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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閱讀推動課程的積極面： 

由閱讀理解融入補救教學課程探討 

閱讀推動教師在補救教學課程之角色 

 

涂明志 

嘉義縣蒜頭國民小學閱讀推動教師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一切知識的基礎在於閱讀，圖書館則是提供知

識、資訊的重要場域。近年來，圖書館更扮演推動永續學習的重要角色。圖書館

閱讀推動教師屬於國小圖書資源管理專業師資，除了有效管理學校圖書設備及資

源，增進學童應用圖書資料之能力外，更能協助學生透過閱讀增進學習的能力。

《補教教學》承自《攜手課後扶助計畫》，針對班級學業成績排名於後 35%的學

生所進行之教學活動。閱讀既然為一切學科之學習基礎，對於學科成績屬於補救

教學適用範圍之學生，閱讀教師如何運用合適之閱讀理解策略與相關資源來協助

班級導師，針對補救教學目標學生進行教學，以期提高補救教學目標學生之閱讀

理解能力，進而提高其各學科學習之能力與興趣，則是圖書教師在閱讀推動工作

上更為深化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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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部所發行之《國小圖書教師手冊》所載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其扮演的

角色有四：「教師、協同教學夥伴、資訊專家、課程管理者」，其中「協同教學夥

伴」與「資訊專家」兩種角色代表能夠協同其他老師進行教學活動，並且提供相

關的閱讀資訊來協助教學。因此閱讀教師在閱讀策略運用、選擇合適的書籍、學

習如何運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等教學上具有與班級導師同等的角色。在班級中，

補救教學的目標往往是屬於學科領域成績表現較不理想的同學，教師必須針對其

落後的學科進行補救，因此在補救策略的運用與相關的資訊獲取上就顯得相當重

要。閱讀是學科學習的基礎，善用閱讀的策略與資源對於補救教學的目標學生來

說，更有其特別的意義。因此藉由閱讀推動教師發揮其所扮演之角色，與補教教

學教師協同進行的補救教學則更能充實閱讀推動的意義與功能。 

     

    閱讀推動教師提升補救教學目標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進行，透過一學期的教

學課程規劃與前、後測成績及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教學的觀察及反思等，可以提

供閱讀推動教師在協助補救教學實施的成效參考，並藉以修正相關教學策略。 

    課程規畫針對四年級的補教教學目標學生進行，由閱讀推動教師與該年級補

救教學任課教師、另外再搭配兩位夥伴（一位負責處理行政資料，另一位則為資

深教師）共同進行，規畫每週三節計 18 週，共 54 節的補救教學課程，以國語

文領域為範圍，運用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策略，並配合圖書館的每月繪本主題展

資源，針對補救教學目標學生進行相關課程。除此之外閱讀推動教師與補救教學

教師則更運用午休時間以及週四下午的共同時間，針對實施過程所遭遇的問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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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討、修正，使實施的歷程能更加順暢。 

       在教學對象背景方面，八位參加補救教學的學生皆來自於社經地位較為弱勢   

   的家庭，平日父母忙於生計，很少時間能關照孩子的課業，甚至放學後與假日還 

   常在街上遊蕩，父母也無心力管教。班級平時閱讀情況方面，平常早自修時間都 

   有全班共讀的習慣，閱讀教師協助班級從「愛的書庫」借閱，全班就能人手一本 

   書進行共讀，班上的班書共有六十本，每個月閱讀教師協助更換圖書，另外縣政 

   府與民間團體的行動圖書車一到學校，閱讀教師也會通知同學前往借閱和分享。 

   受到風氣影響，這八位小朋友也喜歡借書、看書，男生借的書較偏向科學類與歷 

   史，女生則較多文史及故事類的書。為了更細部了解學生的閱讀能力以利課程規 

   劃與資源運用，因此運用《中文閱讀理解測驗》（林寶貴、錡寶香編，心理出版 

   社出版）進行課程進行前的測驗。結果發現在閱讀理解的次能力方面，大多數學 

   生在〈音韻處理〉、〈語意能力〉、〈語法能力〉、〈理解文章基本事實〉方面問題較 

   少；而〈推論〉、〈比較分析〉、〈抽取大意〉則是八人共同的遇到的困難。另外在 

   數學領域部份因為理解能力的不足，原本已學會的計算題變成應用題後就不知如 

   何列式，對於較長題目也沒耐性看完；社會及自然領域方面也因閱讀理解的困境 

   而出現成績低落的問題。 

       由此可以看出喜歡閱讀的孩子若沒有經過閱讀策略的引導，也可能出現閱讀 

   能力不足的問題。多數專注度皆不足，上課無法專心的情況是常見的現象，需要 

   老師特別提醒及關照，甚至要課餘時間一對一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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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開始前，閱讀教師首先針對補救教學的目標進行前測，並記錄結果。接

