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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推動理念目標及組織架構 

(一)閱讀教育推動理念 

    「打開書，恐龍跳出來陪我去冒險。打開書，海豚跳出來，陪我找歡樂。」 

    前陣子的國語課上到「書是我的好朋友」，小一生討論著自己看過的書出現什麼，有人

說：「打開書，我看到金字塔、人面獅身……」；有人說：「打開書，我看到巫婆與黑貓」；大

家興奮的分享著，看在老師眼裡真是一幅美好的風景。 

    記得以前的我並沒有特別喜歡看書，直到出國旅遊時，搭著地鐵，看到車廂的旅人們，

拿著書安靜的讀著；搭著火車，也看到一樣的風景，甚至，換個國家，還是看到人來人往的

旅客們，隨身帶著書，站定後就開始閱讀。讓我不禁想知道書中的故事有多精彩，讓他們這

樣專心且自在的隨手閱讀。 

    後來，我也開始拿起書本，從我最愛的懸疑謀殺小說開始閱讀，我開始體會到「打開

書」的吸引力、體會到故事的曲折、人物的心情轉折與作者無邊際的想像力；隨著閱讀的領

域越來越廣，從世界名著、翻譯小說、文學作品……，到為了準備教材而閱讀了許多繪本、

橋梁書與青少年小說等，都讓我透過書本遨遊於各地，透過人物角色更理解人性。 

當老師以後，我希望學生也能和我一樣，從閱讀中學習，並有所體會與感受。在教學過程

中，我放入了許多閱讀的元素，例如多文本教材、閱讀理解的討論、角色人物的情緒轉折思

考等。希望透過生活中的點滴閱讀，培養孩子對世界的好奇，再藉由自由書寫與畫畫，讓孩

子們展現自己的奇想，最後能自主閱讀、與同學分享自己的作品，進而透過書本認識自己、

他人與世界，並對閱讀展現熱情。 

 

(二)閱讀教育推動目標 

    本次帶領的班級為一年級，短期目標為上學期前十周，主要是培養學生能專心聆聽故

事，並能回答故事的相關提問，激發學生發揮奇想，進而啟發其閱讀興趣；後十周為中期目

標，透過不同教學素材與老師的引導，孩子們能逐步理解文本內容，並能用畫圖表示，更鼓

勵孩子能書寫出個人想法；最後，希望孩子能與同學分享自己的故事，並能透過文本，更認

識自己與環境，並能維持學生對於閱讀的好感，以及對閱讀的熱情。 

 

  課程規劃 

目標 
奇想閱讀趣 故事書畫家 閱讀展熱情 

短期目標 能專心聆聽故事。 
閱讀後，能畫出自己理

解的內容。 

能說出自編(改編)的故

事。 

中期目標 能回答故事內容提問。 

能結合自身生活經驗，

透過「我手寫我口」，寫

出自己的故事。 

能簡單與人分享故事。 

長期目標 
啟發閱讀興趣。 

逐步養成閱讀習慣。 

能畫出與寫出圖文相符

內容。 

透過閱讀，學生能更認

識自己、他人與環境。 

能維持對閱讀的喜愛與

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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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教育組織架構與人員分工合作 

 

 

二、閱讀資源整合與環境營造 

    閱讀資源的整合與環境營造，仰賴全校資源共享與準備，以下分項說明。 

 

 

 

 

 

 

 

 

 

 

 

 

 

 

 

 

 

 

 

 

 

班級

行政

晨讀

課程準備 

教材準備 

各項活動準備與資

源統整 

國語備課社群 

學年會議 

志工進班伴讀 

英語故事媽媽說故事 

每周二、四及

五為本校晨讀

時光，透過

MSSR，讓學生

沉浸於書香。 

圖書館：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書箱傳遞 

 主題書展 

 讀報小達人 

 英語說故事 

行政規劃：  

 辦理小小說書人比

賽 

 低年級看圖說故事 

 大手牽小手-書香共

享 

 資源整合 

 資訊設備準備 

班級推動閱讀：  

 閱讀跨領域融入國

語、生活與校本課

程與日常生活。 

 教室圖書角，隨時

可閱讀。 

 不定時購買新書 

 借閱繪本或主題書

與學生分享討論。 

 每周閱讀課 

 老師說故事 

校長、主任、教學

組長、圖書館幹

事、志工等 

 

