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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閱讀磐石學校） 

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閱讀磐石學校評選 

閱讀方案名稱 

(中文、英文) 
閱讀藏寶圖在東湖 

學校名稱 東湖國小 聯絡箱號碼 136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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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目標 

1. 營造閱讀環境：創造豐富閱讀環境，時時有書讀，處處可讀書，奠基終身學

習，致力形塑書香校園。 

2. 設定閱讀方向：規劃各年段的閱讀策略，營造低年級喜歡讀書，中年級樂於

分享交流閱讀喜樂，高年級學會閱讀的技巧。 

3. 結合多元學習：除了閱讀素材多元性，更結合科技化的閱讀體驗，激發多元

創意思考，也讓快樂書城在東湖。 

二、 願景說明 

    本校閱讀活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與四項資源進行結合，為學生的學習活動

呈現全面性的規劃。如圖一。 

 
圖一 閱讀理念與願景圖 

(一)行政系統化：行政單位以教育局的深耕閱讀政策為主軸進行活動的規劃安 

排，並進行推廣，讓學生、教師、家長能全面了解學年度的閱讀計畫與主題，

以利配合相關措施。此外，活用圖書館資源，讓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效用發揮

至極大。 

(二)教師專業化：閱讀課程的安排，應由專業的教師通力設計，級任導師除了站

在最前線指導學生閱讀技巧外，本校也加入了英語團隊、國語文領域備課社

群教師，共同進行英語圖書的篩選與分級、閱讀認證辦法的修訂。期待選擇

適合其年齡層的優質圖書，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與鼓勵學生學習。 

(三)家長客製化：家長在閱讀課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於學校家長來自不同領

域的工作環境，因此在閱讀支援的工作上，能展現不同的專業。如皮皮故事

屋融入了家長的工作背景，讓故事不再只是故事，更有教育宣導的深遠意

欲。此外晨光的故事媽媽、圖書室的書香媽媽均能呈現其專業的一面，讓學

生獲益良多。 

(四)社區多元化：除了校園內的圖書館外，應讓學生的視野擴展至校園外，東湖

市立圖書館則是我們最近的好夥伴，步行五分鐘即可到達的市圖對於學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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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相當便利的社區環境。本校也積極與行天宮合作，進行巡迴書箱的借閱。 

三、 閱讀推動組織 

    閱讀必須長期深耕才有辦法看見成效，由跨領域跨學年科教師組成教師專業

社群，從班級閱讀和課程教學出發，以簡便易行的方案帶領老師學習閱讀教學策

略，研發課程，執行與評估課程，再輔以圖書幹事帶領圖書志工協助及發展各項

圖書活動。 

(一)閱讀精進社群 

教師自發組成精進社群，定期會議研討閱讀活動及閱讀理解策略的推動。 

  
(二)圖書志工 

圖書志工定期進行讀書會，增進志工閱讀知能及閱讀活動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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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源整合 

    本校閱讀活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整合行政、教師、家長、社區資源，為學

生的學習活動呈現全面性的規劃，營造時時有書讀，處處可讀書的環境，培育多

元創意思考的東湖兒童。 

二、課程內涵 

    本校在閱讀活動設計上，採取多元的面向，活動的方式，引發學生的閱讀動

機，自然而然涵泳於閱讀書海當中，並將書籍的內容內化為可利用的知識。 

    活動項目共可分為四個類別-規劃 6項優質的常態閱讀、多頭並進的 8項創

意閱讀、奠基扎實的 7項深耕閱讀、進行多元合流的 5社區資源。實施時間依活

動性質分布於整年度當中。如下表 1說明：       

 

表 1 「深耕閱讀，書香東湖」活動類別與項目表 

深耕閱讀，書香東湖 

常態閱讀 (6) 創意閱讀 (8) 深耕閱讀 (7) 社區資源 (5) 

＊巡迴書箱 

＊晨讀15分鐘 

＊主題書展 

＊好書推薦 

＊英語廣播 

＊寒、暑假大 

  量閱讀 

＊歡喜悅讀週 

＊皮皮故事屋 

＊新生閱讀起步走 

＊與作家有約 

＊趣味徵答 

＊搶頭香 

＊讀報教育 

＊圖資教育 

＊中文認證 

＊英文認證 

＊北市深耕閱讀 

＊鼓勵投稿 

＊讀書會 

＊架設網站 

＊行天宮書箱 

＊班訪市圖 

＊小一讀書樂 

＊好書共享樂 

＊書香志工 

 

