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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重點一：學生多文本閱讀的現況

•重點二：國語課堂上的自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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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Reading 
For
SElf-Learning 前言

數位世代的契機

•隨時可讀

•形式多元

•內容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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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的關鍵

•能從多份文本中比較重整，以回應閱

讀任務，是自主學習的有效途徑。

多文本閱讀的關鍵

•載具形式雖有不同(紙本與電腦)，思

考方式卻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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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Reading 
For
SElf-Learning

Session I:
國小學生的多文本閱讀

2018年10月

•7所學校

•73位中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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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閱讀兩篇文本(紙本)

•明示兩篇文章有共通性

•明示可在閱讀歷程中將兩篇文本進行比較

•明示閱讀結束說明對兩篇文章的理解

篇章A:萊特兄弟

•千百年來，人類的活動始終限於陸地或海洋的平

面之上。一九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萊特兄弟的

飛機完成人類首次的動力飛行，雖然只有短短的

五十九秒，及二百六十公尺的飛行，但卻使人類

的生活全面改觀，一躍而為立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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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A:萊特兄弟

• 萊特兄弟，兩人相差四歲，個性也大不相同，卻恰好彼此截長補短，

合作無間。在萊特家，凡是必要的器具多半自行製造。因此，兄弟倆

從小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凡事都親自動手去做的習慣。自從發誓

要建造飛得起來的「機器」後，他們不僅從事各種有關的實驗，也閱

讀相關的書籍。其他研究家們都只是根據經驗和靈感，而萊特兄弟則

是真正實際地重複基本的實驗，一步一步腳踏實地以科學方法來研究。

篇章A:萊特兄弟

•萊特兄弟繼承前人的經驗，加上自己的研究，利用引

擎動力，完成人類首次的飛行。八十餘年後的今天，

飛機由螺旋槳至噴射機，由亞音速至超音速，由單人

到數百人的載客量，雖然有很大的變化，卻都是建立

在一個原則上，那就是：大膽的嘗試與踏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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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B:瓦特

•工業革命的發生，並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但人們通常把瓦特改良蒸汽機成功的那一年，

做為工業革命代表性的年代。因為蒸汽機帶

來了動力，再加上紡織機能代替人工，產生

了人類史上的工業革命。

篇章B:瓦特

•瓦特由小漁村船匠的兒子，到工業文明的締造者，他用自己

一生的時間經營他的發明與研究。他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

透過滿懷興味地觀察父親所使用的許多工具，進而嘗試製造

各種機械模型，不知不覺中萌生對科學的無窮興趣，最終走

上畢生為科學努力的道路。由於他的改良，有更多的機械設

備能取代人工，新一代的工業文明便逐漸顯露曙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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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B:瓦特

•創意和發明是不同的，創意可能只是靈機一動罷了，

而發明則非得努力流汗工作研究，否則不可能有結果。

在蒸汽機的發明改良上，瓦特是第一個將技術、學識

和經驗相結合的研究者，他對於每一種情況都加以詳

細地記錄和分析。若沒有堅強的毅力支撐，任何偉大

的發明都逃不過半途而廢的命運。

學生對共同主題的辨識

•以「A或B」文本之觀點統整「A+B」文本:

•都沒有半途而廢、都有不斷的嘗試(該主題之特質)

•都是發明東西(都是發明機械的東西)(描述具體成果)

•都對世界很有貢獻(對未來的人都很有貢獻)(描述事

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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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學生已具備「辨識」共同主題的基本能力

•可再發展「全文歸納」

•對於能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發明，其過程皆是累積

前人知識經驗，並加上發明家本身不斷地累積詳細

研究

2019年4月

•40位四年級學生

•安靜閱讀

•單一文本

•兩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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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文本與多文本閱讀

單一文本 多文本第一篇 多文本第二篇

多文本閱讀行為
多文本第一篇 多文本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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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學生已能「自學」

•當讀者具備「獨立閱讀」能力

•識字量(詞彙量)

•閱讀流暢性

•語言理解技能(基本的推論能力，辨識文章結構/形式)

•「理解監控」能力已萌發

Advanced Reading 
For
SElf-Learning Session Ⅱ:

國語課堂上的自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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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是好起點

•師生人手一冊

•有單元主題

課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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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行腳

• 四課課文具有「共同主題」

• 描寫台灣風情(什麼是家鄉行腳?)

• 可歸納比較

• 都有「特殊物產」:南投的茶、屏東的洋蔥。

• 都在描述「地方特色」:屏東的落山風、澎湖的建築

• 都有作者對家鄉的觀點:淡水河的靜、南投/澎湖的美、屏東的天人合諧、

課堂上的「多文本閱讀」

•學生自己讀(S)

•學生自己想(M)

•學生自己學(I-L)

•學生自己量(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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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第一步

•放心(相信學生可以讀)

•不教(內容深究學生會)

•不急(有程度差異無妨)

如果真的要教…

•5-Ⅱ-8 覺察自己的閱讀理解情況，適時

調整策略。

•5-Ⅲ-8 因應不同目的，運用不同的閱讀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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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老師可以帶學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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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邀請學生討論

•想從這篇文章學什麼?

給學生新挑戰

•Level UP

35

36

AR
SE
L



2019/9/27

19

也是Level Up

閱讀的LEVEL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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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1.0

2.0

3.0

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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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1.0

•大單元教學裡的40分鐘

•課文中原有的單元(例如3課共15節，40/600

分鐘)

•該單元生詞少、概念少，主題具思考性

•教學設計針對最後一課已完成內容深究之後

示例一

•翰林四下

五、大峽谷的回憶

六、羊角村之美

七、不識廬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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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1.0

•監控-這三課共同的主題是什麼

•統整比較-都是遊記，共同都有寫景的內容

•學習-學生能將自己所完成的任務口說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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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組合

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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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年級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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