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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理念篇

•源起

•理念

•規劃

02 實踐篇

•學校簡介

•校本閱讀課程

•小說單元規劃

•自主閱讀課堂學習

03 成果篇

•學教果效

•反思優化

自主閱讀課堂學習 ─

小四小說單元教學



源起

� 從閱讀報告了解學生閱讀表現

� 成就

� 關注



理念

� 自主特質

� 自主學習



規劃

� 兒童認知發展

� 自主能力發展

� 語文認知能力

� 閱讀策略

� 學習環境



學校簡介

班別數目、每班人數、中文教師人數

辦學理念

學教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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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背景

學校發展計畫

中文科發展計畫



校本閱讀課程

推行原因

拓寬語文視野

加強文學元素

培養自學自主能力

加強「從閱讀中學習」



四年級小說單元規劃

選材原則

單元規劃

實施安排



選材原則

內容豐富

情節吸引

圖文表達

書寫表達



學習範疇 學習重點 學習材料

四
年
級
小
說
單
元
規
劃

閱讀

認識小說結構
理解小說內容
歸納及評價人物性格
培養閱讀古典小說的興趣

<過關斬將
千里尋兄>

<諸葛亮獨
唱空城計>

<諸葛孔明
草船借箭>

寫作
運用動作說話寫作人物事例
運用小說結構創作手工書

聆聽 培養耐心聆聽的態度

說話
培養樂於溝通的態度
培養勇於表達的態度

文學 樂於閱讀文學作品

品德情意 欣賞及學習古人的智慧

思維 思維圖理解人物事例

自學 培養自主閱讀的能力 11



自主閱讀課堂規劃

以<諸葛亮獨唱空城計>為例，

從三個層面三個層面三個層面三個層面((((課前課前課前課前、、、、課中課中課中課中、、、、課後課後課後課後))))

闡述學教規劃。



(一)課前

層
面

要點說明 物質
社交
環境教師 學生

課
前

• 擬訂問題
• 選用閱讀策略
• 設計KWL課業
• 教授擬題技巧
• 說明及示範KWL閱
讀策略

• 學生在KWL學習
清單記錄
「K」及「W」
欄目內容

T
有意義的
課業



三知策略(KWL)

在文學領域課程中，KWL閱讀策略能夠幫助學生

理解知識、記憶保留知識及促進學習信心等(何俊青，2004)。

欄目 說明 目的

K 

「我已知道」
啟動學習

�刺激學生運用前備知識及舊經驗
理解將要學習的內容。

�記錄個人對將要學習內容知道的
事情。

W 

「想要知道」
學教過程

�學生以問題形式表示自己想知道
或想學到的事情。

L

「我學會」
學後反思

�學生對學習的反思及回顧，有意
識地記錄個人學習成果。

(何祥如、黃勤雄，2008)



擬題技巧

「協助學生產生不同類型的問
題，使學生以不同方式來思考與討
論文本，對於文本理解與事後回憶
皆有莫大裨益」 (King, 1994)。



KWL工作紙(I,II)

K W



問題類型 說明 題幹

發問事實性問題
(factual questions)

文章明白陳述
簡單訊息或事
實敘述，直接
由課文獲得這
些訊息。

• 「故事中主要提到哪些……」
• 「故事中，為什麼……」
• 「故事中的……(問題)經過情
形如何?」

發問理解性問題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理解文章提到
的定義和程序，
歸納文章的知
識。

• 「由……可知，……(全文、段
落、句子)主要意思為何?」

• 「故事中這句話代表什麼意
思?」

發問統整性問題
(integration 

questions)

需要連接文章
的內容，以及
課外的知識。

• 「如果你是……你會……」
• 「你同意故事中的……嗎?請
說出理由。」

• 「從故事中的……學到什麼? 」



(二)課中

層
面

要點說明
物質社
交環境

課
中

• 訂定學習目標
• 示範方法

T
有意義的
課業

S
教師和同儕
支持

A
自主和選擇

E
參與評估

• 小組解決問題
• 澄清梳理內容

• 朗讀感悟

• 全班解決問題
• 總結



(三)課後

層
面

要點說明
物質社
交環境

課
後

• 教師鼓勵學生在課堂上記錄

學習成果

T
有意義的
課業

S
教師和同儕
支持

A
自主和選擇

E
參與評估



KWL工作紙(III)

QL



學習果效

21

�問卷調查

�學生感想

�面談



反思優化

�學習信心、興趣

�示範及說明

�教師角色

�KWL學習

22



�KWL的應用

�學生評鑑能力

�團隊專業能量



總結

24

「自主學習的最重要因素在於提供學生學習
的環境」（Gardner,1991；Resnick,1987；Scardamalia & 

Bereiter,1986；Weinert & Helmke,1995）

「以己身之意志，主導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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