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份班刊  

籌備迎新活動 

金門縣中正國小資優班 

五月份，開始進行跨年級的團體課，主題為「活動企劃大師」，讓學生

一起幫新學年要加入資優班的新生，辦一場有趣又有意義的迎新活動！ 



在能力素養學習中，又以閱讀最為核

心，但教育現場在說明「閱讀」的重

要性時，大多著墨在考試的關聯性

上，並沒有明確建立閱讀教育在內涵

與能力上的關鍵認識，以至於教學現

場與多數家長認為，只要給孩子大量

的書閱讀，或認為孩子已經有閱讀習

慣，就照顧到孩子的閱讀教育，而眾

人正在談的問題與我無關。這是對閱

讀教育的誤解。 

閱讀教育，若從「閱讀」兩個字來思

考，焦點自然會放在我們看得見的外

在行為上，侷限於「閱讀書籍或不同

媒介上的資訊」的狹隘觀點。事實

上，當前閱讀教育著眼於「閱讀歷

程」，這個概念涵蓋了「讀取資訊」

和「處理資訊」兩大部分，代表從外

在資訊內化建構成意義與學習的過

程。藉此，讓閱讀深化為學生具備的

素養。 

之前網路上一篇許多人分享的報導，

整理了四點提升孩子閱讀素養的建

議： 

一、提升閱讀量。 

二、養成閱讀習慣。 

三、形成「語感」。 

四、戒除 3C產品。 

這些你我早已熟悉的論點看似合理，

卻是導致大眾對閱讀教育認知偏差的

片面性觀點。 

「片面性觀點」危險的地方不是個別

觀點本身錯誤，而是個別觀點之間缺

乏系統性的連結，造成對閱讀理解教

育因斷裂的認識而形成的誤解。我們

就用 PISA評量的閱讀素養中「省思

評鑑」的思辨能力，來檢視這些建議

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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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大量閱讀的盲點：缺乏能力

