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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打開一本書，就像進入一個新的世界」，透過閱讀孩子可以吸收新知、體

驗文學、享受休閒，「閱讀」是孩子進入浩瀚世界之鑰，因此如何讓孩子學會閱

讀，進而喜愛閱讀，擁有這項自我學習的能力十分重要。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

從九年一貫語文領域的閱讀能力指標中，探討在小學階段的孩子需要擁有怎樣的

閱讀理解能力；再從閱讀教學的理論中分析指導的策略；最後提供教學實務的經

驗，分享一些閱讀指導的模式，期盼在閱讀教學的領域中，找到一片讓教師和學

生同享閱讀之樂的天空。 

 

擁有能力才能享受閱讀: 

    九年一貫的閱讀能力指標中有很多是培養態度與習慣，因此營造閱讀情境與

環境是首要工作，除此在班級經營中加入閱讀的重點，設計一些與閱讀有關的榮

譽制度與工作分配，都是將閱讀習慣融入學習生活很重要的觀念。 

    讓我們先來看看九年一貫中語文領域的閱讀指標: 

第一階段 閱讀能力重點 

E-1-1能熟習常用生字與詞的形音義 

E-1-2能讀懂課文內容了解文章大意 

 以上的能力可在課程中達到 

E-1-3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與習慣 

E-1-4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主動擴展閱讀視野 

要培養這兩項能力，教師就要思考以下幾點: 

 教室情境的營造 

1、設立班級書庫。 

2、設立新書介紹欄，刺激閱讀。 

3、配合課程成立主題書櫃，培養主動閱讀的習慣。 

4、小作家介紹，鼓勵孩子自己創作。 

 班級經營策略 

1、設計閱讀進階制度鼓勵孩子閱讀。 

2、親師合作，開發晨間念讀故事或閱讀指導的時間。 

3、在班上安排一兩位圖書館員，負責管理班上的圖書，突顯圖書館管理的重要

性。 

4、設計班級的圖書管理規章，讓孩子培養使用圖書的良好態度。 

5、設計小作家、或小讀者時間給孩子分享閱讀的心得與樂趣。 

以上的思考方式是讓孩子在學習生活中，潛移默化愛上閱讀，把閱讀當成生活的



一部分。 

E-1-5能了解並使用圖書室的設施和圖書激發閱讀興趣 

E-1-6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百科全書等工具書以輔助閱讀 

E-1-7能掌握閱讀的基本技巧 

 以上的指標需融入課程方能達成，在課程設計前老師要思考以下的要點: 

1、圖書館的設施有哪些？是否要配合學校圖書館來一趟圖書館之旅?館員是不

是協同教學的好夥伴? 

2、字典的使用方法有哪些?如何指導?百科全書有哪幾種檢索的方式?是不是要

實際的帶到學校圖書館實際分辨百科全書與工具書的種類? 

3、在課程中設計需要孩子利用搜尋資料的課程，引導孩子實際運用。 

4、閱讀的基本技巧有哪些？何時運用精讀？何時運用略讀？如果看不懂時要怎

麼辦? 

以上所提出的問題，在指導孩子之前，老師必須非常清楚，才能適時的融入教學

活動中。 

 

第二階段 閱讀能力重點 

E-2-1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這樣能力除了在課堂上進行指導外，還可運用教科中提供的題材，有系

統的安排做主題式的句型練習，增加有意義的練習機會。(見附件一) 

E-2-2能調整讀書的方法提升閱讀的速度和效能 

E-2-3能認識基本文體的特色及寫作的方法 

E-2-4能掌握不同文體閱讀的方法擴充閱讀的範圍 

E-2-5瞭解教材中的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E-2-6能熟練利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E-2-7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了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以上的能力強調了解閱讀的方法與策略，再本文的第二篇策略篇中會提

供一些心得與您分享。 

E-2-8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要達成者項能力，老師在設計閱讀活動時務必加入合作討論與互動的機

會。 

E-2-9能結合電腦科技提升語文與資訊互動的學習和應用能力 

 閱讀活動融入資訊科技的方式有以下各點可參考: 

1、在網站中設計好書討論區與新書介紹區安排孩子上網討論 

2、報告網路上的閱讀新資訊 

3、使用電腦製作小書 

4、使用電腦製作新書介紹專欄 

E-2-10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在教學活動中安排情境，例如：討論「汪洋中的一條船」中的鄭豐喜，



不良於行他如何解決「上學」這個難題，讓孩子討論。 

 

閱讀理論策略篇 

一、閱讀理解的歷程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想要指導孩子進入多采多姿的閱讀世界，就必須

