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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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王玟晴 推薦類別 
□書城閱冠磐石         

▓悅讀閱冠磐石 

聯絡箱號碼 060 任教學校 臺北市立蓬萊國小 

個人學經歷參考資料 

現任職務 二年級導師 

任教年資 (級任)    16    年 (科任)    2   年 兼任行政經歷  0  年 

學    歷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屏東師範學院師資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獎    勵 101.07.07榮獲財團法人獻璜文教基金會道德教育創新教學特優 

著    作 無 

研    究 

1. 2008.06.30〈曼陀羅思考法在故事改寫之應用〉北縣教育，64期 

2. 2011.11.15〈國小教師專業的困境與突破〉，國語日報 

3. 2014.09〈情境作文教學〉，文心交響--語文教學與文學論集，張

春榮、顏藹珠主編，臺北市：萬卷樓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推動方案緣起 

回味無窮的故事，豐富了我們的生活；高潮起伏的生命經驗，

提升了我們的涵養及同理心；包羅萬象的多元知識，開啟了我們的

眼界。一本好書如同一位摯友，總能教會我們一些什麼。每一本書

中都承載了一些體會、觸動、認同，也可能是生命的挑戰、解答，

讓我們得以蛻變、成長，我感受到「閱讀」是如此美妙，怎能不引

領正張大好奇的雙眼，亟欲認識世界的孩子們進門呢？ 

莎士比亞說：「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裡沒有書籍，就

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低年級

的孩子如同一張白紙，充滿想像力及創造力，圖文並茂的繪本、天

馬行空的想像故事、內容充實的知識性讀本，正是餵養他們最佳的

心靈補給品。而閱讀習慣的建立、閱讀能力的養成，是一輩子受用

無窮的素養啊！我期盼孩子能閱讀書籍、品讀生活、體驗人生，在

學習的初始階段便能領受這份美好，帶著多元的眼光來看世界！ 

二、推動方案內容 

低年級是啟蒙的好時機，因此計畫一年級著重在愉悅性閱讀，

啟動想像力的翅膀，帶出閱讀興趣及廣度；二年級兼重愉悅性及目

的性，聚焦策略讀懂內容，從趣味邁向理解，再進階到創造及表達。 

一、種子萌芽：愉悅性閱讀 

1. 營造閱讀氛圍，培養閱讀習慣 

(1) 充實圖書角：善用圖書館巡迴書車及個人書籍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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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閱讀不中斷 

(2) 親師合作：利用學校日及親師橋向家長宣導

閱讀的重要，邀請家長進行親子閱讀。 

(3) 結合學校閱推活動：配合學校圖推活動，引

領學生積極累計閱讀數量、參與書展活動，

記錄圖書館成長日誌。 

(4) 寒暑假閱讀不停歇：鼓勵親子利用學校及社

區圖書館資源，假日也能持續閱讀，並請家

長拍下照片傳至班級群組，形成善的循環。 

2. 用故事啟發想像，感受閱讀魅力 

(1) 故事媽媽說故事：學校安排故事媽媽為一年級學生說故事，利

用故事的趣味及奧妙吸引學生接觸書籍，並參與討論。 

(2) 搭配學科補充繪本或故事：結合學習主題介紹相關讀物，透過

講述、展示等方式，打開學生閱讀眼界。書籍內容多元，讓學

生在課堂聆聽，課後還能針對有興趣的繪本自行閱讀。 

3. 讀童詩畫畫，加強注音符號運用能力 

學習注音符號時，每週以林良的童詩，引導學生讀詩、品詩，

為童詩畫插圖，增加注音符號練習的機會，學習掌握詩文內容。 

4. 用視覺圖像、肢體動作，轉譯文本內容 

為使學生易於理解文本內容，一年級著重在以圖像表達、實物

展示或肢體動作等具體簡單的策略，帶領學生理解文本內容，亦能

透過這些方式表達閱讀內容。 

5. 圖書館教育 

圖書館志工運用繪本帶領學生認識學校圖書館，了解圖書館使

用規範、借閱規則等，讓學生易於取得圖書資源。 

   

