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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藏寶，引領尋寶 

Lumos-Reading Treasure Adverenture 

壹、閱讀推動理念目標及組織架構 

一、閱讀推動之理念及其發展脈絡 

  103 學年度，是意苹來東湖國小的第 14 年，剛從育嬰假復職的我，迎接了新的職務-學

校課程規劃教師與國語領域召集人。也因為這雙重的身份，讓我有機會著手進行學校整體閱

讀手冊的修訂長達三年。接著，我進入班級擔任導師，實踐與驗證教學現場遇到的閱讀教學

真實狀況，進而反思與修正學校閱讀推動的發展。從 103 至 110 學年度這八年多來，參與的

老師越來越多，大家共同為孩子的閱讀學習而努力，如何讓孩子在閱讀的領域上，喜愛閱讀、

學會閱讀、活用閱讀，成了大家在閱讀教學上共同的使命。  

修訂閱讀手冊的契機，起因於閱讀認證在本校已實施多年，然而在 103 學年度，因為學

生在閱讀的學習表現不佳，大家產生了共識，認為閱讀認證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

身為國語領召的我，決定將當年度的領域備課社群的主軸訂在「修正本校閱讀認證」。由國語

文領域教師，共同討論、匯集智慧，以遊戲設計為導向。讓學生以尋寶闖關的方式進行閱讀

活動。此外，為了改變學生閱讀偏食、閱讀圖書品質不一、閱讀理解偏弱的現象，因此，在

修訂的手冊中進行了讀本分級、閱讀闖關限制，終於產出四本閱讀手冊(一年級、二年級、中

年級、高年級)，且在手冊中，加入了閱讀理解四個層次的問題，希望學生除了喜愛閱讀，更

在閱讀學習的品質上有所提升。 

二、閱讀推動短中長期程目標內涵 

  103學年度時，發現舊有的閱讀認證存在許多的問題，我在思考如何改變舊有認證模式，

因此召集老師們一起討論，讓認證手冊不再只是單一功能，而是導入閱讀教學策略、引導閱

讀方向，讓手冊記錄學生六年的學習歷程，這方才是有意義的。 

    面對閱讀認證上出現的問題，在意苹與社群、學年老師不斷的滾動修正後，讓當年的閱

讀認證成為全方面的閱讀手冊，這四本閱讀手冊也轉變成學校的校訂課程，更成為東湖的品

牌。從 103~110 學年度，這八年的歷程共可分為近程的激盪形成期、中程的創新活躍期、穩

定發展期，以及遠程的邁向卓越期四個階段。 

 

閱讀推動短中長期程階段圖 



2 
 

(一) 激盪形成期 

意苹認為閱讀教學的修訂，需構思完整，因為規畫短

程目標重點在發現問題並擬訂對策。舊有的閱讀認證問題

如下：1.調整均一無彈性的閱讀認證量：不同年段學生適

合的圖書內容繁簡度有異，因此，無彈性的閱讀量限制對

高年級而言，目標太難達成而容易放棄。2.圖書認證銜接

問題：舊制閱讀認證容易產生書籍重複認證，卻難以檢核

的問題，對學生的閱讀學習助益不大。3.書籍來源良莠不

齊：若能為學生的閱讀書籍進行把關，指引學生閱讀書籍

的方向，將會對他們有所助益。4.閱讀偏食的現象：學生

借閱圖書的比例，以語文類的圖書借閱率最高，而史地、

藝文類偏少，若我們希望學生的多元潛能可獲得發展，達

到全人教育的目標，就必須減緩學生閱讀偏食的現象。5.

