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教師會N
E

W

  T
A

IP
EI

  
CITY

  

TEACHERS’

  

ASSO
C

IA
T

IO
N

8

緣起

　　「閱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世界先進國家如芬蘭、英國與韓國等，莫不重視

閱讀，閱讀可以說是學習任何知識學問的基本能力。坊間有不少介紹提升閱讀能力的書籍，

校園裡也經常透過各種活動鼓勵學生閱讀，閱讀對於每位學生，甚至是成年人影響至大。

2000年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出現，在PISA的閱讀素養評量重點，涵蓋訊息擷取與檢索、訊

息統整與解釋、思考與判斷等三個層面。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而言，這三個層面幾乎涵蓋

所有的學習領域。也就是說閱讀是無所不在的，不僅僅只是語文課程，數學、自然、社會、

藝術、綜合及健體課程，也都需要具備閱讀理解能力，才能使學習產生該有的效果。PISA調

查結果顯示，台灣學生雖然在數學與科學能力評量結果表現優異，但閱讀素養卻相對的有更

多進步的空間。

　　學校每天都在進行各種學科的閱讀活動，但閱讀素養在檢視後卻發現有不足的地方。到

底是怎麼回事?到底閱讀是甚麼？閱讀素養能力要如何培養？教師該怎麼引導學生閱讀呢？

　　偶然的機會下，有幸參與宋挺美老師的教學觀摩。會後，他分享許多和閱讀活動有關的

資訊，讓我們對閱讀活動有清楚的認識。若這些資訊也能分享給我們所有的會員，也許可以

引起更多有效閱讀指導的活動。因此在得到挺美老師的同意後，我們做了一次專訪。希望這

個專訪所得到的寶貴資訊對所有會員有所助益。

閱讀動機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別喜歡閱讀的書籍，或者用閱讀偏食來形容可能會更為貼切。男學

生可能比較喜歡運動、打鬥、科幻有關的書籍，女學生可能較易受溫馨、感人的讀物所吸引

，而且極可能在不同年紀或不同的人生階段會有迥然不同的選書哲學。閱讀偏食或許會造成

閱讀廣度的限縮，但就終身學習來說，並不是嚴重的事情。宋老師表示，不論學生喜歡閱讀

哪一類的書籍，只要是願意且主動都是值得鼓勵。而且閱讀會隨著年齡產生變化，因此就算

當下閱讀偏食，但也不需要太刻意去呈現這個問題。比較需要注意的是教師如何運用方法讓

有閱讀的偏好的學生去閱讀他原本就很喜歡的讀物，並且產生良好的效果，進而達到閱讀廣

度的效果出現。

　　當然，除了教師引導學生之外，現有教材的改變也需要考量的。挺美老師表示，由於政

策的關係，各學習領域的教科書編輯受到了限制。一本教科書的販售價格直接影響到頁數的

多寡，而頁數則限制了各篇文章的篇幅。文章的篇幅受到限制時，文章的內容及情意無法充

分表現是會影響到閱讀時對於整篇文章的判讀與理解。以琦君的〈桂花雨〉為例，原文中描

寫他孩提時代享受搖桂花的樂趣、母親傳統女性的家庭觀念。整篇文章，描述桂花的品種、

桂花的用途、母親能由前人所累積的知識觀察天候、父親的才學等，但在小學課文經過改編

之後，部分情節刪除後，使得作者原來要表達的時代背景與情意便無法連串。

　　另外，國小學生對於情意的感受不夠深刻就會比較無法表達。當課程當中有較內斂的情

意敘述時，也比較無法體會文章中的美感。授課教師可能需要找相關的圖片或影片材料來展

示補充，才能讓學生從相對的情境去同理。比如課程內容和星星、星空有關的文章，教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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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自然課的觀測星座活動或是從希臘神話故事介紹星座的故事。挺美老師曾經在國語課教

授『野柳奇岩』這個文本時，為了讓學生能夠體會箇中情境，他拿國語日報的相關報導作為

課本的延伸教材，藉由這些活動引起學生對課程的聯想，甚至帶學生行動閱讀，安排學年的

「走讀野柳-校外教學活動」。不論哪個領域的教學，有效閱讀還是要回歸到引起學生想要

閱讀的動機，才能往更高層次的閱讀策略發展。

課程設計與閱讀素養

　　2010年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舉辦「國際閱讀教育論壇」，邀請PISA2009閱讀團隊專家、

