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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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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在我的生活中，有如飲食般的日常作息。在晨光時間，跟孩子們一同享受這份寧

靜的「閱」光，是多麼幸福的事！無論在我家中的書櫥或是班級書櫃，總會陳列各式各樣的

書籍，任君挑選，讓人百看不厭。在博客來排行榜名列前茅的「名著」們幾乎都會被我收進

百寶箱，等著孩子們來挖寶！     

    現今我所服務的學校──萬興國小是臺北市讀報教育種子學校之一，每個班級都能享有

《國語日報》閱讀。當我108學年度進入本校時，尚未推行班級讀報教育前，一開始先觀察

孩子們對於報紙時事的敏銳度，發現大多數的孩子拿

到報紙後，是跳過頭版、新聞報導，直接翻到漫畫、

故事版，對於時事較漠不關心。我開始思索：我們能

擁有這麼好的資源，是不是可以讓他們對報紙更「有

感」呢？ 

    所以，我開始在教室後方的閱讀角設計了一個

「每日報報」布告欄，按照星期將一個月的報紙放進

資料夾中，方便孩子們索取、翻閱。接著，透過認識

報紙版面，讓孩子對於手上的報紙有了初步的認識。 

    每個週末，我鼓勵孩子們到閱讀角或圖書館挑選一

到兩本好書，帶回家與家人共讀。搭配學校設計的閱讀

存摺，讓孩子們記錄了自己的閱讀歷程及隨手筆記，而

他們透過與家人交流，讓「閱讀」成為一個有趣的休閒

活動。 

「閱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各個學習領域中，孩子

們都需要透過讀(眼到、口到)、懂(思考、理解)，才可

以獲得新知。而在我的教學藍圖中，期待孩子們這份帶

得走的能力，是能夠在奠定閱讀理解的基礎下，同時強

化媒體識讀素養，由自身發自內心，願意打開文本，發

現生活中處處是學習的媒材，從文字「閱」世界，打開

「心」視野，在浩瀚書海中獲得樂趣。 

 

第一帖：孕育書蟲的起心動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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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味：學校圖書館 

    萬興的書窩是孩子們下課時相約的秘密基地。一打鐘，便拿著學生證往那兒飛奔，深怕

自己喜愛的書籍被他人借走。館員、志工媽媽及圖書教師總是熱情的招待他們，不僅會鼓勵

他們嘗試去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同時也會在一旁解說，介紹館內主題書展裡的「寶物」，

讓孩子願意打開心，去接受更多可以學習新知的機會。每當預備鐘聲一響，櫃檯就會大排長

龍，孩子們人手一疊，準備帶回教室再慢慢享受。 

第二味：國語日報 X 多文本學習單 

    在臺灣讀報教育資源網

中，有一個每週三會出刊的

「多文本讀報學習單」供教

師融入在讀報教育中。一開

始，我是在林玫伶校長的臉

書分享，得知這麼寶貴的教

材。「多文本閱讀」是帶領孩

子們突破原先單一文本的加

法閱讀，而是將相同主題的

多文本，透過問題，交錯比

對，找尋線索與證據，變成

乘法閱讀，使孩子能發現更

多新知。我運用了此資源將近一年，發現孩子們不僅會「讀」報，也開始會去思考，找尋支

持自己立場的證據，最後能夠簡短的發表，在交流中聽見更多不同的聲音。 

第三味：踏訪國語日報社 

    當孩子們先對報紙有了初步的認識後，我們

幸運地得到機會，可以前往國語日報社參訪。一

開始，主編讓孩子先了解報紙版面的基本要素。

接著，孩子們透過小組分工，體驗如何編輯報紙

版面。最後，我們參觀了印刷廠，看到大型印刷

機、預覽了「未來報紙」，也帶回一份專屬於我們

班的《國語日報》。這趟讀報之旅，孩子們實際參

與了報紙誕生的歷程，也對報紙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 

 

 

 

 

第二帖：助長書蟲的幕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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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味：與作家有約 

    學校每年都會舉辦「與作家有約」的活動，邀請在閱

讀課或國語課中提及到的文學作家。這一次，我們邀請到

糖果姐姐──嚴淑女老師。小時候的她總是天馬行空，喜

歡把自己的想像出來的世界，用筆記錄下來。孩子們與糖

果姐姐一來一往的對話與交流，開始理解作家當時創作的

契機，除了崇拜作家能夠寫出這麼多有趣的作品，更期待

在接下來的作文課中大展身手。 

 

 

 

 

 

 

 

  

 

 

 

 

第一味：Newspaper In Education 

    從 109學年度開始，我向學校申請讀報教育

實驗班，以《國語日報》為教學素材，帶領孩子

進行「時事閱讀」、「新知閱讀」、「多元閱讀」，提

升其閱讀理解能力及媒體識讀素養。 

    每天的晨光時間，孩子們都很期待熱騰騰的

報紙送來班上。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感興趣的主

題進行剪報。而每週我會有二至三天鼓勵孩子們

在聯絡簿下方，不拘格式、自由分享對於某時事

報導的想法或感受，也會給予他們回饋及交流。 

第三帖：書蟲的養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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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味：班級共讀˙人人愛閱 