認證過程缺乏嚴謹性：以往單張的閱讀認證單不易追蹤審

查，若能以手冊進行記錄，對學生的學習歷程，也能有完

整的紀錄。6.閱讀理解學習欠缺策略方法：學生在閱讀文

章上欠缺閱讀的策略與方法，對於文章上訊息的傳達，無

法掌握重點，亟待需要閱讀策略的指導與教學。 
 

閱讀推動短程目標圖 

    所以意苹以國語領召的身分，帶領著社群的老師一同

討論，規劃新的手冊必須涵蓋的要素與因應學生的差異化

學習。學生的差異化除了年級間閱讀書籍量的差異外，亦

包含了班級內學生的個別學習差異。閱讀關卡第三關是每

位學生應達到的閱讀量，而閱讀力強的孩子，可以進而挑

戰到第四關及第五關的學習內容。 

    這個階段，意苹也陪伴社群老師們也一同將圖書進行

審查與分類分級，與發想五個關卡過關的寶物項目及功能。 書單比率與各關卡閱讀量圖 

 

    

討論舊制認證問題 教育部「好書一百」 社群老師篩選圖書 教師分享推薦圖書 

 (二)創新活躍期 

    意苹將手冊初步規畫為四大主題，融入情境尋寶遊戲的概念出發。104 學年度，意苹邀

請國語科輔導團老師，與社群老師們討論低、中、高年級應具備的閱讀理解策略，及指導大

家閱讀策略的教學，並將這些策略融入在手冊的提問中。107 學年度，英語領域的繪本加入

手冊的行列，每本手冊放入兩本英語繪本，由英語老師帶領孩子完成繪本的導讀。在國語領

域方面，學校也決定在四~六年級加入閱讀理解評量試題。108學年度十二月的歡喜閱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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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孩子們一同為四位手冊主角票選命名，分別是葉櫻、黑炭、傑克、星寶，手冊娃娃的名

字因而誕生。 

    

輔導團老師蒞校指導 討論閱讀理解教學 閱讀理解策略施測 為四大主角命名票選 

(三)穩定發展期 

    閱讀的推動確定了課程、教學策略外，更期待在閱讀環境上我們也營造孩子喜愛的氛

圍，因此，將意苹在閱讀手冊中畫的主題娃娃，製作了布偶、人偶，陪同孩子閱讀，參與各

項學校的重大活動。學校的圖書館改建也以閱讀手冊的「海洋歷險」為藍圖，希望孩子能悠

遊在閱讀的世界中。在教學、軟硬體環境各方面的努力下，讓我們獲得了 109年的教育部閱

冠磐石殊榮。110 學年度，校訂課程以閱讀手冊出發，這給予意苹莫大的肯定與鼓勵，讓我

深感這幾年與大家的努力受到認可。 

    

藏寶圖手冊布偶 傑克與葉櫻人偶 海洋主題的圖書館 109年榮獲閱冠磐石學校 

 (四)邁向卓越期 

    閱讀課程就如同一張網，閱讀面要廣泛涉略，學習方能產生知識間的旁通遞移，意苹再

次集合國語領域社群的老師，共同撰寫縱向的領域課程，發展具備脈絡化的課程內容，橫向

間也與其他領域經由跨域共備的模式，讓課程產生緊密的連結。     

此外，我們也走出校園，結合社區特色-樂活公園櫻花季，意苹帶領學生規劃路線認識

社區、走訪櫻花祭的走讀課程，讓學生對家鄉特色更加了解。期待大家看到東湖國小在閱讀

課程上的用心，也建立出自我的特色品牌。 

 

三、閱讀推動之組織架構與人員分工合作之內容 

    閱讀推動並非單靠意苹之力就能完成，而有

賴於團隊間的合作，我們透過六個面向的彼此合

作，當中包含了行政團隊、教師團隊、社群團隊、

家長志工、學生，以及 109學年度加入學校組織

的圖推教師，讓閱讀活動能一點一滴趨於完整。  

    閱讀組織架構就如同蜜蜂的蜂巢一般，彼此

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大家各司其職做好份內的工

作，卻又彼此合作，讓閱讀的組織能夠越來越堅

固且壯大，也才能共享甜美的成果。 

                                                    閱讀推動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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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閱讀資源整合與環境營造 