香港PISA2009研究團隊共同解析PISA調查結果。約翰‧德容表示，PISA發現「動機」是影響

閱讀素養的關鍵，如何強化學生的「動機」成為教育改革的重點。PISA調查顯示台灣學生在

數學和科學的表現是相當傑出的，但閱讀素養卻相對的需要再提升。

　　從閱讀教學的層面來看，過去教師教學只指導學生如何讀書以及答題的技巧，學生進行

閱讀的目的也只是為了通過測驗獲得到高分。這樣的閱讀素養明顯是不足的，這也符合PISA

調查對閱讀動機與閱讀態度兩者評比分數較低的驗證結果。

　　因此閱讀教學必須從自己本身的先備能力作為起始。挺美老師表示，閱讀的起點可以先

從自己喜歡的領域開始。以教師自身為例，譬如社會科任教師可能對於社會時事、國際新聞

、世界趨勢、人類學、地球生物演化等類別的書籍比較有興趣，因此在尋找書籍閱讀的時候

，也一定會先注意到這些書目；一個喜歡運動的人，運動相關書籍或新聞就比較容易吸引他

。如前所述，這樣可能會有閱讀偏食的現象，但卻是閱讀素養累積的起始。透過自己喜歡閱

讀的書籍享受閱讀的喜悅，也才有擴展閱讀廣度的可能性。

　　另外，挺美老師也提到，閱讀生活即是閱讀。閱讀不是學科，而是生活的一部份。我們

也可以說，閱讀並不是只在教室裡才發生的事，我們每天無時無刻都在運用閱讀素養，進行

訊息選擇判斷。例如我們每天接觸到許多的媒體訊息，當接受到這些訊息之後，要判斷分析

這些訊息的來源、訊息的可靠性、訊息隱藏在背後的意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在累積

閱讀素養的能力。現在的學生媒體素養偏低，帶領學生讀報是讓他們認識媒體和新聞的好機

會。不過很可惜的是，台灣的國小學生卻很少有這個機會。因為每天新聞播報的時間，他們

可能還在安親班努力中，或者是新聞節目並不是學生觀賞的主流節目之一。

　　在教學活動進行時，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討論，必須注意學生的提問推論與回答問題，不

能是天馬行空、毫無邊際的猜測，教師有必要將學生帶回文本的核心做討論，適時給予鷹架

，讓學生在安全的範圍中進行思考，這也是閱讀問思訓練須留意的關鍵，若討論時不聚焦在

文本核心，學生可能有很多的生活經驗，套用在一些開放性的議題，這時，課堂上看似發表

熱烈，卻易流於經驗分享，無法進入較深刻的閱讀情境中。

　　「除了聽說讀寫之外，另外更深層的思考—思辯。」利用提問策略來引導學生「思考」

。如同陳政忠老師所說，利用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兩位老師都指出，教師教學中，設計良好

的提問是有助於學生的思辯能力。教師透過提問設計，引導學生閱讀文本，深入文本的核心

，可以培養學生習得詰問作者與比較評估等高層次閱讀理解能力。

　　挺美老師表示，不同的年段，閱讀的教學課程目標也有所不同。在國小低年級須著重大

量識字、字形和音讀，隨著年級提升，課程目標也會逐漸從字形、讀音提升為學習如何閱讀

等策略。又如句子練習，由短句轉為較長的句子，然後進入短文寫作；在文本部分，包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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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段落結構與整合，從文本的自然段歸納出意義段，這些閱讀活動由淺逐步加深，越高年

級的學生，便能透過閱讀、逐漸掌握閱讀學習新知。

　　在寫作方面，可從低年級的口語表達「說完整句」要求，進而透過文字以「我手寫我口

」的方式練習寫作，亦可透過日記、隨筆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學生可以將生活中所閱讀到

的感受結合生活情境及個人經驗，透過文字的語感與美感詮釋成一篇文章。挺美老師特別指

出，學生在進行書寫表達想法的初期，仿作是一個階段性的過程。仿作練習對於能力佳、生

活經驗豐富的學生有激發作用，透過仿作練習，觀摩他人的作品，有時可以激盪出自己獨特

的思路與寫作方式；對於能力較弱的學生，仿作練習提供他們一個基本範例，它們可以模仿

段落結構，也可以模仿詞句表達方式。教師共同備課，也能提高教師在閱讀教學的效能。透

過同課異教，教師可以從他人的教學過程中，檢視自己的教學、省思教學設計更多的可能性

，讓自己的教學有更高的靈敏度。

班級經營提高閱讀素養

　　教師也可以透過班級經營、規畫班級圖書等閱讀活動，協助學生在閱讀的質跟量能有所

提升。量的部分是要讓學生願意多閱讀各類文本，質的部分則是要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效能

。挺美老師說，透過身教示範，讓學生耳濡目染，他們就會自然而然跟著效仿。例如，導師

可以提早進到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讀報，甚至發出哈哈哈的笑聲引起學生注意，學生可能

就會覺得讀報是一項有趣的活動。有時也可以運用有獎徵答的方式，讓學生為了獎品或因比

賽的樂趣而引發閱讀的動機與興趣。

　　透過班級書箱共讀，教師可以在導讀時，安排相關情境，讓學生產生好奇心。挺美老師

表示，有些低中年級學生運用聽覺可能比視覺學習效果更好，因此在導讀課外讀物時，不用

急著拿書給學生看。當教師根據文本編織出一個神奇的情景時，學生就會迫不及待的想要翻

開這些書了。閱讀長篇小說時，可以規定共讀幾個回合或篇章，教師可以在每個段落設計問

題來檢核學生的閱讀進度即可，而在家裡沒有辦法完成指定閱讀進度的學生，就在學校繼續

完成。

　　閱讀不但可以在語文課進行，在其他領域也可以隨時融入。例如數學領域，透過閱讀應

用題的作答說明，進行題目分析也是閱讀融入數學領域的教學活動。教師在進行數學布題時

，題目的類型與描述可以更多元、更生活化，這樣雖然題幹的文字敘述加長，但對於學生的

閱讀理解訓練可能更為有效。

結論

　　閱讀並不是一門專業的課程，但我們卻無時無刻都在進行。閱讀活動存在於每一門學習

領域、也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閱讀素養是一種累積，並不是短期內可以呈現的。因此，

在每個教學活動隨時都可以進行練習。閱讀素養的建立先從自己喜歡閱讀的書本開始著手。

閱讀訓練時，文本討論是必須緊扣文本核心，從文本去尋找問題的相關線索，並詮釋這些線

索之間的關聯性，最後統整出自己的想法，才會是有意義的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