 



 3 

(一)常態閱讀 

1.巡迴書箱 

    107 學年度本校巡迴書箱圖書量，中文書 337 箱，

英文書 139箱。並依照學生適合閱讀的年齡層，分為低、

中、高借閱分級。借閱方式是以班級為單位，進行 30

本相同圖書的借閱。借閱時間以兩週為借閱單位。教師

以搭配領域單元課程，或閱讀藏寶圖手冊上的指定書目

於閱讀課指導，請圖書小老師前往圖書室借書。  

2.晨讀 15分鐘 

    每週一、三、五 7:50-8:05 為本校晨讀時間，7:45

起始時有提示音樂，告訴小朋友準備好要閱讀的書籍，

準備今日的晨讀活動。每完成一天晨讀活動，可在歡樂

讀享卡上打勾。期末由教師統計與獎勵，晨讀達成率高

達 95%以上。  
3.主題書展 

    定期會依節日、主題進行好書、新書推薦。104 學

年度加入「科普閱讀」主題，105學年度於科普主題中，

加入生態圖書，並於 107學年度加入校園植物 AR平板學

習，提供前往圖書室借閱圖書、上閱讀課的學生進行閱

讀。 
 

4.好書推薦 

    圖書室會定期增購新書，並陳列於「新書區」的架

位上，提供前往圖書室借閱圖書、上閱讀課的學生進行

閱讀。定時邀請高年級班級學生書寫好書推薦的理由，

或分享班級的文本分析與閱讀心得。 

 
5.英語廣播 

    隔週週三 8:05~8:15 進行晨間英語廣播節目。會先廣播請學生打開收視的

頻道，先進行 5~8分鐘的英語節目播放，英語教師再依據節目的內容進行題問，

並提供答題選項。每個月底會在兒童朝會時間進行問題討論、解答與釋疑。 

   
6. 寒、暑假大量閱讀 

    閱讀活動是屬於持續性的活動，因此在寒暑假期間，

希望孩子能保持閱讀的習慣，因此進行寒、暑假大量閱讀

活動，儘管是一本、兩本的書籍份量，相信都是對學生是

有幫助的。而對於積極閱讀的學生，也進行了獎勵措施。

如寒假閱讀 20 書以上、暑假閱讀 40 本書以上，將可以參

加抽獎獲得獎品。每學期參加兌換抽獎的學生非常踴躍，

鼓勵閱讀的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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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閱讀 

1.歡喜悅讀週 

配合聖誕節日，在聖誕節當週進行一系列的閱讀相關活動，如下說明： 

(1)歡喜悅讀圖書嘉年華：由本校弦樂團在活動現場演奏溫馨優雅歌曲，為歡

喜悅讀週展開熱鬧的序幕。 

(2)課外讀物展：展出書籍種類約 800~1000種，涵蓋語文類、藝能類、史地

類、科普類等，英文圖書也近 100種供學生翻閱。 

(3)繪本插畫展：在穿堂展出義大利插畫家插畫得獎作品。 

(4)本土作家故事書主題閱讀：在圖書室與前穿堂展出本土作家創作的童話故

事書主題書展。 

(5)英語故事戲劇表演：由故事媽媽表演英語戲劇，例如：主題「This is not 

my hat. (這不是我的帽子)」。 

(6)與作家有約：邀請知名兒童文學作家到校分享創作的心路歷程，並與學生

進行書中情節的互動。 

(7)巡迴班書票選活動：本校巡迴班書 476箱，每箱內相同圖書 30本供班級

借閱。在閱讀週中請學生票選出大家心目中最推薦的巡迴班書，以做為後

續的活動設計。  

(8)「圖書室就是你家」認識館藏摸彩活動：利用館藏圖書學習單，以圖書尋

寶的方式，來熟悉圖書分類的概念。 

   

2.皮皮故事屋 

皮皮故事屋固定在隔週週二 10:10~10:30進行，每學年會舉行 8場故事屋活

動。主講是由校長、老師、書香媽媽擔任，他們選一本有趣、值得孩子省思

的故事書，在校園中的各個角落，如圖書室階梯空間、星空廣場、世界地圖

廣場，進行故事開講活動。學生們積極關心每一場故事的主題，並參加有獎

徵答。 

   

