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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閱讀推手-悅讀閱冠磐石） 

 

臺北市 112 年度國民小學閱讀推手評選 

書面審查資料 

 

 

 

 

閱讀執子之手 成長闊步昂首 

Hand in hand we go with reading , 

step by step we grow with confidence . 

 

 

 

 

 

 

臺北市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何璧君 

Taipei Municipal Shuanglian Elemen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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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閱讀推動之理念、目標及組織架構 
 

一、閱讀推動之理念及其發展脈絡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

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

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承上，身為教育工作者，如何帶領學生習得「核心素養」?我認為在課程中推動閱讀是

極為關鍵且重要的教學專業能力。 

閱讀，使孩子習得知識。        

閱讀，讓孩子將知識應用在生活。 

閱讀，給孩子實踐未來的能力。  

閱讀，陪伴孩子在成長路上能昂首闊步，終身學習。 

 

二、閱讀推動之短中長期程目標內涵 

在孩子尚不識字的幼兒階段，孩子已經從聆聽故事開始了閱讀的體驗。父母親將心肝寶 

貝擁在懷中，扮演最佳說書人將繪本精彩的演繹出來，聆聽故事的孩子初嘗閱讀的快樂，也

開啟了孩子對閱讀的好奇與探索。 

孩子進入學校後，開始學習閱讀(Learn to read)，進而閱讀學習(Read to learn)。以

學習能力發展而論，雖分前期與後期，但以閱讀理解發展能力而言，其實是同步且連續的出

現。在生活中，孩子開始接觸多元文本的閱讀，在學校課程中，則是以課文本位為基礎理解

閱讀。出現在教科書裡的課文都是經過專家審定的閱讀文本，教師使用符應各年段的閱讀教

學策略，依照孩子學習年齡的發展能力，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推動閱讀，孩子按部就班的形塑

良好的閱讀能力。 

隨著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閱讀的文本與範疇不再侷限於紙本與已知的現在。舉凡透過

數位媒材進行的閱讀表現，都將閱讀的行為帶入「數位閱讀」的時代。從網路資料的搜尋到

人手一機Line訊息的收發、社群平台的交流，還有更值得一提的AI科技Chat GPT鋪天蓋地的

問世，都表現出數位閱讀的特性-即時快速、資料量大，甚至難辨真偽。因此，閱讀者在數

位AI時代，具有思辨批判與主題探究的閱讀能力就至關重要，閱讀者能將閱讀材料去蕪存

菁，從中擷取有助於自身適應現在、面對未來的閱讀資訊，享受閱讀帶來的助益與美好。 

 

三、閱讀推動之組織架構與人員分工合作之內容 

 

 

 

 

 

 

 

 

 

 

 

 

 

 

•1.同儕教師共備課程

•2.執行閱讀課程

•3.以身作則帶動閱讀

•4.連結內外部閱讀資源

•5.檢視學生閱讀歷程

•1.支持閱讀教學活動

•2.陪伴孩子閱讀成長

•3.有效使用閱讀資源

•1.推廣閱讀政策

•2.規劃閱讀課程活動

•3.成立閱讀專業社群

•4.充實閱讀硬體環境

•1.制定推動閱讀政策

•2.閱讀師資培訓與輔導

教育

當局

學校

行政

教師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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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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作息表規劃每日晨光閱讀 10 分鐘，養成學生每日閱讀習慣。 

    每天早上打掃時間結束後，學校廣播就會傳來悠揚的輕音樂，提示學生們現在是

晨光閱讀的時間，在輕柔音樂中，孩子原本心浮氣躁的身心都平靜了下來，沈浸在書

本的世界中。每天 10 分鐘看似短暫，但一件簡單的事持續去做就能成為不簡單的

事，讓學生沈浸在閱讀氣氛中就是閱讀習慣養成的開始。 

 

2.挑選學年共讀班書，讓每位學生都有課外閱讀的基本量。 

    每學期寒暑假的教師備課日，同學年老師們會聚集討論下學期要讓學生班級共讀

的班書，配合該年段學生的語文理解與心智發展，再結合學科課本內容，做橫向連

結，相輔相成。教師也會自編閱讀引導單，目的在於引導學生閱讀，而不是只讓學生

寫讀後心得，壞了閱讀的胃口。 

 

