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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08 年度國民中小學
推動閱讀績優學校成果專輯

閱之戀人
校名：富里國小　校長：柯維棟　撰稿人：蔡佳芳、王琇緯

得獎感言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基礎！」本校秉持這個信念，在閱讀教育推動上已耕耘多年，這是一個

不斷微調，並且期待師生能力穩定成長、邁步前行的過程。目前，我們以「閱之戀人」為期許，打

造如沉浸在戀愛般愛閱讀的環境、積極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提升教師閱讀教學的能力，並且落實共

備、說課、觀課、議課、分享的機制，透過各項評量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及教師之教學成效，在來

回調整教學的過程中，尋找最適合本校孩子的學習方式，而孩子們在閱讀表現上的成長及進步皆有

目共睹！而今年全校師生在閱讀這條路上繼續前行，並且加入外界與社區資源，引進新象協會，且

除積極招募新的家長志工並提升志工家長的參與度及專業度，讓閱讀的根深入家庭之中。未來，本

校一方面不斷發掘學生在學習上的需求，另一方面重視教師專業能力的培養及精進，雙管齊下，輔

以各項質量並重之相關評量測驗，以檢測學生學習狀況，調整教師教學，閱讀推動的規劃更能適性

適地。衷心期盼富里國小所有師生都能藉由閱讀豐富彼此的視野，也拓展更開闊的人生道路！富里

國小一路走來經歷許多波折，但我們欣賞這一路上閱讀的酸甜苦辣的風景，體會箇中滋味。感謝評

審們對富里國小在閱讀推動上的肯定，我們會繼續享受與閱讀戀愛的氛圍裡！

成果分享

■■計畫特色

閱讀理解能力不是與生俱來，必須靠教師的引導，並搭配適當的提問技巧及策略來提升學生的

思考，才能深入思索並理解文章內容。而閱讀是學習知識的基礎，與其純粹教孩子知識，不如教他

們閱讀的方法，讓孩子自主學習。本校閱讀推動特色如下表所示：

名 稱 活 動 內 容

一、 充 實 各 項
硬體資源、
建 構 優 質
的 閱 讀 環
境

㈠獲得教育部 104 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改善圖書館（室）空
間環境」之學校，協助學校重新修繕圖書室空間，讓學生能在優質舒適的
環境中進行閱讀。

㈡申請教育部 105 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圖書角空間改善」之
學校，平衡校園內閱讀空間。

㈢善用「愛的書庫」資源，讓學校教師有充裕、豐富的教學資源，藉由班級
共讀的方式，在教師專業能力的指導下來進行閱讀推廣工作。

㈣校友邱洪章先生為培育家鄉子弟，每月捐贈 5,000 元圖書經費，協助學校
每月定期添購新書，讓學生有更豐富的閱讀資源。

㈤與「佛光山雲水書車」合作，每月一日至本校，提供學生不同的閱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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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與「花蓮縣文化局」、「富里鄉圖書館」合作，借閱書籍，增加學生書籍
閱讀的豐富度。

㈦定期採購圖書，並設置新書介紹區，鼓勵學生進入圖書館，推廣新書。

㈧樓梯間設置閱讀區，校園內處處皆有閱讀空間與氛圍。

㈨募集經費購置圖書室設備，如查詢用電腦、投影設備、擴音設備、除濕機、
吸塵器、布告欄、冷氣、窗簾等，讓使用者有更方便舒適的閱覽空間。

二、整合多元資
源、 推 展
校 園 閱 讀
活 動 及 校
本 閱 讀 課
程

㈠每日晨讀 15 分鐘，師生共同沉浸閱讀氛圍中。

㈡每月辦理新書介紹、有獎徵答活動。

㈢每週教師朝會文章分享，養成讀書風氣。

㈣每週班級實施讓報紙去旅行。

㈤新象協會讀書會，長時間陪伴學生共讀，建立聊書氛圍（陳碏老師到校與
作家見面）。

㈥新象協會故事媽媽入班說故事。

㈦跳蚤市場二手書好書交換。

㈧主題作家展：陳碏（月亮情人）。

㈨每學年利用假日辦理閱讀寫作營。

㈩專題書展
1.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食字路口」專題書展。
2.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植有為你」專題書展。

　閱讀課程
1. 在彈性課程中，每班每週一節閱讀課由閱讀教師進行課程。
2. 各領域教師結合閱讀理解策略進行課程。
3. 閱讀教師與教師進行各科延伸教材合作教學。
4. 閱讀課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

　學生成果多元評量
1. 將各班優秀文章投稿至報社 ( 地方報紙、國語日報 ) 。
2. 圖文創作 ( 辦理閱讀寫作營 ) 。
3. 戲劇演書 ( 校友營隊 ) 。
4.「富里好兒」校刊出版。
5. 校內成果靜態展。
6. 閱讀測驗
7. 作文檢測