3.新生閱讀起步走 

每一位小一新生班級會有 105本適合其年齡層閱讀的繪本圖書，班級老師會

依照學生閱讀的速度，進行圖書的交流。一年級新生在整學年結束前，會完

成 105 本圖書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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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作家有約 

    邀請知名兒童文學作家蒞校分享書籍創作的心路歷程，及創作故事中的

內容點滴，過程中歡笑聲與驚呼聲連連，讓學生自然而然融入書中的角色當

中，並拉近師生與作家和書籍的距離。 

  
5.趣味徵答 

    兩個月會在百科全書不同類別中，擬訂五題不同類型題目，讓學生在閱

讀課時，利用查詢百科的方式，找尋問題的答案。 

  
6.搶頭香 

    每學期開學的第一週，圖書室會更新布置好環境，迎接學生的到來。開

放的第一天進行「搶頭香」活動，活動當天前 500 名前往圖書室借閱圖書的

學生，能獲得小獎品一份，鼓勵學生養成到圖書室借書的好習慣。 

  
7.讀報教育 

    本三到六年級每班每天會有一份國語日報，低年級每星期有一份國語週

刊，供班級進行讀報教育的進行。目前本校有兩班申請讀報教育實驗班級，

做為讀報教育標竿班級，並在學期中請實驗班級教師進行讀報教育經驗分

享，讓學校教師觀摩學習。 

  
 

(三)深耕閱讀 

1.圖資教育 

指導全校學生圖資教學。 

1-4年級課程： 

認識圖書室、規矩與禮儀、小故事大道理、狀況劇演出、書的結構、圖書分類、

索書號、查百科。 

4-6年級資訊課程：深耕閱讀網線上心得教學、校內外線上圖書查詢、雲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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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電子書、教育部成語辭典。 

   
2.中文認證 

本校中文閱讀認證以「閱讀藏寶圖」手冊引導學生尋

寶、闖關、貼寶物貼紙，引導學生積極到圖書館來找

書看書。手冊共可分為四冊。 

一年級為叢林探險、二年級為地心冒險、中年級為海

洋歷險、高年級為星際奪寶。 

每闖關一級就可以得到寶物貼紙，並累計金點。第五

級藏寶圖通過者，可得到最高級獎狀，並與校長合照。 
 

3.英文認證 

本校英語閱讀認證共可分為 3級。 

1.格林獎 10本。 

2.安徒生獎 30本。 

3.莎士比亞獎 60本。 

 
4.北市深耕閱讀 

推動北市深耕閱讀活動： 

    包括小小說書人、自編故事劇本、新生閱讀起步走、閱讀精靈卡、晨讀 15

分鐘、手工書創作、閱讀校楷模、讀報教育、深耕閱讀網讀書心得分享等活動。 

 
  

5.鼓勵投稿文章 

時間：2015年 12/29 

609周俐伶榮獲「健康上網每一天百萬 Slogan徵選」活動佳作。 

時間：2016年 1/11  

310張沛涵、邱芃媛參加 2015 內湖區「社區安全大小事」國小徵文比賽獲優選。 

恭喜三年七班學生陳冠銘於 2016年 3/31 

「淡水小鎮」 文章榮獲國語日報刊登，成為國語日報小作家。 

 
 

恭喜四年九班學生陳冠勳於 2017年 8/16 

「寵愛動物夏令營」 文章榮獲國語日報刊登，成為國語日報小作家。 

http://w3.dfps.tp.edu.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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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六年二班學生吳念臻於 2018年 10/08 

「安心」 文章榮獲國語日報刊登，成為國語日報小作家。 

  

6.讀書會 

小小精靈讀書會—弱勢學生 

教師讀書會—有閱讀興趣的老師、風箏讀書會 

線上讀書會—學生至東湖深耕閱讀網分享書 

志工讀書會—書香志工 

 
 

7.架設網站 

◎東湖深耕閱讀網站：線上讀書心得、線上讀書會、圖書查詢。 

◎閱讀悅讀網站：以影音紀錄一整年的閱讀活動好站報報、狀況劇、皮皮故事

屋、圖資課程、圖書查詢、圖資研習、北市深耕閱讀活動、圖書志工。 

 
 

