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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瑞美國小	 校長：　　　	 撰稿人：　　　

閱揚瑞美
～每一次閱讀，都是夢想新旅程～

得獎感言
相信，每一個人孩提記憶中，總有一個夢幻般「童話故事」；閱讀，猶如幫孩子裝上二隻翅膀，

讓他飛越現實，跨越海洋山川，編織屬於孩子們自己的未來世界。本校推動閱讀，始終認為：閱讀是

培養寫作能力的泉源，是拓展個人視野的橋樑，是個人向上提升的基礎。儘管科技進步，知識取得的

管道豐富多元，電視、廣播與網路盛行，終究還是無法完全取代傳統的閱讀。唯有喜歡看書、樂於看

書，以書為友，養成閱讀好習慣的人，才有終身學習的可能。任何一個角色，不論是家長或老師，不

管是語文領域或健康與體領域教師，哪怕是教務主任或是總務主任，只要有心，在閱讀教育的推動上，

都有其使力點。

國小時期是建立學習與生活習慣的重要階段，識字與閱讀是孩子們在國民教育初始階段首要培養

的能力。期盼藉由老師的重視，引導他們對閱讀的熱愛，讓閱讀教學跳脫撰寫讀書心得、累積閱讀數

量的窠臼，讓學生因為喜歡而閱讀、讓學生因為興趣而看書，享受閱讀的世界。期盼透過閱讀的教學，

激發兒童高度的閱讀興趣，建立兒童閱讀習慣，培養一個喜歡看書、樂於看書的愛書人，因此設定了

以下六個目標：

一、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建立書香的班級文化。

二、形塑兒童閱讀觀念，激發兒童高度的閱讀興趣。

三、培養學生閱讀發表能力，分享閱讀的想法。

四、運用社區資源，廣伸閱讀領域的觸角。

五、建立兒童閱讀習慣，提升語文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

六、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共讀活動，增進親子互動關係。

成果分享
■閱讀教學架構

計畫是一切行事的開端，縝密而完善的教學規劃，是教學成功的最佳保證。在培養一個喜歡看書、

樂於看書的愛書人的願景下，本校的閱讀教學共分為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目標在於激發學生高度

的閱讀興趣，第二階段目標在培養閱讀發表能力，第三階段目標在建立兒童閱讀習慣，提升語文能力，

讓學生樂於看書，奠定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

透過環境營造，布置一個溫馨的閱讀環境，徵求家長提供書籍、買書，提供多元的書籍、張貼學

生閱讀心得於展示區；運用念讀故事、聆聽有聲書、改編故事結局、共讀一本書、故事劇場、拜訪書

的家、文化局網路資源運用、與作者有約、投稿創作、…等各種教學策略與活動引導學生接觸書籍，

進而喜歡閱讀。推廣閱讀老師雖然是最大的關鍵，但仍需家庭的配合始能奏效，家長閱讀知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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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閱讀教學的重點之一，所以，本校積極爭取「閱讀桃花源」讀本，提升親子閱讀的機會與習慣，

期望建立浪漫的教養風氣。

在評量方面，以問答、發表、表演、態度觀察、閱讀記錄方式檢視學習成果，激發兒童高度的閱

讀興趣。綜此，依前述的想法，本校閱讀架構圖如下：

瑞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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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孩子閱讀的桃花源 --- 營造有利於學生閱讀的學習環境、形塑閱讀氛圍

⒈建立班級圖書角，提供學生簡便且多元的閱讀選擇

擁有適合、適量的書籍，是成立班級圖書角的首要條

件。班級導師帶班之初，開始從各領域教學中尋找相

關書籍、開立書單，也可以藉由給家長的一封信闡述

推動閱讀的理念與作法，將適合班級閱讀之繪本、圖

書、有聲書的書單提供給家長，讓家中有這些圖書的

家長自由勾選提供，如此一來，班上很快就能擁有各

年度的、各出版業者的好書。當然，老師自己擁有的

圖書列入班級圖書是拋磚引玉的最佳策略，家長往往會感受到老師的用心，真誠的提供自家的

珍藏。

另外，在讓孩子們有好書可以閱讀的理念下，學校透

過「藏書瑞美 ‧ 傳世百年」活動，徵求家長與社會各界

認養購買與各領域教學中尋找相關書籍，希望提供班

級與學校的藏書量。

有了豐富的書籍後，購置組合櫃、木製地板、手提

CD、盆栽等，一個溫馨的圖書角即在教室中誕生。早

晨到校時、下課時間、抄完聯絡簿及寫完習作的空檔，

學生都可至圖書角自由閱讀。

⒉學校穿堂以及班級開放的圖書陳列方式

為了吸引孩子的目光，圖書擺放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配合當週課程需要以及老師念讀的繪本，利用書架擺