伴讀志工 

英語故事媽

媽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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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每學年都會舉辦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各年段也會傳遞適合閱讀的書箱，讓各

班都能享受到不同書類的閱讀。圖書館內也會根據時事，舉辦不同主題書展，如奧運書展及

婦女節的女力書展，都獲得學生喜愛。每周也會有讀報小達人的活動，讓高年級學生擔任廣

播主持人，讀報給全校學生聽。最後，為提升學生英語興趣，每周三也會有志工媽媽進班，

用英語說故事，讓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 

    最令人開心的是，今年(111年)為了營造舒適的閱讀環境，本校於將進行圖書館改造計

畫，計採納全校師生建議，為圖書館換上新裝，致力於創造更美好的閱讀空間。 

   

主題書展-奧運 

翻翻對對碰 

主題書展-奧運 

最喜歡的運動項目 
英語故事志工媽媽 

 

2.行政規劃 

    圖書推動有賴行政端的支持，本校校長、主任與組長們皆致力於推動閱讀，從環境營

造，如樓梯上的本土語與英語的生活常用語、圖書館外的漂書站等；再到相關的活動比賽，

讓孩子能有表演與學習的舞臺，如看圖說故事比賽、小小說書人等。另外，配合幼小銜接課

程，大手牽小手-書香共享，每個一年級小朋友會準備一個繪本故事，先運用自己所學的注

音符號與國字，讀懂故事與練習說故事，再說給學弟妹聽。看見小孩認真說故事的神情，讓

老師們都好感動呢！ 

 

 

 

 

 

 

看圖說故事比賽 
小小說書人 

大手牽小手-書香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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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晨讀時光 

每周二、四及五為本校晨讀時光，透過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

(MSSR)，讓學生在安靜的環境中閱讀，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4.每周閱讀課 

   每周也安排閱讀課，全班到圖書館，找到自己喜歡的書，和同學

一起閱讀，或是自己安靜閱讀，給予孩子們自主閱讀的學習權，在

閱讀上更能找到樂趣。此外，配合生活課「和書做朋友」，也鼓勵小

朋友們上臺分享，介紹自己喜歡的書。 

 

 

 

 

 

 

 

 

5.班級推動閱讀 

    老師在課程設計上，運用多文本與跨領域的設計，貼近學生生活，讓孩子能從不同種類

的閱讀文本中，能有所體會與學習。另外，班上的圖書角也準備許多繪本與故事書，讓孩子

能隨手自在的閱讀。老師也會不定期的購入新書，或借閱與課程相關的主題圖書，讓學生能

沉浸於閱讀環境之中。 

三、閱讀教學之規劃與實施 

(一)班級閱讀教學規劃與實施(含多元文本閱讀課程) 

    在閱讀教學規劃上，除了「部定課程」的國語課作為閱讀基礎的奠基之外，同時配合學

生生活經驗，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以及相關議題融入，包含數學、生活、健康與本校「校

訂課程」文湖時間，並加入各種閱讀延伸的活動。希望在老師的引領下，透過不同文本的刺

激，學生能發揮奇想，自由書寫與畫畫，進而對閱讀產生熱情。 

    這次帶領小一學生，雖然一年級生尚不會使用文字表達其腦中所想的故事，但大多能以

口語表達，且能說得生動有趣，又富想像力。因此，前十周注音教學，主要是搭配課文，挑

選相關的繪本，加上老師說故事，輔以簡單提問，進行閱讀理解，學生就能說出許多自己的

故事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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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想。接著，再畫出自己所看到與理解的內容。後十周開始，學生除了可以畫出自己所看到