養成，就像擁有頂級食材，卻沒有基

本料理技能的廚師！ 

大量多元的閱讀，在養成孩子閱讀能

力上的確是基本功夫，許多孩子閱讀

大量書籍，也熟知文中的重點或知

識，它有助於累積豐富的詞彙與多元

知識，但是未必能養成理解所需，統

整訊息以建構、推論上位認知的能

力。以至於面對理解型的提問，需要

應用當下閱讀所獲得的訊息時，依然

無法建構出對應提問的答案。這就像

一位不具備廚藝的廚師，即使面前放

滿山珍海味的珍貴食材，也做不出色

香味俱全的佳餚。因此要有以培養理

解能力為基礎的教育，才能處理資訊

材料，形成理解與觀點。 

二、關於養成閱讀習慣的盲點：有運

動習慣的人不必然能成為運動健將！ 

「養成閱讀習慣」這個觀點的邏輯

是：有閱讀習慣，才有機會培養出閱

讀理解的能力。然而這說法混淆了

「閱讀習慣」與「閱讀理解能力」的

因果關係，似乎有了「閱讀習慣」就

會自然而然擁有「閱讀理解的能

力」。事實上，習慣不是形成能力的

必要條件。運動選手要進步，除了經

年累月的練習外，還要依靠教練的指

導，發現他自己未察覺但需要改正的

錯誤。同樣的，依據教學現場老師教

學的經驗和觀察來看，「閱讀理解」

是可以透過練習與引導而精進的能

力，從精進能力的面向來看，閱讀習

慣的影響，可能還比不上師長與孩子

一起閱讀，藉由討論問題的過程，檢

視孩子的能力條件，並給予指導來得

有效。 

節錄自親子天下《閱讀素養》黃國珍的閱讀理解課，從訊息到意義，帶你讀出深度思考力 

破解四大閱讀盲點  

三、關於形成「語感」的盲點：文學

作家或詩人應該有敏銳的「語感」，

但是面對科普、數學或社會科的題

目，「語感」的幫助有多大？ 

閱讀作為一個重要而嚴肅的學習項

目，需要對學習內容有嚴謹的定義，

因此，我們不妨先確定一下，什麼是

「語感」。 

「語感」是一種心理層面的能力，指

言語主體能夠在當下頓悟般的理解言

語形式，並能創造性的生成新的言語

形式的能力。簡單的說，「語感」就

是「人對語言文字的感受能力」，當

讀者面對的是一篇文學作品，可以透

過「語感」去理解並詮釋那篇作品。

但這也引發另一個問題，「語感」既

然是人對語言文字的感受力，不同的

人則會受其生活閱歷、知識背景等影

響而有不同的感受，詮釋的結果當然

也會有別。如此一來，僅以命題老師

的答案為標準，豈非有一定的風險？ 

若一位學生的感受更為深刻，超越命

題老師的理解範疇，誰對誰錯？ 

「語感」固然是賞析作品所需的能

力，但是足以作為客觀評量「是否理

解」的依據嗎？如果不行，在教學

上，學生更需要的客觀的能力是什

麼？從 PISA這項國際性閱讀素養評

量來看，藉由文本訊息建立客觀的理

解脈絡，更符合閱讀理解的要求。 



四、關於戒除 3C產品的盲點：發生

車禍的責任不在於車子，而是車子的

駕駛者。別把使用工具的規範問題，

解讀為工具本身帶有危險性的問題。 

我先不去論述 PISA對數位閱讀的重

視和數位時代資訊呈現的趨勢，我只

想用簡單的思維置換，來說明這看法

的謬誤。試想我們活在文字還刻在竹

簡上的時代，有一天出現了把文字印

在紙上的書冊，你會認同「戒除紙製

書冊」的說法嗎？如果不會，為什麼

要認同「戒除 3C產品」的說法？的

確，3C產品正在影響孩子的閱讀樣

態，但孩子該學會的是正確使用工具

的態度和善用數位閱讀環境的能力，

而不是戒除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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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在資優學科領域融入「閱讀理解」  

這篇網路報導對閱讀教育的觀念，反

映了大多數人的認知依舊停留在「多

讀，你就會了」的階段，而報導中指

出「老師們在教學上明顯感覺很吃

力」的原因，是學生整體程度又往下

掉。這種論調完全無視另一個更值得

關注的問題：老師該如何帶領學生習

得閱讀素養，以便擁有理解與思考能

力？更進一步來說，報導中隱藏一個

被忽視的殘酷事實，就是學生的能力

正反映出老師的能力。 

對於台灣的教育問題，似乎只要從制

度和主管機關著手，就能找到問題的

源頭，也有了承擔責任的對象。但是

這樣的想法，正好形成完美的「責任

迴避機制」，因為問題都不是我們造

成的，是制度與環境使然，於是所有

人都可以忽視一個擺在眼前的事實─

我們就是教育環境的創造者，對翻轉

中的教育建立正確的認知，是我們無

可迴避的功課。 

這篇文章澄清我們對閱讀理解的迷思，並了解其重要性，因此

我們嘗試在學科領域中融入這個素養，期待學生在探索各個學

科時，藉由詮釋文本、文字和圖表等方式了解資訊，深化學科

知識概念，以符合資優教育加深加廣的理念。 

應用電影為媒材，訓練學生從電影當中，抽取

出文學元素之精華。此過程分為幾個步驟，第

一，學生須從已觀察到的部分，去理解、組織

、拼湊劇情。此過程可刺激學生的「情感邏輯

」與創造力，學生會從過去「觀眾本位」看待

劇情的角度，轉換至「編劇本位」。第二，學

生再從台詞之內容，配合劇情的發展，去分析

劇情合理性。第三，學生將自己的想法加入劇

情中。透過這些步驟，學生能夠以觀察，以及

自然直覺地方式，初步地了解文學對於學生日

常生活的意義。 

人文領域 



數學領域 

自然領域 

三年級以謎題探討及桌遊為主，學生需要根據線索或規則，深入理解

，找出數學通則及策略；四年級將桌遊中的數學概念延伸至歷屆科展

作品，跟著前人的書面資料一起探究，理解他們當初的研究動機、目

的和精神，解讀圖表資料，實際演算後更能感同身受。 

資優班有足夠的平板，因

此這學期嘗試利用課前閱

讀的方式培養學生自主及

閱讀理解的素養。課堂上

花8分鐘登入Classting並

閱讀講義，了解相關知識

及實驗步驟，講義最後都

會附上提問，學生須寫在

便利貼或小白板上，大家

再一起討論，確認學生都

具備先備知識後，動手實

際操作並分享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