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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力決定未來 

讓每個孩子成為更好的自己 

台南市安平區石門國小 林逸馨老師 

 

新課綱─讓孩子成為更好的自己！ 

讓每個孩子都能被看見， 

是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新課綱，就是要讓每個孩子， 

都成為課堂上的主人。 

 

本着良師興國之精神，學校應負起「文以載道」的責任，教育學生成為具有公民素養

的健康公民，進一步為國家社會培育治國人才為己任。 

教育   成為一切競賽的起點 

看到家長的焦慮－擔心孩子是否能適應未來的社會 

聽到老師的困惑－憂慮孩子無法因應未來環境變遷 

唯有知識和學問才能帶給學生志氣與意志力，而志氣由何而來？由讀書而來，「讀書

是窮人唯一的翻身的機會，也是最便宜、最簡單的方法。」 

於是我們應將奠基「閱讀磐石」，學習是一種內化的工程，學生必須找到自己的興趣

去學習，養成「學習閱讀」、「閱讀學習」的習慣，在「閱讀理解」中提升學習力。透過自

我勉勵才能夠不斷精進。 

決定學生未來的三大關鍵： 

    一如何更高效率的學習 

    二追求成績的真正用意 

    三何謂正確的讀書態度 

 

於國語日報報導中，台南大學洪碧霞教授指出，我國推動閱讀素養於 2018 年 PISA

成績中有見成效，資源也有進入偏鄉，但低成就學生仍未跟上，對於教師現場教學是更大

挑戰，另外，PISA 於 2018 年採電腦適性評量，使用許多數位化，網際網路素材，更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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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評估的能力，呼應我國 108 課綱學習方式，建議針對低成就學生積極介入教學，協助

他們學習精讀，而非全面認真讀，並進行補救教學及評量方案的研發，教育部國教署長彭

富源表達，未來教育部將透過閱讀素養計畫，增加國中小閱讀教師，提升學生自主閱讀能

力，協助閱讀低成就學生；高中方面，則強化閱讀與學科的連結，開辦學習扶助課程，強

化素養導向的扶助課程教學。 

 

每天都要閱讀，無論報章雜誌或書籍，藉此獲得資訊與知識，「大腦才會動」，才能產

生智慧，生活應培養閱讀習慣，從圖畫到文字，與閱讀一起成長；培養閱讀習慣，除了提

升閱讀能力及語文表達能力外，甚至連數學成績都提升了，因為有時數學不好不一定是計

算問題，而是理解問題，因為看不懂題目；2018 年 PISA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除評量

閱讀、數學、科學能力之外增加全球素養評量，學生可利用閱讀文本學習，了解各地歷史，

營造『全球村』浸潤式環境，從點、線、面進行螺旋式、系統式、整體性的認識與了解，

因此「閱讀」對於「全球素養」有關鍵性影響，閱讀就是開拓孩子國際視野最便捷、最經

濟的方式，也是孩子認識世界的第一步，閱讀時事新聞，可以掌握世界脈動，了解各國風

土民情，甚至點燃孩子探索異國文化的熱情，國際素養是 21 世紀孩子須具備的基本能力，

閱讀可說是最佳的方式；低年級首重引發「閱讀興趣」，中年級擴展「閱讀廣度」，高年級

加強「閱讀深度」，我們將以閱讀的力量，給孩子一雙強壯的翅膀。 

 

實踐閱讀教學方案如下： 

方案一、加強閱讀先求量，以「閱讀護照」輔助。  

推動「閱讀護照」方案，隨時檢閱自己的閱讀歷程，多元的藏書、活潑的學習環境，

提高了孩子的興趣。 

方案二、理解閱讀要求精，以「繪本製作」演繹。  

當孩子透過語文天地，進入各學習領域之後製作繪本，以透過實作評量(照片加文字、

圖片加文字、自己畫圖加文字……等形式)，習得知識，開拓學習視野，啟發孩子無窮的創

意。 

方案三、演書閱讀在求知，以「戲劇呈現」體驗。  

「演書」是創新閱讀方式，戲劇呈現閱讀成果，演書是閱讀理解高層次的展現，將書

本故事以演戲方式呈現，孩子們不再拘泥於文本閱讀，而是應用所讀資訊加以運用產出，

讓閱讀素養再次精緻化，透過演書閱讀，孩子們展現出從容大度，嘹亮的聲音，生動的表

情，熟練的肢體語言……，我們知道孩子們做到閱讀理解高層次!除了傳統英語戲劇、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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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手偶、演布袋戲(詩詞對白)，也可結合 STEAM 凸輪轉軸戲台進行演出。 

方案四、故事閱讀應求活，以「校園記者」選拔。  

從簡介純淨美麗的校園風光，師生熱情互動，以及生活中有趣好玩的新鮮事到擔任讀

報小記者提升兒童語言能力，成為優質公民！ 

 

閱讀除了可到圖書館，「學校社區共讀站」也是一個閱讀的好所在，共讀站利用學校

既有圖書館及閒置空間並結合社區資源，歡迎每一位社區居民使用，尤其陪著孩子閱讀，

絕對是親子交流最佳方式。「親近山林、走進自然，享受自然」，大自然就是最佳的學習場

所，在多元環境中深化各學科領域所學，相信對培養孩子解決問題與規劃應變的能力有莫

大的幫助。 

學生不斷的成長與進步是值得鼓勵的，在課程學習我們非常重視學生課堂參與與自主

學習活動，希望能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為了讓孩子更有效率的學習，自然與生活科

技文本閱讀要訣如下： 

一、概覽全文 

(一)單元標題 

(二)活動標題 

(三)次標題 

二、逐頁分段閱讀 

(一)讀到頓號：將「、」前後語詞用紅筆圈起來。 

(二)看到紅色字：多看 3 次。 

(三)看到問號：把問題想一想。 

三、發現問題：做記號，上課提問 

如「便利貼」的發明是一開始發明不被重視不太黏黏膠「希拉」的功勞？還是把黏膠

應用在便條紙，使便利貼大為流行「法內」的功勞？讓學生進行深度思考。 

 

108 課綱上路，考試題目也有以下 3 個改變： 

一、題目以長篇文本為主 

二、題型生活化、素養化，而且跨領域 

三、除了對錯，還要知道為什麼，並表達出來 

而閱讀理解素養的數位學習科技將是所有教師增能前運作的關鍵！教育科技將弭平

教育資源的落差。閱讀素養系統，就像一套演算法，讓我們像數學推導一樣，一步步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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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實現高效率的閱讀。台灣在 PISA 評量的表現上，不談整體排名，單從閱讀素養中

擷取訊息、統整解釋、省思評鑑三個層次來看，在統整解釋與省思評鑑這兩個層面，與領

先國家的表現就有了明顯的差距。這表示，我們的孩子缺乏藉由他所讀到的內容自主進行

建構與推論的能力，而欠缺這樣的能力，在真實情境中將會造成合理預測與判斷的困境，

這也就是閱讀教育為當務之急了！ 

未來不能只一昧地提供孩子們的照顧而已，更應教給孩子思考的機會！與人合作的能

力！回應社會問題的能力！更應該教導他們如何成為一位健全的社會公民！這也是十二

年國教課綱強調未來教育應培養孩子的核心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