的內容之外，還可以用注音符號寫出自己想說的話，即我手寫我口。最後，再邀請學生與同

學們分享自己的故事。 

    本次多文本補充教材主要以繪本為主，主要挑選搭配各領域學習內容或相關議題，深化

與廣化學生對於該議題的認識。雖然到目前為止的閱讀數量有限，但老師與學生共同閱讀，

也產生了不少火花。例如：北風與泡泡的故事，老師自編了各種泡泡角色，每個泡泡都在不

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城堡，擅長不同的技巧；老師在分享自己的泡泡可以自由變大變小時，

學生們也會搶著說泡泡也會瞬間移動、隱形、變魔術等等……。因為小一生的無限想像力，

讓國語課本中很短的課文，變得更加趣味。 

    到了一年級下學期，學生已能更熟練地寫出自己所看到的內容，或是編寫出自己的想

像。透過這樣反覆的練習，加上多文本的補充，讓孩子能發揮奇想，自由書畫，展現熱情。 

 

【教學規劃與實施】 

 

 

 

 

 

 

 

 

 

【教學內容統整與議題連結】 

領域 課本教材 多文本教材 學生展現 相關議題 

生活

領域 
開學周 

《陶樂蒂的開學日》 

《我的學校很神奇，因

為…》 

《小阿力的大學校》 

學生畫出自己開學的心情與看

到的人事物。 

學生說一說學校的環境。 

 

國語 

生活 

四、紙飛機 

認識校園 

《麥斯的帽子飛呀飛》 參照範例一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國語 

九、動物狂

歡節 

課文ㄅㄆㄇ的動物圖片 學生看圖說出動物們在狂歡的

畫面，並在句子中加入時間與

地點。 

 

國語 

二、小船 

三、印手印 

4/22世界地球日介紹 

海洋生物影片 

海洋塑膠垃圾危機影片 

學生摺紙船，再用手指印出海

洋生物，並仿寫。 

海洋教育 

環境教育 

國語 四、吹泡泡 北風與泡泡的旅行 參照範例二 國際教育 

國語 八、紅紅的 《好忙的除夕》 學生畫出不同斗方，並寫出其 家庭教育 

奇想閱讀趣 故事書畫家 閱讀展熱情 

老師分享繪本故

事與提問引導，使

學生能發揮奇想，

編織自己的故事。 

老師分享繪本故

事後，學生以畫畫

及書寫出自己的

故事奇想。 

學生透過書寫與畫

畫故事後，再口語

表達與分享自己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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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春 春聯意涵與仿寫 

校本課程–迎春揮毫

(畫斗方) 

意義，再仿寫。 

數學 

10以內 《上學途中》 畫出上學途中看到的事物，再

以「我看到……」開頭，寫下

句子，如「我看到五臺車

子。」 

環境教育 

生活 

數學 

萬聖節 

形狀 

萬聖節影片 

怪物製造者故事 

利用不同形狀，拼出萬聖節怪

物，並寫出怪物的姓名、特徵

或特殊技能等。 

多元文化 

國際教育 

生活 

聖誕節 影片《雪人》 學生編寫「雪人來我家」「聖

誕老人學校」「寫信給聖誕老

公公」 

生命教育 

國際教育 

生活 

多元文化周 《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

生活》 

異國零食品嘗 

透過繪本了解不同國家的孩子

與其生活。 

描述異國零食的外觀與口感。 

性別平等 

多元文化 

國際教育 

國語 

二、春雨是

什麼顏色 

《春天來了》 

《春天在哪兒呀？》 

觀察春天的動植物，發現與體

會春天，利用剪紙與仿寫，畫

出自己的春天。 

參照範例三 

閱讀素養 

生活 

國語 

大樹小花我

愛你 

班級小田園觀察 

愛麗絲夢遊仙境短片 

大樹下 

觀察班級植物，畫出與寫出自

己想到的東西。 

觀察大樹，寫出大樹裡會有什

麼奇妙的事情發生，以及在大

樹下做什麼事呢？ 

閱讀素養

家庭教育 

健康 

六大食物分

類 

六大食物村設計 

六大食物菜單設計 

利用賣場 DM分類六大類食

物，再進行菜單設計。 

生命教育

家庭教育 

飲食教育 

文湖

時間 

悅樂蝴蝶 《紫斑蝶》、《發現蝴蝶

世界的秘密》、《好餓的

毛毛蟲》…… 

呼叫妙博士-再造蝴蝶

王國影片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彩繪蝴蝶 

學習打結與蝴蝶結 

製作蝴蝶結小書 

閱讀素養

生命教育 

家事教育 

 