    每學期我會根據孩子的年齡及已具

備的閱讀能力，挑選出二到三本適合全

班共同閱讀的書籍。因為學校圖書館擁

有充裕的圖書資源，所以孩子們能夠一

人一本，利用兩週的時間，將書本帶回

去閱讀。接著回到課堂上，透過共讀單

進行討論或是分享。共讀單的設計多以

「開放性問題」提問，讓孩子跳脫追求

標準答案的框架，如實的呈現自己的收

穫及感想。 

    

第三味：說學逗唱 

    在閱讀教學中，聽說讀寫的「說」是在我們閱讀、消化後，透過自己的話產出。在國語

課裡，我們認識到《兔子先生等等我》的改編劇本，源自《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經典兒童文

學。在孩子們認識完劇本的架構後，讓孩子們分組來籌備這場話劇表演。孩子們從角色分

配、揣摩角色性格、服裝選擇、道具及布幕製作，在表演的歷程中，體驗了劇本的奧妙與趣

味。 

 

 

 

 

 

 

 

  

   

一開始，先觀賞舞台劇表演，認識表演元素 好戲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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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孩子們可以選擇個人或兩兩一組，上台發表自己在國語課中最有感的文本或是產

出的作品。讀一首詩(仿作)、一篇遊記或是文本中精采的片段演出，為自己在這學期的國語

文領域的學習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孩子們透過「發表」，能夠看見自己的亮點，也能欣賞

到他人的長處。 

 

 

 

 

 

 

 

 

 

 

 

第四味：文本仿作 

    從國語課所認識到的新詩，讓孩子們進行詩歌仿作。在詩歌形式指導與文句潤飾後，讓

他們每個人製作一本小書，每一頁呈現了充滿意境的詩句，再搭配插圖、裝飾美編，一本本

獨一無二的詩集就此問世。這是我期待孩

子們在學習路上留下的回憶與足跡。 

第五味：實踐閱讀 X 為永續朗讀 

    在去年四月，我們從《國語日報》中

開始認識 SDGs，搭配多文本讀報學習單，

先了解這十七項目標內涵。在期末，正逢

圖書館舉辦「永續發展」的主題書展，在

品方老師的解說與引導下，孩子們從不同

文本中對 SDGs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當孩子們升上四年級時，學校的行政

大樓外牆翻新。一進校門，映入眼簾的就

頒獎時刻 小組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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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學校願景相結合的八大目標，分別

是：3健康與福祉、4優質教育、5性別平

等、6淨水與衛生、13氣候行動、14水下

生命、15陸域生命、17夥伴關係。而在孩

子們的閱讀課中，蓓菁老師聚焦在這八個

目標，透過問題與討論，讓孩子開始意識

到 SDGs所談的正是「他們的未來」。 

    我們三人決定一起帶領孩

子，讓他們能夠為 SDGs有所行

動。在強化孩子們對 SDGs目標

內涵的認識後，我們期待孩子

培養選書的能力，所以利用一

週的時間，在班上舉辦了「我

是選書師」的活動，孩子們藉

由討論單中針對目標內涵所涉

獵到的關鍵字，與繪本內容進

行比對、評估。在這批被海選

的書籍裡，一部分是來自《天

下雜誌》永續書房的書單，另

一部分則是品方老師及蓓菁老

師從校內圖書館再挑選出與 SDGs目標有關的書。 

    全班分組過後，每組認領了兩個目標，在接下

來的活動中，他們需要不斷的討論與思考「身為十

歲的我，可以為我的家園及這個世界做些什麼？」

一開始討論出來的實踐方法有些抽象、超乎他們現

有的能力。我請孩子們利用週末，回家再與家人聊

聊，還有沒有其他可行的實踐方法。隔週回到課

堂，我們利用平板，藉由 ChatGPT搜索資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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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中討論出適合自己這個年紀可以做

到的實踐方法。 

    當孩子們對於「永續」、「閱讀」有

更深入的認識後，我們想藉由倡議「永

續未來」的方式，在這學期的全校型

「趣學藝」的闖關活動裡，向全校親師

生響應 SDGs，讓孩子們能夠把所知的

SDGs理念及實踐方法傳遞出去。 

 

    在閱讀教學中，聽說讀寫的「說」是我們在讀後、消

化後，透過自己的話產出，因此在「朗讀技巧」方面，我

們花了一些時間，為這群永續宣傳大使進行了短期培訓。

蓓菁老師設計了評分表，給予孩子們五項規準：音量適

中、咬字清楚、語帶感情、眼神接觸及親切有禮。 

    孩子們在自評、互評及回家請

家人評分，慢慢的從說話吃螺絲、

聲音太小聲、緊張害羞，到活動前

夕，每個人都變得有自信，也敢站

在台上，有條不紊的說故事。 

    四月二十二日趣學藝這天，剛

好是世界地球日(隔天是423世界書

香日)，一切都來得剛剛好，活動

也更具意義。在短短的一個半小

時，有的孩子們細說著故事，有的

孩子解說 SDGs的內涵與可行之道，邀請闖關者簽下宣誓卡及向眾人宣

示，自己將為「永續未來」跨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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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活動我們共集結了將近三百份親師生的宣示，一同張貼在圖書館外的布告欄。我們