(四)社區資源  

1.行天宮書箱 

行天宮書箱： 

    本館提供一到六年級每班群各 2箱兒童圖書，每箱

配有多元優良圖書 40冊。書箱依各年級班群交換閱讀。

每年都有班級獲得最佳推廣獎，榮獲 3000元圖書禮卷

鼓勵班級閱讀。 
 

2.結合社區閱讀資源-班訪市圖 

申請到市圖東湖分館參觀，聽圖書志工阿姨的詳細解說、開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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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好書共享樂 

    鼓勵小朋友捐出看過的書或交換喜歡的書，並寫下分享卡分享閱讀的喜

悅。鼓勵家長捐款購書，成效非常好，捐書者敲鑼分享喜悅，並將自己的姓名

填在捐贈欄。 

  
 

4.書香志工 

  本校目前共 22位書香志工，書香媽媽們除了在圖書室內忙碌的工作，也進班

級說故事，運動會募書，更積極參加研習，活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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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推廣的困境-舊有閱讀認證辦法無法落實學生有效的學習 

閱讀認證辦法在本校已實施多年，希望學生能經由階段式的認證，達到喜愛

閱讀，並從閱讀中獲取知識。然而，在歷經多年的推動後，陸續發現原本認證辦

法中，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將會造成學生在閱讀上的一些困境與阻礙。所

以，儘管我們在這幾年寒暑假的大量閱讀活動，平均每一位學生能閱讀 22.5本

書，學生在線上讀書會上有許多心得的成果發表，然而在每一年的國語文學力檢

測總體檢的成績上，總是低於臺北市平均標準值。因此本校教師希望針對改變現

今的閱讀活動。 

認證圖書共可分為六個階段-小秀才、小舉人、小進士、小探花、小榜眼、

小狀元。每回認證圖書量為 60 本圖書，每位學生從一張小秀才閱讀書單紀錄表

開始進行認證。當學生閱讀完圖書室、班級圖書等書，在閱讀紀錄表填上書名、

出版社、日期，再請家長、老師在小秀才閱讀記錄表上簽章認證。記錄情形如下

圖二、圖三所示。 

  
圖二 小秀才認證單         圖三 小狀元認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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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的閱讀認證具備以下的問題： 

1.均一無彈性的閱讀認證量 

    本校的閱讀認證條件一至六年級均適用，每一階段的認證均需閱讀 60 本圖

書，總共六個階段。所以，意謂著要取得最高榮譽-小狀元的認證，需閱讀過 360

本圖書。然而，不同年段學生適合的圖書厚薄有別，低年級簡單的繪本，可在一

日閱讀完畢，但高年級的圖書往往需花費二至三週的時間，才能閱讀完畢。因此，

要求高年級閱讀 60本書已相當費時，更何況是達成 360本的小狀元目標。所以，

這正說明了閱讀認證的領獎者，往往出現在低、中年級，高年級卻是寥寥無幾，

目標太難達成而呈現放棄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2.學力檢測閱讀理解成績低於均標 

    103 至 106 年度基本學力檢測在閱讀理解的表現上，本校在閱讀理解的平均

答對率皆低於臺北市平均，顯示本校學生在此方面較欠缺思考與體會文章的能

力。 

3.幼小圖書認證銜接問題 

    本小附幼在閱讀活動告一階段後，會開始加入小學部的閱讀認證行列，然

而，低年級教師反應，就讀東湖附幼的學生有些在一年級剛開學即獲得小狀元的

最高榮譽，由於過早取得最高階的認證，因此已經喪失參與活動的熱情，讓原本

活動辦法的美意無法實現。 

4.書籍來源良莠不齊 

    由於學生閱讀圖書時，是採取自由閱讀的方式，因此圖書來自本校圖書室、

家中、校外圖書館等等。所以一旦學生選擇的圖書，並不符合他的年齡層，或圖

書內容並不是那麼的優質，學生無法從中獲取適量的知識，甚至反而造成負面的

感受。如此，學生非但無法從閱讀受益，更可能受到傷害，價值觀偏差。 

5.閱讀偏食的現象 

    發現學生多有閱讀偏食的問題，近三年語文類的圖書借閱比率占 71.5%，次

之則是自然科學類的 9.8%、世界史地類的 5.8%，可以發現學生以借閱語文的圖

書為主，而史地類、應用科學類、藝術類的圖書借閱率都在 3%以下。 

 