運用注音符號讀童詩 以圖像創作故事 圖書館利用教育 

二、成長茁壯：目的性閱讀 

1. 以提問協助閱讀理解 

為協助學生理解文本內容，利用 PIRLS 四層次設計問題，引導

學生抓取重點、推論、詮釋，進而體會作者意旨，形塑個人想法。 

2. 以策略輔助閱讀深度 

(1) 設計課文學習單，梳理文章內涵：透過問題引導，讓學生在學

習課文時能摘取重點、理解文意，並與個人經驗連結及比較。 

(2) 善用閱讀策略：「預測」能讓學生天馬行空的想像，增加閱讀

樂趣，也利於聚焦稍後的文本閱讀；「連結」協助學生從上下

文關聯來理解內容，或與生活連結，結合知識與日常；「圖像

化」則透過結構圖或故事梯統整文本內容，簡化訊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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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短文精讀 

精讀報紙短文 

 

創意故事改寫 

3. 以主題式拓展閱讀眼界 

為增加閱讀的多樣性及生活化，視需要以主題推動閱讀，延伸

及拓展學生閱讀視角。一年級的迪化街闖關校外教學活動，輔以

《走，去迪化街買年貨》及相關繪本，作為背景知識的建立；二年

級則結合課內知識及校外教學場域，閱讀相關植物及昆蟲繪本，體

會走讀的樂趣。 

4. 以多文本進行閱讀比較； 

視學生興趣及學習需要，針對某一主題介紹各式讀本，以進行

比較。如：一年級時曾針對「大野狼形象」進

行討論及文本比較；二年級則在「自我認同」

的議題上選讀了《蠟筆小黑》《蠟筆小紅的煩惱》

《大腳ㄚ跳芭蕾》等書籍。 

5. 以多類型擴大閱讀範疇 

除了學生容易接受的故事繪本外，每週品

讀一首古詩，讓學生也能接觸經典詩詞的微

妙。二年級後期也陸續引薦易讀的橋梁書，引領學生進入文字世

界。此外，更利用報紙或週刊的短文，進行文章精讀，讀出重點、

理解寫作手法，為將來的寫作奠基。 

    

國語課文預測 迪化街走讀闖關 繪本引導單 讀古詩，做書籤 

三、開枝展葉：轉化與表達 

1. 多元方式呈現閱讀所得 

低年級學生書寫能力未臻成熟，也擔心太多書寫壞了閱讀興

緻，因此盡量採取多元方式讓學生展現閱讀收穫及心得。可能是畫

插圖、重述重點、利用「我學到、我覺得…」一

句話來寫心得、排出情節順序、畫出結構圖等，

兼顧閱讀樂趣及深度。 

2. 故事或小書創作激發創意 

「聽」、「讀」而後「寫」，善用學生源源不絕

的想像力，展開翱翔的翅膀。運用故事接寫、改

寫，讓學生學習完整一個故事；利用看圖寫故事，

思考故事架構；引導學生與主角換位思考，想想故事以外的可能

性。再輔以學習單、小書等創作來包裝，作品相互觀摩，增加趣味

性，讓學生不覺得「寫」是困難的。 

3. 口語表達表述想法及感受 

「說」是最直接的表達，也是應具備的能力。課堂上進行文本

閱讀時，透過問題引導、小組討論，讓學生有機會先準備，再學習

表達個人或小組想法，思考讀後感想也變得較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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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故事結構 

 

