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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閱讀是學習所有科目的基礎，閱讀就是學習力，故以「終身學習」為願景的

十二年國教之下，閱讀教育就更加重要。「閱讀」於 108 課綱之中，最鮮明的特

徵是同時具備「領域」和「議題」的屬性，一方面是語文領域的「閱讀」學習表

現；另一方面也是 19 項議題教育的第 14「閱讀素養教育」，兼具領域學科的學

習重點和議題教育的實質內涵，所以成為中小學發展校訂跨域課程的優先選項之

一。此外，作為標竿學習的閱讀磐石奬，於 2024 年修訂 2009 年公布的「教育部

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實施要點」，在閱讀教學之規

劃與實施方面，著重多領域、跨文本的閱讀課程，以及各學習階段、領域閱讀策

略教學之規劃及執行，更加促使各校思考跨域閱讀的各種可能性。一時之間，跨

領域閱讀、跨界閱讀、跨科閱讀等各種詞彙紛呈，蔚為潮流，本文考量文獻常見

語與精簡度，以「跨域閱讀」作為上述用語的概括詞。 

因為閱讀教育本身具備基礎和開闊的特質，往往也成為無論是何種的跨域課

程，閱讀好像都可以融入，成為包山包海式的課程元素，在真實與虛無的兩端遊

走，伴隨著燦爛繽紛的色彩，不禁令人感到十分困惑。筆者長期陪伴中小學教師，

尤其是身為各校閱讀推手的圖書教師們發展閱讀課程，就十餘年來觀察到的現

象，分別從三方面為文論述，首先是解析跨域閱讀課程的迷思，其次是提出跨域

閱讀教學設計的原則，最後是綜合結語，期許透過本文，提供中小學發展校訂跨

域閱讀課程的參考。 

二、跨域閱讀課程的迷思 

閱讀是個人成長和各科學習的核心能力，而當閱讀成為中小學校訂跨域課程

的基礎元素之時，就筆者的觀察，教學現場經常出現五種迷思，分述如下。 

(一) 只要有舉辦相關的閱讀活動，就是跨域閱讀 

國內各級學校常見的閱讀活動包括了閱讀認證、班級共讀、晨讀活動、主題

書展、說書人、讀者劇場、親子共讀、走讀社區等，活動的樣態相當多元活潑，

但是對於閱讀活動的層次區隔則較少關注。閱讀活動本身若只是停留在表層，只

是為了節慶、為了流行，或是配合政策宣導而舉辦閱讀活動，則無法成為跨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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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一部份。例如主題書展，若只是把圖書館特定類別的書籍從書架拿下來置於

桌面，出了幾道有獎徵答的題目，卻沒有相對應的學習目標、學習內容、教學策

略、學習評量的規劃，很容易落入「煙火式的閱讀活動」，通常只有一閃而過，

未能成為學生跨科的學習能力遷移，甚是可惜。 

(二) 只要延伸教科書的學習單元，就是跨域閱讀 

教科書的內容是學生必備的學習經驗之一，所以檢視各領域教科書的學習單

元，據以設計閱讀教學，以達成跨域閱讀的目標，表面看起來似乎也是順理成章

之事。然而，從正本清源的角度來思考，各家出版社的教科書，乃是根據「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而來，所以發展跨域課程，不能只有翻閱教科書，就

直接定調為跨域閱讀，而是同時需回應到各領域的課程綱要，為該跨域閱讀在縱

向的各學習階段、橫向的各科目之間找到清楚的定位，也就是回到課綱來定錨跨

域閱讀，才不致於迷航。 

(三) 餵養不同的文本，就是跨域閱讀 

為拓展學生的閱讀視野，深化閱讀層次，閱讀教學設計朝向多文本、跨領域

來發展，也是近年來廣受矚目的閱讀教育趨勢。然而，常見的教學設計，通常是

由教師從校內共讀書單內，只是挑選不同的書籍，直接實施於班級共讀，然後各

自寫寫學習單，就謂之「跨域閱讀」，卻未能配合社會的時事、評估學生的需求，

也沒有透過師生討論，更沒有提供學生選書的機會，這種近似「餵養式的閱讀」，

學生只有被動式的閱讀、被動式的學習，不足以培養學生跨領域、探究學習的基

本能力。 

(四) 學生有用到平板，就是跨域數位閱讀 

根據教育部（2021）的「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指出 2022 至 2025

年四年內由中央政府投入總經費 200 億元，全額補助全國中小學「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以達到教材更生動、書包更輕便、教學更多元、學習更有效、城

鄉更均衡的五大目標。據此，各校的數位教學，包括跨域的數位閱讀正如火如荼

的展開，特別是偏鄉學校，更是充滿了數位機會。但是在這場大型的數位轉型計

畫裡，各級學校也迎來了無數的挑戰，諸如行政管理模式、數位資源評估、教師

科技能力、學生的數位學習態度等等，而在閱讀教育方面，更涉及了「搜尋與瀏

覽、評估、整合、組織和呈現」等面向（雙閱讀素養教學模式研發暨師資培育計

畫，2015），同時也更考驗教師的跨域協作能力，絕非只是讓學生在課室使用平

板，以閱讀不同主題的電子書或是線上文章，就能稱為跨域數位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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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帶學生到圖書館看看不同類別的書籍，就是跨域閱讀 

