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4（教師/行政人員專用） 

臺北市 109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閱讀推手評選 （照片） 

姓    名 楊殿義 推薦類別 
□書城閱冠磐石         

□悅讀閱冠磐石 

聯絡箱號碼 142 任教學校 文湖國小 

個人學經歷參考資料 

現任職務 高年級級任 

任教年資 (級任)     7年 (科任)       2 年 兼任行政經歷   1年 

學    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獎    勵 

個人獲獎 

2019臺北市第 20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佳作 

指導學生獲獎 

2014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比賽國內賽海外僑校組銀獎 

2014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比賽國際賽銅獎 

2016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五年級組優等 

2016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六年級組特優 

2017台北市內湖區社區安全大小事作文比賽中年級組特優 

2019台北市文湖國小「小小說書人」比賽高年級組特優 

2020台北市文湖國小「小小說書人」比賽高年級組特優 

著    作 無 

研    究 
華語為第二外語的國小學童運用沉浸式學習之探究-以印尼泗水台灣學

校華裔學生為例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推動方案緣起 

讀寫結合的閱讀實踐家 

  在教與學的過程中不斷摸索，我漸漸瞭解透過「讀寫結合」

的教學設計與活動，是教師了解學生閱讀成效與培養學生閱讀能

力的方法，而這樣的想法正好也與知名作家同時也是中文系教授

的張曼娟老師不謀而合，她在《未來 Family 雜誌》中評論閱讀

與寫作時提到，從聽故事開始讓孩子喜歡上閱讀，連結寫作讓孩

子深化閱讀的內容也能提供閱讀的能量。因此，我調整了教學方

法，藉由以下幾個面向，期望學生能沉浸在良好的閱讀氛圍之中。 

二、推動方案內容 
 校內教師合作深耕閱讀－國語文備課社群 

(1)整合校內學生共讀書單-與校內國語文備課社群成員橫向統



整校內各學年共讀書單，並經由校外專家教師指導進行一到

六年級縱向編排書目內容。 

(2)讀寫結合的課程設計-與校內國語文備課社群夥伴共同備課，

藉由大家在閱讀和寫作不同專長的交流，分別於 2019 年及

2020年進行兩次讀寫結合的國語公開課。 

 班級經營的閱讀方案－聽說讀寫的閱讀活動 

(1)課外延伸閱讀-配合國語課程，在預習單中加入延伸閱讀，讓

學生領略相關文章，建立相關背景知識，讓學生能有不同的

視角來閱讀課文。 

(2)晨光閱讀-配合學校每周二、五晨光閱讀時間，每週二讓學生

使用《閱讀易上手》教材訓練閱讀理解，每週五閱讀自選書

籍，養成閱讀習慣。 

(3)閱讀課-兩周一次的閱讀課，除了帶領學生依照興趣及閱讀的

能力進行選書，並協助學生規劃閱讀進度，此外，配合國語

課程一學期會進行一次全班共讀活動，讓學生進行跨文本閱

讀（電影＋小說），利用中午休息時間讓學生觀看奇蹟男孩電

影，並搭配回家作業共讀小說，教師在國語課中帶領學生進

行角色分析及不同文本的比較。 

(4)閱讀分享會-藉由閱讀分享活動，進行閱讀分組合作學習與閱

讀差異化教學。每學期閱讀課規畫二到四次的閱讀分享會，

將全班分成四個小組，以 Philips66 討論法的架構來進行分

組合作學習，詳細操作法如下： 

第一次分享會採異質分組，全班用共讀書來分享，組內學生

利用閱讀分享互評表進行互評，學生可藉由相同的閱讀內容

但不同的分享觀點和方式，相互學習。 

第二次分享會以第一次的互評成績為依據，依照成績高低分

成Ａ、Ｂ、Ｃ、Ｄ四組，採同質分組，每位學生可在閱讀課

時經由教師的協助自由選書，並決定分享的內容，教師在學

生準備閱讀分享的過程中，只需要協助Ｄ組（閱讀分享能力

較弱）的學生，Ａ組（優質分享組）則會透過公開展演的機

會讓Ｂ、Ｃ組的學生觀摩，藉以達到同儕共學，以及差異化

教學的效果。 

第三～四次分享會採同質分組，但每次分組的互評成績會讓

組內表現較好的學生向上升級，相對地分享較不理想的學生

也會降級。教師在操作閱讀分享升降級的過程中，要強化優

質分享的部分，營造班級閱讀分享的氣氛，同時也要淡化學



生比較高低成就，教師在觀察的過程中可時常分享Ｄ組的進

步成果，以及Ｂ、Ｃ組在分享時使用了那些不錯的內容與方

法。 

  