3.彈性課程安排「悅讀閱樂」閱讀課時間，系統化的達成閱讀教學目標。 

    為補足新課綱國語課節數的不足，我們在彈性節數中設計了「悅讀閱樂」課程，

有系統的依據能力指標與課程架構進行閱讀教學，讓學生樂閱讀、善閱讀、享閱讀。 

 

4.每學期規劃校園主題書展，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 

    每學期的主題書展都是學生引頸企盼的閱讀活動，教務處設備組會規劃系列課程

活動，再與導師共同備課，入班進行教學，歷年來學生藉著參與主題閱讀活動，提升

了閱讀的深度與廣度。 

 

5.積極參與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計畫，豐富閱讀教學。 

    臺北市教育局推廣閱讀不遺餘力，是第一線教師實施閱讀教學的強大資源庫。我

平時會不時的上兒童深耕閱讀教育網挖寶，也會參與兒童深耕閱讀徵件比賽，例如：

小小說書人、自編故事劇本、閱冠磐石閱讀校楷模、讀報教育徵件比賽、每月專題任

務、讀報與媒體素養教學。 

 

6.申請讀報教育實驗班，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拓展學生閱讀的眼界。 

    申請 107、108、111 學年度的讀報教育實驗班，讓每 2位學生有一份國語日報可

以閱讀，讀報教育也是我推動閱讀的主軸之一，學生在讀報教育中拓展了新視野與豐

富的學習。 

 

二、優化學校閱讀環境提升學生閱讀學習成效 

1.規律的閱讀時間安排，安靜閱讀是每天自然進行的教室風景。 

    規劃在校每日至少 20~30 分鐘的閱讀時間。全班固定的閱讀時間是早上晨光閱讀

與每日中午 12:30~12:40。中午 12:30 全班已用餐完畢且潔牙、清理座位結束，守時

長於 12:30 站在台前登記加分，只要準時於 12:30 坐在位置上閱讀的學生就登記打

勾，作為學期成績的閱讀態度平時分數，因為加分獎勵與同儕效應，開學不到二週的

訓練時間就能達到九成以上學生準時閱讀了。 

    一到班上的閱讀時間，全班都會自動坐在位置上安靜閱讀，這是班級紀律也是堅

持培養的閱讀習慣。學生專注的閱讀神情與安靜的氛圍是最美的教室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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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每日必有的全班閱讀時間，個人還可依自己的時間安排於晨光打掃前、上課

的零碎自習時間、下課時間、回家後的閒暇時間閱讀，只要樂於閱讀，享受閱讀，每

天都能至少安排出 30 分鐘的閱讀時間。 

 

2.豐富系統化的閱讀材料安排，讓學生想閱讀就能享閱讀。 

（1）每日國語日報 

    讀報實驗班每天學生二人能有一份報紙，教師也有一份。我們班上有專責的報紙

長負責每日去警衛室取回全班的報紙。拿回教室後用黑色簽字筆在報紙右上角寫上單

或雙號號碼，分配方式則是按照當日日期，單數日由單號同學保管，雙數日由雙號同

學保管。 

（2）學校圖書館中英文圖書借閱 

    每兩週會全班去一次圖書館借閱圖書，每個人每次可以借 2本中文圖書、1本英

文圖書，看完後隔天歸還就可以再借閱，因此只要學生想閱讀，汗牛充棟的學校圖書

館就是學生的最大閱讀寶庫。 

 

 

 

 

 
報紙長每日分報 學生沉浸在讀報中 優質的圖書閱讀環境 享受閱讀 

 

 

三、 資源整合提供學生數位閱讀學習課程 

1.疫情停課期間，善用資訊平台停課不停學，提供學生數位閱讀學習課程。 

（1）Classroomscreen-螢幕背景會放教室的照片，讓學生雖然人在家上線上課，看

到螢幕照片也能想像自己好像在教室。畫面上公告當天課表與科任meet連結，也會公

告線上上課應遵守的禮節和規範，把線上課要公告的閱讀資訊都放在上面。 

 

（2）Padlet-全班學生可以同時共作，作品完成後家長可以點入連結按讚和留言。在

社會課程，結合google map讓學生找出自己的家鄉位置，並使用網路搜尋資料，介紹

家鄉地名的由來。在健康課程上到食品營養標示，我請學生設計一份餅乾商品的營養

標示表，圖文並茂的推銷給老師，然後由家長上Ｐadlet連結評價。 

 