三、招募閱讀志
工、 投 入
學 校 推 動
閱讀活動

㈠圖書館小志工培訓與運作
㈡圖書館家長志工培訓與運作

四、學校與公私
立 圖 書 館
進行合作

㈠與鄉圖書館合作，讓學生拓展閱讀資源。
㈡與文化局圖書館合作，好書到校共閱讀。

富 里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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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架構

五、規劃並持續
辦 理 教 師
閱 讀 策 略
教學研習，
精 進 教 師
閱 讀 教 學
能力

㈠週三教師進修及週末假日時間邀請專家學者到校進行講座
1. 台北市明德國小花梅真老師至校分享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及教學實例。

㈡第五年參加教育部亮點學校計畫成為花蓮縣的基地學校，進行閱讀理解策
略教學，引導學生學會閱讀策略，進而應用到更多不同學科的學習。

㈢每月一次教師教學共備研習。

㈣每師每學年至少一次公開教學、微型教學，落實說課、觀課、議課。

㈤參加跨校閱讀教學社群，增能學習。

㈥教師參加永齡希望小學培訓，搭配閱讀策略進行學生補救教學。

㈦教師校外分享教學經驗。

六、推動學校與
家庭閱讀活
動

㈠小一新生起步走：開學式辦理小一新生起步走並贈送每位學生一本書，鼓
勵學生及家長進行閱讀教學。

㈡班親會：每學期利用班親會進行閱讀教育宣導。

㈢家長參觀日：每學期辦理一次家長參觀教學日，進行親職教育鼓勵家庭閱
讀活動。

㈣閱讀認證：辦理閱讀認證活動，並鼓勵家長與子女共同完成。

㈤聯絡簿 ( 小天地 )：教師利用聯絡簿進行延伸閱讀教學並促進親師溝通。

㈥家長間辦理「讓文章去旅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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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及學習評量

㈠教學活動設計

閱讀，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發生，因此，培養學生閱讀能力不僅只是在語文領域中進行，

各領域的同步教學，讓學生的學習有其延續性以及擴展性。

⒈閱讀推動教師：閱讀課程設計、延伸閱讀活動。

⒉各領域授課教師：除同步進行閱讀策略、圖資教育，備課時，透過同年段、不同領域教師

進行文本分析。

⒊議題融入：在每周所進行的品德教育時間，配合不同的德目，透過繪本、案例的討論或活

動的執行，提升學生的內外在品行。

㈡學習評量

評量為教學的一項後續 (follow-up) 活動，用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果，及調整或擬定日後教學策

略，因此與教學設計之關係密不可分。

⒈評量過程：⑴形成性評量⑵總結性評量⑶診斷性評量。

⒉評量方式：⑴紙筆評量⑵口語評量⑶實作評量⑷檔案評量。

⒊評量人員：⑴教師評量⑵同儕評量⑶自我評量⑷家長評量。

⒋評量結果：採質量並行、能力與努力兼顧之內涵。

⒌量之調整

⑴文科閱讀測驗由閱讀推動教師進行出題。

⑵評量的內容調整為應用整合的模式亦增加技能、情意之題型，多層次出題且逐步降低命題

光碟之使用比率。

⑶配合雙向細目表以進行命題 - 審題 - 修題之流程。

㈢各領域教師教學

策略 / 教學重點 一年級 二年級

識字 1. 字音連結　2. 部件辨識 1. 字音連結　2. 部件辨識
3. 組字規則

流暢 流暢性

詞彙 擴展詞彙 1. 單一詞義　2. 擴展詞彙
3. 能由文推詞義（新詞）

理解監控 × 能運用理解監控逐步處理不會的字詞

課文大意 重能述故事重點

推論（連結） 1. 能找出句型中之指示代名詞　2. 能找出文本的因果關係 / 句型

自我提問 × 能運用故事結構（六何法）進行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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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閱讀活動

