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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舞鶴國小　校長：楊琇惠　撰稿人：徐惠春

閱之舞 ‧鶴翱翔

得獎感言
~~ 想讀、會讀、持續的讀 ~~

對身處於現代的小孩來說，要靜下心來閱讀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物質與文化環境相對不利的偏

鄉，家長往往因忙於生計，而缺乏陪伴孩子的時間與精力，遑論閱讀習慣與興趣的引導。閱讀是重要

的，更應該是幸福的！透過閱讀氛圍與環境的建置，我們希望學生重拾對閱讀的興趣；透過閱讀課程

的設計與策略學習，我們期望學生學會閱讀，進而藉閱讀學習；透過全體親師生的重視與努力，我們

相信，孩子能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並善用閱讀豐富自己的人生。

本校為推動「閱之舞 ‧ 鶴翱翔」的閱讀計畫，設計了多元閱讀活動，而這些活動都只是一個個觸

媒，目的都在讓孩子愛上閱讀，這是我們可以給孩子最棒的禮物。期望今日，我們的孩子願意舞動悅

讀之翼，明日，他將能鶴唳翱翔於無垠。

謹代表本校的親師生感謝各界的協助，讓我們擁有豐富的資源，讓我們逐步建立本校閱讀特色，

擴大學生視野，增進學生閱讀力。

本校能夠持續獲獎，除了感謝評審對於本校教師在努力推動閱讀上的肯定，也感謝相關單位給予

這樣一個發表的平台，讓舞鶴的孩子可以被看見，未來舞鶴的團隊也會持續秉持著愛孩子的心，發展

與推動更多適合孩子的閱讀活動。

成果分享 
■計畫特色：

本校積極爭取教育部「偏遠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實施計畫」、教育部「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

計畫」、十二年國教 - 精進計畫、教師專業社群等相關資源支持，統整閱讀課程與教學、圖書館利用

教育、閱讀推廣活動等面向，訂定各學年度推動閱讀實施計畫，期望讓學生的學習更多元且全面。

⒈行政支援：爭取及善用各項經費與民間機構團體來支援教學，如：申請新象協會的各項服務、雲

水書車、結合各項經費購置新書，成立校園志工團體，協助閱讀推動。

⒉課程與教學：教師自編教材，結合社區特色，透過親師合作，讓學生對家鄉更有認同感。強調閱

讀策略運用，有效掌握文章重點，提升語文能力。閱讀融入各領域，讓學生不再侷限課本的知識，

進而發展統整能力。

⒊閱讀推廣活動：採多元學習及提供發表舞台，加強學生能透過自我學習，進而培養閱讀習慣及增

進基礎閱讀能力。

⒋圖書館利用教育：以學生為主體，結合學校及在地資源，規劃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讓學生的學

習不只在校園，還能學會善用社會資源，達到學習的延續。

舞鶴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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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教師增能：申請教師專業社群及精進教學品質計畫，辦理教師閱讀與寫作及有效教學等增能研習；

補充教育類圖書，透過讀書會的知識與經驗分享，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⒍學習成果發表：提供學生發表舞台，辦理和參加各項競賽與表演，以及期末實施閱讀成果展，展

示優良閱讀成果作品（學習單、作文簿、小書創作等），以達觀摩學習與鼓勵之效果。

■計畫架構

■教學及學習評量： 

    本校教學團隊教師皆重視閱讀，肯定閱讀的功效，在教學上，都能盡量將閱讀融入各學習領域

中，藉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擴充生活經驗及視野，形成另一種潛在學習的功效。因此在閱讀教學活

動的設計上，我們以學生為中心進行各項課程規劃，期望透過系統性課程，或相關延伸學習，激發學

生的思考力及創造力。

⒈自編閱讀課程：本學期規劃三個面向十個主題，並針對不同年段融入在地文化學習：低年級掃叭

傳奇、中年級悠遊北緯 23.5、高年級探訪茶與咖啡的故鄉。

⒉推動班級讀書會：建立學生自發性學習及分享交流的成功經驗，開啟學童多元的思考向度與思維

的辯證，以期學生能將知識與經驗結合成隨時可用的能力。

⒊閱讀結合社區文化特色發展在地課程：本校以在地觀光特色及文化資產，發展出學校的在地本位

課程與學校特色，引導孩子們從家鄉的故事中發現家鄉的歷史，再進一步探究族群間的歷史變

化，學習欣賞不同文化內涵，豐富並定自己的文化價值。

⒋辦理茶鄉部落故事閱讀寫作研習營：本校長期推展茶鄉文化及部落傳說故事閱讀及寫作，並於暑

假辦理營隊，讓閱讀和生活產生連結，以提升孩子閱讀興趣，進一步提升讀寫能力。

⒌閱讀能力之評量：透過閱讀課程與教學之推動，我們希望學童閱讀興趣、圖書館利用能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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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能有所提升，此外，能藉閱讀激盪思考，提升邏輯層次，更希望師生之間能有情意教學的