 

 

 



國
語

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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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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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生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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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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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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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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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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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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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紙飛機與《麥斯的帽子飛呀飛》 

 

 

    (1)奇想閱讀趣 

    首先，老師說故事，學生聆聽，老師與學生討論麥斯的帽子飛到哪些地方？如果是紙飛

機的話，你覺得他會飛到哪裡呢？學生們開始搶著回答，巴黎鐵塔上、校長室、老師頭上、

廁所……，老師幫學生回想校園有哪些地方，紙飛機也可能飛到圖書館、球場、操場……。

接著，老師又問麥斯的帽子飛到馬路上有廢氣的味道，那我們的紙飛機，飛到操場會有什麼

味道？飛到廁所呢？這時候，學生們的回答更加熱絡，大家都急著要畫出自己的紙飛機小

書。 

 

     

 

 

 

 

    (2)故事書畫家 

    接著，老師發下小書材料，讓全班

小朋友開始創作自己的紙飛機小書。 

 

    (3)閱讀展熱情 

    等到全班畫完以後，再請小朋友上

臺分享自己的畫作。 

 

 

 

 

 

 

 

 

 

 

奇想閱讀趣 故事書畫家 閱讀展熱情 

紙飛機飛到金字塔紙飛機聞到沙子的

味道紙飛機變成橘色(作者：晨晨) 

閱讀展熱情 

紙飛機小書分享 
紙飛機飛到恐龍的嘴巴裡

有口水味 (作者：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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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吹泡泡北風與泡泡的旅行 

 

 

 

 

    (1)奇想閱讀趣 

    老師編寫了泡泡國故事，接著小朋友一

起聽老師說故事，再搭配提問，猜猜泡泡國

的泡泡們有什麼特殊能力，喜歡吃什麼等

等，這些泡泡因為疫情的關係都沒出去玩，

終於疫情減緩，泡泡們可以到處旅行了，他

們在旅途中會發生什麼事？透過老師的引

導，帶著小朋友們一起創作故事。 

    (2)故事書畫家 

    接著，小朋友設計自己的泡泡角色，編

寫泡泡們旅行冒險。 

    (3)閱讀展熱情 最後，在上臺分享。 

 

 

 

 

 

 

 

 

 

 

 

 

 

 

 

 

 

小花泡泡和星星和閃電和兔兔一起出

去森林玩，看到瓢蟲和看到蜥蜴，又

看到樹。小花看到樹上有蘋果，可是

拿不到，於是兔兔用跳躍拿到了蘋

果。晚上小花看不到回家的路，這時

星星在天空畫出回家的地圖，在天空

畫出回家的地圖，小花和朋友們就安

全回家了。(作者：蓁蓁) 

奇想閱讀趣 故事書畫家 閱讀展熱情 

安靜的彩虹泡泡只有在下雨天的時候

才會出來發光，到了晚上星星泡泡會

偷偷跑出來照射路人，突然，颳來一

陣怪風，雷電泡泡跟著跑來，用閃電

照亮大家指引方向，泡泡們來到沙

漠，跟沙漠泡泡一起玩遊戲。 

(作者：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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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國語一下《二、春雨是什麼顏色》與《春天在哪兒呀？》 

 

 

    (1)奇想閱讀趣 

    老師帶領學生閱讀楊煥《春天在哪兒呀？》，以第一段為範例，請學生讀完後，畫出詩

中所寫的內容。這個階段是畫出自己讀到的內容，不但能讓孩子發揮想像，也能從畫中知道

學生懂得部分。 

 

 

 

 

    (2)故事書畫家 

    接著，老師請學生想像自己是報紙

的編輯，將《春天在哪兒呀？》的內

容，重新剪貼與畫出自己剪貼的部分，

做成一份小日報。 

    (3)閱讀展熱情 

    最後，鼓勵孩子上臺分享發表自己

的日報。 

 