課文仿寫 

三、方案成效評估 

一、課內與課外閱讀的交互作用 

1. 課內閱讀的紮根 

(1) 課文理解力提升：因有意識的將各項閱讀

策略導入課程，可從學生書寫及課堂回饋

中發現，他們不但能提取訊息、推論整合，

較為開放式的思考性問題也能慢慢掌握。 

(2) 遷移至其它學科：閱讀力的提升對其它學

科學習也産生正向影響，以數學為例，一年級時，常有學生因

不懂題意而受挫，二年級後此一情形則較為下降。 

2. 課外閱讀的啟發 

(1) 閱讀類型多樣：在孩子們的閱讀興趣提升之餘。除了繪本外，

閱讀觸角隨著能力提升，也延伸到知識性讀物、無插圖故事。

從學生自行借閱的書籍觀察到，學生開始嘗試長篇故事，這反

而敦促老師開始推薦橋梁書呢！ 

(2) 知識與生活相輔相成：原先從學習的角度出發，我們在閱讀中

學習知識、體會意涵、建立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相互影

響，形塑正向人格。學習與生活漸漸結合了！ 

二、從「悅讀」到「閱讀」再到「越讀」  

1. 初始的「悅讀」階段：For Fun 

為了目的而讀書是好事，若能為了樂趣而讀，那麼就真的是愛

閱讀了！從童詩到繪本，再到情節豐富的故事，學生感受到閱讀的

魅力，看見他們沉浸於書海，構築因故事升起的畫面，天馬行空的

發表故事的另一種可能，已然感受到他們的「悅讀」。 

2. 中繼的「閱讀」階段：理解力 Up 

一年多的耕耘，發現學生在摘取重點的精準度、推論文本意旨

的深度、比較分析的鑑別力等閱讀理解能力精進了。再者也能在老

師引導下使用預測、連結、結構圖等基本的閱讀策略。隨著閱讀討

論及發表次數的累積，學生也慢慢養成思考的

習慣，懂得省思、比較，甚至運用於生活中。 

3. 進階的「越讀」階段：超越「讀」，轉而「寫」 

從故事創作到生活紀實，從隨意發想到問

題思考，因閱讀衍生的書寫，能見到學生慢慢

上手。或許部分孩子還需要引導，結構尚不完

整，但見到他們運用所學，寫出一些成果，還是欣喜於他們的成長。 

三、學校及親師生四方合作，整合各項資源 

學校圖書館的硬體資源，讓我們隨時能有適合的書籍可讀；各

項閱讀推廣活動則擴大閱讀樂趣及視野。家長資源的協助讓我們在

閱讀路上如虎添翼，迪化街走讀活動時提供相關資源；當我們欠缺

相關書籍，便幫我們從社區圖書館借來。學生熱烈的參與閱讀活

動，從被動吸收到主動推薦好書，讓同學更有機會接觸多樣化書

籍。同學年老師的經驗分享也成了彼此交流閱讀推廣的好資源。學

校及親師生的合作，讓班級閱讀氛圍更熱絡，效果更加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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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顧與前瞻 

一、回顧 

1. 持續閱讀，填補背景知識及語文能力的不足 

低年級的學生因經驗及知識不足，文化刺激各自有異，有時在

帶領閱讀時，難免遇到孩子無法體會主角的想法，理解書中的內

容。幸而在持續不斷的共讀、討論、交流後，慢慢彌補了知識的落

差、經驗的欠缺。而孩子的同理也因著別人的故事，慢慢增長中。 

2. 透過討論及發表，激盪思維的廣度及深度 

討論故事意涵時，不難發現孩子的思維易停留在表層，或是受

他人影響讓思考變得單一。此時，透過提問、討論，腦力激盪，學

生有機會試著從別的角度切入，漸漸也開展了思維的廣度及深度。 

3. 變化管道，克服閱讀偏食 

即使多數孩子都願意閱讀，還是有較為被動或閱讀偏食的情

況。課堂上，除了制式的閱讀外，我們也利用影音、拼圖式閱讀、

聆聽等不同管道，輔以不同文本類型，滿足不同學習形態的學生。

再者，鼓勵學生推薦好書，閱讀內容也不再侷限由老師單一提供。 

二、培養獨立思考，實踐「躍讀」的可能性 

學生學習形態因著科技發達正在改變中，未來若能將科技輔具

導入課堂，學生能用不同管道學習，相信會有不同的效果。此外，

前述提及學生思考未能多元或深入，未來仍會朝此目標邁進，學生

能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那麼遇到問題，主動找尋書籍以尋求慰

藉、解答，進而形塑個人的想法，這樣的跳躍式閱讀才可能發生。 

五、省思分享 

每當我帶領新班時，總希望能讓學生充分體會到書本這個「良

師益友」，讓他們未來在面對人生困頓時，還能知道有這個依靠，

知道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因此總計畫著從閱讀興趣的萌發

著手，再走入閱讀理解的提升，畢竟唯有如此，才可能讀得更多元、

更深入。富蘭克林說：「讀書使人充實，思考使人深邃，交談使人

清醒。」推動閱讀除了量的提升、興趣的啟發之外，質的深化、表

達力的精進也不容忽視。孩子有無限的可能，我無法預期孩子會成

長到什麼樣貌，只是計畫著這兩年學習的旅程中，我們一起入門、

學會閱讀、咀嚼思考、練習表達，彼此相互影響及成長，一站一站

堅持往前進，待看我們會到達何等豐收的目的地！ 

六、其他 
一、參與 105及 106學年度閱讀老師初階及進階培訓 

二、參加 2017及 2019玉山文教與國資圖合辦之繪本創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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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23 

悅讀閱冠磐石 
班級學生數 班級每生平均閱讀數 

28 24 

1.為便於資料整理及供評選委員參閱，本表請統一使用A4格式，12號字繕打，電腦列印。 

2.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以5頁為限，不接受附件。 

3.本表可至兒童深耕閱讀網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