以下是我在閱讀教學中的一些想法： 

（一）老師要自己利用時間先閱讀，這樣才能與學生有良好的互動， 

      並傳達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涵。 

（二）為了班級共讀的心得習寫，每天都有閱讀的功課，對少數動作

慢的學生，造成些許壓力；讓我體認要先了解書內容的深淺，

安排適切的分量，以免讓成為學生心中的壓力。 

（三）學習單的設計可以更多元，可以用文字、畫圖方式來表達情感，

因應每個孩子不同的特質，適度調整閱讀單的內容，避免讓書

寫學習單成為孩子的壓力，進而阻礙學生的閱讀意願。 

（四）親子活動記錄學習單、品德教育、文章欣賞教學，文章雖短卻 

      提供少年家長們一些觀念，讓他們更能了解學生，因為這些故 

      事是吸引孩子的，孩子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 

（五）孩子的閱讀習慣在於家人的影響，因而家長能夠用心帶領孩子 

      ，孩子的成效較佳，也較能主動地享受書帶來的樂趣。所以常 

      會鼓勵家長多做親子的閱讀，一起討論、一起尋找樂趣。 

◎請依據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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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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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