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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閱讀是人類探索世界的工具，讓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裡學習無限的知識，它是啟動人們不斷創新的

一股活力，透過閱讀可累積豐沛的智識與無窮的創意，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邁向成功，因此，從小培養

閱讀興趣與習慣是重要的教育工作。

本校這次能夠得到閱讀績優學校「特優」的殊榮，要特長別感謝舞鶴師們長年來辛勤的推動閱讀

教育，讓這顆種子在孩子的心中漸漸萌芽、成長。為了讓孩子更樂於閱讀，學校除了運用圖書館藏書

與班級共讀書藉規劃教學活動外，也積極引進外界資源拓展學生學習內容，並搭配主題活動邀請作家

到校分享寫作經驗、辦理各項靜態動態競賽，激勵學生學習興趣，近年來更結合社區文化特色 - 茶與

咖啡的在地課程教學活動，進行一系列的體驗與實作活動促發孩子的思考力與行動力，同時運用資訊

網路進行資源共享，逐漸擴大學習的觸角與創新，讓人人都可漫遊在雲端閱讀的國界裡，實現書香延

綿的理念。現在，孩子們會用聲音、影像與數位科技整合，開展多元學習形式：看到、聽到、說到、

做到因而享受閱讀，喜愛閱讀。

教育是精彩的互動過程，在孩子與大人建構的想像世界裡交織成一片美好動人的風景。得獎對舞

鶴全體老師來說是一種肯定也是一項激勵，未來學校會賡續推動閱讀教育活動，希望藉由閱讀的能量

繼續激發學生優勢潛能，讓每個孩子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成果分享
 ■計畫特色

．推動理念

「翻開書頁，就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一切學習的主要基礎，希望透過閱讀，

培養兒童閱讀習慣，使其融入學習及生活脈絡，進一步結合資訊網絡，進行知識共享，奠定終身學習

的基本能力；希望透過閱讀，啟動交流，讓教師分享閱讀教學策略，提升閱讀教學知能；更希望透過

閱讀，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共讀活動，增進親子互動關係。

．推動方向

整體而言，本校推動閱讀活動，以閱讀興趣、閱讀能力的養成為兩大基本範疇，首先要養成兒童

閱讀的習慣，透過大量閱讀機制，擴展兒童閱讀的廣度，其次，更強調的是思考性閱讀及功能性閱讀，

來加深兒童閱讀的深度，增進兒童創造思考及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

．實施原則

在實施上，我們謹守三項基本原則：

⒈以趣味為主：讓閱讀融入各科學習，引起學生閱讀興趣。

⒉積極的肯定：積極肯定學生的語文進步，建立信心，帶動閱讀風氣。

舞閱。新視界
校　名：舞鶴國小

校　長：

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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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鶴 國 小
⒊形式多樣化：藉多樣的閱讀活動，讓學生多元閱讀，拓展學習領域。

．計畫架構

本校以「悅讀 101-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精神為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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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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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本校嘗試以新的視野，讓孩子對閱讀有新的啟發，透過影像互動、同儕

共同閱讀、多變化的閱讀活動等，讓孩子能了解閱讀有各種面向，進而能對閱讀提高更多的興趣。

閱閱讀讀計計畫畫目目標標 
ㄧ、為鼓勵教師落實閱讀活動，營造校園優質閱讀環境。 
二、鼓勵學生閱讀各式圖書，培養兒童閱讀能力，奠定終身閱讀的習慣與興趣。 
三、營造兒童閱讀情境，讓閱讀活動融入各領域教學，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 
四、讓孩子喜愛閱讀各類書籍，提昇閱讀能力，進而提高學習能力。 
五、建立校園優質閱讀環境，提昇學校推動兒童閱讀效能。 

行政規劃與支援 

發揮閱讀推動小組功能，爭取及善用各項經費，與民間機構團體支援教學成立校園志
工團體，協助閱讀推動。 

閱讀推廣活動

新生閱讀推廣、親子共讀、晨光閱讀、品德書籍推薦、故事媽媽、雲水書車、與作者
有約、圖書館主題閱讀活動。 

閱讀課程與教學

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圖書利用教育學習計畫課程、在地課程教學活動、班級讀
書會、暑假閱讀與寫作營隊、讀報小達人、古文經典閱讀 

學習 
評量 

國語文能力評量 
語文競賽 
閱讀心得發表 
說唱藝術表演 
本土使命式 
徵文投稿 
閱讀護照及學位認證 
愛書人排行榜 
閱讀教學成果發表 

閱讀情境 
布置 

圖書館規劃 
班級閱讀角 
好書推薦專欄 
主題書展 
學生作品專欄 
 

教師專業 
成長 

閱讀推動小組研討      
教師專業成長讀書會    
有效教學研習 
申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閱讀與寫作研習 

四、讓孩子喜愛閱讀各類書籍，提昇閱讀能力，進而提高學習能力。

 ■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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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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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閱讀課程

本校於綜合活動領域自編閱讀課程，規劃與執行相關閱讀教學活動。

．班級讀書會

透過各項閱讀課程規劃，推動班級讀書會，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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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以期學生能將知識與經驗結合成隨時可用的能力。