6.認證過程缺乏嚴謹性 

    本校學生在完成每一階段的閱讀認證後，經家長、教師核章後，將單張認證

單送往圖書室審查，並在每個月末頒發獎狀。然而在審查的過程中，由於認證書

籍量大，且單張不易追蹤審查，因此無法將之前已閱讀過的書名逐一比對，會造

成書籍重覆閱讀與認證的現象。 

二、 改善策略與突破 

(一)從領備社群出發修改認證模式 

 
閱讀藏寶圖運作方向與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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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結合國語文領域備課社群，逐步進行閱讀認證辦法的修正，希望藉由認

證的過程中，帶領學生學習閱讀、喜愛閱讀，也讓他們認識書籍知識的多元性，

從中了解一本好書可以帶來無窮的收穫，也嘗試降低學生在認證過程中的負擔。

因此規劃以「閱讀藏寶圖」為主題，從熟悉學生能力的各年段教師端，共同討論

本校學生的閱讀能力，進行學生學習背景的分析，並邀請設備組長成為社群成員

之一，讓行政的資源能投入社群運作的行列。最後，希望東湖附幼與國小的閱讀

是具備系統性的，因此將附幼的圖書納入整合的項目，分三階段逐步完成閱讀認

證修正。(如圖四~圖六) 

 
圖四 閱讀藏寶圖社群階段一目標 

 

 
圖五 閱讀藏寶圖社群階段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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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閱讀藏寶圖社群階段三目標 

1.以遊戲取代制式的閱讀填表認證 

    經社群老師討論後，分別訂出四個主題-叢林探險、地心冒險、海洋歷險、

星際奪寶。除了各年段有不同的尋寶主題，搭配主題性，也設計各關不同的寶物，

除了讓學生 有不同的尋寶樂趣外，也避免相同寶物造成集點疲乏。如圖七。 

 
圖七 四大閱讀藏寶圖主題 

      
     一年級藏寶圖寶物與功能介紹        二年級藏寶圖寶物與功能介紹 

    經由科技式、操作式的遊戲式闖關，讓學生產生高度學習興趣。 

    

利用 AR讀取問題 從文本探索答案 利用 AR讀取問題 找配對心情卡 

    
刮出自己的姓名 作品完成 在圖片上尋找答案 指認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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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閱讀偏食的修正 

    為了提升推薦圖書能讓學生閱讀的機會，我

們請三至六年級教師從書單中挑選出各類「經典

圖書」一本，這本是強力推薦閱讀的圖書。並請

老師們以閱讀理解試題的編輯方式編輯學習

單。當學生在閱讀歷程上遇到紅 20這本書(如右

圖)，他必須完成閱讀後，並完成學習單才能繼

續完成這個關卡的認證。 

3.閱讀圖書題本的編製 

    在社群會議中，教師們參考國語文學力檢測的題型，分析本校學生在字音、

字形、字詞義、文法修辭、句型、閱讀理解各方面的表現。老師們建議以巡迴班

書做為編輯圖書的來源，融入閱讀理解的試題編輯，，學生每週一本的巡迴班書，

如此一整年的學習就有 36本閱讀理解的文本與題型練習。 

  

低年級認證格式 中高年級認證格式 

4.設計閱讀理解學習單 

    在閱讀認證的修訂過程中，領域老師發現，有些好書值得推薦，但在欠缺要

求的情況下，學生似乎都不太會借閱。因此，在手冊的設計上，領域老師規畫了

卡關機制，閱讀過關的過程中，每關會設計一本必讀書，學生必須讀過這本書才

達到過關標準。而這本圖書，領域老師會依據文中內容仿 PIRLS閱讀理解出題方

式，設計學習單，來取代制式的閱讀心得單。當中包含四個層次-提取訊息、推

論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 

中、高年級閱讀認證學習單 

  
石頭湯學習單 科普類：法布爾昆蟲記 

5.規劃認證圖書增購 

    國語領域社群教師反應，今天認證的過程如果設立卡關機制，這些作為卡關

的書籍，表示學生都必須閱讀。本校一個學年 400位學生，若此書籍的庫存量若

太少，將會造成學生很難借閱的情形。因此認證圖書的書籍應該要比其它一般圖

書存量要來得多。為讓認證圖書的書籍量滿足借閱學生的需求，校內會先行調查

編輯成學習單的認證圖書，了解各認證圖書在校內的藏書量，庫存量過少的圖

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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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將進行增購。 

