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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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冠翰 推薦類別 
□書城閱冠磐石         

■悅讀閱冠磐石 

聯絡箱號碼 036 任教學校 臺北市立五常國小 

個人學經歷參考資料 

現任職務 高年級班級導師 

任教年資 (級任) 5年 (科任)         年 兼任行政經歷     年 

學    歷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獎    勵  

著    作  

研    究  

推動方案具體成果報告 

一

、

推

動

方

案

緣

起 

  在擔任第一線引導孩子的位置之後，除了實踐、期待和喜悅，接踵而來的則是更多的

“需”，在教學閱歷上的成長需求、協助孩子提升的亟需、跟著前輩前進的需要…然而每一種

需用，所需的配件皆不近相同，甚至迥隔霄壤。要能在遇到孩子們的短暫時間中，實施某件事

情，而這件事情要能在速率上最大、性價比最高、效能中最好，便是一件令人值得深思的事

情。而閱讀這個動詞便開始重要、這個動作也開始必要，這個動機更開始需要。新的課綱在各

階層的學校中開始走起，引起了一股天翻地覆的新課程、新概念與新的契機，要能成就每一個

孩子，適性、終身學習，並且同時培養孩子們能帶走的能力，在教育的開始、過程與結束時皆

能引發孩子能有動機與熱情，讓孩子成為一個自發主動的學習者，並在教育的歷程裡引導學生

妥善開展與自我、他人、社會、自然、環境的各種互動能力。從所有的教育安排中協助學生應

用及實踐所學，願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期待孩

子們在未來的生活中能夠自發、互動與共好，走向那個看似很進卻又很遙遠的“未來”。 

  如何讓閱讀、知書、博覽能夠融入課程中，如何讓孩子們能夠帶著走？閱讀除了安安靜靜

的在位置上坐在那邊吸收知識，有沒有其他的可能？能不能結合其他的活化？前後任的校長交

代的任務讓我有了新的想法，在中年級初任導師的時候，與前校長翁校長配合師的品德教育課

程設計，設計了關心非洲童工的教案，引導孩童透過閱讀文章、並佐以影片來引發孩子同理心

並關心世界的相關課程；無獨有偶在新接任高年級的時候，適逢十二年國教實施年，莊校長亦

期待班級能先嘗試結合閱讀與公開課，試著在新學期開始階段便導入：課前會談(說課)、課中

觀察（觀課）、課後會談(議課)等三步驟，用閱讀引發楷模學習並且在語文課中投入核心課程

的概念，讓語文不僅只是語文，透過語文理解和多媒體的操作，連結社會資訊，讓孩子去策畫

去思考未來的解決方案，師生實際體驗了6E 多元創新教學法：從典範學習、並從楷模行為中

啟發思辨、透過故事中的人物來勸勉激勵孩子本身、並對環境形

塑，進一步的影響環境、體驗所有行為中的思慮並反思達到正向

期許，並能自我激勵，不斷追求成長。而讓閱讀有了更多可能和

實際的成效！也為此班上開始展開了各種不同的嘗試與挑戰，能

動能靜、能文能武，能轉化知識為一種力量，是給孩子的期許！

而閱讀則是建立起一切動力的源頭，閱讀成為了其“知”根本，

其“之”根本，閱讀也讓孩子更有力量！並能夠透過各式活動的

輸出，來檢視孩子在閱讀上的成效！並透過活動中的各式成果讓

孩子們去理解同學、老師甚至他者的閱讀概念與成果！ 

二

、

推

動

方案：閱讀世界的方式-“點線面”的建構“知情意”的歷程 “真善美”的體現  

(一)點的固定（潛在課程的情境）在閱讀空間的定錨 
1.教室中的知情意：情境布置屬於潛在課程，在孩子的學校生活中如何營造一個鼓勵閱讀的環

境，首先要提供給孩子足夠的“讀物”，除了數量充足，種類多元化和知識深中淺的也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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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內

容 

之一，班級的學生是常態分配，興趣、能力和喜好皆不同，盡量能備足多式書籍、雜誌並配合

學校的日報，讓情境是閱讀式取向的、並拓展適合孩子自己的閱讀角、大型桌面甚至可席地而

坐的地面、軟墊和辦公椅，並讓孩子自由的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書籍，甚至能往上選擇，透過

