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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文字激發想像，想像構築世界，世界書寫冒險，冒險造就童年……，每個孩子的心中都有一個

記憶深刻的童話故事，於是，我們打造了夢想書房，讓志學的孩子徜徉其間，讓每一個學生都能藉

著閱讀，在廣大的天地間自由翱翔。一路走來，得助於家長與老師，在閱讀的領域裡，引領卻不強

迫，示範卻不框架，就是期望孩子能透過文字、領略世界之大、自然之美。

志學國小在 102 年將耕耘多年的閱讀課程與生態課程做結合，帶著學生製作校園小圖鑑，校

園生態故事集，並以探索校園生態為主軸，廣泛閱讀生態書籍，運用生態圖鑑，學會觀察與探索。

107 年則因應 108 新課綱，規畫出一系列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以志學校園為探索場域的課程，此

課程融合自然與生態元素，進行觀察、探究、實作等教學模式。同時，我們也培養孩子的閱讀能力，

從廣讀到深讀，並運用閱讀策略教學，引導學生習寫觀察記錄、主題研究、專題採訪寫作、跨域共

讀……等，除了奠定孩子的閱讀基礎，也讓閱讀能力做貼近生活化的運用。

志學國小會秉持著初衷持續推動閱讀，如今的志學，書聲充滿校園，閱讀就是志學孩子每天的

第一道晨光。

校名：志學國小　校長：陳立輝　撰稿人：吳宇凡

■■計畫架構與特色

志學國小多年來持續推動「愛閱三部曲」，期許學生在充滿閱讀氛圍的校園中，喜歡上閱讀，

再經由閱讀理解的策略教學，引領孩子學會閱讀，同時也藉由多文本閱讀，將較廣泛的概念做系統

式的歸納，進而能將累積的閱讀能力運用在求得新知與生活運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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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un to read：打造校園閱讀氛圍，每一天都不能沒有書。

志學國小參與中央大學「身教式持續閱讀與聊書計畫」，105 年至今，推動以興趣為本之閱讀

模式，重視培養學生閱讀興趣與習慣，注重讓學生有自己選擇閱讀內容的權利，鼓勵孩子從願意閱

讀到喜歡閱讀，期許培養學生終身閱讀之習慣與能力。此計畫以培養學生興趣為基礎，強調老師與

家長成為閱讀的楷模，學校同時也積極邀請家長參與，共同打造校園與社區的閱讀氛圍。

圖書室則是由志工媽媽團隊與圖推教師協同，營造適合孩子閱讀的友善空間，並且志學國小圖

書室是全開放空間，班級可以隨時大量選書將書館藏地立刻改設為班級，更方便班級教師與學生的

書籍選用。除了班級外，科任教室也設有閱讀區，讓學生何時何地，不受限制，隨時都有書。

二、learn to read：整體規劃三個年段的閱讀策略，培養學生閱讀能力。

「沒有人天生會閱讀，閱讀是需要教的……」東華大學的意雪老師這樣告訴我們，所以指導學

生學會閱讀，是我們的任務，志學國小於每學期初進行教師閱讀策略共備研習，教師須選擇本學期

適合的文本，搭配「閱讀策略」做重複指導教學，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  

108 新課綱起步，「閱讀理解」成了各科最重要的學習主軸，未來將變成更重視孩子是否有運

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態度，有閱讀理解素養的孩子，才有能力在不同領域的學習中擷取資訊、

