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新桃園」四年計畫－ 

108年度閱讀教學設計徵選摘要說明及閱讀教學設計表 

桃園市                    國民中(小)學閱讀教學活動設計 

適合年級 語文教學組□國小：1-3年級   □國小：4-6年級   ■國中：7-9年級 

參賽者姓名 黃秋琴、周亞霓、溫翊如 

領域類別 語文領域 學科名稱 國文科 

單元名稱 閱讀寶藏─如何閱讀一本書 

設計理念     俗話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籍就是先人流傳給

我們的豐富寶藏。為了讓學生更有方法與效率地運用這筆龐大的文化財富，

本單元以莫提默‧艾德勒先生與查理‧范多倫先生合著的《如何閱讀一本

書》為本，將書籍分類成「知識性書籍」與「想像性書籍」兩類，並以「閱

讀寶藏」為主題，設計出五節課的教學活動。 

    「知識性書籍」與「想像性書籍」的文本特性截然不同，「知識性書籍」

的特色為用字精簡、排版清楚，且常針對特定主題書寫；「想像性書籍」則是

藉由角色的人格特質與事件發展，讓讀者身歷其境、感同身受。故以下將以

此二類分述本單元欲訓練的能力： 

⚫劃分板塊─書籍分類能力：本單元以寫作內容、寫作目的將書籍分為

「知識性書籍」與「想像性書籍」兩類，並實際運用圖書館的書籍進

行分類。 

⚫藏寶地圖─目錄探索能力：藉由比較不同文本的目錄特質，了解目次標

題間的關係、閱讀順序的特色和預測章節內容。 

⚫組織線索─摘要架構能力：藉由「限時閱讀」掌握書籍整體概念，並運

用「階層圖表」與「故事結構表」組織整理書籍主要架構。 

⚫深入挖掘─理解監控與省思評鑑：從「知識性書籍」中進行理解監控，

了解自己的閱讀習慣與學習風格；藉由「想像性書籍」進行人物評

鑑，討論並發表對角色性格的評價。 

⚫活用寶藏─連結生活情境：希望學生能將書中學習到的知識連結現實生

活，並從書籍中發想延伸議題，運用資訊搜尋能力組織並進行發表。 

    希望學生在經歷一連串的關卡後，能運用本單元教授的技巧，有效且快

速地掌握每一本書籍所傳達的內容及其背後的意義，並將閱讀寶藏活用於生

活情境。 

 

設計理念圖示 

 
 



教學教材摘要 

 

  



欲達成之閱讀

能力指標 

■直接提取能力        ■直接推論能力 

■詮釋、整合觀點及訊息能力  ■檢驗、評估與批判文中內容訊息能力 

■加入 ePIRLS指標 

單元教學目標 

1. 能了解「知識性書籍」與「想像性書

籍」的定義並正確分類。 

2. 能評估自己是否有「閱讀偏食」的閱讀

習慣。 

3. 能比較不同文本的目錄，了解目次標題

間的關係、閱讀順序與預測章節內容。 

4. 能運用「直接提取能力」摘要關鍵字。 

5. 能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 

6. 能視不同情境，進行報告、評論、演說

及論辯。 

7. 能了解自己的閱讀習慣與學習風格。 

8. 能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享

自身經驗。 

9. 能評鑑書中角色，並且能在文本中找支

持觀點的立論依據。 

10. 靈活運用科技與資訊，豐富表達內容。 

教學

節數 
共五節 

 

 

 

教材來源 十二年國教  龍中閱讀校訂課程 《悅讀行腳》 

教學準備 

⚫ 知識性文本共讀書籍 

⚫ 想像性文本共讀書籍 

⚫ 三色便利貼 

⚫ B4空白紙 

⚫ 小白板 

⚫ 平板電腦 

教學流程 

目標號碼 
教學活動步驟 時間

分配 

備註 

第一節、 

書以類聚 

 

 

 

 

 

 

 

1.能了解「知

識性文本」與

「想像性文

本」的定義並

正確分類。 

 

 

 

 

 

一、準備活動 

1. 複習舊經驗：「中國圖書分類法」的類

別。 

2. 單元教學目標：有效且快速地掌握每一

本書籍所傳達的內容及其背後的意義。 

本節教學目標：「知識性書籍」與「想像

性書籍」的分類與目次。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講解分類表格。 

 

2. 圖書館利用教育 ： 

3” 