自選的橋梁書、進階書，往觸手可及的讀物去拓展自己的閱讀。 

2.教室側的知情意：閱讀的載體不僅止於紙張，教室周圍的大型掛圖、展示從台北起點的地

圖、推展至日式創意台灣的全島的鐵路路線圖和全英版世界地圖，靈活的資訊融入，筆電的配

置、平板的配置和借用，可以在各式資料查詢和閱讀上提供多元的協助。課程中白板貼的使用

與大型外掛式白板與中型磁吸式白板，搭配教室講台空間提供閱讀成果的展示和教學相長的情

境布置。 

3.教室外的知情意：校園圖書館的連結與使用，圖書館書箱配給與班級輪讀、資訊融入的電腦

教室與公用的校園閱讀報章角落的配合，皆可以當在教室外的情境延展。 

(二)線的延伸（非正式課程）勾勒出閱讀的基本線 
1.晨間讀報：導入報紙朗讀訓練聽、說、讀。並結合小組提問設計和組間搶答和偵查，針對世

界實事、教育新聞和兒童文章等部分做分享活動，並引導進入報紙世界。 

2.晨讀時間：師生晨間共讀二十分鐘。早修時間，教師與學生在教室中共同閱讀，閱讀項目不

設限，以最大自由鼓勵安靜閱讀、培養定力與沉澱自我之時間，並利用五分鐘分享機制，在下

課前時間簡短的介紹對該書的分享，分享感覺以激勵別人共讀。 

3.隨手讀、隨手寫：雜誌的閱讀、評語分享。除了書本載體，在每個人的座位抽屜裡擺置一本

雜誌，並在封底貼上分享紙，隨手讀完後可以簽名印日期並分享最喜歡之頁碼給下一號次同

學，每周一次交換，鼓勵孩子閱讀中長篇與不同領域知識之文章。 

4.閱讀策略：MAPS 心智圖策略、六何法與焦點討論法。 透過語文課程教

授，解構文章、解構段落並分析句子和標點符號，再從標點符號反構成

關鍵詞句，並串聯段關鍵字，透過換句話說、組裝與串引架構出段落大

意，返回至文章主結構後引導出課文大意。透過練習將摘要能力的步驟

成熟後內化，加快孩子閱讀、摘要與理解之能力。引進六何法與焦點討

論法（ORID），透過基礎的問答：何人（Who）、何事（What）、何時

（When）、何地（Where）、何解（Why）及如何（How）與 ORID 四個層次的

溝通問答方式，讓孩子用對的順序，詢問對的問題，讓討論的話題可

以聚焦，經由觀察外在客觀→詮釋意義、價值、經驗→尋找前述意義

與價值→找出決定、行動、事實，具體化知、情、意、行，並培養孩

子的後設認知。 

5.讀報關鍵字：MAPS 的心智圖的規格轉化到報紙載體上。訓練孩子在

不同的版面、素材中去做調適與同化，達到水平遷移，除了訓練閱讀

敏感度，也培養抓關鍵字的和加強工作記憶的流暢。 

6.閱讀有獎：校內鼓勵閱讀之活動的保持與連結。以操作制約的理論支持，並從低中年級培養

起來的習慣繼續維持，配合校內各式閱讀鼓勵措施1.每15張讀書心得，兌換一本新書:每學期

末學生可將書寫的15張讀書心得可以兌換一本新書，除了閱讀量的基礎要求與輸出，後又因為

孩子可以自行掌控與決定自選自己喜歡的書，從中獲得成就感與滿足；2.小學士小碩士小博士

認證獎狀:每學期口頭或書面報告，只要累積30本，就可申請小學士認證；再累積50本，就可

申請小碩士認證；接著再累積80~100本，就可申請小博士認證，透過累進的鼓勵，刺激孩子保

持閱讀習慣；讀報有獎徵答:每學期有2次的讀報有獎徵答，看報紙找答案，10題全對者可參加

抽籤，被抽中者可以和校長看報紙並品嘗下午茶點心。 

7. 為愛朗讀：導讀、引導、分享與釐清。每學期圖書館提供學年14箱共讀書箱，巡迴共讀書

箱除了是學年的共備書目，更是各項議題的連結，有兩性、環境、生涯、情緒、特教融合、生

態和家庭的繪本，適合全班一起共讀，透過老師的導讀和引導分享，除了讓孩子可以更快投入

書中外，更可以確實教育目標和在討論中釐清、導引孩子的觀點。 

8.TODAY 看世界：活化影音閱讀和媒體素養。午餐時間透過影音頻道，“臺灣吧”、“LINE 

TODAY 看世界”、“康軒影音頻道”與“翰林國小頻道”針對當下國際時事、當前歷史社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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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和課程相關延伸教材，除了國際教育議題的結合並讓孩子從中賞析、分析與多元閱讀理解，

