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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閱讀推手評選  

姓    名 施雅倫 推薦類別 
□書城閱冠磐石         

□̌悅讀閱冠磐石 

聯絡箱號碼 043 任教學校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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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年 (科任)         年 兼任行政經歷 7年 

學    歷 臺北市立師專畢業/臺北市立師院社會學系畢業 

獎    勵 

 臺北市第 19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設計類活動特

優，破「釜」成章―素養導向的語文教學 

 年年擔任實習輔導老師 

 年年擔任教學輔導老師 

 擔任「國語文教學 3.0」成果發表觀摩教學，教育局主動敘獎 

著    作 

 《看笑話學修辭》/《看笑話學成語》 

 自由時報採訪報導〈頓逗分不清  火星文上場〉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實小學報〈李白看了也會笑〉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路跑活動說帖〈永不放棄的精神〉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禮讚 70 周年專刊〈守價值，不要守優勢〉 

 第 77 屆 5 年 10 班散文集《紅池裡的白磁磚》總編 

研    究 

 教育部師資培育資源整合平臺〈高年級國語科混合教學〉教學示範片 

 臺北市國民小學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教師教學資源手冊主編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詩詞補充教材主編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

、

推

動

方

案

緣

起 

在國語實小任教超過 31年，見識過的英才實在太多，長久與這些孩子相處，

心裡真的很好奇：他們怎能這麼優秀？後來發現，這些小孩全是「蛀書蟲」！正是

大量閱讀墊積了他們傲人的常識，助長了學習的效率，因此他們更是手不釋卷，這

樣良性循環如滾雪球一般以驚人的速度越滾越大。 

然而，也有一些孩子在學習上載浮載沉，缺乏動機，「閱讀」讓強者越強，弱

者越弱。體認了閱讀強大的力量，身為教師的我，從早期僅會被動的設立「班級

圖書館」鼓勵孩子借閱，以身作則的在每天早自習帶著全班閱讀；如今多年經驗

積累，各種閱讀策略在我的教室已達到無孔不入的全面性覆蓋了……。 

二

、

推

動

方

案

內

容 

一、經典創課，教學升級 

    打開高年級的國語課本多為知名作家作品或經典文學，我以課文為基礎，結

合團隊重新創課，帶動經典的主題性閱讀，不但豐厚了課文的學習深度，也提升

了學生的視野。 

    以下舉《三國演義》之例說明我如何「經典創課」： 

課文材料 六下「火燒連環船」 還原經典閱讀 三國演義、三國志 

經典創課 風起雲湧—從赤壁解析三國人物 

    「火燒連環船」正是經典的「赤壁之戰」，是三國分立的關鍵戰役，取材自《三

國演義》；但只教這一課，僅能對三國經典走馬看花。於是我和團隊便重新創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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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指導學生閱讀古典小說的能力。課程架構如左圖： 

○1 元宵·猜燈謎：以耳熟能詳的三國歇後語為內

容，掀起第一波閱讀《三國演義》的高潮。 

*學生的覺察—歇後語隱含三國人物的褒貶，褒

的是「蜀漢」，貶的是「曹魏」，有學生質疑：歷

史的真相確實如此嗎？那為何蜀漢弱而曹魏

強？教室裡處處聽到學生的議論聲，學生開始動

手翻書、查資料。 

○2 重頭戲·三國陣營選邊站：學生依個人意願正式分成三大陣營，興致高昂的要

「大戰一場」，於是人手一本《三國演義》細讀猛 K。 

*值得注意的是--選曹營的學生自動補強，除看完《三國演義》，也看了《三國志》。 

○3 高潮·赤壁分析：站在陣營的立場分析在

赤壁戰中的戰前優劣勢，戰後的影響等，並

運用「自我提問」的閱讀策略，由學生自訂

上課探討問題。為充實自己陣營的實力，各

種資料、三國相關書籍一一出現。 

*學生的覺察--學生在此時發現赤壁之戰中出現的許多妙計皆不存在於正史中，

尤其對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更是過度渲染。 

   