(二)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精進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在社群會議中，老師們發現在閱讀理解這方面，學生表現出的能力似乎不及

預期的結果。經討論後發現，學生在閱讀理解上欠缺學習的策略。 

1.分年段的閱讀理解策略 

    因此，社群召集人蒐集了教育先進在閱 

讀理解策略上的整理，發現這策略共有個項 

目。再將這 21個項目依據「閱讀理解策略 

成分與年級對照表」分為適合低、中、高年 

級的閱讀理解策略。 

 

    在社群會議時，老師分為四組，透過活動操作的方式，將理論轉化為實

務教學，讓老師了解策略的運用方式。 

 

(1)低年級閱讀理解策略：第一次社群討論，分別介紹

詞素覺知、預測、指示代名詞連結線索的介紹。如：

詞素覺知運用「花」的主題，讓老師們依據花的詞性

進行分類，透過操作的過程，可以了解，同樣是「花」

的字詞，卻有不同的差別。 

   
花的相關字卡 教師操作的情形     活動相關簡報 

 

(2)中年級閱讀理解策略：第二次社群討論，則是介紹

連結線索(因果關係)、由文本找支持理由、摘要策略。

中年級的連結線索(因果關係)活動，分別給老師一個

段落，段落內含五個句子，請老師從前後文的關係中，

找到前後順序，再排序出來。 

 

   
需排序的字卡 老師進行活動過程     活動相關簡報 

 

(3)高年級閱讀理解策略：第三次社群討論，介紹理解

監控、六何法、有層次的提問。在簡報中，讓老師了

解學生理解監控過程中，能使用的方法。並透過實例，

將理解監控的過程步驟化，讓老師們能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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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監控流程 範例說明   社群老師參與討論 

2.他山之石，成長自我 

    此外，我們也希望有專家進入本校指導，讓我們了解目前教學的趨勢與方

向。所以我們聘請了國語科輔導團-謝秀芬老師、閱讀訪視委員-楊琇婷老師來本

校給予本社群指導，指導的重點以閱讀理解為主題。 

   
語文領域教師參與情形 謝老師分享班級教學情形 老師從繪本中討論命題 

(三)策略學習的應用與學習評量 

    105學年度開始，四至六年級學生的國語文期中、期末評量加入閱讀理解

的試題，希望學生在課堂用學習到的閱讀理解策略，能真正落實在學習當中，

並透過評量的方式，檢視學生的學習狀況，做為教師教學修正的參考依據。 

   
領域教師審題 教師領取閱讀理解試卷 學生評量與施測 

 

肆

、

學

生

閱

讀

績

效

與

影

響 

    由於全校積極推動多元閱讀，落實閱讀教育，加上有系統地實施「閱讀藏寶

圖」新式閱讀認證，引導學生均衡閱讀，除了改善閱讀偏食的現象，學生的閱讀

理解能力也有顯著提升，從小六學測分數即可看出實施成效。 

一、 閱讀藏寶圖實施成效   

(一)多元書籍有看頭 

 在手冊當中規範多種類型的圖書(科普類、藝文類，歷史類等)，學生與家長

在回饋中表示贊同。 

 
 

 

(二)書籍篩選有一套 

    透過圖書的篩選，除了將圖書進行分級(低、中、高年級)，也提供學生閱讀

的方向，因此，家長亦表示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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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證成冊易管理 

 以往的閱讀認證，是以單張紙張記錄，然而，這樣將會造成保存不易與容易

掉落的問題。但從回饋表中能看出閱讀認證手冊解決了他們心中困擾多時的問

題。 

  

 
 

(四)學習歷程有記錄 

    學生、家長表示從手冊中能一目了然清楚自己以閱讀過哪些書籍，以及在這

個階段閱讀過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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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闖關尋寶樂趣多 

    制式的閱讀認證較難引起多數學生的共鳴，從回饋中，能感受到學生喜歡以

這樣遊戲集寶物的方式進行閱讀認證，不但達到鼓勵閱讀的目的，也達到學生對

於這件事不排斥與喜愛。 

  