著對照《中文閱讀理解測驗》所提供之標準，分析受測學生在各個閱讀理解項目

的表現，並做統計。針對學生最為薄弱的項目擬定教學策略。過程中，閱讀推動

教師與補救教學教師共同討論並依據策略進行教學。每次的教學活動皆進行觀

察、記錄、反思、檢討等，透過教師與教師、學生與學生、教師與學生等討論模

式，修正相關的教學步驟，評估運用的策略。完成一學期教學活動之後，針對補

救教學的目標學生進行後測，再依據後測結果參照前測的結果，評估閱讀教師協

助進行閱讀策略教學後，目標學生在閱讀理解的各個項目表現情況，最後完成結

論與省思。 

     針對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的角色功能，依前述有「教師」、「協同教學夥伴」、

「資訊專家」與「課程管理者」等四種面向。在本活動實施歷程中，閱讀教師配

合補救教學教師共同研討閱讀理解策略，同時規劃補教教學課程，執行協同教學

的活動。在角色功能層次上，閱讀教師協助設計相關教學活動，同時搜尋與應用

相關的閱讀資源，並配合補救教學教師於班級實施，這個過程可以呈現閱讀教師

所扮演的四個面向。在本校實施閱讀推動教師制度進入第三年，除了規劃學校的

閱讀推展等外掛式活動外，透過實際進入班級的協同教學與課程設計、資源運

用，更能深化學校閱讀教育的面向。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針對補救教學的目

標學生，發揮其專業的能力以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除了減輕補救教學教師

在課程規劃與策略應用，甚至資源蒐尋方面的壓力外，透過本歷程還可以看出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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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推動教師在支援補救教學實施上更具有意義的角色。 

    此外，於前測之後所進行的每週教學活動，對照所研討出各次教學評量規

準，最後根據後測的成績來分析教學策略的效果。在前測的結果中「比較分析」

與「擷取文章大意」、〈推論〉三個項目較低，但是經過本學期的補救課程之後，

扣除誤差值，目標學生在這三個項目的表現都有明顯的進步，而且還有其他閱讀

理解的項目因此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例如「理解文章基本事實」一項提高的比

率最高，因為透過「擷取文章大意」的策略訓練，讓學生更容易去了解文章的基

本內涵，可以說是本次教學的另一項額外收獲；另外在教學活動過程中，目標學

生的表現有相當的進步，可見針對補教教學所進行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實際上有

其相當效果。另外補救教學教師在的教學研討會中，也特別針對閱讀推動教師提

供之相關協助表達積極正面之看法，在整個教學進行的歷程裡，舉凡策略的規劃

與執行、教學過程記錄與省思修正、閱讀資源的搜尋與提供等，都少不了閱讀推

動教師的協助。另外在針對目標學生的表現與處理方面，閱讀老師更可以提供不

同的角度與面向的思考，讓補救教學教師能夠更清楚目標學生所遭遇的問題，共

同審視與修正所運用的教學策略。透過協同教師的分享與教學目標學生的成果表

現，可以看出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對於提升補教教學目標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的確有其明顯的成效。  

    補救教學課程於學期末結束後，小組成員透過討論與分享，肯定圖書館閱讀

推動教師與協同教學伙伴之間的合作有相當具體的成果展現，並建議未來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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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年級之外的其他年段或班級，運用完整一學年之實施時間，整合更多領域之

授課教師，共同進行閱讀理解策略融入領域課程之開發，使閱讀能成為領域課程

的基礎，帶動學校閱讀推展更臻於深入與成熟的新階段。 

     

 

 

 

 

 

 

 

補充說明: 

    在本課程效果評鑑工具上，前測後測的題目採用林寶貴、錡寶香所編，心理

出版社出版之《中文閱讀理解測驗》，共分為音韻處理能力、語意能力、語法能

力、了解文章基本事實、比較分析、抽取文章大意、及推論等七個項目，計有六

篇故事類記敘文與六篇說明文，共有選擇題 100 題。在測驗的信度方面，全測

驗間隔的重測驗信度係數為.89，不同年級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86 至.96 之

間；而效度方面，各理解次能力之間均有正相關，介於.72 至.96 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