三個陣營 學生自訂討論問題 三國廝殺 

○4 總結·對三國人物的評價：學生寫下他們對三國人物的分析及評價，不乏為曹

操和司馬懿平反的文章。學生經此課程洗禮，人人成為「三國達人」，絕非只學課

文所能得。 

二、讀寫結合，深化學力 

    作文教學最擔心學生「沒材料沒感覺」，寫作湊字數。我透過閱讀成功克服此

困難，不但學生當起小作家，體會創作的充實感，又欣賞其他同學的文筆巧思。

以下舉二個例子說明我如何結合讀寫，以及學生超過預期的優質表現。 

課文材料 六上「飢渴好夥伴」 衍伸閱讀 手斧男孩 

讀寫結合 破斧成章—和布萊恩一起去冒險 

    這一課「飢渴好夥伴」出自青少年暢銷小說《手斧男孩》，我和團隊從比較原

文小說和課文記敘文寫作手法的不同開始，引導學

生創作自己的小說。課程架構如右圖： 

○1 學習讀荒野求生小說：課程中不斷分析小說寫作

手法及主角布萊恩的心路歷程，一方面記載引導學

生布萊恩的內心世界，一方面也在為小說創作鋪陳。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課程設計僅閱讀第一集，但

學生期待課程繼續下去，有好幾個孩子自動去買了整套 6集，想知道布萊恩還有

 

  
展示謎題 學生投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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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故事。 

○2 讀寫引擎發動：我們只上小說第一集，學生是失望的，但「小說創作」的活動

讓他們雙眼發光，化身成廢寢忘食的小作家，運用前面學到的小說創作手法，全

心投入自己的想像世界中。 

○3相互觀摩，票選小說大賞：學生完成創作，讓教室裡立刻出現了 30 本新書，而

「讀者票選」更使全班沉浸在閱讀世界中，獲得票選前 10 名的「小作家」更是開

心。 

   
出現「邊吃午餐邊寫小說」奇景 學生的小說 讀者票選小說第一名 

    第二個例子是散文創作，是加入「情」滋味的美食散文創作。 

課文材料 五上「棉花上的沉睡者」 衍伸閱讀 黃魚聽雷 

讀寫結合 舌尖上的滋味 

    我們從課文出發，進一步閱讀課文的原著—張曼娟的《黃魚聽雷》，教學構想

是︰ 

○1 看題目猜美食︰包括課文在內，張曼娟這本書每一篇的題目都很有趣，所以我

們用猜謎來認識作家的「命題」學問。然後嘗試自己命題，再經全班票選最有意

思的題目，為散文創作邁開一大步。 

○2 有情有味，仿作閱讀︰創作散文對學生來說有一定的難度，但透過引導，破除

對散文的陌生感，進而體會散文中濃烈的情感表現，便可模仿作家手法練習創作。 

○3 我們出書囉︰我們將全班創作彙集成冊，又出版成書，正經八百的通過申請

ISBM。學生成為小作家的成就感，使孩子們更願意充實自己。 

   
我們全班都是小作家 全班創作散文集出版 欣賞同學的創作 

三、走讀社區，處處皆教室 

    國語實小位於城中區，交通便利，社教機構環繞，有絕佳的「走讀」條件。

在我的教育生涯中，從不放過這些好資源，並且成為推動閱讀的好幫手。 

○1 捷運公共藝術之旅：配合課文「尋找藝術精靈」實際走訪捷運站裡豐富的公共

藝術，並分小組負責現場介紹創作理念。 

   
〈尋找藝術精靈〉的捷運公共藝術之旅 小組現場說明 

○2 植物園是實小的後花園：植物園不是一般的公園，它孕育了一千多種植物，形

成完整的生態系，是我們學校最寫真的教材園。國語課上到「一池子的綠」(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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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滿溢的荷花，水畔的野薑花……，我們只要跨過一個路口，就可以親眼所

見、深切感受作者所描繪的美景。 

   
一池子的綠─水芙蓉 滿溢的荷花 水畔的野薑花 

○3密度超高的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工藝館、郵政博物館、楊英風美術館、孫運

璿科技人文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中正紀念堂……皆近在咫尺，隨

時滋潤著實小的孩子。我們不用花大錢，就可以享受頂級的學習資源。 

   
參觀工藝館 參觀歷史博物館特展 參觀中正紀念堂特展 

四、多元閱讀，不只讀「書」 

○1 電影 VS 小說︰好看的電影與引人入勝的原著小說相輔相成，讓人看了電影想看

書，反之，亦然。適度的搭配電影的上映期進戲院看電影，可帶起一波閱讀熱，我

會再設計一套小課程，藉由討論過程更深入了解原創的內涵，也是極佳的生命教育

教材。 

          
面對自己的與眾不同如何自處 如何面對親人的死亡 

○2 讀者 VS 作家︰與真正的作家面對面，了解創作的取材、模式，找尋靈感的方

法，如何應用手邊的資料來寫故事，除了認識一個作家會為創作做什麼事，也學

習其創作的方法。 

  
童書作家─張友漁現身說法—如何想像 校長分享怎麼閱讀電影—龍貓 

 