（3）Google classroom-班級公佈欄，除了公告班級訊息外，平時有好的文章分享或

數位補充教材，都是透過這個平台提供給學生閱讀。 

 

（4）數位讀寫網-疫情期間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此學習平台資源豐富，幫助學生在基

礎讀寫、多文本題組、課本主題延伸以及SDGs議題探究上兼顧基礎與深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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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screen 
Padlet 

學生作品家長評論 

Google classroom 

好文分享 

數位讀寫網 

自主學習 

 

2.兒童深耕閱讀教育網-每月主題任務 

   以 2022 年 3 月份的「細菌與病毒」主題任務為例， 

(1)晨光時間全班 2人一台 ipad 上網閱讀本期主題任務-細菌與病毒，閱讀時間 15 分

鐘。 

(2)個人將初階與進階的答案寫在筆記本上，之後全班共同討論正確答案。 

(3)配合國語日報 109 年 3 月 10 日 13 教育版「圖象寫作筆記」，帶領學生討論如何

將文字資訊摘要成矩陣表格。 

(4)介紹 WHO 官方網站，認識「COVID-19」。 

(5)學生以個人帳號完成初階與進階任務，提交送出。 

 

    
上網閱讀主題任務 使用 google map 矩陣表格提取訊息 介紹 WHO 官方網站 

 

3. 教導學生操作市圖圖書線上預約與線上電子資料庫 

    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校外教學親自帶學生到延平分館上課，學生從認識圖書館課程

中明白了如何操作市圖圖書線上預約功能，市圖網站也提供許多電子數位閱讀資源，

舉凡小魯文化有聲電子書、格林咕嚕熊親子共讀網電子書、布克聽聽兒童數位閱讀

網…都是大受學生歡迎的數位閱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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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負責編寫彈性課程「悅讀閱樂」課程計畫(節錄 108 學年度上學期前四週) 

週次 

日期 

主題/單元內容 

（節數）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策略重點 

一 

08/24- 

08/31 

壹、善閱讀-圖資

利用 

一、認識電子資料

庫(1) 

1.學生能認識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108年度線上資料庫知識

管理平台。 

2.學生能使用臺北市單一簽

入個人帳密成功登入平台。 

學生使用學校提供的平板設

備，認識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度線上資料庫知識管理

平台。 

二 

09/01- 

09/07 

 

壹、善閱讀-圖資

利用 

二、認識電子資料

庫(2) 

配合國語第一課拔一條河，

學生能線上搜尋記錄片。 

教師介紹公共電視教育影音

公播網，學生使用學校提供

的平板設備能以關鍵字「拔

一條河」搜尋記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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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09/08- 

09/14 

壹、善閱讀-圖資

利用 

三、認識電子資料

庫(3) 

配合國語第二課從空中看臺

灣，學生能線上搜尋相關新

聞報導。 

教師介紹原版報紙資料庫，

學生使用學校提供的平板設

備能以關鍵字「齊柏林」線

上搜尋相關新聞報導。 

四 

09/15- 

09/21 

壹、善閱讀-圖資

利用 

四、認識市圖館藏

查詢系統（1） 

學生能認識臺北/新北市立圖

書館館藏查詢系統。 

教師介紹臺北/新北市立圖書

館館藏查詢系統。 

 

2.實施讀報教育教學，融入各科教學，使學習內容多樣化。 

    每天早上 7：20 報紙長從警衛室取回全班的報紙後，班上學生總是迫不及待的按

照座號拿報紙回座位閱讀，報紙長會貼心的拿一份報紙給老師。我也跟學生一樣，忍

不住先睹為快！我會翻開各版面快速瀏覽大標題，此時各種結合教學的許多想法就會

在腦中快速成形。也許是配合這禮拜已經進行或將要進入的學科課程進行補充，也許

是利用晨光導師時間短暫的 10 分鐘，藉著新聞時事對學生進行機會教育。 

    我會將讀報融入各科教學，例如：使用語文版引導作文進行作文教學，與家長分

享家庭版教養文章進行親職教育，從教育版做教師專業精進，參考樂學版的教學活動

進行創新教學。 

 

3.從主題書展「綠野仙蹤」設計畢業主題課程-「畢業仙蹤」，讓畢業生從統整活動中

表現智慧、表達愛與培養勇氣。 

 