 
 

二、 學生學習成效 

(一)學生閱讀課狀態的改變 

        學生到圖書室借閱圖書時，可參考圓標貼紙的顏色，選擇適合自己閱讀

的圖書。閱讀的過程中，學生能依據手冊上的提問，幫助自己閱讀文本上的

資訊及產生連結。當在閱讀活動上給予學習者學習鷹架與閱讀的方向時，學

習者更能進行有效的閱讀。 

   
依圓標顏色借閱圖書 搭配手冊閱讀圖書 撰寫自己的想法 

(二)學生閱讀偏食問題的改善 

    經歷一整年的閱讀活動後，我們藉由校內圖書資訊系統，了解 105與 106

學年度各類圖書借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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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圖八  校內圖書系統-分類書籍借閱統計 

    和 106學年度「分類書籍借閱統計表」中發現最常借閱的語文類圖書，由之

前的 66.2%降低至 64.1%，下降 2.1%，其他各類型的圖書也都有成長的趨勢。尤

其是自然科學類的圖書，由 15.2%提升到 17.7%上升 2.5%；世界史地和應用科學

類的借閱率也明顯提升。從中能看出學生閱讀的型態開始產生改變，願意嘗試閱

讀不同類別的圖書，閱讀偏食的現象漸漸產生改變。 

 

(三)臺北市學測閱讀理解成績提升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和 106學年度的小六學測分數，可以看到學生在在文法修辭與句型的表現明

顯提升 8%-14%，閱讀理解方面的表現從 70.82%上升到 72.66%，成績提升近 2%。 

三、 深耕閱讀獲獎成果 

時間 參賽項目 獲獎等第 

105年度 

611 陳韻評~客語朗讀優等(陳龍煌老師、羅明昌老師指導) 

602 田湘均~卑南族語歌唱第一名(李真真老師指導) 

608 邱詩筠~布農族語朗讀第四名(余道規老師指導) 

508 林佳信~阿美族語歌唱優等(李真真老師指導) 

105年度 

臺北市本土語言【閩南語】話劇比賽 

參演學生：606黃致皓、606呂秉宸、602張雅

筑、605陳佳榕、604陳菱薇 

第六名 

105年度 李孝鶯老師榮獲【書城閱冠磐石】 閱冠磐石獎 

105年度 兒童深耕閱讀小小說書人比賽 優選 

105年度 
臺北市105年度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學校團

體獎 
甲等獎 

105年度 
學生 504鍾安昀文章作品《冰箱的悄悄話》獲

刊「國語日報」。 

「國語日報」 

小作家 

105年度 
「閱讀一起來」榮獲 105學年度教育部中小學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優良社群甄選。 
佳作 

105年度 臺北市 105年度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自編 佳作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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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劇本」 

106年度 

603 周怡岑~國語寫字優等(沈宛蓁老師指導) 

604 孫嘉妤~客語朗讀優等(謝碧蓮老師指導) 

611 林俠鄰~客語歌唱優等(章育榛老師指導) 

609 蔡沛恩~卑南族語歌唱第二名(李真真老師指導) 

608 林佳信~阿美族語歌唱優等(李真真老師指導) 

609 張立庭~英語演說優等(林倚莉老師指導) 

106年度 

英語戲劇比賽(劉幸玉老師指導)參加學生：

605 許瑋凱、609 廖佑軒、610 王瀚璘、610 劉

佳音、611 吳軍佑 

優等 

106年度 
607顏如憶、藍海寧、黃妍甄臺北市我是小主

播作品《我喜歡這樣學習》(林可欣老師指導) 
佳作 

106年度 
學生 409陳冠勳文章《寵愛動物夏令營》獲刊

「國語日報」。 

「國語日報」 

小作家 

107年度 

609侯宣羽~國語演說優等(陳蓁蓁老師、林梨容老師指導) 

607楊大寬~國語寫字優等(沈宛蓁老師指導) 

605李惟耀~閩南語朗讀優等(賴麗秋老師、郭幸華老師指導) 

605彭美茜~客家語演說優等(謝碧蓮老師、陳龍煌老師指導) 

602陳冠銘~客家語歌唱優等(章育榛老師指導) 

610黃茹鈺~卑南族語歌唱第一名(李真真老師指導) 