並透過輸出和具體的分享，來讓閱讀更具意義，遇到特殊議題或深奧的詞語，則透過導師鷹架

讓學生可以達到高層次的學習效果。 

9.增置語文資源：持續補充基礎的閱讀能量。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文字不勝枚舉，除了各

式的閱讀讀物的文體、形式和知識的輸入，“每週一短文”、“每日一成語”、“每晨一論

語”、“每課一薦書”，搭配日記輸出，讓閱讀有如活水的流淌，有進有出。 

(三)面的拓展（正式與外顯課程、主題課程）真實、盡善與美麗的遞進 
1.語文課程-以閱讀和自學為主的課程目標。課前－預習三階段，初步課文概覽、接續標點符

號著色與生詞框查，最後透過教師設計六層次思考預習單（填詞、選詞、問答、文法、修辭與

心智圖），培養孩子自行閱讀與自我解構組合課文內容；課中－提問二階段，第一階段透過

MAPS 的教學步驟，指導孩子學習初步的形式段落與意義段落區隔、語末標點符號後，進階語

中動作詞語、語文名詞詞語、語句摘取規則、動名結合規則，並學會判斷主關鍵字之數量與次

要關鍵字和輔助關鍵字後，學習心智圖的繪製規則，筆色與線條規則、方向性與語句連結切

割，並透過小組討論和統整來小組學習（高組輔佐初階組），並繪製出小組心智圖於懸掛式白

板，透過所有關鍵字解釋段落大意與課文主旨，加強孩子統整能力與課文熟悉度。第二階段透

過教師提問單來小組搶答，並透過答辯中了解與澄清迷思，完成內容深究。課後－透過一紙讀

來統整和複習，讓孩子將內容重點式整理至一張紙中，方便未來複習，配合國語習作做最後重

點複習答問。 

2.語文作業-以創思、擴張連結與分散練習為目標。生字預習：語詞本造詞與造句、短文；生

字辨析：形似本，形似字自我辨析、造詞、查意與造句、短文；句本：透過六星造句法、配合

自選生字詞語、形似字詞語、課文短語、句型修辭來做基礎造句或編輯長篇故事。以面為主的

設計搭配線建構的骨架與點支撐的課程與作業配置，在校在家隨時醞釀閱讀的成分與培養閱讀

的具體輸出。 

3.數學課程-以關鍵字串起讀題、審題和解體。高年級的數學，除了計算能力的提升，更多的

是題意閱讀理解的問題，從各式題型中去爬梳出關鍵字：解題關鍵字(運算法則)、單位關鍵

字、數字關鍵字與答案關鍵字，協助題意理解的順暢。以拆解標題，各單元的引起動機採用語

意理解切入，非計算公式導入切入，透過解釋、解構單元重點，來貫穿數學課程。 

4.小學生公益行動-從閱讀中啟發、構想與設計公益目標行動。格林出版社所協助的公益活動

與競賽，從閱讀世界上的孩子的楷模“英雄”

一書，去啟發孩子的發現，透過語文課程的主

題連結，並開啟孩子從閱讀去了解世界上需要

被幫助的人的搜索，與世界上去幫助別人的孩

子，讓孩子知道即使是一個小孩也能善用自己

的力量去協助世界，並由小組討論中，去整合

各自的目標，並透過網路資料的閱讀瞭解目標群體，並規劃自己與小組能夠做的行為後，利用

簡報編輯整理成一份計畫，在班級中公開發表並期待在未來能夠投稿。 

5.臺北市國際教育活動-透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串起關於孩子世

界觀的角度。配合瞭解聯合國的永續議題並支援臺北市 SDGS 推廣展

覽，讓孩子從貧窮議題去探索世界，透過搜尋、閱讀與統整資料，

來瞭解聯合國組織、瞭解世界五大洲、瞭解貧富差距，瞭解各個國

家的生活狀況，並針對貧窮議題設計闖關活動，讓更多人可以在問

答中去瞭解貧窮。 

6.泰迪熊計畫-臺日多元交流，閱讀文化、文化閱讀。透過實體的交

流活動引導，從中準備自己國家的文化、資料整理後，再透過資料

的查閱去熟悉對接的日本小學，了解對方的文化，並在準備中去閱

讀各式圖書，兩方伴手禮知識、伴手禮的製作、食品甜品的製作，

並製作成照片圖文書，並且從兩邊的報紙交換後閱讀另一種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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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學文創美學創思設計-閱覽校園、社區之人景觀學，並觀、思、創、展。透過參與學學文