智慧-畢業感言 

(1) 愛的一封信-六下國語課文延伸閱讀，請畢業生家長寫一封信給自己的孩子，表

達肯定與期望，孩子也能從信中感受到關愛與期待。 

(2) 畢業心情留言板-讓畢業生用便利貼將畢業心情與留言記錄下來。 

(3) 畢業生致詞-致詞稿不再由畢業班導師操刀，而是學生將真實的心情轉譯成有溫

度的文字。 

 

愛-花草傳情 

(1) 壓花書籤-把校園花草植物製成壓花書籤，將感謝的話寫在上面，送給師長。 

(2) 敬師奉茶-認識校園花草植物後，洗淨後用熱水泡開，恭敬的向師長奉茶。 

 

勇氣-挑戰不可能 

(1) 小六馬-學年畢業活動最高潮，結合行政支援與家長人力資源，畢業生與畢業班

導師在大稻埕河濱自行車道完成 6公里的馬拉松慢跑，頒發完賽獎狀，學生除了

體能挑戰外，還需要自製路跑號碼牌、沿路打氣標語海報。 

 

    
花草傳情-壓花書籤 製作卡片感恩師長 學生自製路跑號碼牌 小六馬畢業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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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之規劃及執行。 

1.落實學校圖書館閱讀課 

   雙蓮國小於 110 學年度進行大整修，重整後的學校圖書館煥然一新，每次要去圖

書館上閱讀課時學生都特別期待!配合圖書館利用教育舉辦的主題書展-圖書獵人，帶

領學生從闖關活動中認識新圖書館。每次閱讀課除了可以借 3本書回去看之外，教師

也常利用寬敞多功能的圖書館場地進行閱讀主題教學。 

 

2.社區踏查市立圖書館巡禮 

    教師申請市圖入校做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再設計社區踏查課程，帶領學生實際

到學校附近的市立圖書館進行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學生帶著數位學生證(小一新生

入學辦理的數位學生證已同步設定有市圖借閱證)到市立圖書館借閱圖書，親自操作

自動借書流程，體驗現代化圖書館資訊利用科技。 

 

3.籌辦好書介紹活動 

    班級師生挑選一本書，教師引導學生撰寫好書介紹腳本、戲劇排練、道具製作，

於全校週會時間上台以生動活潑的戲劇方式介紹一本好書給全校師生認識，提高好書

能見度，學生也藉此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培養統整跨域的能力。 

 

 

  

 

圖資利用教育 

閱讀課 
圖資教育-圖書獵人 

學生實地到市圖建成

分館操作自動借書機 

圖資利用教育 

好書介紹 

 

 

三、多元文本閱讀課程之規劃及執行。 

1.剪報閱讀 

    為幫助學生紀錄讀報收穫，班上會有剪報閱讀的作業。讓學生從觀摩優美文章培

養作文能力，從頭版新聞與國際版接軌社會與國際脈動，從社論與專欄訓練學生思考

與論述能力。 

    學生自選一篇自己有興趣的文章，剪下來浮貼在剪報本上，並寫下摘要與評語，

幫助學生能進行思考與評鑑的能力。 

    另一種是新聞類，一樣剪下浮貼，寫下摘要與評論。評論以三個句型呈現：「我

看到+『事實』、我覺得+『情緒』、我認為+『看法』。 

    到了新班下學期，剪報閱讀的方向會針對「社論」與「方向」專欄起頭，結合時

事議題與哲學討論，思考不同觀點，紀錄所得，闡述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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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剪報摘要 新聞剪報評論 新聞剪報摘要 方向專欄進行思辨 

 

2.從閱讀出發，設計跨領域統整活動，學生能進行素養導向學習，兼具實用與樂趣。 

(1)延伸課程內容，結合行動學習，學生多元學習展現-表演紀曉嵐的詩、空城計戲劇

演出、錄製秋江獨釣有聲書、實作烤餅乾，親身體驗課文所謂最好的味覺禮物、王子

折箭廣播劇。 

(2)實作課程內容，學習不再紙上談兵-國語統整活動介紹辯論會，以「學生應不應該

穿制服上學？」為辯論題目讓全班從資料預備到雙方辯論實際體驗一場辯論會。能根

據正反立場提出論據支持觀點。會使用奧瑞岡辯論制度進行主題辯論。能以理性的態

度表達觀點，進行辯論。 

(3)結合國際教育與感恩行動-在國際護師節這一天，帶領學生製作感恩小卡與設計驚

喜活動，以實際的行動向校護表達敬意與感恩。 

(4)參與學校大型活動，建立班級向心力-園遊會申請班級攤位，引導學生從發想、計

畫、統籌、實踐都自己完成，培養活動策畫的能力，體驗賺錢的辛苦。 

 

