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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學習一直是大家所重視的學習活動。曾志朗說，文字是人類思維的展現，透過閱讀

文字，讓人類產生愈來愈多的創新和好奇。腦神經科學研究早已發現，每個人一出生就有

一百兆個腦神經，當閱讀進行時，文字的訊息進入大腦後，會產生類嗎啡作用，讓人產生快

樂。當愈多新的訊息進入時，類嗎啡的接收愈多，快樂的感覺也就愈強烈，這正是閱讀的快

樂。經常閱讀的人，腦部接收器愈活躍，腦神經元的連結愈多愈密，每天接收很多訊息，便

會一直保持活躍，久而久之，大腦的理解能力會越來有效，對事物的理解能力愈來愈好，也

就是所謂的「變聰明」。因此提升學生閱讀動機，進而強化學生的閱讀能力成為教育活動重

要的教學目標。

　　修德國小吳雪麗老師，在國語文領域學有專精，在學校、教育局及法人社團參與語文教

學發揮所長。104年新北市SUPER到該校參訪時，我們有幸認識吳雪麗老師，並邀請他接受我

們的訪問。

　　吳老師在數年前到中國上海台商子女學校任教三年，在這三年的海外歷練，他看到不同

於台灣國語教育的其他層面。這些經驗讓她對自己的教學內涵有了許多新的想法。以下我們

將訪談內容呈現給大家。

海外見聞

　　吳老師在上海台商子女學校任教這段期間，有機會觀察到上海的中小學教育現象，尤其

是台商子女面臨就學、升學的問題。

　　吳老師發現台灣教育重視創意，重視形象思考，這造就現在的文創產業興盛起；而中國

的語文教育則重視大量閱讀、思維訓練。在教學教材方面，台灣國語文篇數明顯的比中國的

語文課文篇數少很多，台灣課文每一篇文章都要求學生精讀，但中國方面，有些課文章是精

讀的，有些課文章是略讀的。在師資方面，台灣的師資學歷較為整齊，文化水平較高；中國

的教師因為文革因素，各地的教師素質差異性相當大。

　　比較特別的是，在課本內容編排方面，香港的語文課本在文本的最後附有提供給學生參

考的閱讀策略。學生可以從閱讀策略的提示，進行文本分析，非常實用。另外，中國和香港

都有字詞解碼，教師透過文本引導學生辨別相同字詞在不同的句子產生不同的意思。

閱讀教學新思維

專訪修德國小　吳雪麗老師 文˙編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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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三年的海外教學經驗，對吳老師有莫大的影響。回台灣後便開始進修，他以行動印證所

學所見，並且將邏輯思考(鷹架理論)的語文閱讀活動落實在低年級教學。吳老師表示，閱讀

理解活動在低年級實施是很好的開始。低年級的學生識字量和語文能力都不及中低年級學生

，但，低年級的課文內容簡單且文章的形式都非常的典型，因此，透過這些課文章進行形式

、內容深究相對於高年級的文本是更容易進行的。她引導學生從認識段的形式開始，再從各

段找出重點，形成段落摘要，再將各段摘要組合成整篇文章的大意。過程中運用詞性、代名

詞替換、縮寫練習，讓學生學會刪減字詞，找出關鍵詞；再運簡單的連接詞串連成通順的短

文章，有時用「換句話說」來精簡文意。

　　當然要讓低年級的學生操作這些練習，教師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指導，且要有耐性的