對孩子在閱讀上可能遇到的問題有所了解，E. D. Gagne (1985) 將閱讀歷程區

分成四階段，來探討閱讀理解的過程。 

(一) 解碼（decoding）：解碼是辨認印刷或手寫的字，使之產生意義。解碼認字

是閱讀的基礎。閱讀歷程之首要工作就是「認字識義」。Ｅhri (1982)將解碼分

為比對（matching）和轉錄（recoding）兩種歷程。 

 比對（matching）：將新字的字形與記憶中的字形互相比較對照而瞭解字義

的心理歷程。當學習者看到單字時，可直接了解單字的意義。 

 轉錄（recoding）：看到單字時，先唸出單字的音，再依字音，由記憶中檢

索出字義來。 

（二）文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在解碼歷程中，已熟悉的單字因輸

入而強化了文字上的理解過程，因而獲得文字上的意義。 

 字義觸接（lexical access）：是指學習者在認出字形和字音後，在記憶中

找出與這個字連結的意義，有助於字義的推論與理解。 

 文法分析（parsing）：是指分析句子的構成規則，將各種有意義的字依其適

當的關係連結在一起，以了解句子的意思。 

（三） 推論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目的在獲得陳述性知識。 

     推論理解在提供讀者有關閱讀概念更深層和更廣泛的理解，其歷程為統 

整、摘要與精緻化。 

 統整（integration）：是將新訊息加以組織，使各概念心理表徵相互連貫的

過程。閱讀時，將文中各概念的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相互

連貫，使對文章的意義有更深入的了解。 

 摘要(summarization)：是將新訊息加以組織，產生鉅觀結構的過程。 摘要

係指讀者在讀完一段文章後，在其記憶中對文中的主要概念產生一個鉅觀結

構(macrostructure)。一般常用「總之」、「結論」來摘要文章。 

 精緻化(elaboration)：是將新訊息與舊知識連結起來產生新體驗的過程。 

(四)理解監控（comprehension monitoring）：使有效的面對其目標，並持續於

整個閱讀期間的過程。 

      其歷程包括設定目標（goal setting）、選擇策略(strategy selection)、

檢核目標(goal checking)、及補救(remediation)。 

                                  

二、閱讀理解的因應策略： 

因應閱讀理解歷程之階段性補救措施。 



(一)解碼階段： 

當閱讀者不能辨認出單字時可採用的策略有： 

1. 查字典 

2. 詢問他人 

3. 對照上下文猜測字義 

4. 暫時略過等 

(二)文義理解階段： 

閱讀者不能瞭解字句的意義時，可使用的方法有： 

1. 在難字難句下畫線 

2. 分析句子結構 

3. 統整各單字組合後的意義 

4. 對照上下文推敲字句的意義 

5. 暫時略過等 

(三)當讀者不能瞭解文章的意義時，可使用的方法有： 

1. 重新瀏覽全文 

2. 畫出重點 

3. 分段閱讀 

4. 自我問答 

5. 做筆記 

6. 做摘要 

7. 文章架構分析等  

(四)推論理解階段：讀者可採用的策略有： 

1. 運用先備經驗與知識促進瞭解。 

2. 檢討文章立論的正確性及一貫性。 

3. 批判文章的內涵。 

4. 做新的聯想及推論。 

 

閱讀指導實務篇  

 

一、閱讀教學活動的內涵 

可從文學性，生活性，跨學科性三方面來思考內涵，有包括休閒或文學趣味的閱

讀、文學要素或特徵的閱讀討論、文學創作或再創造、作者繪者專題或專書的閱

讀討論、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連結與支援、特殊或突發議題的閱讀討論等方向。 

二、閱讀指導模式分享 

(一)模式:唸讀故事， 依照課程主題需要設計閱讀課程，並進行延伸活動。 

設計實例分享:主題閱讀設計架構: 關懷(見附件一) 

1、念讀故事技巧分享: 



(1).思考故事書的呈現方式(拿在手上、放在教學提示機上、掃到電腦上….) ，

重點要每一位小朋友看得見。 

(2).思考說故事的語言表達重點(語言表達清晰、要善用語音表情、最好能改變

聲音、要可配合肢體語言。 

(3).思考說故事時停下來的時機(製造緊張或懸疑氣氛、引起小朋友注意、讓孩

子發表自己相似的經驗等….) 。 

(4).思考使用繪本時如何善用圖畫的特色發揮孩子的想像力。 

(5). 思考提問的內容要和孩子的生活連結。 

 

