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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界好比一本展開的書，擁有閱讀能力方能挖掘出這世上最珍貴的寶藏。在

綜合國際評比教育競爭力的 PISA 報告（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中，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認為國際教育競爭力重要的關鍵能力指標

就是「閱讀」（OECD, 2009）。 

 臺大教授葉丙成表示閱讀理解素養，將會是孩子非常重要的素養（黃國珍，

2019）。在各國的教改白皮書，或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2001 年開始每隔五年針對小

學四年級學生所進行各國家或地區閱讀素養能力國際性評量的 PIRLS 測驗中，

以及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綜合國際評比教育競爭力的 PISA 報
告中皆指出閱讀素養是未來二十一世紀人才最需要的關鍵能力（柯華葳、詹益

綾、丘嘉慧，2013；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5）。在 108 課綱施行之際，

我們應一改過往只關注孩子有無知識，而應更加重視孩子是否擁有足夠的閱讀素

養，運用知識來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態度。 

二、閱讀的重要性 

「提升國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素養」是十二年國教的重要理念之一，

公民素養的重要組成架構是文化素養，而提升國民文化素養的重要法門即是「閱

讀」，連 PISA 報告和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也都認為國際教育競爭力重要的

關鍵能力指標就是「閱讀」（OECD, 2009）。雖然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親身體驗世界各國的文化及生活，因此我們必須透過其他的管

道擴展自己的視野、涵養心靈，藉由不斷的「學習」來快速累積知識及增進智慧，

根據《7 招趕超優等生》中的研究數據顯示，人類透過視覺感官習得的知識達百

分之七十（向陽天，2009），因此「閱讀」比我們想像中來的重要許多。 

洪蘭（2001）認為人類擷取知識的最佳方式是閱讀，它同時也是所有學習的

基礎。透過閱讀就能汲取前人經驗，習得各種知識，掌握最新資訊。曾志朗（2000）
認為透過文字可以讓讀者跨越時空的阻隔，獲取前人的智慧，得以累積自身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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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蘇宜芬（2004）指出閱讀是重要的基本能力，也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基礎，若

是閱讀能力不佳，不僅會影響語文領域的表現，同時也會影響到其他學科領域的

學習。因此，閱讀能力可視為一種基礎的先備能力（李家同，2012）。柯華葳（2009）
表示「閱讀」就是「自學能力」，也就是「思考能力」，為二十一世紀的閱讀下了

一個最佳註解。由此可知，在二十一世紀這個競爭激烈的世代，國家重要的命脈

即是知識素養和創造力，而閱讀習慣的養成能夠提昇國民的素質。 

三、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對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 

閱讀理解策略是一系列的認知程序，是指透過方法誘發讀者進行積極主動的

思考，覺察自己的理解狀態，進而使自己與文本有適當的互動，建構出有意義的

理解（教育部，2011）。閱讀理解策略通常先經過教師的示範與引導，同時讓學

生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與應用，直到學生可以獨立使用閱讀理解策略為止。 

教育部國教司從 2008 年展開閱讀教學策略開發與推廣計畫，經各方集思廣

益後，將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化成清楚可以執行的五個步驟（教育部，2010），分

別是： 

1. 預測：利用文本預期接下來將要發生的情節，是否與作者的陳述一致。       
國小學生可以學習邊讀邊預測，檢視自己的理解。 

2. 連結：將所讀文本與自身的經驗、背景知識相連結或是與其他類似文本       
串聯，就是做文-我、文-文、文-世界的連結，目的在擴大文本理解層面。 

3. 摘要：學生精簡的重述所讀到的訊息。 

4. 找主旨：摘要出文章大意後進一步找出自己認為文章主要的論點。 

5. 作筆記：主要在幫助學生有效組織文章內容以及監督自己的思考歷程       
與理解程度。 

柯華葳（2010）進一步指出有效的閱讀理解策略如下： 

1. 隨手作筆記。 

2. 邊讀邊預測。 

3. 隨時連結自身的背景知識。 

4. 讀到一個段落或讀完全文後，組織文本訊息，摘要大意並找出主旨。 

5. 透過邊讀邊問自己問題及回答問題，監督自己的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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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效的閱讀理解策略包括摘要、理解監控、提問與答問（包含進行推

