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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班級共讀推動經驗分享 

何憶婷 

台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有關於如何在國中推動班級共讀，筆者的經驗分為以下四個部分來談： 

1.為孩子選擇適讀的好書 

國中學生在閱讀習慣上有極大差異，因此，國中一年級的新生，通常先選擇

一些國小高年級，甚至於中年級適讀的成長小說，例如：《巧克力戰爭》、《愛德

華的神奇旅行》……，或選擇學生喜愛的奇幻文學類，例如：《晴空小侍郎》，讓

還沒有閱讀習慣及閱讀低成就的學生，能在較輕鬆的文本中喜歡閱讀。 

學生逐漸喜歡閱讀後，選書的主題則貼近學生的需求，例如：談親人死別的

《收藏天空的記憶》、《想念五月》；談單親家庭的《棉花糖女孩》及重組家庭的

《伊爾莎離家出走》……等。選書有時也配合班級經營，今年新接的一年級新生，

班上有位脊椎損傷的學生，我們就一起看乙武洋匡的《五體不滿足》。之後班上

有經濟弱勢的同學被排擠，就和學生一起閱讀、討論《一百件洋裝》。 

閱讀學生所關心的青少年議題後，接下來也透過閱讀認識世界，初步先讀較

簡單的《十三歲新娘》、《安妮的日記》，升上國中二年級後，會為學生選擇《愛

在蔓延中》、《牧羊人的孫女》……等字數逐漸增多，且議題討論更深入的小說，

建立學生的國際觀及多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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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請不要忘記那些孩子》、《安妮･法蘭克的故事》建立孩子閱讀《安妮

的日記》所需的背景知識 

 

2.少年小說導讀 

我將自己的一節任課時間固定用來進行閱讀活動，讓學生能安安靜靜地有一

節完整的閱讀時光，但不想讓閱讀只是「發書、發學習單；收書、收學習單」，

對於史地背景或需要較多知識背景的書籍，我會先進行導讀掃除學生的閱讀障

礙。 

以李潼的《少年噶瑪蘭》為例，學生在閱讀上必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時

空背景的交錯與宜蘭古地名，另一個問題則是噶瑪蘭人的文化與漢人思惟的不同。

因此，在導讀上我繪製宜蘭地圖，製作投影片，為學生講解主角的旅程，使學生

能很快進入小說的前三分之一，並以李潼的繪本「刺桐花開過新年」，為學生講

解噶瑪蘭人的生活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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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繪本、一張地圖、一段旅程，為孩子掃除《少年噶瑪蘭》的閱讀障礙 

閱讀《用左手走路孩子》時，正逢日本 福島核災，因此，我選擇一本有大

量照片的《核能》，再搭配多則當時的媒體報導，讓學生瞭解核能發電及核能災

變。在我們共讀《安妮的日記》之前，則利用以照片及插圖為主的《安妮．法蘭

克的故事》、及收集大量猶太人照片的《請不要忘記那些孩子》，讓學生認識主角，

也瞭解納粹破壞猶太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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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探索能源》及《核能》為孩子導讀《用左手走路的孩子》 

選擇《刺桐花開過新年》、《核能》、《安妮．法蘭克的故事》、《請不要忘記那

些孩子》這類繪本或是照片為主的書籍，作為導讀的材料，除了讓學生閱讀前具

備充分的背景知識外，也提供閱讀低成就學生，在相同議題上的簡易讀本，而能

與其他同學一起參與閱讀課。 

3.閱讀學習單書寫指導 

推動閱讀要成功，除了書好看之外，一定要讓閱讀和寫學習單、讀書心得徹

底脫勾，從不在發書時一併發下學習單是一定要堅守的原則。此外，跳脫傳統讀

書心得—「摘要、優美詞句、心得」的寫法，學習單的設計是針對文本進行提問。

自己先看過書、分析文本，再針對文本進行提問，除了提取訊息的題目，也會有

詮釋整合、比較評估等層次的問題。 

學習單的書寫不是回家作業，在閱讀課中，我會與孩子一起整理、摘要、討

論後，才讓學生以自己的話寫出來，使得學生不排斥寫學習單。而且，透過閱讀

課上老師分享優良書寫範例，學生的書寫逐漸進步，慢慢切中重點與關鍵，不但

言之有物，也能言之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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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原因、經過、結果」指導學生寫摘要  

  

   

閱讀課上與學生一同討論學習單上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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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單-《出事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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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的改變與家長的支持 

推動閱讀兩年多來，班上學生總習慣在早自修、週末隨手拿起書來看，還會

在下課時討論本週的共讀書目。家長也反應學生回家後看電視、打電動的時間變

少，還影響家中的弟弟、妹妹一起愛看書。而做為導師的我，透過讓全班共讀少

年小說，取代以「說教」解決學生問題，感受到學生在少年小說的滋養下愈見成

熟，而使班級呈現溫和、正向的氛圍。 

 

                    晨光時間，班級共讀《五體不滿足》     

 

 

 

 

 

 

 

 

 

 

  

  導師分享閱讀《五體不滿足》的收穫，並與同學討論如何與班上的身障生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