 

 

 

       

  

 

 

 

──春天來了！ 

──春天在哪兒呀？ 

小弟弟想了半天也搞不清； 

頂著南風放長了線， 

就請風箏去打聽。 

奇想閱讀趣 故事書畫家 閱讀展熱情 

嫻嫻日報 

金金日報 

茗茗日報 

瑋瑋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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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資訊利用教育之規劃與執行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依年段各有不同活動規劃，每到節慶也會舉辦相關活動。以一年級

而言，圖書館志工會帶領學生認識圖書館，志工媽媽會準備情境小短劇「文小湖逛圖書

館」，讓學生知道圖書館禮儀；二年級則是認識圖書的分類編目及索書號，從館長設計的小

任務中更知道如何正確借閱圖書。聖誕節時會舉辦折聖誕老人色紙的活動，兒童節時，則是

舉辦紙飛機大賽，教學生折出不同的紙飛機，並在半戶外球場舉辦紙飛機大賽。 

 

 

        

 

          

 

 

 

(三)各學習領域閱讀策略教學之規劃及執行 

1.課文文本心智圖 

    隨著一年級的課文越來越長，且內容較多，因此老師會帶著學生使用心智圖的方式，整

理文本內容。例如：一年級上學期第八課「紅紅的春」，可以分類春聯與貼春聯的用意。再

額外配合生活課，了解其他斗方的意涵，再進行仿寫。 

2.參考書補充-《閱讀易上手》 

    因為一年級的課文較短，老師會使用參考書《閱讀易上手》補充，此書內容皆為短篇閱

讀文章，老師會帶著學生讀完後，進行簡單的閱讀理解，隨著讀的篇數增加，老師開始引導

學生分辨段落，找出文中的「人事時地物」，再加上圈出語詞。每周兩篇的訓練，讓學生在

閱讀文章的速度與深度皆有進步。 

3.閱讀策略教學 

    一年級課堂上最常用的閱讀策略為預測、提取訊息、推論訊息與比較訊息。在一年級的

課本中，有許多色彩繽紛又有趣的圖畫，加上聆聽故事單元，都可以讓學生預測圖片，猜猜

看圖片裡發生什麼事，或是想想故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再根據課文或聽到的故事內容，

回答提問；隨著課文長度增加，提問也能越來越有深度，不但能訓練孩子提取訊息，也可以

請學生猜猜看(推論訊息)，或是比較文本與自身生活經驗，進行相關推論與思考。 

 

聖誕節活動 

兒童節活動 

折紙飛機與紙飛機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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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閱讀學習成效及影響 

(一)閱讀狀況漸入佳境 

    閱讀的時間主要有晨讀時光與圖書館課時間，剛

開始，小朋友會因為不知道要看什麼書，而顯得較為

躁動，走來走去的再挑選書，有些小孩過了半節課，

還沒選到一本書；已經挑好書的小孩也可能翻了兩三

頁就換書，使得整個閱讀時間較不完整。隨著對於閱

讀的習慣，現在小孩們不但能很快地選到書，安靜坐

下來賞書，也能慢慢的把書完整的看完；更有些孩子

已能閱讀橋梁書，到了下課時間還遲遲不想回教室，

可見其對閱讀的投入與熱情。 

 

 

 

 

(二)閱讀難度提升 

    一年級學生主要仍以閱讀圖文書為主，從全圖書到少字的繪本，再到多字的故事繪本，

有些孩子已能閱讀橋梁書，如：迪士尼樂讀童年系列、大偵探奈特系列；從老師說故事到自

己安靜閱讀，學生們都有明顯成長。 

(三)寫作能力提升 

    一年級學會注音符號之後，老師開始邀請小孩寫小日記，與老師同學分享，或是聽完故

事後的自由書寫，到一年級下學期已能進行仿寫。各種的寫作都能看出學生們的進步，例如

班上有位小男孩，非常喜歡寫日記，主要是分享他看到的書或故事，後來開始會自己編故

事，剛開始會寫得沒頭沒尾，到了一年級下學期已經能把故事寫的越發完整，更喜歡跟同學

分享自己的故事日記。 

 