    
錄製秋江獨釣有聲書 空城計戲劇演出 班級辯論會 國際護師節- 

向校護致敬 

 

四、各學習領域閱讀策略教學之規劃及執行。 

1.善用閱讀策略，做議題探討- 「從ORID探討壽山動物園應引入大貓熊嗎?」、「從KWL

閱讀策略理解主題書展風情萬種」、「使用六何法進行防疫大作戰」、「提供思考鷹架

論述小四女童交通違規被開罰」。 

   
ORID策略教學 ORID做議題探討 KWL閱讀策略 提供思考鷹架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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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讀教育-結合課程舉辦校外教學，閱讀不只在教室，帶學生走出更寬闊的閱讀。 

（1）大稻埕自行車悠遊行-行前探路、行程規劃到當天任務分組皆由老師帶學生實

踐。 

（2）讀報學習之旅-參觀國語日報報社，認識一份報紙的編輯、印刷產製流程。 

（3）參觀國際書展-拓展國際視野，拓展學生閱讀的眼界。書展校外教學的目的在於

拓展閱讀的眼界、思考閱讀的意義。 

（4）登基隆山賞芒花-帶學生登上課文中冬天的基隆山，親身感受東北季風的嚎叫。 

（5）淡水古蹟的巡禮-透過追隨先民的腳步，印證社會課程中的歷史事件與人物。 

（6）自來水園區SDGs闖關趣-親師共同設計闖關活動，讓學生認識水資源與古蹟建

築，。 

 

 

  

 

淡水古蹟巡禮 

學生擔任導覽員 
學習日記321 SDGs闖關活動 隨處隨時都能閱讀 

 

肆、學生閱讀學習成效及影響 
一、學生閱讀能力及閱讀興趣之提升 

1.設計閱讀小活動，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與動機 

（1）讀報分享 

     我會以身教親自營造讀報氛圍，每天我讀完報後，會將推薦版面書寫在黑板上，供

早自習去團隊訓練的學生回來可以有效率的一起參與讀報。 

     學生每日讀報如果也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可以將文章內容剪下來，寫上推薦

原因與自己對這篇文章的看法，經教師審核後，貼在教室後方佈告欄，同學們都可以前

去讀報。除了文字分享以外，每位學生都要上台口頭分享讀報，訓練組織與表達能力。 

（2）讀報Ｑ&A 

         我會善用「NiE 臺灣讀報教育資源網」每日更新的「讀報 Q&A」題目，給予學生答

題挑戰，挑戰成功可以個人加分，全對還可以幫小組加分。全班每天都期待讀報 Q&A 的

時間，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從解答分析中，我再進行讀報教育，更能引起學生共鳴。 

    
大稻埕自行車悠遊行 讀報學習之旅 參觀國際書展 

拓展閱讀的眼界 

登頂冬天的基隆山 

親身感受文字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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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每日分享讀報 學生推薦剪報文章 上台口頭分享讀報 讀報 Q&A 

 

 

  2.學生小日記讀報心得 

    從學生的日常小日記分享中得知，學生喜愛讀報，樂於讀報，享受讀報。 

  
 

 

這個功課除了寫還要

分享，我覺得很有趣。 

剪報讓我開始對報紙

有好感。 

我每天都好想趕快知

道今天的內容! 

我覺得讀報很有成就

感，讀到都停不下來。 

 

  3.指導學生參加臺北市教育局 107、109、100、111 年度「閱冠磐石評選活動」， 

    榮獲閱讀校楷模。 

  4.鼓勵學生投稿，從作品刊登在報紙上獲得閱讀與寫作的成就感。 

    105.12.23 國語日報 校園新聞 16 北市雙蓮學生票選兒少新聞 聚焦切身議題 

    111.10.23 國語日報 讀報精選 15 讀者迴響 蔡宸銳 

 

二、學生閱讀個別差異之輔導及協助 

1.跨年級協同教學-選定主題跨中高年級學生採用不同閱讀策略進行學習共同體 

    從國語日報兒童 8 版的新聞議題小評論挑出兩則評論文章「挑食對還是錯?」、

「小學生該不該有手機?」作為本次讀報教學教材。 

 