創的感動生肖計畫，藝術課程的引導與安排，讓學生了解專

屬於臺灣的文化色彩，透過「學學台灣文化色彩」網站及

「xuexuecolors」APP 的學習，開啟孩童對文化色彩的認

知，了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文化色彩，並從生活中抓取

學校代表色，並構思、命名與創造自我特色，然後使用油漆

調料設計繪製專屬自己的小豬，並且實際前往展覽場所參展

與觀賞，去閱讀各藝術家的創意與各校文化和代表色，讓閱

讀更加具體。 

8.文化走讀-走讀臺北東、西區，實閱臺北文、史、藝。臺北市、台北城、大台北、北北基，

名詞在孩子的生活中不斷的出現，但孩子多半只從片段的閱讀中去理解他們，像極了課本提的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為了讓孩子更具體、更具象自己的城市，我們透過捷

運線、公車網、鐵軌路來深度旅遊這座百年風華，並引入文建會解說資源、配合課程與寓藝深

遠和台大農場等相關資源，充實孩子的實體閱讀。並讓小組自行查閱資料，規劃旅遊行程，由

老師假日指導出遊，並將資料做爬梳整理和報告。並旅遊小書製作、做畢業旅程的設計。 

9.閱地讀圖-閱讀實體知識連結平面地圖。榮星課程公園主題探讀，從公園到山海、到世界，

北市公園勾勒出另一種臺北地圖，引導孩子去瞭解臺灣的公園等級勾畫出臺灣地圖，並透過世

界上各國知名公園的資料比較，來閱讀標記世界；並從課文中的景觀去探索北海岸的山與海，

並且以實際行動淨灘來愛護世界。透過臺灣地圖標示，來製作生活應用地圖，例：防疫地圖。 

10.創意輸出-校園活動以主題作為定向和閱讀取向規劃。高討論、高探索、高嘗試、高創意，

園遊會、萬聖節活動、班旗與班服設計、校園徵稿、學生指導手冊，皆用創意展現閱讀成果。 

三

、

方

案

成

效

評

估 

1.提高對學術科目統整力:高年級階段，除了各科基礎閱讀外，更重要的是銜接未來的知識統

整、知識理解能力，透過閱讀為基礎，並透過其他資源的輔助，串起學生自學，理解每一個學

科在生活中的意義，在活化閱讀和課程中，孩子們對於既定課程的掌握會同時提高，在課程展

下可以更加快速和準確。 

2.提高對國際議題敏感度：讓閱讀不只是閱讀，更融入生活中的大小事，由身邊的事、到國家

的事、到國際的事，而有國際觀念和國際視野，建立在閱讀上的國際觀，亦可以鼓勵孩子採用

多吸收、多閱覽的學習、鑑賞角度，在國際議題中充滿更多元的精神。 

3.提高對事物判斷多元性：在評鑑和評論的輸出時，孩子多半會言之無物，或難以提出具體的

看法，有時候亦會陷入自我迷思和角色偏誤的窘境，在閱讀中建立客觀和主觀的角度，建構孩

子鑑賞能力和底蘊，並在課堂討論中去瞭解不同多元的看法，採用理性且認真的態度去面對不

同的看法，並尊重他人的意見。 

4.提高對專題研究應用力：在多元閱讀力的導入後，孩子能用的知識便從有限的邊框，踏入無

盡的學海中，多元的採納和吸收，並且透過自行整理和編排來內化成自己的知識和能量涵養。

視野開闊後，孩子們可以透過更多的閱讀去找尋自己的興趣、發展專題和研究。 

5.提高對人文藝術興趣度：人文藝術與閱讀一直都是息息相關的存在，但在傳統的閱讀中，往

往會忽略掉人文藝術的學科，在基礎分科的學校科目中，人文和藝術也一直是拆開的，透過閱

讀素養和主題活動來培養孩子的藝術與賞析，並從整個實作過程中去體會將閱讀轉化成具體的

感動。 

6.提高對資訊資料實用性：在現代資料爆炸的時代中，資訊用品一直是令家長和老師擔憂的物

品，但在未來的時代中卻又是孩子們必須要接觸到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所有的課程中，引導孩

子在網路資訊上的使用規則和方式，並且導引他們使用線上閱讀，讓３Ｃ商品不只是影音效

果，而更具有閱讀的成分。 

四

、

回

顧

與

  在小學來說，五、六年級是孩子們勤奮挑戰並積極向上的時刻！在這個時候吸收養分、在

這個時候茂盛濃密、在這個時候開花結果，至於要如何開出這艷麗、結出這甜美，則有各種不

同的方式，然在大量的活動與引導進入時，孩子們開始手足無措，對於過往的知識量、閱讀量

的差異，使得孩子們有些難以應付，在過往的閱讀可能只是一個制式的行為、看完一本書寫完

一張單或者看完這課課文，而整理和重點擷取對於孩子們還是一個大考驗，也進一步的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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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瞻 

