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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型態的多元與改變 

林彥佑 

國語文中央團輔導員 

閱讀是所有學科之母，也是一門顯學，這幾年有幸擔任與讀寫推動相關的

工作，讓我深知，閱讀不僅影響學習表現，更影響到人格發展、親子關係等。

而這幾年，閱讀的趨勢與型式，也隨著 3c 的興起，產生了不同的風貌。 

綜觀這十多年來的閱讀趨勢，我真的發現，閱讀的型態已經產生了變化，

也確實在教學上，產生了些微的影響。十多年前，初接觸閱讀時，大量強調

「悅讀」，不可否認，那是一種心態上的接受度。進而，慢慢產生了「課文本

位閱讀理解、文本分析、問思教學」，期待老師可以在學生都共有的文本基礎

上，進行閱讀教學、提問教學、問思教學等。而近年來，更強調閱讀理解、閱

讀素養，再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關於數位閱讀、雙素養閱讀，以及新課綱、

118 課綱強調的「生活情境」，都在在成了影響閱讀方向的因子。 

就以「生活情境」融入閱讀課為例，我將那次的主題，鎖定在「讀寫生

活」。在我的閱讀課中，我曾經這樣安排的。有一次，我帶著孩子讀懂廣告單

的內容，包括活動宣傳的理念、時間、地點、活動項目、主辦單位、交通方式

等。我發現，在大人看似容易的紙本廣告單，有些孩子卻無法清楚掌握廣告單

所要表達的重點。例如，我問孩子:「你可以說出活動的主辦單位是哪裡

嗎?」、「你知道為什麼有大地圖與小地圖呢?」、「你覺得文宣所呈現的資訊

夠清楚嗎?」…。 

在那次的紙本閱讀過後，我接續請孩子拿出平板，開始查詢，進入到近年

來推動的數位閱讀; 所以孩子要找該活動的相關網站、活動資訊等。我給孩子

的題目，包括:「請幫忙查查看，從學校出發到活動會場，應該如何規劃?何時

有公車?路線是幾號?」、「請幫忙查看看，這個活動去年、前年也有辦過嗎?主

題分別是什麼?」。問題來了，這時候，有孩子提出疑問:「老師，要打什麼關

鍵字呢?」、「老師，相關的網站好多，到底要閱讀哪一個?」、「老師，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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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找到的介面怎麼不一樣」、「老師，這裡竟然出現英文網站，我讀不懂

呀…」。這就是電子閱讀可能產生的教與學的問題，也是我們在課堂中要去指

導的，包括:「如何下精準的關鍵字詞、如何判斷何者為官方網站、如何篩選正

確並歸納及統整內容…」。那一堂課，我們運用了紙本實體與數位載具，創造

了一堂很不一樣的閱讀課。 

後來，有幾次到校外分享的經驗，我與一些圖書推動教師分享，也許我們

在規劃閱讀課時，可以將「生活閱讀、數位閱讀」整併在一起。後來，有一些

老師回饋給我，告訴我他們的閱讀課也豐富起來了:「我開始帶著孩子嘗試不同

面向的閱讀，例如閱讀車票、說明書，再輔以數位方式深入查詢」、「上次我

們閱讀食品標籤，這次學測作文題目竟然就是『標籤』，完全命中題目」、

「我們學校的閱讀測驗，也慢慢改變文本類型了」。 我也常常告訴師長和孩子

們，現在的閱讀內容，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記敘文、說明文、小說、漫畫，而

是可以擴及到與素養結合的閱讀生活，而這也是近年來，無論是國小學力檢

測，或是國高中的大考，所呈現的命題趨勢。 

在閱讀學理上，有一「雙閱讀素養」，這也是目前清華大學團隊致力於推

動的方向，顧名思義就是希望老師可以帶孩子一起學習「雙閱讀」，包括「紙

本實體」及「數位載具」。這精神，不僅僅是表面的閱讀與訊息擷取，而是孩

子可以提出自己的好奇與疑感，再將這些在網路上查找出來。行有餘力，可以

再將這些歷程與發現，撰述成文，做到最終的讀寫平衡。而經過了這樣的歷

程，我發現孩子們的「寫作能力」變好了，因為很多的環節都是孩子自己探

究、自己與同學或文本對話，當孩子對文本有感，要產出文章自然而然就不難

了。 

隨著科技時代的來臨，閱讀的型態也會跟著改變，但不變的，都是閱讀的

精神。尤其走向跨領域的數位時代，孩子除了該具備閱讀素養，更該接觸生

活，在生活情境中找到閱讀的素材與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