統整解釋、省思評鑑。

年級 閱讀策略 圖書館運用

低年級
圖文連結 ‧ 故事內容重述 ‧ 預測 ‧ 故事

分鏡
★認識圖書館　　　　　★喜愛閱讀並分享
★樂於參與圖書館活動　★珍惜圖書資源

中年級
六何法 ‧ 找關鍵字 ‧ 預測 ‧ 書線策略 ‧

摘要 ‧ 連結線索（指示代名詞／轉折詞
找文本支持理由）

★大量閱讀　
★多文本閱讀並察覺主題與體會樂趣
★了解圖書分類

高年級
摘要 ‧ 自我提問 ‧ 詰問作者 ‧ 找不同觀

點（反證）‧ 摘要策略 ‧ 推論策略 ‧
心智圖

★利用圖書室尋找主題素材　★多文本閱讀
★認識公共圖書館與電子書
★認識智慧財產權與網路倫理

三、read to learn：將閱讀能力運用在校本課程—校園生態探索課程中。

以 108 課綱校訂課程「生態大探險」為主題，以生態探索結合閱讀課程，來進行跨域閱讀，

將閱讀課程做更情境化、系統化、多元化的運用。在校園生態探索的情境中，藉由生態課程引領生

態閱讀，生態閱讀激發探索精神，我們看到在生動趣味化的課程中，孩子化被動為主動，樂於參與，

快樂學習喜愛閱讀。

校本課程教學主題 校本課程學習單元 閱讀
〈生態理解〉

認識校園大樹與樹居動植物
一樹石獲

大樹啵棒（一年級） 生態繪本閱讀我會說故事
樹食旅店（二年級） 生態書籍閱讀小書製作

〈生態理解〉
認識校園大樹與樹居動植物

蟲鳴鳥叫
蟲獲新生（三年級） 圖鑑閱讀觀察紀錄
鳥音尋蹤（四年級） 圖鑑閱讀觀察紀錄

〈生態行動〉
能利用校園植物的特性發揮

其實用性
花果傳奇

拈花惹草（五年級）
生態書籍閱讀
網路資料收集並報告

果漾風華（六年級）
生態書籍閱讀
小小生態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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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生閱讀活動

一、常態式閱讀活動      

㈠身教式閱讀：全校全面推行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每日早晨，班級自動進入安靜閱讀時刻，

校長、教師、行政人員一同加入閱讀行列，全校共享閱讀時光，每月第二個星期五也固定

邀請家長入班，參與安靜閱讀活動，期盼家長感受到校園裡的閱讀氛圍，支持閱讀活動。

自然與社會科任教師，也利用課堂，一週一次，以「指定讀」和「自由讀」的模式，與孩

子一起做自然領域與社會人文共讀。

㈡班級聊書活動：閱讀完書籍後，讓孩子自然而然相互聊書，也邀請校長、科任教師、家長

進班，分享自己所閱讀的書。

㈢多元活動融入寫作課程：圖推教師與各班導師協同，整合全學期閱讀活動，並由活動延伸

寫作課程，每學期製作學校校刊。

  

  

二、主題式閱讀活動

參與東華大學偏鄉閱讀巡迴書展，志學將主題搭配學校活動設計延伸課程，一學期有兩個主

題，108 學期分別為「交通工具」、「旅行」、「藝術」、「認識自己」，另外藉由主題文本，做

閱讀策略教學與主題寫作。

㈠交通工具：導師和圖推教師協同，對各年段做主題書的導讀，再配合書展的主題，推出了志

工媽媽說故事活動，志工媽媽以「野貓軍團開火車」的繪本搭配豐富的肢體動作和聲音表

情，讓小朋友們都被故事深深吸引了，同時也辦了一場「交通工具玩具展」，讓孩子體驗

書中有趣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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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旅行：將本學期山野教育、城鄉共學與學生自己的旅行經驗做統整，邀請韓麗蓮老師以「落

花水面皆有詩」的講座，帶領學生感受旅行中所見所聞，用心體會大自然，再將自然美景

化成充滿魔力的文字，韓麗蓮老師帶領孩子讀詩寫詩分享詩，用詩勾勒出記憶中的情境。

黃文輝老師則分享自己旅居紐西蘭的經驗，將生活經驗變成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在與

