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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綱要 2020 

1.綱要架構：涵蓋三大構面、七種學習單元、 33 項教學主題，提供小學階段圖書資訊
利用教育的課程發展之參考。 

2.編碼規則：採用「1 國字簡稱與 3 碼數字」組合而成，依序是綱要構面簡稱、學習
單元序、學習階段序、教學主題序，例如圖 1-1-1 ，即意為「 圖書館利用構面、第一
學習單元、第一學習階段、第一教學主題」。但是在閱讀素養方面，由於閱讀教學設計
即涵蓋了四、五、六單元，故省略單元編號，閱 1-1 即意為「閱讀素養構面、第一學
習階段、第一教學主題」。 



圖資教育的教材 

5 

資訊素養課程學生課本 

嘉大附小資訊素

養團隊2013- 

我的圖書館成長日誌 

臺北市教育局

2014- 

圖書館學習手冊 

基隆市教育局

2018- 

圖書館課程 

合肥學校圖書館老

師協會2018- 



圖書館學習手冊--低中高年級 



圖書館學習手冊的特色 

• 海洋主題：潮間帶探險趣、 珊瑚礁王國西遊記、深海秘境

潛航之旅 

• 依據綱要：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綱要( 2012, 2020) 

• 教學教材：圖資教育、海洋教育、閱讀教學 

• 自學手冊：延伸學習的資源 
 





任務3  圖書分類大挑戰 vs. 圖1-2-1 



任務6  閱讀圖與文 ~繪本、橋樑書 vs. 
 閱1-1樂於接觸各類型文本(繪本、橋樑書等) 



圖書館學習手冊 



任務1  悠遊公共圖書館 
 vs. 圖1-3-1認識各類型圖書館 



任務2  穿越時空變身秀 vs. 
 圖2-1-2.瞭解書籍的演變與發展 



不同閱讀媒材的比較 

任務6  躍然紙上的電子書 
vs. 圖2-2-3.會使用電子書和資料庫 



任務6  躍然紙上的電子書 
vs. 圖2-2-3.會使用電子書和資料庫 



補充式文本-理解策略 
 

complementary texts 

https://www.blendspace.com/lessons/iglTZySjCVTobg/compare-and-contrast-holes 



基隆圖書館學習手冊-中年級 



基隆圖書館學習手冊-中年級 



閱2-1 科普書真奧秘 

尋找關鍵句 
活動二：野鳥的秘密 

小組共同討論，怎麼將找到的關鍵句，用自己的話長話短說，
填入表格中。(概念化) 

型態特徵 
  

棲息環境 
  

生活習性 
  

食性 
  



圖資綱要的教材支援中年級圖書館任務1,2,4 

• 任務1  悠遊公共圖書館  vs. 圖1-3-1認識各類型圖書館書館  

• 任務2  穿越時空變身秀 vs.  圖2-1-2.瞭解書籍的演變與發展 

• 任務6  躍然紙上的電子書 vs. 圖2-2-3.會使用電子書和資料庫 

• 任務8 海洋生物面面觀 vs. 閱2-1 科普書真奧秘 

 

2020版本 





任務1  海上圖書館 vs. 圖1-3-1,圖2-2-1 



任務2  海納百川 vs. 圖1-2-3,圖1-3-2 



任務4 海樣人生 vs. 閱2-3 



圖資綱要的教材支援高年級圖書館任務1,2,4 

• 任務1  海上圖書館 vs. 圖1-3-1,圖2-2-1 

• 任務2  海納百川 vs. 圖1-2-3,圖1-3-2 

• 任務4 海樣人生 vs. 閱2-3 名人傳記 

2020版本 



多文本結合圖資教育的課程  

閱讀素養3.0: 從大量閱讀、閱讀理解到探究學習 



課程背景 

資料來源：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課程架構。檢自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0Rlu_HEtS6WNet4L23z5-gFQ4w94Jnm頁三-4 



課程發展的理念 

1.探究學習 

3.Super3 

2.圖資教育 

4.閱讀素養 

1.探究學習 

3.Super 3 

2.圖資教育 

4.閱讀素養 

• 大量閱讀 

• 閱讀理解 

• 多文本閱讀 

• 探究學習 

• 學生主體 

• 使用資訊 

• 研究能力 

• 閱讀理解 

• 合作學習 

•圖書館能力 

• 閱讀素養 

• 研究能力 

• 資訊倫理 

• 解決問題 

• Plan 

• Do 

• Review 



資訊素養/圖資教育的實施模式 

https://thebig6.org/ 

 Plan： 

• Task Definition 

• 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ies 

 Do： 

• Location and 

Access 

• Use of Information 

• Synthesis 

 Review： 

• Evaluation 



Super 3 

• Super3是過程取向的探究學習，包括前、中、後三個階段 

• 計畫Plan：學習者須確認探究的主題、提出合理的疑問、規劃探究成
果的形式，以及需要哪些資訊才能完成探究，相當於Big6的定義任務
（Task Definition）、資訊搜尋策略（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ies） 