 

 

 

 

 

 

 

 

 

8” 

 

 

 

 

 

 

 

10” 

⚫地點：圖書館 

⚫教材：《悅讀行腳》 

 

 

 

 

 

跨域連結：知識性文本

可運用社會課本或自然

課本舉例；想像性文本

可用國文科課文舉例。 

【找書活動】 

 



 

 

 

 

 

 

 

 

 

 

 

 

 

 

 

 

 

 

 

 

 

 

 

 

 

 

 

 

 

2.能評估自己

是否有「閱讀

偏食」的閱讀

習慣。 

 

 

 

 

 

 

 

 

 

 

 

3.能比較不同

文本的目錄，

了解目次標題

間的關係、閱

讀順序與預測

(1) 請同學以「中國圖書分類法」為依

據，核對龍潭國中圖書館各類的區

域分布，並找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回

到位置。 

3. 「書以類聚」教學活動： 

★直接推論能力 

(1)教師將左、右邊劃分成「想像區」、

「知識區」兩區，請學生運用剛剛選

擇的書結合「知識性書籍」與「想像

性書籍」的分類表格，思考該本書屬

於哪一類，並拿著該書，站到相對的

區域。 

(2)請所有學生擔任彼此的「檢查官」檢

查同學是否有站錯區域。 

(3)請同學將「知識性書籍」與「想像性

書籍」帶回小組桌，並完成《悅讀行

腳》上的分類練習。 

 
(4)教師提問引導： 

⚫ 回想剛剛的分布，同學們比較

常讀哪一類的書籍？(應多為想

像性書籍) 

⚫ 為什麼？(比較有趣、故事性濃

厚等等。) 

⚫ 為什麼選知識性書籍的人較

少？ 

⚫ 什麼情況下會閱讀這些知識性

書籍？(特定興趣、解決問題或

有目的吸收知識時。) 

➔連結分類表格中的目的與特色，

並引出閱讀偏食的現象。 

4. 「圖書藏寶圖」教學活動： 

(1) 教師複習目次的功能(即所有目次的

共通點)：標題、頁數。 

(2) 教師講解下列表格的內容：為兩類

 

 

 

 

 

15” 

 

 

 

 

 

 

 

 

 

 

 

 

 

 

 

 

 

 

 

 

 

 

 

 

 

 

 

 

 

 

 

 

 

 

 

 

 

 

7” 

 

 

 

 

 

 

 

 

 

 

【書以類聚活動】 

 
 

 

 

 

 

 

 

 
➔大多數班級中，小組

內較少選擇「知識性書

籍」進行閱讀，甚至有

些組別中沒有「知識性

書籍」。 

 

 

【分享偏好文本類型】 

 
 

教學省思：但有些班級

喜歡「知識性書籍」與

「想像性書籍」的比例

較平均，故後來將引導

題目改成：「請同學發

表喜歡哪一類?為什

麼？」，再由教師歸納

總結。 

 

 



章節內容。 

 

 

 

 

書籍目次的比較，並解說表格的比

較向度。 

(3) 直接推論能力： 

學生運用小組中的知識性書籍(若小

組中沒有，則可運用《悅讀行腳》)

與想像性書籍，練習推論表格內

容。 

 

三、綜合活動 

1. 複習本節上課內容：分類與目次 

2. 回家作業：尋找生活中的「知識性書籍」

與「想像性書籍」各兩本。 

 

 

 

 

 

 

 

 

 

 

 

 

 

2” 

 

 

 

 

 

 

 

 

 

 

 

共備議課： 

1. 可以用便利貼紀錄

書及存放位置，下

課方便放回原位。 

2. 用索書編號與書櫃

編號。 

 

第二節、 

知識鷹架 

 

 

 

 

 

 

 

 

 

 

4.能運用「直

接提取能力」

摘要關鍵字。 

 

 

 

 

 

 

 

 

 

 

 

 

 

 

 