良性互動。因此，我們採取多元方式評量學生之閱讀學習狀況，藉由撰寫報告，深入賞析，融

入文內，讓閱讀快樂化；藉由分組討論，同儕學習，相互激盪，讓閱讀活潑化；藉由發表心得，

充分分享，學習表達，讓閱讀立體化；進而讓學生主動閱讀，並進而自訂閱讀計畫。

■ 親師生閱讀活動： 

⒈晨光閱讀：為了積極營造良好的閱讀的情境，及顧及學生安全，本校每日集中早到校學生於本

校圖書室，由導護老師帶領學生進行閱讀活動，再加上配合教育處推動之每日晨讀十分鐘活動，

每日 8：00~8：10 導師與學生一同坐在教室進行寧靜閱讀，希望藉由大家一同閱讀的氣氛，養

成孩子靜下心讀書的習慣。在歷經六年以上時間的調整與推動後，學生閱讀習慣已漸漸養成，能

在短時間內投入閱讀且能快樂的與同儕分享心得與發現，再加上持續推動的小小說書人的活動，

增加學生上台發表的機會，也增進了學生的自信心。

⒉品德書籍推薦：品德在閱讀中成長，配合每週核心品德，由導護老師挑選相關品德書籍或小故事，

除了提升學生閱讀興趣，也能在故事中學習好品德，讓學生結合閱讀及生活經驗。

⒊古文經典閱讀活動：自花蓮縣推行讀經運動，本校即規劃班級讀經時間，並利用升旗時間進行經

書背誦發表，期末時舉辦經典闖關活動，讓學生樂於背誦，讓校園裡充滿琅琅讀書聲。

⒋小一新生起步走閱讀推廣：閱讀從小紮根，配合花蓮縣舞鶴國民小學執行 104 學年度「教育部

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閱讀推廣計畫」辦理對家長宣導、贈書及書籍利用與推廣等相關活動，讓

家長一同重視閱讀。

⒌親子共讀：利用班親會及親職教育活動倡導親子共讀，透過家庭共學，協助兒童建立正確之社會

價值觀。以親子共讀來培養學生多元學習能力，以及藉此活動拉近感情更親密而且增進對品行

與道德的行為認知。

⒍讀報小達人：圖書館設置讀報專區，提供國語日報供師生閱讀，並辦理讀報教育及有獎徵答等活

動。各班利用愛心人士贈送之國語週刊進行相關語文活動。

⒎引進校外資源進行閱讀活動：為提供學生更多元的閱讀經驗，本校積極引進新象協會、雲水書車、

中國人壽等民間單位協同辦理各項閱讀活動，希望帶給小朋友不同的刺激及體驗，更增進小朋

友的閱讀興趣。

⒏圖書館主題閱讀活動：每月選定若干本新書或好書，於佈告欄進行好書推薦和閱讀活動公告，並

於圖書館設置好書推薦閱讀區及主題書展閱讀區，不定期進行有獎徵答、繪畫比賽、票選活動

等。

⒐說唱藝術表演：舉辦辦理校內戲劇表演、親子或學生劇場、說故事比賽、小小說書人等活動，增

加學生語文能力及發表的舞台，豐富閱讀學習活動，並組隊參加校外各項戲劇競賽。

⒑教師專業成長：申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深耕讀寫」為主題，針對閱讀教學相關策略提出經

驗分享及討論，透過同儕的相互激盪和共識凝聚，共同為閱讀推廣活動努力。辦理閱讀與寫作研

習：聘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本年度聘請到侯秋玲老師及陳素宜老師進行

有效教學及閱讀與寫作研討。成立閱讀推動小組，不定時檢討實施進度及成效，並做專業對話、

教學經驗分享。

舞鶴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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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及管理： 

⒈改善閱讀環境

給孩子最好的閱讀環境，一直是舞鶴團隊共同目標，除了透過教學課程設計與熱愛閱讀的信念

與行動，也朝著擁有舒適的圖書室目標前進，因此尋求社會資源的協助，如愛基會協助改善圖

書室設備，讓本校能一步一步建置出一個讓學生愛閱讀的環境。

⒉整合圖書資源

圖書室現有書籍除了運用政府補助款、計畫申請款項購買外，更獲得民間單位如中國人壽、溫

世仁文教基金會、應雲崗文教基金會、友華生技、持修積善協會、原始生活協會等單位贈書，

另外尚有多位善心人士捐贈二手圖書、雜誌，或訂閱國語週刊、國語日報供學生閱讀，並善用

舞鶴「愛的書庫」供學生更豐富的閱讀素材，鼓勵教師進行共讀與閱讀指導。

⒊圖書資源管理

本校目前學校藏書約有 6500 冊供小朋友閱讀，此外各班級教室規劃班級閱讀角有上百本的班級

圖書讓學生課餘時能就近看書。配合圖書自動化系統，由本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及替代役男