一、有效整合運用學校內外部資源推動閱讀 

    閱讀的推動，有賴於校內外資源的統整，因此意苹藉由閱讀藏寶圖手冊，將多方資源進

行整合，希望學生的閱讀學習活動能更具備多元性、系統化。因此我們將校內館藏的圖書、

巡迴班書、教育部小一閱讀起步走圖書、文建會繪本花園線上圖書、國語日報科普文章等放

入閱讀手冊中。 

(一) 校內資源多元整合 

1.校內圖書館盤點分級：意苹在擔

任課程教師與國語領召的第一年，

在得知需改編閱讀認證手冊時，首

先是想瞭解校內圖書館有哪些圖書

是值得孩子們閱讀的，因此經由教

育部的好書一百、圖書館總圖、校

內老師推薦的圖書、得獎繪本等逐

一檢核並加以分級、分類。這一年

感謝校內老師的協助，動員了許多

人一起協助這份任務。 有效整合校內外閱讀資源統整圖 

2.巡迴班書共讀學習：每週一本的巡迴班書，讓班上每位孩子手上都能閱讀相同一本圖書，

經由共讀與討論，孩子對於書中傳達的內涵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意苹也拜託了學校級任教師，

共同編輯每本書兩個問題，來引導學生思考，體會書中的主旨與意涵。 

3.閱讀起步流暢加速：教育部小一閱讀起步走圖書，一年級每班都有 105本，校內圖書館也

會放置剩餘的閱讀起步走 100本圖書供學生閱讀，營造圖書處處隨手可得的閱讀環境。 

(二)校外資源豐富學習 

1.繪本花園線上導讀：意苹檢視校內能結合文化部兒童繪本花園的圖書，建立動畫繪本資源

庫，孩子可以線上閱讀圖書導覽後，到校內圖書館借閱，再行閱讀完整的故事內容。     

2.國語日報思考判讀：學校開始在定期評量中加入閱讀理解測驗時，意苹覺得孩子可以經由

日常的練習來熟悉閱讀理解的四個層次，因此從國語日報文章裡，找出時事、科普類的內容

加入閱讀手冊，讓學生經由閱讀表格、統計圖表來判讀文章的訊息。 

3.在地故事引發共鳴：等待手冊內容發展半成熟後，意苹與閱讀社群的夥伴們，一同編輯結

合手冊主題的內湖區在地小故事。我們結合了內湖區的相關文化與資源，分別將東湖樂活公

園、東湖內溝煤礦文化、東湖內溝溪、內湖科技產業，融入四本閱讀手冊中。讓學生在閱讀

之餘，亦能閱讀、了解家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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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閱讀理解策略學習：閱讀需有書籍資源但也要有方法，閱讀才能有成效。因此在閱讀手冊

中，我們融入的教學資源於閱讀的活動中，讓學生能運用策略找尋文本訊息、進而詮釋出文

章整體的主旨，進而能分析或挹注自己的想法於其中。 

 