㈠親師閱讀活動

⒈新生閱讀起步走：本校小一新生可獲得「閱讀禮袋」，內含繪本及親子共讀手冊，此外，

一年級導師可從推薦書單中選擇書籍，教師可進行班級共讀及設置「閱讀角」，營造教室

閱讀環境。

⒉ 班親會

本校於每學期初舉辦的「班級親師座談會」中，皆特別為家長規劃閱讀相關宣導，讓家長

能重視閱讀，並透過陪伴孩子閱讀拉近與孩子的距離，積極參與孩子的學習。

⒊家長參觀日

家長不但能透過行政人員的說明，瞭解本校推動閱讀之目標、現況願景外，更可直接進入

策略 / 教學重點 五年級 六年級

識字 ×

流暢 流暢性

詞彙 能由文推詞義

理解監控 能運用理解監控逐步處理不會的字詞

課文大意 1. 刪除 / 歸納 / 主題句　2. 認識文章結構　3. 能以文章結構寫大意

推論（連結） 1. 能找出文本的因果關係 / 句型　2. 找文本支持的理由 / 句型
3. 找從文本中找出不同觀點（找反證）/ 句型

自我提問
1. 能運用六何法進行提問
2. 能進行有層次的提問（事實、推論、
　評論）

1. 能運用六何法進行提問
2. 能進行有層次的提問（事實、推論、
　評論）
3. 能詰問作者

策略 / 教學重點 三年級 四年級

識字 1. 字音連結 2. 部件辨識 3. 組字規則 1. 部件辨識　2. 組字規則

流暢 流暢性

詞彙 1. 單一詞義  2. 擴展詞彙  3. 能由文推詞義（新詞）（多義詞）

理解監控 能運用理解監控逐步處理不會的字詞

課文大意 1. 故事結構　2. 刪除 / 歸納 1. 故事結構   2. 刪除 / 歸納 / 主題句
3. 認識文章結構

推論（連結）
1. 能找出句型中之指示代名詞、轉折詞
2. 能找出文本的因果關係 / 句型
3. 找文本支持的理由 / 句型

1. 能找出句型中之轉折詞
2. 能找出文本的因果關係 / 句型
3. 找文本支持的理由 / 句型
4. 找從文本中找出不同觀點（找反
證） / 句型

自我提問 能運用故事結構（六何法）進行提問 1. 能運用六何法進行提問
2. 能進行有層次的提問（事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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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觀課，並透過作業觀摩，確認孩子的學習與檢視閱讀融入教學之成效。

⒋聯絡簿親師小天地：為使孩子熟練地使用策略進行閱讀，教師根據閱讀教學之策略設計「語

文小天地」並黏貼於聯絡簿中，除能讓學生精熟策略外，家長也能參與孩子的閱讀學習。

⒌閱讀認證：為培養孩子閱讀習慣，加深閱讀的深度，質量並重，推動「愛閱知識樂」及「閱

讀真有味」閱讀護照認證制度。「愛閱知識樂」係根據孩子的年段設計不同之閱讀目標，

鼓勵孩子達成閱讀目標量。「閱讀真有味」則是採質性檢核的方式確認孩子閱讀的狀況，

並由閱讀團隊教師根據 PIRLS 各層次進行提問認證。

⒍讓文章去旅行 _ 家長

導師自親子天下中選擇適合的文章讓家長閱讀，並於閱讀完畢後簽名或寫下心中想法後交

給孩子再帶回學校。藉由文章的交流，家長們不僅可以學習到教養孩子的方法，導師也能

從家長的回饋中得知父母的教養態度。

⒎讓報紙去旅行 _ 學生

班級導師為了彌補在偏鄉的孩子在吸收新資訊上的不足，利用國語日報有豐富新聞、精采

文章的特性，讓孩子每週帶回家念文章給家長聽並簽名，一方面可訓練孩子唸讀的流暢度，

另一方面也可讓家長了解自己的孩子在閱讀上的程度，增進彼此的親子關係。

㈡教師成長

⒈朝會分享

利用每週二教師朝會時間進行「文章分享」，根據不同文本進行分享，並以「閱讀策略」

為方式呈現報告。

⒉週三進修

⑴教師共同備課

⑵基地學校計畫：課文本位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⑶微型教學

⑷台北市明德國小花梅真老師教學指導

⒊教專社群：社群均以閱讀為出發點，指導學生如何運用閱讀理解策略來解決學習上各科目

所遇到的困難，也讓教師們多一些討論時間，來共同思考各科教學與教材上的教法與運用。

■■資源運用及管理

㈠資源挹注

⒈單位團體

⑴政府機構

a. 教育部購書經費　b. 教育部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c. 偏遠學校閱讀推廣計畫

⑵民間團體

a. 校友邱洪章捐款購書　b. 愛的書庫　c. 雲水書車　d. 家長贈書

⒉專家學者

⑴花梅真老師　

㈡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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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圖書室規畫管理