• 執行Do：學習者可運用實地調查、觀察、訪談或閱讀等策略以獲取答
案，統整多方資訊，製作成果並分享，相當於Big6的取得資訊
（Location and Access）、利用資訊（Use of Information）和統整資
訊（Synthesis） 

• 評量Review：學習者的自我反省，檢視探究過程的達成度和滿意度、
還有什麼事項需完成等，相當於Big6的評估（Evaluation） 

The big 6 (2020). What is the super3?  Retrieved from 
https://thebig6.org/thebig6andsuper3-2  



Plan 

• 閱讀繪本 

• 提出問題 

Do 

• 訪問專家 

• 成果分享 

Review 

• 檢視過程 

• 省思評估 

課程實施的流程 



閱讀策略融入多文本閱讀教學 

 

《蘋果甜蜜蜜》 《回外婆家》 《提蒂安的禮物》 



多文本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in Multiple Texts 

• 補充式文本 complementary texts 

• 衝突式文本 conflicting texts 

• 控制式文本 controlling texts 

• 綜觀式文本 synoptic texts 

• 對話的文本 dialogic texts 

Hartman, D. K.,  & Allison, J. (1996). Promoting inquiry-oriented discussions using multiple texts. 

In L. B. Gambrell & J. F. Almasi (Eds.), Lively Discussions ! Fostering Engaged Reading (p.p. 

106-133).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https://www.slideshare.net/dkhartman/hartman1996-inquiry-oriented-discussions 

唐淑華(2018)。青少年閱讀素養之培育：
談不同學科領域的文本引導。臺北市：
學富文化。 





2.主角的中文是否有進步：由文本找出支持的理由 

1.主角學習中文歷經哪三個階段：連結線索 

3.承接複句：強化推論策略勝一籌 

4.回想和比較學習經驗：連結經驗 

推論策略: 
連結線索、
由文本找
支持理由 



• 6位小朋友：小組合作學習 

• 資源來源註記：檢視文獻來源並尊重創作 

•仿作：強化知識培養美感 

•事實型問題：提問策略 

•主題和細節：表格化策略 

（ 

提問策略： 
第一層次事實型問題 



• 資源來源註記：檢視文獻來源尊重創作 

核心概念 

上位概念 

從屬概念 

建立概念關係 

建立概念關係 

故事情節
發展順序 

資源來源註記：檢視文獻來源，提供分類號以
連結圖書館館藏資源的應用 

 推論策略：形成概念、
建立概念與概念間的
關係 



KWL 統整背景知識,形成探究主題  

 K (What do I know?) 已知 

• 喚起學生的背景知識，提供書本和閱讀單，引導回
想閱讀的內容， 

• 選取自己印象深刻的主題，羅列的主題可以多樣化，
但都須註記資料來源。 

 W (What do I want to know?) 想知 

• 學生檢視已經學到的主題，針對自己最感興趣、好
奇的一項主題，提出想要探究的問題。 

 L (What did I learn?) 學到 

• 學生依據提問單，訪問越南老師之後 

• 學生思考自己學到些什麼，有意識的檢視自己前兩
階段的學習內容。  



擬定整組訪問單，練習訪問 



聆聽解說，訪問越南老師，寫筆記 



資源來源：
《回外婆家》 

追問型的提問 

訪問後的筆記 

組別：交通工具組 

K：What do I know? 

W：What do I want to know? 

 L ：What did I learn? 



組別：服裝組 

資源來源：《提蒂安的禮物》 

除了…還有(並列句) 

訪問後的筆記 



(我學會水果掉
到水裡就是送
給水神) 

•學生自行刪除
非該組的訊息 

水上市場組 

(因為有浮力) 

•上位概念歸
納從屬概念 

五位組員統整出兩項訪問題 



 小組合作統整探究主題，訪談專家 
 根據閱讀、討論、專家見解，製作主題海報 

 向全班分享學習成果 

服裝組good.mp4
交通組2.mp4


學習成果評量 



學習成果評量分析 

  閱讀資料 訪問技巧 海報呈現 口語表達 團隊合作 總平均 

自評 3.7  3.5  3.8  2.9  4.1  3.6  

他評 3.2  3.0  3.0  2.7  3.1  3.0  

師評 4.5  4.1  3.6  3.9  4.2  4.1  

平均 3.8  3.5  3.5  3.1  3.8  3.5  

• 平均分數依次是師評、自評、他評
（4.1、3.6、3.0） 

• 顯示學生的自我期許超越老師的期待 

• 孩子們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比同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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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 閱讀策略 訪問技巧 