二、優化學校閱讀環境提升學生閱讀學習成效 

杜威：「要想改變一個人，必先改變他的環境，環境改變了，他就被改變了。」 
 

     閱讀環境，除了硬體設備的環境營造，圖書取得的便利性對學生來說亦是同等重要。 

(一)結合閱讀手冊的圖書館改建 

    在108學年度，本校圖書館爭取進行更新改建，經過大家的討論後，決議以閱讀藏寶圖手

冊中的「海洋歷險」主題做為圖書館設計藍圖。圖書館櫃台規劃為一艘大船，為學生提供閱

讀的方向與建議；窗戶上的窗花上以手冊中的寶物做為鏤空圖案，增加窗框的透光與活潑性；

地面上的羅盤象徵不同種類書籍的知識，期待豐富的圖書能引領學生建構出不同的能力。 

(二)圖書分級標籤，找書更方便 

    意苹在編製閱讀手冊時，請教了一些學校的作法，我們參考他校的圖書分階段的方式，

將推薦給學生閱讀的圖書，分類成四階段，分別是一年級、二年級、中年級以及高年級，不

同年段的推薦圖書，我們在書籍的書背下方，貼上不同的顏色貼紙及編號。學生表示圖書分

級標籤設置後，來圖書館找適合他們的書，更加方便了呢！  

(三)巡迴班書共讀討論更有感 

    巡迴班書一籃是 30-32 本，班上每位孩子都是同一本圖書。意苹回到導師職位，任教低

年級時，開始將巡迴班書電子化，以電子翻頁書的方式，來與孩子共同討論內容。不管是觀

察繪本圖片或討論段落內容，孩子都能更加清楚核對，並跟上老師的提問。 

(四)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 

   一年級每班都有 105本教育部小一閱讀起步走圖書，學生在教室中就能享受閱讀的樂趣，

意苹規畫孩子每週三本繪本閱讀，經由大量的閱讀，一年級孩子拼音閱讀的流暢性，開始慢

慢加速，並具備了獨立閱讀的能力。 

(五)行天宮書箱 

    學校在各學年度都會申請行天宮書箱，意苹申請班級的行天宮書箱後，先閱讀編輯每本

圖書的提問，指導學生了解書中的主旨。班上也在 106學年度，榮獲行天宮優良閱讀班級。 

    
主題式的圖書館改建 圖書分級標籤 閱讀起步走贈書活動 行天宮優良閱讀班級 

三、資源整合提供學生數位閱讀學習課程 

(一)文建會繪本花園圖書 

    意苹檢視校內能結合文化部兒童繪本花園的圖書，建立動畫繪本資源庫，孩子可以線上

閱讀圖書導覽後，到校內圖書館借閱，再行閱讀完整的故事內容，線上線下整合資源。 

(二)AR的閱讀闖關活動 

    意苹希望閱讀闖關活動能以多元評量的方式檢核學生的閱讀狀況，因此我在四本閱讀手

冊的第五關，設計了 AR的闖關活動，分別是一年級文字密碼、二年級螞蟻搬東西、中年級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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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仙蹤、高年級我的第一本臺灣文化地圖書闖關遊戲。希望孩子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多元

評量的方式進行。 

(三)製作線上閱讀策略的學習教材 

   微軟總裁比爾．蓋茲（Bill Gates）指出：「蒐集管理和運用資訊的方式，決定了你的輸

嬴。」網路資訊的來源相當廣泛，但真偽難分。因此意苹製作了資料搜尋的技巧、提取資訊

的策略等方法，來教導孩子資訊的搜尋與整理。 

(四)學生資料收集實作活動 

    學生經由資訊搜尋技巧教學後，才能在數位閱讀的世界不迷失。意苹也和高年級老師合

作，指導孩子整合上網搜尋的訊息，並經由直播連線與教授進行主題的訪談。 

    

繪本花園結合手冊書單 數學 AR闖關遊戲 線上搜尋技巧教材 資料蒐集與線上訪談 

參、閱讀教學之規劃與實施  

一、閱讀教學計畫、執行及檢核之品質 

意苹與學校團隊共

同規畫本校閱讀教學計

畫，分別是從教材、時

間、策略與評量四方面

進行。教材規畫可分為

教學依據、素材多元性、

情境式閱讀手冊的編排；

時間是指教學時段安排；

策略分為低、中、高三

各年段的閱讀學習策略

規畫；評量是經由不同

面向，檢視學生的學習

成效。 

                       閱讀教學架構圖 

（一）教材 

1.教學依據：閱讀教學的整體規劃來自於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大綱、教育部閱讀理解策略

成分、校本閱讀課程、課文文本等，並希望閱讀素材能走向多元、具備情境脈絡。 

2.素材多元性：閱讀素材提供多類型的學習內容，以降低閱讀偏食的現象；教學活動上，融

入多元文本的課程，學習者能使用數位資訊進行閱讀，並學會搜尋判讀真偽訊息、整合訊息

的能力。此外，課堂上，教師使用多元文本的素材，讓學習者找出文本間的關聯性，學會找

出共同主旨、比較差異的能力。 

3.情境式閱讀手冊：本校閱讀課程經過意苹與各年段教師、國語領域教師共同討論，分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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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弱勢、學力檢測欠缺的能力，結合教育部編訂的各年段閱讀理解策略、圖書資訊利用教