      高年級-ORID 焦點討論法                   中年級-觀點卡 

   

Objective 客觀的、
基於事實的。我看到
…→原作者提出的客

觀事實

Reflective 反思、感
受。我的情緒與感受
…→原作者對於客觀
事實的看法與感受

Interpretive 意義詮
釋。我學到了、明白
了、發現了…→原作
者對於本議題的論點

Decisional 決策、行
動。我可以採取的行
動或解決方法…→我
對於本議題的論點

ORID

•我同意，因為…/我喜
歡，因為…

•我相信，因為…

內容理解+
個人見解

•我不同意，因為…/我
質疑，因為…批判思考

•我預測，因為…/我覺
得，因為…

•我認為，因為…/我推
斷，因為…

預測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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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學習的學習目的:言之有據的表達自己的論點以及專心聆聽他人的論點。每

組一位中年級學生與一位高年級學生配對。高年級學生負責討論流程，誰先誰後端看

雙方意願，若中年級學弟妹比較害羞，則由高年級學長姐先開頭並耐心引導。學生身

處言論自由與多元的時代，與教師成長在唯命是從的環境大相逕庭，也因此，學生更

是要培養獨立思考與言之有理的素養能力。在這次的教學活動中，從學生的觀點來看

挑食與擁有手機這兩個切身相關的議題，也讓教師自己對這兩則議題有不同的看法。

教學過程當中，學生表現出他們的勇於質疑與思考，更寶貴的是，學生能跳脫「酸

民」模式，藉由閱讀策略的鷹架，言之有理的表達自己的論點，這更是民主素養的重

要能力。 

 

   

 
 

教師進行雙方介紹 中高年級學生對談 中高年級學生對談 對談後的想法表述 

 

 

三、學生運用閱讀能力進行重大議題之探究活動。 

1.新疆維吾爾族再教育營 

    國語日報國際版是班上學生認識世界之窗，除了學生每日自主讀報以外，我也會

利用閱讀課進行 ORID 策略教學，引導學生在新聞事實與報導觀點上有所感受與意義

詮釋，進而採取行動或解決方法。這次我們要探討的是新疆維吾爾族再教育營，採用

民國 108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的國際版新聞。 

    第一堂閱讀課討論新聞報導中的客觀事實。新聞的第一段是整篇新聞的概要，所

以學生要使用閱讀理解能力中的「擷取訊息」與「縮寫」的寫作能力從第一段找出客

觀事實。學生先分組討論出各組結論，將結論書寫在黑板上，我帶領全班將各組結論

去蕪存菁，並繼續從第二段開始找出 1～2點的客觀事實做補充，讓整篇新聞的重點

更完整。 

    第二堂閱讀課進行閱讀完這篇新聞而產生的情緒或感受。結合「情緒卡」教學，

讓學生可以更準確的表達情緒，並使用「我覺得/我感到（情緒）…因為（事實）」

的句型。上博說：「看完這篇報導，我感到很生氣，因為中國不讓維吾爾族獨立，還

要二十四小時全面監控他們。」琳喬說：「我不僅覺得他們很可憐，還覺得這是一件

很不公平的事。」 

    第三堂閱讀課進行意義詮釋。學生從客觀的事實與產生的感受中發現了什麼，學

生可以各自表述，但要言之有理。定弘說：「我認為每個族群都應該擁有自己的自

由，這篇報導也讓我明白『民主』不是每個國家都有的。」榕庭說：「我發現臺灣是

很自由的，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 

    第四堂閱讀課與學生一起從新聞報導中找出國際社會對於新疆人權危機有哪些關

注，學生從討論中發現了政治、經濟、人權三者相互牽制的微妙關係，我再挑戰學生

繼續思考：「即使強如美英德等國也無法馬上改變這個人權危機，難道此刻真實存在

的苦難我們不能做些什麼嗎？」經過一段時間靜默與沉思後，學生漸漸發表了許多想

法，秉冠在學習單上寫道：「雖然我默默無名，但我能將維吾爾族的新聞告訴我認識

的人，提高他們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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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再利用一堂國語課，將四次討論的歷程整理成一篇作文，完整了這次結合

讀報與閱讀策略並且跨領域的統整學習。 

    108 課綱強調「素養」，在閱讀素養中，學生能將收集到的知識應用在生活上，

培養出思辨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雖然花了寶貴的五堂課與作業來回批改修正的時間，