知道，這一切還沒有結束，SDGs在每個人的心中種下了一顆小種子，期待大家能夠在生活

中，從小事做起，為永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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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爾的閱讀發展理論中，九到十四歲的孩子從「識字期」、「流暢期」到「閱讀新知

期」。所以在我的閱讀教學中，期待孩子們能夠學習閱讀多文本、不同文體，甚至在紙本及

數位雙載具中，透過閱讀來學習新事物。 

 

 

 

 

第四帖：書蟲們的收穫 

孩子們對於活動的期待 

孩子們從一次次的討論中，腦力激盪，討論出可行方案 

孩子們從閱讀(輸入)到說故事、繪製海報(輸出)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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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們在將近兩年的閱讀洗禮，他們

樂於在聯絡簿中分享自己看到、想說的

事。原本對於周遭事物無感的他們，開始

有意識的，從閱讀的文本中，與自己的生

活經驗作連結。 

 

 

 

 

 

 

 

從單一文本的加法閱讀，到多文本的乘法閱讀 

孩子們學習提取訊息、找詢證據、發表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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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閱讀」變成是一件有溫度的事，讓周遭的人可以一同參與這個歷程。最後孩子們所獲得的不僅是

閱讀能力，還有口語表達、資訊統整、規劃活動等技能，這才是讓他們可以學以致用的「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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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味：讀報教育 X 國語日報 

    在111學年度期初，我將自己在班

級施行的讀報教育撰寫成教案，以

「讀報 Fun輕鬆‧SDGs閱世界」參加

了讀報教育教學設計比賽，獲得評審

認同與支持，幸運的獲得特優。 

    因此，接到國語日報社編輯的邀

稿，將自己的教學設計理念及歷程分

享出去，也期待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

者，給予我回饋，提升自己日後的教

學。 

 
第二味：跨領域協同教學 X 學習共同體 

    在某次的週三下午研習，品方老師分享了「閱讀3.0：從

大量閱讀到探究閱讀」，其中她提到了曾與蓓菁老師一起帶領

高年級的孩子參與了「臺灣閱讀節」的活動，讓我對她們在閱

讀教學裡是如何有架構的進行產生極大興趣。因為我們都是

「愛閱人」，所以有好書就會分享給彼此，漸漸的有了不定期

的讀書會，為閱讀教學共備，也會邀請對方入班觀課，從回饋

與建議中，修正、調整自己的教學。 

 

 

 

第五帖：教學相長‧邁向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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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味：國語文本 X SDGs 教案設計 

    今年三月中旬，因緣際會下，接到了康軒出版社編輯的邀請，請我為112學年度三年級

上學期的國語課本的其中一個文本，進行專欄撰寫及結合 SDGs目標14──水下生命作教學

設計，提供給教學現場的教師，讓他們在課堂中，可以從文本延伸到 SDGs的理念。不僅讓

孩子能夠認識目標內涵，也能在觀察、體驗、實踐中，去感知文字與生活經驗的連結。 

 
第四味：教學分享 

    今年五月初，與品方老師為新北市集美國小的教師在線上研習分享 SDGs教學融入課程

的原則與實務。在準備的過程中，我們重新檢視了自己對 SDGs的認識，及期待把 SDGs帶入

到孩子們的生命中，他們會如何茁壯、成長。在這次的分享後，我們又找到了更多志同道合

的夥伴，一起經營「永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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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遠。」在這趟培育書蟲的成長歷程中，每

一項教學活動的背後，都是有一群夥伴們願意相互鼓勵、無私交流，才能讓孩子從活動中有

所獲。 

    教學已邁入十年的我，每年的寒暑假都會自己選幾本好書，作為營養補充品。從書中找

到共鳴，看看前輩們是如何透過教學活動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如何培養孩子在紙本與數位

雙閱讀素養。  

    閱讀教育是需要長期經營，我們很難馬上從孩子身上看見成效。但培養孩子們的閱讀興

趣是可以從小就開始的。在我自身的經驗裡，家中雙寶就是從布書、手動書開始慢慢學習、

吸取知識，這也是我在每次的學校日時，想要向家長們傳達「共讀」的初衷。「共」的成分

需要多過於「讀」，意思是我期待孩子們可以與身邊的人，一同從文本的字裡行間，與生活

結合，透過交流與思考，才會越讀越有感。 

    在108課綱以「素養導向」為首的教學中，「閱讀理解」成為了孩子們需要具備的能力。

過去，很多家長跟我反映：為什麼孩子說題目裡每個字都看得懂，但不知道它在問什麼？以

往的教學模式僵化了孩子主動提取資訊、思考判斷的能力。現在，我們將閱讀的主導權交到

孩子們手中，讓他們先愛上閱讀，願意與書本當朋友，才能夠讓閱讀教學穩穩地扎根，讓他

們的學習歷程有脈絡，讓他們真正感受到現在的所學是有助於未來的。 

 

 

向真實的世界學習‧為真實的世界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