育教學大綱，編寫成適合本校學生的學習內容-「閱讀藏寶圖」，讓學生經由有趣的闖關方式，

循序漸進學習各項閱讀策略，並養成自主性學習的能力。 

（二）時間 

1.每週一節閱讀課 本校重視閱讀課程，每班每週都有一節課的閱讀課，讓老師帶領學生閱讀

與探討內容、學習閱讀策略。 

2.融入其他領域教學 我們經由跨域共備的模式，共同討論領域間課程的相關性，共同規畫主

題性閱讀課程，或經由結合繪本與文本內容進行教學，做為學生的延伸學習。 

3.配合學校活動教學 晨光閱讀活動、皮皮故事屋、有獎徵答等活動都是學校行之有年培養孩

子閱讀習慣的活動。此外也會規畫自編故事劇本、小小說書人、兒童深耕閱讀網線上讀書會

的發表，讓孩子有更多元的表現。 

（三）策略 

    每個年段的學生在閱讀上，經由與社群老師共同討論、規畫出六大理解策略，並安排在

課程當中進行教學。 

   
低年級閱讀理解策略 中年級閱讀理解策略 高年級閱讀理解策略 

（四）評量 

1.閱讀認證手冊的檢核：每學期，教師端會進行手冊問題回答的正確性、學生心得感想以及

學習單完成的檢核，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2.閱讀理解評量的實施： 

提問學習單 

本校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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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在閱讀手冊的巡迴班書中編輯閱讀理解的試題。此外，

領域老師也在手冊中規畫了必讀書的卡關機制，學生必須讀過這本書才達到過關標準。必讀

書的學習單會依據文中內容仿 PIRLS閱讀理解出題方式進行設計。 

國語科閱讀評量 

意苹覺得教學與評量是需要相輔相成的，因此與學校老師討論後，自 105 學年度開始，

由意苹執筆編輯四至六年級國語文期中、期末評量的閱讀理解試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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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聽力測驗 

    在 110 學年度，意苹在低年級國語領域的定期評量中，加入了文章的聽力測驗，希望閱

讀能力的展現，不只在「讀」、「寫」上，在「聆聽」上也能學會聽得懂文章要表達的內容與

主旨。 

3.學校活動比賽的呈現： 

    學生能結合班級的說故事活動、學校的小小說書人比賽，將故事的內容，融入自己的情

感、語調，展現說書的能力。  



8 
 

    

閱讀手冊編列提問 必讀書單書的提問單 國語期中評量試題 小小說書人 

 

二、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之規劃及執行 

    意苹在 104學年度與大家的討論，確認各年段學生需達到的閱讀理解策略後，我們再細

分每一學期應達到的圖書館利用活動、閱讀素養與策略、資訊素養等。再結合活動與評量，

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如下圖所示。 

 
 

三、多元文本閱讀課程之規劃及執行 

(一)素材多元性-多元的閱讀元素 

1.書籍類別多樣化 

       依據學生的學習需求，意苹與本校教師篩

選出各類別適合該年段學生閱讀的圖書，且從

中增加不同類別的圖書，以降低學生閱讀偏食

的現象。此外，隨著課程的變動，每年滾動式

修正與調整圖書內容。 

2.跨域多文本課程 

       意苹在低年級課程中，配合學習領域與主題，以多本繪本與學生探討課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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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生活課的「尋找春天」主題，以【遇見春天】、【春天的聲音】兩本繪本，讓學生

找尋書中出現春天的特徵，並比較兩本書中的差異性。 

      二年級的數學課【平面圖形】的單元，以【完美的正方形】、【怪物別追我】兩本繪本，

讓學生了解正方形可再經由分割，產生許多較小的形體，七巧板多種形體，也是一個大正方

形切割來而的。小形體間，都能經由再組合創造各種圖案來。 

 
 

 

學生進行的活動 低年級多文本活動 多文本學習單 

3.數位閱讀 

    專家學者說過：「培養數位閱讀素養就是培養數位自學力，第一步從有目的的搜尋開始。」

意苹從中高年級的學生身上，也發現學生欠缺有目的的搜尋的能力。因此，針對學生的學習

問題，自製了教導學生關鍵字提取的能力，以及提取資訊的摘要、整合訊息的教材。學生經

由教材，能更精準使用關鍵字進行搜尋，整合文章訊息的能力亦能精簡正確。 

    

網路資料搜尋教材 網址列判讀教學 搜尋關鍵字教材 提取文章訊息教材 

四、各學習領域閱讀策略教學之規劃及執行 

本校教師社群在確認各年段閱讀理解策略後，再經由縱向、橫向聯繫，從各年段與各領

域規畫書籍結合策略，進行問題的提問編輯來協助孩子的閱讀。如下圖所示。 

 
橫向與縱向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整體規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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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閱讀學習成效及影響  