⑴空間規畫

本校圖書室能有今日舒適的環境及設備，從民國 99 年至今前後共歷經六次的設計及變動。

而音響、電腦、單槍、玻璃白板之上課設備，也在議員款的補助下一一補足，成為全校最

舒適、完善的教學區域。

⑵書籍編目上架

書籍編目以本校閱讀推動團隊教師負責，書籍上架則訓練家長志工及學生志工執行。

⒉志工培訓

⑴家長志工

志工媽媽利用自己的閒暇時間，義務的整理圖書室的環境、幫孩子借還書，甚至在專題書

展期間進到課堂上擔任關主，並在教師朝會時進到班上說故事、帶活動，目前已經是本校

圖書室主要人力資源。

⑵學生志工

本校的學生志工主要招募高年級的學生為主，在正式上工前他們必須先學會使用全國圖書

管理系統、上架、排架、索書，成為讀者諮詢的小幫手。

⒊資源利用

⑴圖書館利用教育：閱推教師進行課程。

⑵教師運用

課程支援以國語課為主，進行課文文本以外的延伸閱讀。此外，若教師教學實需要額外的

資料，圖書室也提供老師彈性的運用。

⒋相關配合活動

⑴新書介紹及有獎徵答

自每月購買新書中挑選六本做深入介紹，將導讀和問題貼於公布欄上，在圖書室設置專區

陳列。

⑵專題書展

本學年度的書展主題為「食字路口」及「植有為你」。「食字路口」介紹世界各國的食物，

及各項食品兒權的議題，能對食品有更深一層的基本認識；下學期則為貼近孩子日常的「植

物」為主題，除了介紹相關書籍，更帶進許多植物品種及用途的議題！

⑶書籍導讀

根據國語課本文本內容，經由閱讀課做書籍事先的導讀，讓學生對於課文文本和書籍形成

連結，經由提問策略讓學生能深入思考。

⑷成果發表

a. 心得創作

教師利用愛的書庫，於班級上進行共讀活動後，邀請學生上台分享自己的想法。

b. 徵文投稿

教師在班上進行作文教學後，由學校閱讀團隊協助參與投稿地方報紙，而這小小的投

稿舉動也在無形中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49

■■創新作為

㈠閱讀成果發表

⒈校內

⑴教師：每個月週三下午的教師共同備課、每個學期的微型教學都讓教師在閱讀策略教學能

力更加穩固。

⑵學生：a. 班刊　b. 校刊

⒉校外

⑴教師

長期以來我們的努力獲得附近學校的肯定，多次受邀至其他學校協助說明閱讀教育的推

行、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閱讀教育推動的規劃、帶領教師們備課。

⑵學生：語文競賽：本校 106 學年度鄉語文競賽成果不斐，在鄉賽獲得了不錯的成績。

㈡閱讀特色活動

⒈ 新象協會故事媽媽入班說故事

新象協會故事媽媽乃由閱推教師進行申請，一個學期會入班一次，這些故事媽媽不一定有

教育背景但卻對孩子充滿熱情，除了說故事之外更會帶領孩子進行活動。

⒉陳碏老師的讀書會

陳碏老師最愛閱讀孩童純真的眼神，所以長期致力於創作兒童的故事，這次有幸能邀請陳

碏老師到學校分享她的創作理念並與孩子共讀月亮情人。最後，陳碏老師帶領孩子針對書

中的內容，提出自己的問題與想法，每個孩子都能說出讓人意想不到的想法或建議喔 !

⒊閱讀與 108 課綱

因應 108 學年度逐年實施的 12 年國教課程，學校在 107 學年度即邀請外來講師帶領學校

老師進行校訂課程的擬定，把學校原有的特色課程 _ 閱讀，成為校訂課程四大主軸之一。我

們希望富里國小的孩子，能先認識家鄉、擁有愛鄉的情懷 ( 公埔主題曲 ) 後，藉由閱讀過程

及方法 ( 愛閱交響曲 )，具有國際意識及世界觀 ( 世界進行曲 )，最後成為好公民 ( 公民練習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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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08 年度國民中小學
推動閱讀績優學校成果專輯

 
 

小一贈書起步走 六年級進幼兒園說故事

 
 

作家進校園陳碏 四年級延伸閱讀資料分類統整

花梅真老師帶領老師共同備課 洪麗瑜教授到校觀議課

校長微型教學 參觀鄉圖書館 專題書展 - 食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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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校外分享閱讀理解策略 教師朝會 - 讓文章去旅行 雲水書車到校

  

新象協會入班說故事 圖書利用教育 - 書籍的演變 圖書利用教育 - 認識小說

 
 

圖書志工媽媽入班說故事 閱讀寫作營

評語

1. 閱讀推動計畫周詳，全校動起來，圖書室能協助教師延伸閱讀，專題書展搭配闖關活動，有

策略有步驟，並能兼顧低成就的學習表現，亦能調整評量為閱讀素養導向的方式。

2. 既有的豐實基礎上，仍持續精緻化。 Ex：評量調整之用。

3. 建立完整理念及短中長期架構，多統整推動、建立各領域融入閱讀形成校本特色，具完整校

訂規劃、整合各項資源，推動閱讀教學。

4. 推動閱讀課程持續且確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