我國從 2009 年啟動的「教育部補助推動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計畫作業原

則」，一直到 2017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之

學校社區共讀站作業要點」，歷經十餘年來，各地縣市政府紛紛投入圖書館的硬

體基礎建設，無論是公共圖書館或是學校圖書館，在政府計畫或是民間單位的經

費挹注之下，都有令人為之驚豔的新館落成或空間改造，為閱讀教育帶來新氣象。

然而，以學生的學習脈絡而言，若只是安排了班訪公共圖書館，或只是帶學生到

學校圖書館，看看不同類別的書籍，缺乏有鷹架的學習準備、學習任務、學習回

饋的螺旋式規劃，也就難免變成走馬看花的「逛逛圖書館」行程，只是聽聽十大

分類的口訣，翻翻不同書架的書籍，不只是無法落實閱讀教育的本質，更遑論跨

域閱讀了。 

上述的五項迷思，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對與錯，而是省思跨域閱讀光譜的

虛與實之間移動的軌跡，透過這些思考，更加澄清跨域閱讀的本質，期許成為中

小學校訂跨域課程發展的參考。 

三、跨域閱讀教學設計的原則 

為破除上述的五種迷思，筆者提出五項跨域閱讀教學設計的原則，依序為文

論述。 

(一) 閱讀活動課程化，課程設計素養化 

近年來，以閱讀活動作為跨域課程的一部份，越來越普遍，例如結合主題書

展、與作家有約、科技融入、永續閱讀等活動，不僅拓展了跨域課程的廣度，也

增加學生更多元的展能舞台，乃是富有創意和活力的跨域課程發展（邱怡雯、魏

士欽，2020；曾品方，202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閱讀活動成為跨域課程的

一部份，就需秉持「閱讀活動課程化，課程設計素養化」的理念，把閱讀活動視

為教學活動來設計，把閱讀活動納入整體跨域課程的一部份，需檢視各領域的學

習重點，也需設定學習目標、教學策略、評量方式等。此外，以閱讀活動作為跨

域課程的一部份，更需要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分別是：(1)整合知識、態度和技

能；(2)提供情境脈絡化的學習；(3)強調學習歷程、方法及策略；(4)在生活及情

境中整合活用、實踐力行（教育部，2018）。在「閱讀活動課程化，課程設計素

養化」的理念支撐之下，才能避免閱讀活動流於熱鬧有餘，深度不足的詬病，也

才能落實跨域閱讀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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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超越教科書的單元，回應領域綱要和議題教育 

教科書的內容是基本能力的培養，可作為學生準備度的參考依據之一，而跨

域閱讀更需要發展學生進一步的統整能力，關注在各領域之間學習能力的遷移，

所以跨域閱讀的教學設計，不能一味的打開特定版本教科書的某單元，只要有和

課文沾上邊，就宣稱是跨域的閱讀教學，這種被教科書綁架的課程思維，可能會

落入固化和簡化的思維模式，著實危險。基此，建議超越教科書的單元，回應到

領域綱要的學習重點，以及議題教育的實質內涵，同時關心學生的閱讀發展階段

（Chall, 1996），無論是在「學習閱讀期」（learning to read），或是「閱讀學習期」

（reading to learn）的學生，都能有機會獲得具備閱讀層次感的教學活動，以增進

適性揚才的可能性。 

(三) 以探究式的閱讀取代餵養式的閱讀 

餵養式的閱讀往往隔絶了社會的脈動、學生的參與、選書能力的培養、探究

的機會，不利於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是故，宜以探究式的閱讀取代餵養式的閱

讀，是跨域閱讀的重要原則。探究式的跨域閱讀指的是閱讀教學不能只停留在解

碼、理解，更要引導學生學習找資料的方法，並且判讀資料、利用資料，根據資

料來推論以做出決策，進而在新情境中應用與創造新知識。簡言之，探究式的跨

域閱讀充份關注學生的思考、創造、分享和成長，這也是資訊時代學習者標準的

關鍵要素（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2018）。 

(四) 注重跨域的數位閱讀歷程，培養解決問題和建構知識的能力 

面對數位學習的浪潮，在班班有網路、生生有平板的數位基礎建設之下，為

跨域閱讀帶來更為寬廣的應用，從工具面到資源面，從本土關懷到國際視野，都

有助於學生開拓閱讀範疇。第一線教師引導學生體會跨域數位閱讀的探究歷程，

並不是為了數位而數位，而是回到學習的本質，提出疑問、應用工具、慎思明辨、

確認問題、統整觀點、分析利弊、採取行動，讓學生經歷從閱讀到實踐的過程，

培養解決問題和建構知識的能力，更加彌足珍貴。 

(五) 學校圖書館作為跨域閱讀的基地 

學校圖書館的本質是提供資源、支援教學、推動閱讀、引導學習，在任何一

個時代，學校圖書館都肩負著學習資源中心的使命。隨著 AI 時代的來臨，師生

的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更加關鍵，各領域的學習幾乎都會應用到數位資源，而學校

圖書館應當致力於整合數位資源，提供便利的閱讀服務，協助跨域探究的學習過

程，指導合理使用數位資源的方式，並確保全校師生都能享有均等取用資源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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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些才是發展跨域課程，師生運用圖書館服務的真義。換言之，學校圖書館

可作為跨域閱讀的基地，藉由提供資訊資源的服務，增進全校師生終身學習的能

力。 

四、結語 

閱讀是學習、成長和愉悅的基礎能力，而跨域閱讀課程走出迷思，朝向教學

設計的原則邁進，期許不只是培育熱愛閱讀的學生，而是更能根據情境，合理使

用資訊資源，應用不同領域的知識以解決問題、建構知識，未來成為具備自主學

習能力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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