5.能應用閱讀

一、準備活動 

1. 複習舊經驗：「階層圖表」概念。 

2. 本節教學目標：「知識性書籍」的結構。 

二、發展活動 

1. ★限時閱讀 

(1) 教師引導學生利用目次、圖片與內

文中大標、小標，掌握書籍核心概

念。 

(2) 同學 5分鐘的時間看完閱讀知識性

共讀書籍。 

2. 「知識鷹架」教學活動： 

★直接提取能力＆★筆記策略 

(1) 教師指定各組負責範圍：第一章，

1、2組；第二章，3、4組；第三

章，5、6組)。 

(2) 請每位學生根據目次，在便條紙上

寫出三個階層的關鍵字： 

⚫ 第一階層(紅色便利貼)：大標

題主要關鍵字。 

⚫ 第二階層(藍色便利貼)：指定

範圍中，小標題主要關鍵字。 

⚫ 第三階層(黃色便利貼)：指定

範圍中，小標題次要關鍵字。 

(3) 請同學組內比對各自的關鍵字，將

重複出現的關鍵字填入《悅讀行

腳》第一關第一題。 

(4) 學生小組將關鍵字便利貼，在空白

2” 

 

 

 

 

7” 

 

 

 

 

 

 

 

 

 

 

 

 

5” 

 

 

 

 

 

 

 

 

10” 

 

 

 

⚫地點：一般教室 

⚫教材：《悅讀行腳》、

知識性共讀套書 

⚫教具：三色便利貼、

B4 空白紙、教學

PPT【附錄二】 

【限時閱讀】 

 
【抓關鍵字】 

 
【小組階層圖表】 

 
【上台分享階層圖表】 

 



策略(「階層

圖表」)增進

學習效能。 

6.能視不同情

境，進行報

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紙上組合成該範圍的「階層圖」並

上台發表。 

(5)  教師引導學生將同範圍的兩組兩兩

對比，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架構

表。 

3. 請同學根據上述討論，完成「知識性書

籍」第一關。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引導學生總結：因為知識性書籍內

容多針對特定主題書寫、文字意象單

一、邏輯清楚，所以知識性書籍中出現

頻率最高的關鍵字，通常與其主題相關

性高。 

 

 

 

15” 

 

 

 

3” 

 

 

 

 

 

 

 

 

 

 

 

 

 

3” 

 

【引導形成完整架構表】 

 
 

【完整架構表】 

 
 

 

 

共備議課： 

完成內容架構表後，亦

可以再讓學生嘗試將

「非連續性」的架構表

轉換成「連續性」的簡

短文字。 

第三節、 

閱讀知多少 

 

 

 

 

 

7.能了解自己

的閱讀習慣與

學習風格。 

 

 

 

 

 

 

 

 

 

 

 

一、準備活動 

1. 複習舊經驗：「知識性書籍」的寫作目的

與寫作特色。 

2. 本節教學目標：「知識性書籍」的寫作手

法與情境運用。 

二、發展活動 

1. 「閱讀做筆記」教學活動： 

★檢驗、評估與批判文中內容訊息能力 

(1) 請學生完成「知識性書籍」第二

關，以「讀者」角度進行自我閱讀

的評估，並具體舉例。 

⚫ 我覺得這本書好懂嗎？為什

麼？ 

⚫ 我最喜歡書中哪一種表達方

式？為什麼？ 

(2) 請學生每人一分鐘在小組中發表自

己的想法。 

(3) 請學生小組討論「如果我是作者，

3” 

 

 

 

 

 

 

 

 

5” 

 

 

 

 

 

 

 

 

5” 

 

5” 

⚫地點：一般教室 

⚫教材：《悅讀行腳》、 

知識性共讀套書 

⚫教具：小白板 

 

 

 

【自我閱讀評估】 

 
 

【小組討論成果 1】 

 



 

 

 

 

 

 

 

 

 

 

 

 

 

 

 

 

 

8.能掌握生活

情境，適切表

情達意，分享

自身經驗。 

 

 

 

 

 

 

 

 

 

 

 

 

 

 

 

 

哪種表達方式會讓讀者閱讀更通

順、易懂？」並將討論結果寫在小

白板，並貼到黑板上。 

(4) 教師統整歸納學生小組成果。(連結

學期中的剪報比賽製作。)  

 

2. 「BOOK不知」教學活動： 

★詮釋、整合觀點及訊息能力 

(1) 請同學完成「知識性書籍」第三

關，並具體舉出例子，將文本連結

真實生活情境。 

⚫ 這本書提供得知識或方法可以

運用在生活中的那些情境？我

可以怎麼用？  

⚫ 這本書讓你獲得什麼樣的知識

內容，是你以前不知道的？ 

(2) 請學生小組分享，同儕互評出組內

最佳作品。 

(3) 請各組被推薦的同學上台分享。 

 