一、學生閱讀興趣之提升 

(一)正向的閱讀態度與借閱量逐年增加 

    從這幾年(104~108 學年度)的閱讀借閱量來看，孩

子在學校圖書館的借閱量，有逐漸提升的現象，學生表

示遊戲式的閱讀手冊，讓他覺得閱讀是愉快的，且想要

多主動閱讀。 

    109 學年度疫情停課的影響，因此借閱量的統計至

108學年度，從統計圖中可以知道學生的借閱量有逐年上

升的趨勢，可知學生能展現主動借閱圖書的態度。 

(二) 防疫停課，閱讀學習參與熱絡 

  疫情期間，市圖停止借還書，但孩子的閱讀是不能

間斷的，在班級中，意苹從校內借來閱讀手冊內的圖書，

以錄製故事的方式提供孩子閱讀聆聽，期待

疫情對孩子學習的影響降到最低。每週 3本

的繪本錄製，再與孩子在 meet線上會議中提

問與討論。學生的參與率高，反應熱絡積極，閱讀後的回饋作品也能多元呈現，也獲得許多

家長的迴響。 

    

錄製【夢想中的房子】繪本 視訊分享夢想房間 視訊分享夢想房間 視訊分享夢想房間 

(三)遊戲學習樂於尋寶 

    遊戲學習讓學生閱讀的歷程彷彿尋寶一般，每過一關，孩子就可

以獲得一項寶物，每一項寶物，都有它特殊的功能，可以與主題中的

危機相對抗。學生貼的貼紙，可觀察出學生閱讀的偏好與狀態，了解

學生這個階段，傾向於閱讀哪一類別的圖書，更可作為學生學習歷程

的紀錄。 

   

學生繪製尋寶情境 閱讀學習歷程 寶物累積增加樂趣 

(四)闖關活動增加信心 

    手冊都有因應主題設計的不同寶物，這寶物的獲得更是學生閱讀成就的增加物，手冊中，

也規畫了闖關活動，當中包含了文字、數學、世界名著的 AR闖關，以及猜謎、藝文的特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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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對學生而言是相當期待的。 

    

闖關成功的寶物貼紙 世界名著 AR闖關 猜猜看商店闖關 獲得獎狀增加信心 

(五)多方體驗，閱讀樂趣多 

    在東湖，意苹規畫的閱讀不是單方的紙本閱讀，延伸的閱讀活動是多元富變化，除了數

位的闖關活動外，學生閱讀故事後的自製刮畫作品，更是素養的呈現。此外，結合閱讀手冊

圖書的小小說書人活動、走讀社區樂活櫻花公園，讓學生將視野延伸至書本外，讓閱讀能與

生活的學習結合，這些多元的體驗，深獲學生喜愛。 

    

數學 AR闖關閱讀 蠟筆小黑刮畫闖關 小小說書人活動 走讀社區樂活公園 

二、學生閱讀能力之提升 

(一)策略結合閱讀，弱勢學習能力提升 

    意苹在班級教學時，閱讀活動上多管齊下，從童詩的念讀提升學生閱讀流暢性、一週三

本的閱讀引導增加學生的閱讀理解力、生活週記的撰寫訓練學生語文輸出能力。在學生二年

級快結束時，傳來意外的好消息。班上學習弱勢孩子參加攜手激勵檢測全數通過。學生在語

文學習的展能上，讓意苹看到他們的潛力。 

(二)行天宮閱讀活動，榮獲優良班級 

    意苹除了在閱讀手冊中，也在教學的現場上，進行行天宮書箱的申請，讓外部的資源能

融入在學生的閱讀世界中。我也將行天宮借閱一年的 80本書箱圖書，編輯提問來協助孩子閱

讀。這一年學生的學習成果，很高興能獲得行天宮的青睞，獲選為閱讀優良班級。 

    

學生在閱讀活動獲得肯定 學生閱讀行天宮圖書 行天宮圖書提問本 榮獲閱讀優良班級 

 