 

 

 

 

 

 

 

 

小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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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仿寫】 

      

 

(四)競賽表現優異 

    上下學期皆有學生代表參加看圖說故事比賽與

小小說書人比賽，皆獲得優異成績。特別是代表參

加小小說書人的學生，經過積極努力的練習，中間

也經歷挫折的考驗，加上道具的準備，最後還能代

表學校參賽。 

 

 

 

五、閱讀推動專業精進與社群發展 

(一)國語備課社群 

    在國語輔導團的老師帶領下，與校內國語文備課社群夥伴共同學習與備課，進行閱讀理

解與寫作教學分享，藉由大家在閱讀和寫作不同專長的交流，再修改並應用於自己的班級，

著實精進我的教學能量。 

(二)學年社群 

    學年社群是重要的學習時間，經過與學年老師共同討論與備課，彼此分享教學經驗，並

討論教學內容與素材，加上互相觀課的過程，讓教學能更符合學生經驗，也能讓老師們共同

成長。 

小不點先生是一個很矮的人他跟一個釘子一樣

矮，有一天小不點在吃早餐的時候聽見有人按

門鈴小不點先生打開門看，是羅賓。小不點

說：「你好我有問題問你我找不到工作。羅賓

說我幫你找，羅賓幫他找了擦黑板的工作，可

是小不點不適合工作，因為他太矮了。 

作者：樂樂 

比賽影片 

日記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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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文本教師研習 

    過去曾經服務於實驗小學，其國語課為多文本課程，且訂定四個主題，再由主題延伸不

同內涵；因此，不以國語課本為教材，而是找出許多符合主題與學生背景的多文本，進行教

學。在此過程中，全校老師一起討論主題的方向，挑選的文本，與教學的方式，都讓我對於

教學主題更有脈絡，教法也更活化，使我能將所學應用於現在服務的學校與學生。 

六、教學省思 

    記得之前有一個新聞，關於臺灣藝人的孩子，暑假到法國玩，剛好遇到當地圖書館在辦

活動，能讀最多書的小朋友能獲得禮物。這個孩子讀了十多本，準備到圖書館換禮物，圖書

館的人卻跟他說：「你的孩子為了讀書而讀書，只想爭第一，而不理解內容，沒有感覺到讀

書的樂趣。讀書不是比賽，他這樣瘋狂地讀，要是得了第一，會給其他孩子作出不好的榜

樣。所以，我們提前發給你禮物。他退出了，別的孩子就沒有了憂慮感，才會用心去感受讀

書的快樂。」這個故事給我們的教育很大的省思，我們小時候總是為了讀書而讀書，而且讀

的書都是教科書、講義或筆記等，很少機會閱讀課外書。記得我大學畢業後，非常開心終於

不用讀書了。這樣的學習過程，完全扼殺了我們對於閱讀的好感，我想每個人的小時候一定

都是愛看故事、愛聽故事的吧！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童話故事流傳於世。因為自身的經

驗，與對教育現況的省思，讓我對於孩子的閱讀教育更加重視。 

    而這此帶領小一生，為了讓孩子能培養閱讀習慣，喜歡閱讀；我參考了一些書籍，例

如：溫美玉老師的《我手寫我口》，也參考網路備課社群，讓我累積許多教學點子，為孩子

設計有趣的內容，讓小朋友在學習過程有更多趣味，也讓教學不再枯燥。雖然有前輩說過小

一生是原始人，但我認為他們也是最具想像力的孩子，就連畢卡索名言：「我用一生的時

間，才能像孩子一樣畫畫。」更加印證孩子們的想像力與自由書畫是多麼珍貴！ 

    因此，在我的教學過程，盡量結合閱讀與書畫，讓孩子能以書為媒介，對這個世界充滿

想像，進而以他們的方式，認識與接觸世界。在教學過程中，可以聽見孩子們有趣又好笑的

對話，可以看見孩子們互相欣賞與分享，對我來說，這就是教室裡最美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