論）、故事結構、詞彙教學、以及採用交互教學、合作學習、圖形組織法、心像

法、強化背景知識、有效的詰問作者，尋找正反觀點之論點與證據等都有助於高

層次理解（教育部，2011）。然而對多數未成熟的讀者而言，往往因不知道採取

那些策略能使自己讀懂文本，若這些讀者能透過系統化且明確的閱讀理解策略教

學，將可大幅提升其閱讀理解能力。 

綜上所述，閱讀理解策略非常多元，並且無固定使用順序，能運用多種策略

的閱讀效果會優於僅僅使用單一策略，而閱讀需透過策略性的方式，才能產生閱

讀理解。從相關研究可得知，教師在課堂中進行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能提升學生

的閱讀理解能力（林素秋，2013；林文藝，2016；陳明蕾，2018），所以閱讀理

解能力是可以被教導的，學生透過良好的閱讀策略引導，並將其有效的運用於實

際閱讀中，就能增進其閱讀理解能力。 

四、當前國小學生閱讀理解的困境 

身處在科技發達，充斥著 3C 產品的時代，筆者從實際教學經驗發現，當前

學生獲取資訊的來源相當多元，但各種資訊懶人包及重點整理，導致學生在資料

蒐集後缺乏重點摘要、分析歸納等彙整能力，究其原因大多是閱讀理解能力不佳

所造成，尤以教育資源相對不足的偏鄉學生更為明顯。 

多數學生家庭閱讀風氣顯為薄弱，學生缺乏主動探索的能力，習慣被動接受

知識，不喜歡閱讀，閱讀偏食的情況相當嚴重，而教師礙於課程進度及教學時間

有限，無法指導學生如何篩選資料及進行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因此教科書是指導

閱讀理解策略的最佳素材，教科書是學生必須精讀的文本，教師在教學的同時亦

可兼顧課程進度。 

五、建議善用教科書文本進行課堂內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Pearson（2009）認為課堂教學是教導學生運用閱讀策略的最佳途徑，即教

師可以教學現場所使用的教科書文本做為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的主要素材。國語教

科書依照不同版本會有不同的選定課文，但每一個版本所收錄的課文，都是依循

十二年國教總綱中「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之規定（教育部，

2018）。因此每一個版本會依學習階段不同而選錄不同的文體為課文，國語教科

書也會列出閱讀策略的說明，不僅明確講述運用什麼樣的閱讀策略，還會搭配文

本作為練習，讓教師能以該篇課文文章指導學生如何使用該項閱讀策略，提升教

師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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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教師們在課堂上使用教科書文本進行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對提昇學

生閱讀理解能力有極大助益，又因國小階段文本大多為記敘文，以下以記敘文為

例，依實際教學經驗經驗建議課堂內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活動如下： 

1. 預測：請學生依課文標題猜想與主題相關之內容，再引導學生以先前經驗與

課文內容產生連結。 

2. 重述：教師指導學生採用六何法找出文章重點，再引導學生以「事由、經過、

結果」來歸納並重述課文大意。 

3. 提問：教師可藉由四層次提問引導學生從文本中找出答案及支持己見的語

句，用以深入理解文本，了解作者寫作之心態或感受。 

4. 檢核：學生依提問進行文本對照後，與自己先前的預測做修正、證實，增加

學生與文章的互動及激發擴散性思考。 

5. 反思：覺察自己的閱讀理解狀況並可利用「我覺得...」「我認為...」「我發現...」
對課文進行簡單的評論。 

先透過教師的示範與引導，再讓學生藉由小組討論練習直到能獨力使用閱讀

理解策略。教師亦可於公開授課時進行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並透過議課檢視教學

盲點，使其教學方式能更符合各年段學生所需。 

六、結語 

目前國內在國小階段最普遍的教學模式是團班教學，授課時以教師單向授課

為主，學生無法理解教師在課堂中講述的文本內容，閱讀偏食嚴重，閱讀興趣不

高，在其他領域及各項測驗上也因自行閱讀能力不佳，以至於影響其學習成效及

答題的進行。若學校能利用週三教師研習時間聘請專家或教學輔導團進行閱讀理

解策略教學之實例分享與探討，並在雲端資料庫建置教學實例、教學簡報及學習

單。藉由校內學年共同備課的時間，讓各年級教師依閱讀理解策略成份與年級對

照表，進行教學簡報、學習單製作或改編，並討論適合相對應年級之教學策略，

讓教師能在課堂上善用教科書文本進行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創造學生成功的閱讀

策略使用經驗，相信將能大幅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增加閱讀興趣，建構出學校閱

讀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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