三、綜合活動 

1. 情意引導：閱讀並不是紙上談兵，而是

可以活用於生活之中。 

 

 

 

7” 

 

 

 

 

 

 

 

 

 

 

 

 

 

 

 

5” 

 

 

 

 

 

 

 

 

 

5” 

 

8” 

 

 

 

 

 

 

 

 

 

 

 

 

 

2” 

【小組討論成果 2】 

 
 

 

【教師統整歸納】 

 
 

 
 

【學生作品】 

 
 

➔學生經由自我閱讀評

估，發現自己的學習風

格。 

 

 
【上台分享】 

 
 

 

 

 

共備議課： 

學生在回答開放性問題

時，往往答案空泛不深

入，故本單元特別加強

學生的具體例證，期待

學生的文字表現能更準

確。 

第四節、 一、準備活動 3” ⚫地點：一般教室 



想像城堡 

 

 

 

 

 

 

5.能應用閱讀

策略增(故事

結構表)進學

習效能。 

 

 

 

 

 

 

 

 

 

 

 

 

 

 

 

 

 

 

 

 

 

 

 

9.能評鑑書中

角色，並且能

在文本中找支

持觀點的立論

依據。 

 

6.能視不同情

境，進行報

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1. 複習舊經驗：複習「想像性書籍」的寫

作目的與寫作特色。 

2. 本節教學目標：「想像性書籍」結構與角

色特質。 

二、發展活動 

1. 「故事結構表」教學活動： 

★直接提取能力 ＆ ★直接推論能力 

(1) 教師舉例說明故事結構中「開端」、

「發展」、「高潮」與「結束」的定

義。 

(2) 請學生閱讀文本，教師提醒閱讀時

間。 

(3) 請小組成員合作討論，將故事大意

以「開端」、「發展」、「高潮」與

「結束」的結構組織成故事結構

表，以整理故事脈絡。 

 

2. 「人物通緝令」教學活動： 

★詮釋、整合觀點及訊息能力 

(1) 請學生小組在「人物通緝令」上針

對一個喜歡或不喜歡的角色，寫上

書名、角色性格與內容佐證，並上

台發表。 

(2) 學生搶答「人物通緝令」的人物是

誰，並核對同學有沒有掌握到角色

的主要人格特質。 

➔學生能評鑑書中角色，並且能在

文本中找支持觀點的立論依據。 

 

 

 

 

 

 

25” 

 

 

 

 

 

 

 

 

 

 

 

 

 

 

 

 

 

 

 

 

 

 

 

 

 

 

 

15” 

 

 

 

 

 

 

 

 

 

 

 

 

 

 

⚫教材：《悅讀行腳》、 

想像性共讀套書 

⚫教具：教學 PPT【附

錄三】、故事結構

表學習單【附錄

四】、人物通緝令

學習單【附錄五】 

 

 
【組織故事結構表】 

 
 

 
【學生小組作品】 

 
 

➔學生小組先畫重點抓

關鍵字句，再將情節依

四階段劃分。 

 

 

 

 
【人物通緝令搶答】 

 
 

 

 

 

 



 

 

 

 

 

 

 

 

 

 
 

三、綜合活動 

教師引導思考：讀完知識性書籍與想像性書

籍的讀後感有一樣嗎？(知識性書籍偏認知性

知識，想像性書籍偏情意性知識，缺一不

可。) 

 

 

 

 

 

 

 

 

2” 

 

 

 

 

 

共備議課： 

為了降低閱讀的門檻與

有效利用教學時間，故

在議課時決定想像性書

籍選用童話故事書，希

望學生先學到能力，日

後能用在不同書籍上。 

第五節、 

閱讀思想起 

 

 

 

 

 

 

 

 

 

 

 

 

10.靈活運用

科技與資訊，

豐富表達內

容。 

 

 

6.能視不同情

境，進行報

告、評論、演

說及論辯。 

 

 

 

 

 

 

 

 

 