孩子的基本學業進度，但解鈴還須繫鈴人，從閱讀而來的活動，活動中的困境，也就是由閱讀

來解決，在遇到問題的當時也剛好參加了夢Ｎ的研習，其中最吸引我目光的便是 MAPS 教學，

透過現場老師的分享，學習到閱讀的教學性知識，直接投入教學現

場，除了提升孩子在國語課程中的能力，也能讓孩子更快的去“上

手”閱讀。也就更能夠放心的導入更多活動，透過泰迪熊計畫來達

成語言的連結、透過聯合國議題來拓展孩子不同視野、透過文創計

畫讓孩子體驗美、建構和環境的互動，多元創意的參與支持校內活

動，基礎的閱讀都是重要的連結。我期許未來將閱讀融入在各式活

動中，將閱讀的知識內容輸入後內化，再具體的輸出，化被動學習

成為主動學習，結合各種資源來支持孩子們的轉化過程，用專業核

心為主力點，尋求外部資源的刺激和專業，並透過行政、家長與偕同老師的彈性支援，來完成

“閱讀世界”的各種方式。 

  在更多元使用閱讀的歷程中，使用３Ｃ產品一直是另一項挑戰，家長的擔憂、孩子的掌控

力、設備的需求、身體健康的留意…等等，在開始的設備不足的挑戰上與家長的擔心一併處

理，在學校規劃能夠自帶平板和手機，並配合學校的規範，僅在上課過程老師掌握中，作資料

的閱讀和操作，在大規模每個人皆需要一台電腦時，則借用學校電腦教室做操作，另外平常教

室的電腦也由同學固定操作和控制，並由教師準備一台筆記型電腦供學生可以做基本的操作，

今年遇到新冠疫情，在線上課程的推廣和進展中也有些許的助益。 

五

、

省

思

分

享 

  在修習教程的過程中，有個教授這樣對著我們說：「教師不是簡單地從事於訓練一個人，

而是從事於適當的社會生活的形成。每個教師應當認識到自己的職業的尊嚴；是社會的公僕，

專門從事於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並謀求正確的社會生長。」幾番思索所後，在整個大學的學習

裡，活動性的課程和多元的內容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系上的課程中，實察、參觀與實作的課

程更是我到現在都還能回味的課程內容、甚至是我還想讓孩子們也感受的感動，我想這就是所

謂的能帶著走，並且能夠讓接下來的人生更有熱情和動力的一種設計走向吧！教學必須從學習

者已有的經驗開始。除了基礎的學科能力，我想能夠帶孩子去閱讀不同的課程內容、體驗不同

的經驗和現實，去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生活中沒有留意到的領域，去找到自己曾經錯過的那段

美好，去再次體驗同一個步驟裡的不同收穫，讓自己能夠感動到自己！在這樣的基礎下，閱讀

便是一種探險，如探新大陸，如征新土壤；知書是一種體認，如開採礦藏，如鑿掘瑰寶；博覽

是一種談吐，如海納百川，如春風夏雨。哲學家杜威說過：「如果他不能籌劃他自己解決問題

的方法，自己尋找出路，他就學不到什麼；即使他能背出一些正確答案，百分之百正確，他還

是學不到什麼。」 

  李文亮醫生說：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而我認為實際的閱讀，不應該只有一

種方式，閱讀在細節之中安排進入每一段落，在無形中培養孩子的閱讀力。閱讀教育除了不同

的方式帶入和引入，更重要的國小三個階段的螺旋式輸入與增強，我曾經跟家長提過的，高年

級是開花結果的階段，而要開花是需要長時間的澆灌和培育的，在小一、二年級老師們對於閱

讀習慣的培養、引導，讓孩子們穩定、有秩序的踏入閱讀；在三、四年級，老師透過進一步的

學習活動、建立閱讀分享、中低年級閱讀橋樑書的穿針引線、初步的閱讀學習作業引導，進階

的閱讀單活動；最後透過貫穿低中高年級的全校性閱讀活動，整體的培養孩子的閱讀素養，唯

有這樣當孩子到我們高年級的時候，才有能力去幫自己開出花、結出果，而我們也就是提供意

見、調適水溫、控制養分的身分而以，我想這也是我們希望孩子們可以帶得走的能力吧！ 

六 例：1.其他特殊事蹟2.閱讀相關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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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 27.6 

悅讀閱冠磐石 
班級學生數 班級每生平均閱讀數 

19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