學生的互動中，引導學生寫作，學生發揮想像力，創造出令人驚豔的作品。

㈢藝術：利用藝術主題帶學生做小書創作，以藝術小書創作展展示學生作品，在介紹各類的藝

術類別與書籍的閱讀中，引導學生對藝術理解，體會藝術之美，同時共同創作、彩繪中正台。

㈣認識自己：以認識自己書展的文本，採用「三次閱讀」結合「策略閱讀」的教學模式，三

次閱讀的「三次」實際的概念類似「流程」，依照這這些步驟，再搭配閱讀策略的應用，

可以逐步建構閱讀能力，培養他們對於閱讀有更高層次的理解。在多文本閱讀時，也融入

讀寫課程，以多元的觀點呈現認識自己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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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式閱讀活動

以學校校訂愛閱三部曲之閱讀策略螺旋課程規劃為基礎，108 課綱校訂課程「生態大探險」

為主題，由點到面，由淺入深，進行生態閱讀，高年級則結合行動學習計畫，由數位科技融入閱

讀的課程設計，來進行跨域閱讀課程，除了自然生態文本閱讀、觀察紀錄習寫、生態繪本製作，

還培養小小說書人，進行生態寫說，以及進行生態專題研究。

  

四、教師專業成長

㈠精進教師社群 - 閱讀理解策略課程共備

依據教師團隊閱讀專業發展的需求，辦理「圖書利用教育」、「語文閱讀指導策略分享」、

「閱讀理解策略共備」、「資訊應用於閱讀」和「閱讀與補救教學」，藉由多元不同類型

的共備課題提升教師閱讀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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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多文本教學工作坊

本學年的工作重點在提升教師的閱讀策略於不同教學課程上的應用，因此辦理一系列「多

文本閱讀教學工作坊」，東華大學林意雪教授帶領教師們進行文本分析，並運用閱讀策略

進行三次閱讀教學，教師皆覺獲益良多。

㈢跨域閱讀課程研習

野鳥學會方雅芬老師多年來與志學國小進行協同課程，指導學生進行生態探究活動，也利

用課餘對教師們進行生態教育課程研習，包含校園植物、校園鳥類、生態危機以及校園生

態課程規劃，與閱讀課程結合。

■■資源運用及管理

一、積極邀請家長參與閱讀活動與邀請家長擔任志工，並將圖書志工的工作職掌分組定位。包含圖

書導覽、借還書業務、圖書編目、新書包裝上架、愛閱認證、美工宣傳、校園圖書闖關活動……

等。不定期辦理志工研習，招募新志工，經驗傳承，同時也與外校志工交流，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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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同生態專家建置生態書籍教師專書

( 配合 108 校訂課程六大主題：大樹啵棒、樹食旅店、蟲獲新生、鳥音尋蹤、拈花惹草、果漾

風華。)

三、善用校外資源

1、運用東華大學學生服務學習的機會，指導大學生進班協助閱讀活動的實施，或擔任圖書志

工進行圖書室管理及美化工作。

2、引進佛光山基金會雲水書車，每月 1 次書車進校園活動，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書籍，享

受閱讀的樂趣。

3、利用全省愛的書庫免費遠距借還書服務，線上借閱書箱進行班級共讀活動，結合主題書展

之主題進行深度閱讀，班級老師亦會鼓勵學生帶書回家和家人分享閱讀的內容。

4、結合社區揚帆喜樂協會義工每週 1 次到各班進行品格閱讀或講故事活動；故事媽媽利用晨

光時間進班級說故事；志工家長帶領學生進行校園生態閱讀。

5、結合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之後山桃花源閱讀記錄，在 106-108 年度花蓮縣推動每日 20 分

鐘閱讀活動，通過認證者可以到花蓮縣內愛心商店兌換獎勵。

■■創新作為

一、志學國小 107 年規劃出一系列以閱讀能力為基礎，生態探究為主題的校訂課程「志哈克生態

大探險」，108 年再以資訊科技為工具，將校訂課程製作出一到六年級的生態課程繪本，109

年再以「飛羽志學」將累積一整年的校園鳥調資料建立志學國小校園鳥類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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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志哈克生態大探險」參與林務局舉辦的保安林書市 - 走讀森林活動，志學國小帶著民眾一

起「說生態、玩種子」，並利用學校出版的生態繪本將閱讀與生態的結合課程推廣至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