但看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逐漸發展出素養導向的能力，在教學者的眼中就是一件很

有價值的事。 

 

    
擷取訊息與縮寫 情緒卡教學 對議題做意義詮釋 反思與行動 

 

2.防疫大作戰 

    新冠肺炎疫情從 2020 年一月底開始不斷的增溫，全國各級學校還因此延後開學

二個禮拜，開學之後防疫工作更是全校師生每日不敢懈怠的例行工作。本教學設計從

學生切身經驗出發，先以「六何法」寫作，幫助學生理性分析防疫的全面性，再以

「批判探究、討論對話」的教學策略，引導學生思辨各種防疫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如何

以同理心看待防疫所產生的社會效應。 

 
    使用探究式學習(inquiry learning)鼓勵學生思辨各種防疫措施的必要性，產生

的社會效應又當如何看待。而在防疫工作的過程必有喜怒哀樂等情緒產生，因此，察

覺自我情緒與找出調整情緒的方式也是同等重要。 

    從國語課本文本裡，我希望學生能結合生活經驗，去理解「恆久的美」。當我們

輕易的用我們的經驗與標準去評論他人時，是否願意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友善？我們

都應該學習用理性思考與同理心面對無可預期的疫情發展，看看身周旁的需要，也許

你我就能成為需要者的幫助與安慰。我不願意學生成為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真心盼

望每一位學生受了教育，學了知識，有了學歷，還要成為有愛有溫度的人。 

    最後愛的行動是由學生自己發想，自己設計，自己動手。高動機的學習活動到健

康中心送卡片，孩子們送卡片時的純真笑容，校護阿姨的感動落淚，大夥兒回教室後

的滿足表情，這一次學生自發的學習活動，讓大家都帶著幸福的微笑回家。 

 

 

  

六何法 寫作 分析作文結構 防疫心情便利貼 
愛的行動- 

向校護致敬 

• 六何法完
成文章架
構

• 作文寫作

第1、
2節

防疫心情
便利貼

第3
節

恆久的美-
無家者

第4
節

愛的行動
第5、
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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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四女童違規開罰 

      讀報教育 111/09/29 頭版 女童違規過馬路被開罰單 掀正反論戰 

    教學目標： 

     (1)新聞主角與學生都是小學四年級，引導學生思考面對相同情況時，應該要採取什麼

態度面對。 

(2)從學校讀報教育出發，延伸到家庭教育，邀請家長與孩子在這則新聞上彼此對話。 

(3)訓練學生不論立場如何，要言之有物，說之有理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教學流程： 

(1)每日讀報的新聞概覽，老師在課堂上提起這則新聞，引起學生閱讀與了解的興趣。 

(2)針對此新聞，學生多半是表達對或錯的單一答案，極少能繼續深入論述。因此老師  

   提供以下思考方向，希望學生能更多思辨。 

 

 

 

 

 

 

 

 

 

 

 

(3)週五在課堂討論後，老師在親師群組分享今天在學校進行的讀報教育，鼓勵爸爸媽 

   媽利用週末假日跟孩子一起討論對話。老師的目的除了希望能與家長在教學上合作   

   以外，也期待這則新聞能產生家庭教育的正向效應。 

(4)週一回到學校的閱讀課繼續作討論與對話，發現學生的表達內容更豐富了，而且學 

   生彼此也能接續提出的論點繼續發揮，雖然討論花了整整一節課，但是老師覺得非 

   常值得。 

(5)再花一節課讓學生使用平板將讀報心得線上投稿在 e酷幣網站上，並給予每段開頭 

   短語做參考，幫助學生的文字表達更有結構性。 

 

   
 

閱讀材料 議題深入論述 線上投稿 e酷幣網站 讀報心得 

 

 

一、 請你說說，如果你是這位被警察開了罰單的四年級學童，你的心情是什麼？

你以後會更遵守交通規則嗎？為什麼？  

二、 請你說說，如果有一個常常闖紅燈的四年級學童，卻從未曾被警察發現，日

後他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會更高嗎？為什麼？  

三、 你覺得警察對一個違規穿越馬路的人開罰單合理嗎？為什麼？  

四、 你覺得警察對一個違規穿越馬路的「四年級學生」開罰單合理嗎？為什麼？  

五、 你覺得怎樣「告誡」一個四年級學童不要違規穿越馬路，是適當且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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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蛋議題 