開，這些書籍往往是下課時間搶閱的書籍。

同時透過融入宣導方式，每周一兒童朝會宣導主題，

配合主題介紹書籍，例如宣導主題為「愛鄉」，由該

週導護老師向學生介紹書籍「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

⒊訂定圖書借閱制度，培養學生愛惜書籍的習慣

圖書缺乏管理，就容易凌亂、容易遺失。透過圖書小

老師協助管理更是圖書管理不可忽視的一環。平時，

在教室內閱讀採開架式方式，自由取閱，閱畢歸位。

倘若要借回家，則以借書證登記，由圖書小老師電腦

登錄作業後才可以帶回家，長期下來，孩子逐漸養成

借閱書籍的好習慣，並能保持圖書的整齊。

■教學策略與實施

閱讀是需要學習的，學習是需要策略的，策略則需要專業的研發，所以，在策略與實施方面，本

校的各項具體做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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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繪本融入課程，活化各領域教學，延伸課程內涵

⑴繪本融入領域教學，由老師念讀故事開始

⑵運用教學媒體與科技，活化教學

⒉啟發激勵策略，引發兒童閱讀動機

⑴自編閱讀存摺累積獎勵星星

⑵多元的閱讀紀錄，累積獎勵章

⑶投稿報章雜誌，接受學校表揚

⒊進行讀報與「未來少年」月刊教學，提供多元豐富的閱讀素材

⒋運用文化局圖書館「好書大家讀」進行晨光閱讀活動

⒌設計多元的閱讀分享機制，提升表達能力

撰寫讀書心得往往扼殺孩子閱讀的意願，為了讓閱讀教學跳脫撰寫讀書心得、累積閱讀數量的窠

臼，老師可以依書籍的內容設計不同的分享機制，閱讀小精靈、給書中人物寫信、閱讀酸甜苦辣、

閱讀喜怒哀樂、故事急轉彎等多種紀錄單，茲介紹如下；

⑴閱讀桃花源閱讀記錄

⑵給書中的人物寫信

⑶故事急轉彎

⑷成語家族

⑸小書製作

瑞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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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小書內頁 3、4 頁（單頁插畫）

故事創作小書 - 白腳底的狗

創作小書內頁 5、6 頁（單頁插畫）

健康心理系列 - 天生我才必有用

■舉辦各項藝文活動，競賽發表，蔚成閱讀風氣

⒈小小說書人

⒉故事高手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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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分組表演「健康用藥」 媽媽說：不可隨便服成藥 生病應該到診所就醫

⒊故事劇場

⒊愛書展覽會

■運用社區資源與網路資源，廣伸閱讀領域的觸角

⒈拜訪書的家 - 瑞穗鄉圖書館

⒉電腦網路資源運用

⒊整合家長及民間團體資源共襄盛舉－晨間故事媽媽

■專業社群對話，提升教師、家長對閱讀的重視與支持

⒈教師同儕專業對話，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⒉家長專業之能提升，塑造學習型家庭

■閱讀教學實施困境突破

⒈實施困境

⑴各領域教學時數固定，缺乏足夠的時間進行閱讀教

學

⑵弱勢家庭的學生缺乏閱讀環境與資源，高社經背景

家庭學生閱讀習慣未養成

⒉困境突破

⑴繪本、圖書融入各領域教學

⑵利用行動書車增進閱讀機會

瑞美國小



84

花蓮縣 105 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成果專輯
20

16

⑶幫助弱勢家庭學生享有豐富的閱讀環境與資源

⑷引導高社經背景家庭重視親子共讀

⑸家長會致贈專書給學習進步的孩子

■教學實踐與省思

教育，總有一個恆久不變的理由讓人此生相守：

教書是一件美好的事，

看見學生因你而成功，更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喜悅。

-- 引自彼得‧聖吉《學習型學校》

從念讀故事引起孩子們閱讀興趣的過程中，看到孩子炯

炯有神的雙眼與燦爛的笑靨；在和孩子們深入討論書中的

人物與內容時，感受到孩子們語言表達能力的提升，更感

受到孩子思考力與判斷力的成熟；而將兒童讀物融入教學

領域，更讓老師的教學增添了許多的樂趣與成就。多年來，

教育政策隨部長的更替已多所更迭，閱讀受到重視的程度

亦有所差異。然而，本校始終堅信：閱讀力是孩子面對未

來挑戰的關鍵能力，是個人向上提升的基礎。對每一個莘莘學子而言，唯有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樂

於看書，喜歡看書，終生以書為友，才能提升其自我學習的能力，讓其生命更加豐厚寬廣。

教師，是學習環境的設計人，是執行教學活動的主要人物，期盼藉由教師對閱讀的重視與提倡，

為孩子布置一個溫馨快樂的學習環境，將繪本、

兒童讀物融入教學，激發學生閱讀的興趣，讓

閱讀不僅是量的累積，更是質的提升，讓閱讀

成為學生與家長終身學習的激勵劑，以及個人

向上提升的起始點。

地處偏鄉後山的孩子，因為教育，脫離貧

困與限制；因為閱讀，拓展視野與高度。相信

所有的孩子都能學習閱讀，閱讀學習，為孩子

推開希望之窗，讓孩子們帶著希望，打造自己

燦爛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