閱讀分享會學生互評表 閱讀分享會分組模式 

(5)讀報小達人-除了每天閱讀國語日報外，學生必須每周精讀一

篇長篇報刊文章，需標示文章段落的重點句，並針對文章進

行五點摘要，而後利用下課時間向老師解說本篇文章的重點，

並回答教師的提問。 

  
學生讀報標記重點與摘要 讀報小達人活動 

(6)國際新聞摘要-利用多媒體平台(TVBS FOCUS全球新聞、LINE 

TODAY 看世界)帶領學利用不同的閱讀策略了解國際新聞時

事，學生需用自己的方式簡略描述新聞之外，也需要寫下具

有思考性的感想。 

 

國際新聞摘要 
 



三、方案成效評估 

1. 延伸閱讀提升國語課的學習興趣 

    教師根據課文的內容提供相關的文章讓學生在課前閱讀，可

以補足課本文章篇幅較短的限制之外，這樣的訓練能讓學生藉由

不同的文本進行同一主題的比較，或是透過作者的不同文章一窺

作家的寫作風格，這樣的培養不但增加了國語課程的豐富性，讓

學生更能進入課文的情境之中。 

2. 學生能使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 

    好的閱讀習慣是學生使用閱讀理解策略的基礎，大部分的學

生在閱讀時，需要教師引導不同的閱讀策略，透過《閱讀易上手》

教材的閱讀測驗，訓練學生考試時使用不同的閱讀策略作答，閱

讀分享會讓學生閱讀完一本書後，從中篩選精彩的內容進行分

享，學生需要有完整的故事架構，才能從中挑選出具結構性的精

材內容進行分享。 

3. 閱讀結合學生多元的興趣與喜好 

    每周一次的讀報小達人活動，讓學生閱讀的內容更多元，從

科普文章和具有圖表的新聞報導，學生也可自行選擇關注的主題

與重要議題，不但可以增廣學生閱讀的題材，並從閱讀中反覆的

訓練邏輯思考、清楚表達和對議題的思辯能力，而閱讀分享會可

以讓學生從說故事和聽故事的過程中，展現多元能力，藉由彼此

的分享提升主動閱讀的動機。 

4. 閱讀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每周一次的國際新聞摘要，讓學生從臺灣放眼世界，除了培

養國際觀之外，學生從較難新聞語言中，利用不同的閱讀策略進

行關鍵字摘要，也從不同的國際事件訓練反思的能力。 

四、回顧與前瞻 

    閱讀不但讓學生探索世界的各種樣態，也能藉由閱讀找到各

種疑問的解答。在帶領學生沉浸閱讀的過程中，一路走來遇到了

一些挑戰，讓我心中產生了一些想法。 

(1)對於閱讀感到苦惱的學生，要如何引領他們主動閱讀？ 

    生活在網路資訊時代的小孩，自然對於閱讀平面文字缺乏興

趣，若家長也沒有閱讀的習慣，要讓這群學生主動閱讀是很大的

挑戰。 

(2)對於喜愛閱讀的學生，從閱讀中到底讀到了什麼? 

    在觀察學生的閱讀活動時，我時常透過提問來檢核學生的閱

讀狀況，從中發現了多數喜愛閱讀的學生，閱讀時只是很快地看

過去而缺少停下來深入思考，大量閱讀或許能從表面的文字中讀

懂故事的情節與架構，但卻無法從中領略文章的深意以及感受文



學的精妙。 

五、省思分享 

(1)多元文本、不同載具的閱讀 

    與其抗拒時代的變遷，何不放開心胸接納世界的改變，在未

來帶領學生閱讀時，希望能朝向運用不同的載具進行閱讀活動，

不論是讓學生用電腦或平板來主動搜尋文章閱讀之外，更要結合

任務導向的閱讀。 

    在帶領學生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給學生方向而不限定主題

是帶領閱讀的好方法，在這一屆高年級的學生中很多人喜歡打樂

樂棒，因此在帶領閱讀寫作時，從棒球運動著手，讓平時沒有閱

讀習慣的學生上網查詢相關資料，並且提供平板當作獎勵，讓學

生主動去找相關的影片或新聞，而後讓不愛閱讀的學生主動閱讀

了棒球選手的傳記《證明自己:彭政閔》，這樣的成功經驗讓我發

現，透過多元文本引發閱讀的效果。 

(2)閱讀分享會再進化 

    閱讀分享會已經有了基本的架構及運作模式，也成功地讓學

生參與活動並主動分享自己的閱讀，希望未來能以此為基礎，透

過研究閱讀相關論文與實務經驗中找到更多帶領閱讀方法與策

略，提升學生閱讀的效能，並從閱讀拓展語言的多元能力，教師

也能從此一模式中發現更多帶領學生閱讀的可能。 

 

六、其他 

2014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講座-閱讀成果分享 

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先鋒學校試辦計畫工作得力 

2019推展台北市文湖國小「望遠尋鳥」活動 

2019「符應十二年國教公開課教案分享」活動 

2020十二年國教講座-素養導向的寫作教學 

◎請依據 108學年度閱讀成果調查填入以下數據：(統計期間：108.8.1~109.3.31) 

書城閱冠磐石 
全校學生數 全校每生平均閱讀數 

303 27.8 

悅讀閱冠磐石 
班級學生數 班級每生平均閱讀數 

19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