605潘思羽~英語演說優等(張雅茹老師指導) 

107年度 

英語讀者劇場(葉曉婷老師指導)參加學生：

609楊承皓、606呂德鼎、611蘇鈺淳、604 江

苡莘、605張勃翊、606 崔舒涵、609 游翊希、

609洪士倢、608劉宇鈞 

優等 

107年度 

本土語言【閩南語】話劇比賽 

參演學生：406魏子傑、406李權泰、406張軫

涵、406陳湘寗、406陳語茜 (郭幸華老師、

簡麗秋老師指導) 

第二名 

107年度 周宜潔老師榮獲【書城閱冠磐石】 入圍 

107年度 
210 林時任、曾唯綿臺北市深耕閱讀小小說書

人比賽(王慈霞老師指導) 
優選 

107年度 
609侯宣羽 610宋冠庭臺北市我是小主播比賽 

作品《小公民力量大-不塑之客》 
優選 

107年度 
學生 602吳念臻文章作品《安心》獲刊「國語

日報」。 

「國語日報」 

小作家 

107年度 
臺北市 107年度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自編

故事劇本」 

優選兩件 

佳作一件 

四、閱讀校楷模在閱讀藏寶圖手冊上的收穫 

    動的過程中，教師與家長從孩子的身上，看見了孩子的成長，尤其一年一度

的閱讀校楷模回饋中，可以發現孩子在活動的參與相當踴躍。相對的，活動的設

計與引導也給予孩子知識上的滋長，成就了孩子在閱讀上的收穫。 

    度的閱讀校楷模評選回饋中，發現各班的閱讀校楷模除了喜愛閱讀外，在閱

讀藏寶圖的參與上，也相當積極。這些孩子會經由自己在閱讀藏寶圖的成長，帶

給班上孩子不同的收穫，如：協助班上同學了解認證規則、利用閱讀的知識在課

堂上發言表達等，帶動班上的閱讀風氣。 

(一)教師與家長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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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與家長的回饋 

 

伍

、

教

師

精

進 

閱讀教學社群成長：結合教師專業社群，建構雙向的閱讀規劃架構 

 

一、摸索嘗試期(103、104學年度) 

    本校國語文領域備課社群在 103學年度開始，經歷七個歷程的磨合與對話，

形塑了領域備課運作的模式。這兩年的社群發展以本校的課程發展架構、學生的

學習成效出發，因此以閱讀為核心，訂定兩大主題─閱讀認證辦法修正、閱讀理

解教學。結合領域教師眾人的智慧，多次的對話、嘗試教學與修正，讓閱讀認證

能針對學生的年齡層度量身修訂，推出四本不同年段與主題的閱讀藏寶圖。如圖

八。 

 
 

二、成長茁壯期(105學年度) 

而在 105 學年度開始，透過多次的共備社群與討論，配合十二年國教理念-

「自發」、「互動」、「共好」，做為閱讀課程的設計核心，並以 5E學習環教學模式

規劃教學活動，讓學習不再是被動，更希望學生在閱讀上是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 

如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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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  閱讀活動架構圖 

 

三、成熟穩定期(106、107學年度) 

    108課綱即將上路，本校利用課發會決議以主題式閱讀作為校訂課程，閱讀

活動的範疇則包括品格教育、科普教育、生態環境教育、美感教育、社區文化、

國際教育等。這些項目需搭配適合各年段的繪本進行課程教學。因此，106、107

學年度，我們建立了東湖閱讀藏寶圖社群，其中的成員以各學年老師為主，以縱

向的聯貫，大家共同為閱讀手冊進行修正與設計更新。如圖十。 

 
圖十 校訂課程架構圖架構圖     

    閱讀社群利用大家空堂時間，共同討論與對話，希望將各種不同的領域、元

素帶到閱讀的活動當中。其中包含四個層次的閱讀理解、五分鐘的桌遊操作等，

目的希望激發學習者的閱讀學習動機，並由點的學習散布到面的廣度，最終能與

生活素材相結合，而達到素養的能力培養。 

   

    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需以學生的學習為基礎，進而深入探究與成長，而本

校閱讀專業社群正是以此目標發展。這五年來不斷的對話與修正，正是希望學生

的閱讀活動是多元、富有學習樂趣、能應用在未來生活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