將全校圖書加以編目建檔，方便學生借閱。 

■創新作為：

⒈學生閱讀成果發表

1-1 語文競賽：辦理校內各項語文競賽，增加學生語文能力及發表的舞台，並組隊參加校外各項

語文競賽。

1-2 閱讀心得發表：鼓勵學生寫作並發表閱讀心得，另外提供校刊作為發表園地。並舉辦閱讀心

得比賽，各班擇優參賽，由學校頒發獎狀、獎品，以資鼓勵，優秀作品送件參加心得寫作比賽

及投稿至各類兒童刊物。

1-3 徵文投稿：利用班級讀書會及作文指導課，引導學生由閱讀到寫作，培養其閱讀及寫作能力，

鼓勵學生多書寫閱讀心得或相關文章，擇優投稿報刊，獲刊登者依獎勵辦法給予獎勵，並於學

校公布欄規劃「作文投稿」專欄，可做優良作品分享。從 102 學年度起至今，本校學生投稿稿

件榮獲報紙刊登者共計 102 件。

1-4 閱讀護照及學位認證：依舞鶴閱讀護照辦法，訂立閱讀認證及獎勵制度，作為舞鶴小學士、

小碩士、小博士獎勵之依據。

⒉教師閱讀成果發表

每學期教師會針對閱讀教學提出相關教學設計，並進行課堂實作與觀摩、對話討論；此外，亦

利用教師讀書會共同研讀專書，並行口頭、書面心得分享與專業對話。

⒊發展在地的閱讀特色

透過在地課程之實施，我們引導孩子關懷生長環境中的人事景物，閱讀身邊的風土與人情，並

藉由實際的行動與探究，提出研究所得，豐富學習活動。例如，我們以在地課程的舞鶴石柱故事、

北回歸線采風、茶與咖啡等內容，帶領學生進行石柱、茶語販後、台地上的蠟燭、尋回失落的

咖啡等研究，參加本縣本土使命式競賽。未來，團隊將持續運用在地自然、文化特色，發展在

地閱讀素材、閱讀活動，讓閱讀和孩子的生活產生更緊密的聯繫，發揮更大的能量，讓孩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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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閱讀。

⒋圖書志工協助推動閱讀活動

4-1 圖書小志工進行整理圖書及借還書。

4-2 閱讀志工，進行閱讀相關活動如讀報教育。 

4-2 社區閱讀萌芽：有感於閱讀對孩子的重要與啟發，本校家長會自發性推動假日閱讀，或購置

圖書、或借用學校書籍，就近利用部落教室為基地，提供孩子閱讀時間與空間，並邀請講師帶

領延伸藝文活動，如繪畫、音樂等，讓閱讀的種子逐漸在社區萌芽，亦豐富了孩子的假日生活。

新生閱讀推廣活動

推動班級讀書會

利用贈書進行親子共讀 親子小書製作 親子小書製作

利用贈書進行親子共讀

學生透過繪本封面、主題，猜一猜接下
來會發生什麼故事 ?

學生將本書中最愛的一個畫面
跟一句話完成。

學生將看完書的想法寫下後貼在
聯絡簿上與家人分享

校長親自贈送閱讀禮給新生 校長向全校學生及家長宣導閱讀的重要

ㄧ年級讀書會
-再見小樹林

二年級讀書會
-城市裡的最後一棵樹

五年級讀書會
-橡樹上的黃絲帶

經典閱讀推廣活動

每週三輪流不同年段上台進行讀經背誦發表，增加學生上台表現的機會。 期末經典闖關活動

舞鶴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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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狐狸愛上圖書館」繪本
導入學習建立及遵守圖書館的各項規則 會使用網路搜尋引擎 能綜合運用校內外圖書館系統功能

經由小組競賽遊戲
讓學生認識十大分類和排架

學習如何閱讀各類圖書
以科普書為例 建立閱讀檔案

低年級閱讀課 中年級閱讀課 高年級閱讀課

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主題閱讀活動

引進校外資源推動閱讀活動

閱讀激勵書籤製作

新象故事媽媽說故事

邀請兒童文學作家 - 陳素宜老師分享創作的
歷程，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

端午小詩人

雲水書車到校

新象影像閱讀營 - 讓學生學習從影片中讀出
作者想表達的意念，再將影片故事演出來。

元宵猜燈謎

社區故事叔叔阿姨說在地故事

ㄧ頁書創作作品請作家簽名
大家都像小粉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