(三)內化閱讀，讀寫有一套 

    在意苹的班上，閱讀與寫作是並重的。在二年級班上，

孩子開始以主題進行生活週記的寫作練習，提供孩子寫作

鷹架來練習詞彙的運用，在疫情期間不間斷的寫作，在意

苹指導下有兩篇孩子的文章，獲得國語日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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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學年度，總共有七次學生的作品，成功刊登國

語日報。意苹的班級學生，自 107~110學年度，在校內小小

書說人比賽，分別得到 2次特優，2次優選的佳績，學生並

代表學校參加小小說書人比賽，並榮獲佳績。這些都是孩子

內化閱讀的養分轉變成素養的成果。 

    

學生生活週記 投稿國語日報文章 投稿國語日報文章 小小說書人活動 

 

三、學生閱讀個別差異之輔導及協助 

(一)疫情注音符號教材製作 

     110學年度，因為五月疫情的停課，讓許多孩子在課程的銜接上出現了斷層，尤其是幼

兒園升大班的準小一弱勢學生，家長紛紛轉述他們的焦慮。因此，意苹在暑假期間錄製注音

符號的線上課程-聲符、韻母、結合韻母共八篇。希望學生在上小一時，也能有一套有系統的

注音符號教學課程，在旁幫助他們學習，讓小一的閱讀拼讀更加順利。 

(二)童詩念讀增加流暢性 

    在108課綱國語領域第一階段的學習表現中，學生需具備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所以意苹也利用國語日報的童詩，讓學生每日練習唸讀，從童詩的唸讀中熟悉注音符號的拼

音原理，並能熟練拼音能力。 

(三)字族文的引入，提供方法 

    對於識字能力較弱的孩子，在課堂上我們也透過字族文花瓣字的練習，利用不同部件的

組字與造詞、造句練習，來擴大孩子的識字能力。 

(四)策略提問找出主旨 

    閱讀若欠缺引導，有些學生很難從文章中掌握故事的主旨，因此在低年級繪本中，我會

先讓孩子從繪本封面、圖片去找尋線索，人物的情感變化再進行提問。對於閱讀弱勢的孩子

而言，圖片的線索，會讓他能快速找尋到問題的答案，慢慢地，再從圖片引導到文字內容，

對他們而言是更有幫助的。 

(五)情緒詞語輔助，增加語彙量 

    學生的表達能力欠缺，有時是因他們無法用適度的詞彙表達，因此在手冊中，我們也融

入了心情詞彙，供學生參考，加入他們想表達的句子中。 

    

錄製注音符號課程 國語日報童詩念讀 花瓣字練習組字造句 閱讀手冊結合心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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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運用閱讀能力進行重大議題之探究活動 

(一)走訪記錄內溝步道 

     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探訪校園植物、內溝步道，並了解步道周遭的

植物生態，以及利用 google地圖等工具，繪製出內溝步道周遭的植物地圖，

進一步了解蛾類的食草、棲息的地點等。 

 

    

解說校園植物 解說校園植物 紀錄食草位置 生態精靈合影 

(二)走讀東湖社區 

      生活課認識社區環境，學生利用走讀活動，擔任起小小特派員，以

記者介紹社區方式，來介紹東湖周遭的特色景點、大賣場、圖書館、消防

局等機構。 

    

東湖社區地圖 學生手製銀行 拜訪樂活公園 拜訪消防局 食草地圖 

伍、閱讀推動專業精進與社群發展  

一、閱讀推動人員閱讀專業成長情形 
 

遇到困難時不要抱怨，既然改變不了過去，那麼就努力改變未來。 
 

    東湖有一群可愛的老師，在 103學年度起，發現孩子在閱讀學習的問題，大家二話不說，

立即動手試著去找出問題、研擬策略，攜手改變孩子的學習，他們秉持著「做正確的事，把

事情做正確」，年復一年，至今沒有間斷。 
(一)推出四大主題手冊，讓閱讀學習更精彩 

為了改變閱讀學習內容，在 103學年度的國語文領域備課社群以「閱讀」主題出發，由

意苹擔任領召，教師社群從學生學習需求做為手冊規劃的目標，訂定兩大方向─解決閱讀偏

食問題、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過程中，經歷不斷的磨合與對話，產出四本一年級、二年級、