．在地課程 - 轉化閱讀能量為行動

花東縱谷、秀姑巒溪得天獨厚的大自然資源，孕育出特有的在地文化，豐富了部落生活、信仰與

民族特色。本校在花東縱谷中發掘部落故事，發展出學校的在地本位課程與學校特色，引導孩子將曾

經學習過的家鄉歷史故事，轉化為實際行動的能量，感受家人經營在地物產的辛苦，讓閱讀中的體悟，

實際體現於生活中。

首先，透過實際體會在地物產發展的歷程，將書本中的知識與學習，翻轉成實際的行動，體會農

務家人「葉葉皆辛苦」的感受。再將製成的茶葉加入生活食品，結合相關的學科知識，活化運用。除

此之外，也學習將製作的動作轉化為文字及口語表達，讓他人能夠更理解，每一個步驟中所蘊含的意義。

 ■親師生閱讀活動

本校積極申請各項資源，辦理許多閱讀活動，提供學生更多元的閱讀經驗，目的都是為了讓學生

喜歡閱讀，進而養成固定閱讀的習慣。

每天 7:30~7:50，學生於圖書室閱讀。同學相互討論繪本，也有替代役哥哥陪伴共讀。8：

00~8：10 學生與老師一同在教室進行寧靜閱讀 10 分鐘，讓學生有每日閱讀的習慣，並自然而然的

沉浸在書中的世界。

社會及社區資源，結合『閱讀新象協會』及『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到校說故事活動，讓孩子

能接觸多元資源，學習各面向之議題。本學年度也很幸運的申請到『東華大學偏鄉閱讀與行動中心』

主題書展，透過主題閱讀，認識議題。106 學年度主題分別為 : 公平、人與自然、圖書館與閱讀、校

園生活。

本學年度邀請到作家林世仁與方素珍作家，到校與學生分享寫作趣事，學生與作家透過互動，對

創作有更多的想像延伸，活動有作家分享、簽書會、學生創作分享以及繪本的創意教學，讓老師和學

生都收穫滿滿。

下學期和東華附小五年孝班有個筆間情緣的筆友活動，我們相互認識彼此，並跨越時空的共同欣

賞一部電影，在我們的交流信件當中，互相分享影片欣賞後的心得。相見歡的那天，交換了彼此的信

物，學習對方的樂器，互相擔任小老師，更是在最後由附小的朋友分享了好書，這樣的交流活動讓我

們收穫良多，留下美好的回憶。

在教師的自我增能部分，本校教師增能研習領域廣泛，包含科學類、本土教學類、語文類、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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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等等，希望能在更多專業領域有更延伸的學習，將所學教給孩子，讓孩子有更全能的發展。聘請教

授與茶、咖啡領域專家，指導教師在地課程發展，並強調活用課程，讓孩子能真正學習，將各式所學

能力結合在地文化。且配合本校教師專業社群發展，除了聘請講師與老師對談、教學，本校教師也會

透過定期討論，以增進校內教師教學能力。

配合本校偏鄉閱讀計畫與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本校教師極力增進閱讀教學能力。除了直接與作家

對談，也找來讀報教育、繪本教學領域優秀之教師，透過實際的操作與演練，讓老師在教學上能更得

心應手，閱讀推動教師以文本分析、課文本位教學 - 故事重述等方法，指導學生找出課文內容大意，

並透過公開授課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教師討論、分析，增進教師教學法運用之能力。

 ■資源運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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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朝著擁有舒適的讀書環境目標前進，因此我們積極尋求社會資源的協助，讓本校能一步一步

建置出一個讓學生愛閱讀的環境。

圖書資源部分，本校為花蓮縣「愛的書庫」據點之一，平時服務各校進行圖書之借閱與流通，更

加善用書庫資源，提供學生更豐富的閱讀素材，鼓勵教師進行共讀與閱讀指導。本校也申請花蓮縣文

化局圖書館學校卡及班級卡，提供老師更多書籍借閱的管道。

本校目前學校藏書約有 10444 冊供小朋友閱讀，此外各班級教室另有上百本的班級圖書供小朋

友借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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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閱讀桃花源，讓小朋友在閱讀後加以登錄，並於每月結算，鼓勵將閱讀融入生活。

配合本校閱讀，校內老師依標準隨時給予孩子獎勵，希望孩子能在鼓勵之下，培養良好的閱讀習

慣。此外，各班導師指導學生寫作閱讀心得，呈現閱讀所思所感。此外，為了讓各年段學生學習程度

有所區分，並讓內容多元呈現，教學團隊特別透過討論，設計適合各年級書寫的學習單，供小朋友使

用，且鼓勵教師將童書應用在各科教學上，藉此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或作為相關議題之延伸學習。

     

 ■創新作為

本學年也一樣辦理校內各項語文競賽，增進學生語文能力，提供發表的舞台，組隊參加校外各項

語文競賽，下學期增加了國語的「讀者劇場」，讓孩子透過肢體、語言表達各班創作的內容，同學各

個使出渾身解數，努力地將練習的成果表現出來，也讓擔任評審的老師們大開眼見 ! 另外，本學年度

配合家庭教育中心的「閱讀桃花源」鼓勵老師使用閱讀桃園花源記錄孩子每日閱讀之書籍，培養學生

每日讀書的好習慣。

106 學年度，我們更落實的實施在地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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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自我的在地特色，豐富學習活動。課程中，學生實作咖啡豆製作 - 採豆、脫皮、篩豆、

脫殼、挑豆、烘豆以及製茶流程 - 摘取茶葉、萎凋、手工揉捻，於畢業典禮時泡製茶、咖啡，給師長、

家長、來賓品嚐，讓社區居民及家長來賓，親手品嘗學生製作以及泡製的茶、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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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學生培養對閱讀的興趣；

透過閱讀課程的設計與策略學習，我們期望學生愉悅地沉浸於閱讀中；透過全體親師生的重視與努力，

我們相信，孩子能跨越不同的領域，將所學延展至不同領域，豐富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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