等待他們習慣這樣的活動，經過「八課」的練習，約略有一半以上的學生能夠熟悉操作整個

過程。事實上這已經是個了不起的實驗數字了！

　　低年級文本的形式深究是從文章的自然段整合為意義段，從段落結構看出篇章的全貌，

這個過程就是語文教學在邏輯思維的訓練，也是語文理解力的訓練，對於寫作著實有很大的

影響。

閱讀 vs 數學

　　我們發現閱讀能力和數學學習表現有相關性的，最明顯的是學生在數字計算，都可以很

快速地完成，但是若將主題概念置入某一問題情境，以文字描述問題情境，並要學生試著從

文字描述去了解並分析問題，通常學生的反應可以分成三大類。第一類學生很快地閱讀完畢

，並且提出合適的解決策略；第二類學生需要較長的時間對整段文字進行思索，；第三類學

生閱讀過之後，嘗試解決問題，但沒多久便將注意轉移到其他活動。細問第二類學生，有些

人覺得讀不出問題的重點，有些人無法將文字說明轉換成數學運算過程，也有一小部分看不

懂題目部分詞語；第三類學生則會簡潔的回答：看不懂。當我們在細問，甚麼地方看不懂，

他們則無法明確指出。同樣的一個教學活動，因為閱讀能力不同出現三種迥然相異的行為。

　　吳老師表示，為了幫助學生學習數學應用題，教師在布題時，應盡量將題目的情境生活

化，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減低學生對問題的陌生感；解題時，指導學生圈出重要訊息，確

定問題核心，降低學生因文字理解能力不足，而無法進行問題分析與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法。

閱讀能力 VS 生活能力

　　俗話說：活到老，學到老。學生在學校因有老師指導，學習活動可以持續下去，當學生

離開學校之後，若還想要繼續成長，這時候閱讀能力就是其中的關鍵。吳老師表示，閱讀能

力不僅僅只是語文能力的表現，透過自學還可以提升個人承受挫折容忍度以及其他生活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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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透過閱讀，學生可以快速、大量的認識這個世界各種不同的層面，吸收別人的經驗、拓

寬自己的眼界與思維，對於事物的發展過程有更多的了解之後，也就能減少無知所產生的恐

懼與憤怒；透過閱讀，更能體會學習的成果是要靠努力換取來的，當他們有這樣的體認之後

，遇到挫折與失敗便能夠很快轉換情緒，並且以更從容的態度面對失敗的結果，以更積極的

態度迎接下一個挑戰。

　　閱讀除了提高挫折容忍度，閱讀也開拓我們的視野，讓個人的生涯規劃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原本一直聚焦的閱讀能力提升，但經過吳老師的提醒後，才猛然發現，閱讀能力所影

響的並不只是寫作與表達，而是更深遠的層面－生活能力。

閱讀的效果

　　孔子有因材施教之舉。由於每個學生的閱讀能力表現會因為自己的天賦、學習動機及各

種環境因素而表現出不同程度能力，因此對於閱讀教學的效果呈現，也會互有差異。教師或

許可以從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但更重要的是每個學生對於閱讀能力的需求在程度

上是有差異性的。換句話說，從多元學習的角度來看待看閱讀活動或許會更為有趣。

　　吳老師表示，每位學生的天賦各有差異，所以學習能力也有所不同，從教育機會均等的

層面來看，教師的確應讓每個學生都有基本的閱讀能力，在快樂學習過程觸發自己的閱讀興

趣，而後，閱讀能力是否需要再深入，端看個人的學習動機與需要。例如，能力中下的學生

而言，閱讀可以幫助他們找到自己所喜歡的領域，快樂的學習，獲得自信和成就就好；對於

能力中上的學生，也許更高層次的閱讀能力可能會成為他們競爭過程一個致勝的關鍵。

　　其次，從學生的學習階段來看，每個階段的閱讀指導也都有該階段的任務。教師指導國

小中年級學生進行學習閱讀，教學目標應著重在學生如何閱讀，高年級的目標，應該是透過

閱讀活動去學習他想要理解的世界；同時，師長需要有一認知，學生的閱讀能力和成績並不

一定有正相關性。吳老師的閱讀教學理念頗覺人深思！

結語

　　這幾年，PIRLS和PISA等國際評比受到國人的重視，我們開始重新檢視語文教學與閱讀

素養的內容，這些關注引起國語文課程教學內涵的變化。吳雪麗老師作為一個語文教學的前

輩，在本次訪問分享他個人教學經歷中的體悟與轉變，同時也提供我們在進行閱讀教學時可

能的新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