三

、

方

案

成

效

評

1.應用範圍：閱讀的推動與國語教學的結合無疑是最佳拍檔。透過教學設計，即

使是久遠的歷史或看得懂但沒看到心坎裡的文字也因「身歷其境」的體會，讓學

生樂於閱讀並習得許多閱讀策略。不過，雖然我大多從國語出發，但絕不侷限於

國語文，歷史、科學、藝文等等，都是我會引導學生涉獵的閱讀領域。 

2.學生表現 

○1 態度方面--愛上閱讀：多元又活潑的「閱讀」手法，讓全班動起來，極大化的

發揮「從眾」效應，不跟著閱讀也難，形成良好的閱讀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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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2 理解方面--培養自學閱讀能力:在老師的指導帶領下，閱讀不僅是讀，還要學

習分析比較思辯等帶得走的能力。我的學生習慣長文閱讀、敢於挑戰古典小說、

大部頭的散文，也有能力跨文本比較閱讀，展現了高理解能力。 

○3 實踐方面--寫作能力的提升：國語課程的設計常從閱讀出發，用寫作展現成果。

由於我們多文體、多元化經常的習寫，浸淫優質素材，提煉寫作元素，學生成為

小作家真不是白日夢。 

3.與學校活動的配合 

○1 配合圖館主題書展︰每學期圖館辦理一次大型主題書展，是我們閱讀不同領域

文本的好機會，有時也會與班集活動相得益彰。例如︰這學期圖書室的主題書展

為「電影」，而班級也在進行「宮崎駿動畫」的主題課程，學生的影片分析繪成海

報共同展出，是一個學習歷程和成果的展現。 

○2 配合「實小之音」製播︰五下後半學期開始負責「實小之音」的廣播，學生須

編寫廣播稿，又是一次對全校閱讀成果的發表。 

○3 其他︰舉凡書香股長、圖書角認養、說故事給學弟妹聽等活動，班級都全力以

赴。 

四

、

回

顧

與

前

瞻 

1. 從「課內課外」到「不分裡外」︰早期教科書以外的通稱為課外讀物，如今我

模糊了課內課外的界線，以培養學生閱讀素養為前題，課外讀物堂而皇之走進

課內，反而讓原本的課內學得更好更紮實。 

2. 從「一人好」到「大家好」︰我年年擔任實習輔導老師、教學輔導老師，這幾

年高年級新進人員多，更主持新進教師工作坊，每週一節，引導教師深入文

本，設計教學。 

3. 從「駕輕就熟」到「勇於冒險」︰每個老師都有壓箱寶，拿出來教學游刃有

餘，近年我每學期挑戰不同的主題，嘗試不同的素材，也鍛鍊自己創課的能

力，結果造就真正的「教學相長」。 

五

、

省

思

分

享 

1. 力推無壓力閱讀：每個學期除主題教學外的閱讀活動推行，是共讀或是輪讀，

還有孩子的自行閱讀都是純粹的讀，不帶寫報告。鼓勵大量閱讀很重要，但若

每讀必寫，我也不想讀了。 

2. 老師得保持學習的動力：常見老師或家長叫學生看書，但自己從不閱讀。身為

教師要不斷創造新課程，要保持旺盛的創造力，當然就要勤學不倦，要一直把

自己也埋在書堆中，並拓展多元閱讀：看電影、看展、看表演、甚至看廣告、

逛街看櫥窗設計、欣賞廠商促銷手法……。宮崎駿說：「半徑三公尺內，遍地都

是企畫。」我也認為：生活周遭遍地都是教學計畫。 

    我們也常說：教學是一種藝術。一個優秀而有趣的教師正是一個藝術家。我

很享受年年創新課程設計，帶著一屆屆的學生，甚至是帶著學年老師「閱讀」一

個個繽紛的世界。 

六

、

其

他 

1. 擔任校內外講座：到各校分享國語文結合閱讀教學的課程設計及經驗談。也是

校內新進教師國語教學工作坊的規劃者和主要講座。 

2. 擔任教學演示者：國語實小經常接待外賓參訪教學，重要的場次學校常請我上

場負責教學演示。 

悅讀閱冠磐石 
班級學生數 班級每生平均閱讀數 

28 人 71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