中年級、高年級的閱讀手冊，主題也有所不同，分別是叢林探險、地心冒險、海洋歷險、星

際奪寶四大主題。手冊的內容於每年的暑假進行學習狀況的討論，並進行修訂。 

(二)參與不同面向研習，為閱讀教學立根基 

    意苹除了參加校內備課社群之外，也參加了校內的閱讀社群、生態社群，以及閱讀工作

坊外，希望能為了學生的學習而精進自我，因此，從課程&教學、評量&命題、多元文本閱讀、

數位資訊等面向，參加多場次的研習活動。意苹透過各項進修活動，參與校內外閱讀增能研

習，希望透過自我精進，進而提升專業素養與教學實力，引導學生學習，在閱讀上具備自主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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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苹參與閱讀相關的各主題活動圖 

二、閱讀推動人員閱讀教學社群成長情形 

    這幾年的閱讀推動，我們不僅有縱向的備課社群活動，也建立了橫向的閱讀社群，參與

的老師越來越多，從閱讀認證的修訂，社群運作的方向漸轉向閱讀課程與教學、評量的結合。 

    

社群中討論圖書的分類 閱讀理解策略的操作 閱讀社群夥伴合照 閱讀與校訂課程的討論 

    110學年度，閱讀課程已成為本校的校訂課程，經由跨域的方式，結合多個領域規劃閱

讀課程活動，可知閱讀活動的參與已成為本校全校老師共同的使命。下圖是以「閱讀尋寶趣」

為主題，一至六年級縱向課程規劃出活動一與活動二的教學活動。 

 

  「閱讀尋寶趣」活動一教學活動統整圖      「閱讀尋寶趣」活動二教學活動統整圖 

 

三、閱讀推動組織及成員之專業發展機制 

    此外，意苹與社群老師也一同將這幾年社群運作的閱讀成果、社群運作的歷程、評量的

規劃設計，撰寫成行動研究，希望從整理資料的過程進行省思與展望未來。這些行動研究的

獲獎，更是給予社群老師許多肯定，讓我們更有信心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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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認證辦法修訂】 

榮獲行動研究佳作 

【閱讀動起來】 

榮獲行動研究佳作 

【點一盞燈在備課中】 

榮獲行動研究佳作  

【評量放輕鬆】 

榮獲行動研究優選 

 

    意苹與夥伴們在閱讀教學

的路上，不曾停下腳步，。105

學年度，我們榮獲了教育部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師優良社

群，108 學年度，榮獲臺北市

閱冠磐石學校，更在 109 學年

度，榮獲教育部閱冠磐石學校

的殊榮。 

   

意苹在教專會議分享 

閱讀社群的運作 
教育部優良社群 

109學年度榮獲 

教育部閱冠磐石獎 

陸、未來與展望 

    柯華葳說過：「學會閱讀，當個獨立思考的知識人。」學生要能獨立思考，就必須具備「通

才」的能力，知識間的鏈結才能彼此融會貫通，因此閱讀的廣度、深度是我們要帶領孩子去

建立的。 

    110學年度，我們的閱讀將從校訂課程出發，期待能帶給孩子不一樣的閱讀饗宴。 

一、走讀課程脈絡化 

    結合閱讀發展多點家鄉巡禮路線-東湖樂活公園、五分煤礦、內溝溪等，讓閱讀手冊

四位主角化身為虛擬人物，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將家鄉社區特色、文化更有系統的介紹

給學生認識。 

二、跨域課程成熟化 

    跨域活動能讓學生所學的知識觸類旁通，在 110學年度，校訂

課程以四大主軸，跨域、跨文本的方式進行，意苹期待以國語領

召的身分，能帶領大家規畫出能深化學生閱讀的縱向課程。 

三、閱讀與作文的新火花 

    閱讀與作文是無法切割的，若閱讀是學習素材的輸入，作文

則是學習內涵的整理輸出。在作文的學習上，校內的縱向規畫是

較薄弱。未來，意苹也將會與社群老師討論、規畫出校內縱向的

作文學習策略及目標。 

    意苹期待能帶領學生在閱讀的殿堂中，能夠培養出「學會閱讀」、  

    「喜愛閱讀」進而「活用閱讀」的素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