1 2 3 4 平均 

學習歷程評量   1 2 3 4 平均 

圖書館
利用 

81.5% 85.2% 66.7% 88.9% 80.6% 

閱讀 
策略 

70.4% 92.6% 88.9% 88.9% 85.2% 

訪問 
技巧 

92.6% 74.1% 92.6% 77.8% 84.3% 

• 圖書館利用 

1.主題書展 2.閱讀存褶 3.特定書籍的類別
4.館藏資源類型的運用 

• 閱讀策略 

1.推論（找支持理由）2.提問（事實型問題）
3.推論（形成概念）4.KWL四種策略 

• 訪問技巧 

1.訪問前仔細閱讀資料2.訪問前歸納分類題目
3.訪問時仔細聆聽有禮貌音量適中 

4.訪問後整理資料有條理，清楚表達訪問結果 



• 59.3%（16位）的孩子表示沒有困難，理由包括學
習的專注度、理解力、主題概念、練習表達等， 

     例如： 

沒有困難，因為我很專心聽（S22） 
沒有困難，因為我讀得懂書（S26） 
沒有困難是因為小陶老師有說中文（S01） 
沒有困難，要先去想問題，再練習怎麼訪問（S29） 

學習歷程評量--沒有困難 



• 33.3%（9位）孩子能具體指出學習的困難和解決的方法 

學習歷程評量--學習的困難 

範疇 學習的困難 解決的方法 

閱讀資料不易 學習單不太會寫 去問問同學 

看不懂越南的字《回外婆家》 去看越南字的書 

不會越南文 念念看越南文 

探究過程 

形成主題困難

執行步驟複雜 

想不出問題 認真的把書再看一遍 

記不住題目 先看要說什麼題目 

探究學習的步驟有點複雜 看看別組怎麼做 

越南老師回答我的問題，我聽不懂 自己去回答問題 

表達能力未成

熟 

(成果報告時) 咬牙切齒，會突然忘掉 慢慢講話 

(成果報告時) 我的聲音太小聲了 在家裡練習上台發表 



 85.2%的孩子（23位）能提出增進探究學習的方
法 

• 專注聆聽（10位 

• 運用閱讀策略（5位） 

• 練習表達能力（4位） 

• 多加思考問題（3位） 

• 踏察學習（1位），例如： 

  

學習歷程評量--增進探究學習的方法 

我會專心聽老師說話（S12） 

我會先寫KWL表，讓我更進步（S5）  

上台發表前先深呼吸，讓自己冷靜下來（S20） 

先知道要問什麼，再研究（S29） 

先在越南考察（S18） 



教師協同教學的省思 

 滿意度高：透過共同備課，讓老師們能彼此協調分工，各自發揮自己的專長，
以學生的學習為主軸，釐清教學內容，選用教學策略，讓孩子的學習成效能更
加精實，也有助於教學效能的提昇。 

 

 教學設計：如何引導孩子發掘探究主題 

• 最困難的地方是如何引導孩子在閱讀文本後，擷取出該節課所要探究的主題
內容，解決方式是教師先做示範，逐步布題，漸進式的引導孩子，讓孩子先
聽講解、示範，最終能轉化成自己擷取文本重點。（T3A1） 
 

 學生的學習：透過探究合作學習，學會閱讀，培養統整分析、解決問題的能
力，藉由小組團隊合作，組員共同完成較高規格的討論報告。提供孩子們自我
評估學習的成果和歷程，有別以往的學習模式，是更精準的學習。 

• 學生不只是個人的聽故事，理解文本，還要動腦思考在閱讀之中學到的知
識，進一步發想成為探究的主題，並和同學討論把主題轉化成具體的提問，
從閱讀、統整、訪問、紀錄、發表、評估，一系列的學習步驟，就是走了一
趟解決問題的歷程。（T2B1） 



結論 

過程導向的研究
技能有助於精進
探究學習 

1 2 3 

策略導向的閱
讀教學之效益

最深刻 

學習者導向的
評量規準提供
多維度的訊息 



建議 

在學生學習方面，建議充份關注學生的閱
讀、思考、創造、分享和成長 

在教學設計方面，建議應用素養導向的四大
教學原則 

在課程發展方面，建議採取融入式資訊素養
教育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