    使用國語日報主題剪報與「報導者」網站新聞等閱讀材料，討論缺蛋與蛋價上漲問

題，結合社會領域家鄉的產業-畜牧業面臨的危機作課程延伸，最後配合 112 年 4 月兒童

深耕閱讀網的主題任務-「雞與蛋的難題」作閱讀課程的總結活動。 

 

 

   

 

 

 
 

公佈欄上的主題剪報 「報導者」網站 PBL 專題式學習 深耕閱讀網- 

主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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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年度 臺北市教育局教師閱讀策略增能研習(12 小時) 

2. 101 年度 臺北市教育局教師閱讀策略增能研習(12 小時) 

3. 106 年度 臺北市教育局國民小學補救教學群組增能研習(國語領域 18 小時工作坊) 

4. 108 年度 教育部國教署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初階培訓結業

(108/7/23-7/25) 

5. 109 年度 教育部國教署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進階培訓結業

(109/1/20-1/22) 

6. 2015/7/1 臺北市國民小學 104 年度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教師數位閱讀素養推廣研習 

7. 2015/12/10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閱讀課程規劃與實施 

8. 2016/3/9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班級的閱讀經營 

9. 2016/5/18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數位閱讀素養推廣研習 

10. 2019/1/21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主題式閱讀課程實施 

11. 2018/4/25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如何閱讀一本繪本 

12. 2019/12/04 臺北市 108 年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成果分享研討會 

13. 2021/10/20 探究與實作教學研習以數位心智圖法Xmind為例 

14. 2022/3/30 從讀報日常到讀寫思辨－臺北市 110 學年度讀報教育教師研習 

15. 2022/6/10 翻轉教育線上研習-分心世代 閱讀理解策略 

16. 2022/6/22 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數位學習推動研習 

17. 2023/3/8 讀報，帶孩子飛閱世界－臺北市 112 年度讀報教育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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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推動人員閱讀教學社群成長情形。 

1.參與彈性閱讀領域備課社群，定期聚會專業對談。 

2.擔任研習講座，分享專業知能。 

(1) 96 學年度 校內教學經驗分享研習講座-國語文領域教材教法知能 

(2) 96 學年度 臺北市大同區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增能研習-六年級國語文領域教學

校方講座代表 

(3) 101 學年度 校際公開授課教師-國語日報融入教學-人權鬥士 馬拉拉 

(4) 107 學年度 校內跨領域核心素養教學講座-讀報教育 

(5) 107 學年度 校內 107 畢業主題統整課程講座-畢業仙蹤 智慧 愛 勇氣 

(6) 109 學年度 校內行動學習專業社群講座-如何使用數位平台進行教學與班級經營 

 

三、閱讀推動組織及成員之專業發展機制。 

1.發展創新教學，參加教案比賽，展現專業教學績效。 

(1) 98 學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人權法治教師教學徵件-誰該負責任-優等 

(2) 99 學年度全國性誠信融入式教案甄選比賽-我是臺灣阿「誠」-佳作 

(3) 指導學生參加 100 學年度臺北市教育局「閱冠磐石評選活動」榮獲閱讀校楷模 

(4) 參加 101 學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精進教學教師教學檔案比賽 

(5) 擔任 101 學年度校際公開授課教師-國語日報融入教學-人權鬥士 馬拉拉 

(6) 108 學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讀報教育教學設計-新聞議題評論 ORID觀點你我他-

特優 

(7) 109 學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讀報教育教學設計-防疫大作戰 以愛之名-佳作 

(8) 指導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活動-佳作 

(9) 指導學生參加臺北市多語文競賽及深耕閱讀比賽榮獲佳績 

  

2.應國語日報邀稿，分享讀報教育如何落實在教學上。 

109.3.16 國語日報 樂學 14 版 

   一起讀報吧！班級讀報策略系列（三之一）從閱讀到思考 報紙是最好的讀物 

109.3.23 國語日報 樂學 14 版 

   一起讀報吧！班級讀報策略系列（三之二）善用多元內容 為教學加分 

109.3.30 國語日報 樂學 14 版 

   一起讀報吧！班級讀報策略系列（三之三）素養的教與學 從讀報開始成為世界的 

   一分子。 

   
從閱讀到思考 善用多元內容 為教學加分 素養的教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