一、準備活動 

1. 本節教學目標：閱讀「想像性書籍」的

故事啟發與情境運用。 

2. 藉由檢索各組的「故事結構表」，回憶各

組「想像性書籍」的內容。 

二、發展活動─「BOOK思議」教學活動 

1. 請學生獨自思考，並完成想像性書籍第

三關： 

⚫ 我的生活中有哪一個事件與故事情

節相似？我有什麼新的想法或應對

態度？ 

2. 迷你閱讀專題： 

★e-PIRLS數位閱讀能力 

(1) 定義議題：請學生小組分享各自經

驗，並針對組員發表的事件，決定

該書籍的延伸議題。 

(2) 搜尋：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哪些是有

效搜尋關鍵字。 

(3) 瀏覽：教師請學生根據「發生原

因」與「實際例子」兩個方面瀏覽

至少兩個相關頁面。 

(4) 整合：教師請學生根據不同網頁或

網站的訊息，比較、統整及歸納出

「發生原因」與「實際例子」。 

(5) 組織與呈現：引用他人的資料及結

論完成小組發表單後，小組全員上

台發表，其餘組別並根據同學分享

內容進行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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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點：一般教室 

⚫教材：《悅讀行腳》、 

想像性共讀套書 

⚫教具：平板電腦(小

組)、小組發表單

【附錄六】、個人

評分單【附錄七】 

 

 
【搜尋資料】 

 
 
【搜尋資料】 

 
 
【上台發表】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總結今日探討議題 

2. 引導：想像性書籍雖然多有想像成分，

但俗話說：「文學源於生活」，想像性書

籍中的議題常常使人深有同感。 

 

 
共備議課： 

配合「小組發表單」為

學生的上台發表搭鷹

架，同時讓學生自主分

配報告部分，讓高成就

和低成就的孩子都能有

所表現。 

延伸學習 讀報教育(知識性的報導與想像性的創作專欄。) 

參考資料 《如何閱讀一本書》  作者： 莫提默‧艾德勒, 查理‧范多倫 

教學成效 

1. 運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 

學生能運用「摘要關鍵字」與「圖表整理重點」等閱讀策略，有效地進

行閱讀。除了「知識鷹架」的教學活動，在後續的課程中，亦有看到學

生的學習遷移，學生能運用這些策略，組織呈現討論內容與課堂重點。 

2. 藉由數位閱讀能力，提升資訊素養 

這個科技蓬勃發展的時代，身為「數位原住民」的學生們對於網際網路

與 3c產品都相當熟悉。本單元在學生的數位優勢上，加強資訊素養的教

學，希望學生能更有效地搜索資料，評估、比較合適的材料，再經組

織，完整呈現其所思所學。 

3. 由低至高的閱讀層次，提升學生思辨能力 

在本次教學過程中，我看見原本習慣單一標準答案的思維的學生，面對

不同層次的提問都能活用文本，針對題目有所發揮，並連結生活情境。

能看到其思維由封閉到開放，由籠統到聚焦等幾個面向的成長。 

4. 激發學生對於社會議題的同理心 

本次教學對象為剛上國中的懵懂七年級，而想像性的文本是最常見不過

的童話故事書，當聽到七年級的學生從童話故事中，延伸討論「性騷

擾」、「兒童凶殺案」、「遺棄幼童」等嚴肅且深刻的議題時，在場的老師

們真的驚艷到雞皮疙瘩、熱淚盈眶！課後亦有聽到學生持續討論議題(像

是前一陣子的「小燈泡事件」)，學生對於被害者的同理心與加害者的批

判，讓我真的好慶幸且榮幸能推動這樣的課程。 

教學省思 

與建議 

1. 「閱讀偏食」的提問引導 

有些班級喜歡「知識性書籍」與「想像性書籍」的比例較平均，故後來將

引導題目改成：「請同學發表喜歡哪一類?為什麼？」，請同學們互相推薦

自己喜歡的文類，再由教師歸納總結「均衡閱讀」的重要性。 

2. 圖書館的藏書歸位 

可以用索書編號與書櫃編號(或用便利貼紀錄書籍存放位置)，下課方便圖

書得書籍管理。 

3. 增進學生圖文轉換能力 

在完成內容架構表後，亦可以再讓學生嘗試將「非連續性」的架構表轉換

成「連續性」的簡短文字。 

4. 培養學生文字的準確性 

學生在回答開放性問題時，往往答案空泛不深入，故本單元特別加強學生

的具體例證，期待學生的文字表現能更準確。 

5. 降低閱讀門檻，有效利用教學時間 

為了降低閱讀的門檻與有效利用教學時間，故在議課時決定想像性書籍選

用童話故事書，希望學生先學到能力，日後能用在不同書籍上。 

字數統計 
本教案總字 5840 字（設計者自行初步統計，稿費核定字數經承辦學校覆核

為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