(二)、模式:以片段進行的文章導讀 : 一次只提供文章的片段供討論及思考，藉

由思考及預測引發孩子閱讀的興趣。 

設計實例分享: 狼妻 

1、老師先簡介一下這本書，再以部分內容閱讀討論的方式進行導讀 

(1).第一個片段   

 擷取片段文章的思考處:比較容易讓孩子有感觸的片段，把內容印下來

發給小朋友閱讀並提問:「小朋友請你仔細看這篇文章，看看在這一段

中覺得最重要的一句話或是讓你停頓最久的一段話在哪裡，想一下為什

麼？」 

 看完後請小朋友和同組的同學分享，分享後再請部分同學上台分享。 

 

(2). 第二個片段 : 

 擷取片段文章的思考處:文章內容呈現出氣氛的營造與描述，把內容印

下來發給小朋友閱讀並提問:「小朋友請你仔細看這篇文章，看看在這

一段中作者所營造的氣氛或情境是怎樣，請舉出內容來證明自己的想

法？」 

 看完後請小朋友和同組的同學分享，分享後再請部分同學上台分享。 

 

(3). 第三個片段 : 

 擷取片段文章的思考處:文章內容呈現出結果，把內容印下來發給小朋

友閱讀並提問:「小朋友請你仔細看這篇文章，文章結果說明狼妻最後

知道作者是人，在前面的內容中找的道證據嗎?請找找看病說一說自己

的看法？」讓孩子回文章去找證據。 

 看完後請小朋友和同組的同學分享，分享後再請部分同學上台分

享        

2、 以片段進行的文章導讀的目的是引導小朋友進入書中的世界，因此後續的發

展非常重要，可以下列的方式進行 : 

(1).安排以該書為主題的班級讀書會 

(2).製作新書介紹專欄 



(3).設計作業單讓孩子完成以檢核是否有閱讀 

 

(三) 模式:群書閱讀 : 為了讓孩子對同一個抽象的概念提出不同的具體想法，

可用這種閱讀指導的方式，進行共同閱讀活動。 

1、 找出有相同概念的群書或群文分組閱讀，每一組讀不同的書， 

(1).例如:主題概念「關懷」:可選取「我永遠愛你」「親朋自遠方來」 「我

的妹妹聽不見」  「超級哥哥」「和我玩好嗎?」 

(2).主題概念「圖書館」:可選取「圖書館超人」「愛書人黃茉莉」「誰

看到我的書」「來去圖書館」 

2、 請同組的孩子共同討論由閱讀的理解中分析，並畫出自己對主題概念的   

想法 

(1). 例如:讀「親朋自遠方來」這一本書的孩子可能對主題概念「關懷」   

的想法有以下的看法: 

                        

關懷       給於所愛的人一個熱情的擁抱 

       當親戚來的時候熱情的招待 

                                                             

3、 寫好後請每一組的小朋友分享介紹新書及自己對此概念的做法 

4、 請全體的小朋友在聽到別人說明後，再替這個概念增加一個想法，讓自

己對抽象概念更清楚。 

三、討論提問的方式分享 : 

    在進行閱讀指導時，提問的問題非常重要，合宜的問題可以讓孩子對書中的

世界及內容更有體會，現我們就將問題分為三種類型，與您分享: 

(一)基本問題:這種問題可用於任何書籍。 

1、 你喜歡這本書的哪些地方? 

2、 你有沒有不喜歡的部分? 

3、 你有沒有注意到哪些章節讓你覺得想不通? 

4、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些固定的模式一直在書中出現? 

(二)概論性的問題:這種問題的範圍很大，每個小朋友的回答空間廣闊，也是適

用於任何一本書或文章。 

1、 你還沒讀過這本書之前你覺得他會是怎樣的一本書? 

2、 現在你讀過了，和當初的預期有沒有出入的地方? 

3、 你是怎樣向朋友介紹這本書的? 

4、 你能在這本故事書中找到多少不同支線的故事發展? 

(三)特定的問題: 針對文本的特質，不同的文章有不同的特質，例如故事重角

色、劇情、內容的探究，而學科性的文章重知識的獲得與探索，因此此類的問題

要依文本的特質而定。 

1、 你認為這個故事從頭到尾得花上多少時間? 



2、 故事的主角是誰? 

3、 書中的哪一個角色你最感興趣? 

4、 故事的發生地為何? 

 

結語 

「有喜愛閱讀的老師，才會有喜愛閱讀的學生。」閱讀的喜悅要有親身經驗

過的人，才會有深刻的感動。因此愛閱讀的老師們，讓我們帶著一群快樂的孩子，

在一次又一次的難忘閱讀經驗中，飛向浩瀚無垠的書香世界，享受閱讀所帶給我

們的刺激與樂趣，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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