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開閱讀之窗——以「已知」探索「未知」的閱讀學與教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湯靜儀老師、倪嘉儀老師、吳芊慧老師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黃 鸝女士



(一)緣起

疫情為學校的學與教帶來不少挑戰和機遇，如何在疫後為學生的閱
讀能力固本培元，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是學校共同的關注。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希望在第一學習階段讓學生學會閱讀，為「跨課
程閱讀」作準備，以回應課程的持續更新。分享的內容將聚焦於：
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並以「文本」為中心，以生活帶動學生的閱
讀興趣、激活思維；細讀文本後，以多元語文活動加強讀寫聽說的
連繫；構建平台，讓學生在對話交流中分享學習成果，發展共通能
力。



 學生的閱讀自我效能感,不論全球,抑或香港地區,均是與閱讀成
績關係最密切的因素。閱讀自我效能感,與閱讀興趣和習慣有關,
閱讀興趣和習慣愈正面,閱讀自我效能感也愈高。

 香港學生的閱讀自我效能,以及閱讀態度和習慣,仍有提升空間。
這是未來閱讀教育重中之重的方向。

• 學生課堂參與程度高，與學生喜歡學校的水平密切相關，這兩者
愈正面，學生愈喜歡閱讀。

• 因此，除了繼續香港學校良好的秩序與環境，讓學生在喜歡的環
境中提升閱讀興趣，也是學校日後須發展的方向。

學生的閱讀自信愈高,閱讀表現愈好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2023年5月17日）。《疫情中展現閱讀韌力，連續四屆全球排名前三 全
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 2021 國際報告（香港地區）》。香港：香港大學教育學
院。頁2。檢自https://web.edu.hku.hk/press/press-release-pirls-2021 



聆聽
1. 培養理解、評價等聆聽能力；
2. 掌握聆聽策略；
3. 樂於聆聽、認真聆聽。

說話
1. 培養構思、表達、應對等說話能力；
2. 掌握說話策略；
3. 樂於表達、勇於表達，適當應對。

閱讀
1. 培養理解、分析、感受、欣賞等閱讀能力；
2. 掌握閱讀策略；
3. 樂於閱讀、勤於閱讀、認真閱讀。

寫作
1. 培養構思、表達、創作等寫作能力；
2. 掌握寫作策略；
3. 樂於寫作、勤於寫作、認真寫作。

學習目標

課程發展議會 (2023)。《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7-8。

學習要點
1. 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掌握語文學習基礎知識，以助培養和發展聽說讀寫
能力。

2. 能力
聽說讀寫能力是本課程的學習重心，各種學習活動
都應以提高聽說讀寫能力為主要目的。

3. 策略
掌握聽說讀寫策略，適當運用，藉以增進語文學習
的廣度和深度，提升語文能力，並培養自學能力。

4. 興趣、態度、習慣
培養學習語文的興趣，體會學習和運用語文的樂趣，
養成學習語文的良好態度和習慣。



閱讀的學習目標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23)。《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7-8。



閱讀的起步……

我 文本

已有的知識

已有的經驗

豐富學生運用語文
的機會

創作

豐富學生的自身生活，
乃至對社會和世界的
認識，培養品德情意
(環保、健康生活)

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

豐富學生運用閱讀
策略的機會

理解課文內容
和語基

自我效能感、興趣及態度

閱讀分享



閱讀文本 閱讀能力的培養

(策略舉隅：聯繫生活、

關鍵詞、朗讀、語文學

習活動)

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

(以篇帶篇、

以篇帶書)

閱讀與價值觀及文化

讀一

篇文

養成飲食好習慣   

讀一

類文

露珠

楊柳

詠柳

  

讀各

類文

誰吞了史丹利

(多元閱讀材料)

  

小雁看桂林

(11隻灰雁往南飛)

  

報告框架

投入 內化



(二) 閱讀能力(基礎)的培養

策略一 從已知起步——聯繫生活

策略舉隅



請分享你最喜歡的晚餐

跟進預習_深得同班同學喜愛的餐單

通過預習，從生活作起步：
了解學生的喜好和生活習慣，為課堂的討論作鋪墊
評估學生對健康飲食的認知和態度

評估促進學習



通過預習，提取已有知識(學習經驗)：
 了解學生的喜好和生活習慣，為課堂的討論作鋪墊

 學生普遍喜歡吃高糖、高熱量及煎炸食品
 評估學生對健康飲食的認知和態度

 學生對健康飲食有認識，惟未明白均衡飲食的重要性，也未有實踐的計劃

評估促進學習

常識科

單元一 食物與健康

學習內容



從已知起步，把握重點
理解內容大意、內容要點、主旨，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扣連閱讀與生活：明白均衡飲食的重要性，在生活中實踐

閱讀連結我和我的生活



提煉
思考生活經驗 代入角色情節 換位思考

讀一篇文——從已知起步，把握重點，建構知識
 理解內容內容要點、主旨，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明白均衡飲食的重要性，在生活中實踐

• 請學生為中秋節設計晚餐

• 學生明白均衡飲食的重要性，願意在生

活中實踐

• 同學互相投選最健康的中秋節晚餐



從已知起步，把握重點
善用預習促進學習
 安排扣連課堂學習目標的預習活動，讓學生於課前閱讀篇章，初步認識

學習內容
 運用預習所學作為開展課堂學習活動的基礎，促進學習。



1. 你在日常生活中曾遇上甚麼困難？

2. 你會以楊柳面對大雨的態度面對這些困難嗎？

3. 你怎樣克服這些困難？

• 鼓勵學生嘗試
• 因應學生的能力和回應作引導或追問，鼓勵學生闡釋意見或協助學生建構

知識，從而提升他們的高階思維能力

價值觀及態度

提煉
思考生活經驗 代入角色情節 換位思考

從各式各樣的文章中建構出意義



策略二

從已知起步，把握重點——找關鍵

(二) 閱讀能力(基礎)的培養



掌握閱讀方法，提升深度閱讀

從已知起步，把握重點
 引導學生細閱標題，運用預測策略猜測文章內容
 從思考生活經驗開始，提取已有知識(良好習慣、常識科《食物與健康》

所學)為理解閱讀材料作準備
 通過課堂提問，提供學習提示



國朋愛吃肉，不愛吃蔬菜，爸爸
媽媽費盡力氣哄他，他才勉強吃
一口。

從已知起步，把握重點
利用語言情境中的線索與文本進行互動，從而建構意義

• 上下文連繫

• 猜猜誰是國朋

• 朗讀篇章引證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編輯委員會(2012)。《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小二上第一冊。



從已知起步，把握結構
找關鍵詞，彙整文章的內容



從已知起步，發展重整能力
串連關鍵詞，重述故事重點，彙整文章的內容

因為不良的飲食習慣，國朋成了

小胖子。

體育老師請同學比賽跑步，國朋

跑得像蝸牛一樣慢。跑了一會兒

更跌到了。

開家長會那天，學校請了一位營

養師跟大家分享良好飲食習慣的

好處，鼓勵大家多吃蔬菜，保持

健康，預防疾病。散會之後，國

朋問媽媽：「今晚晚餐有青菜吃

嗎？」

學生串連關鍵詞複述篇章的內容

鼓勵學生：

建構學習

掌握學習步伐

整理學習心得

閱讀教學後，學生串

連關鍵詞複述篇章的

內容，從學生的逐字

稿可見，學生能重述

故事重點，彙整文章

的內容。



學生能找出關鍵角色/人
物

學生大致能掌握閱讀材料
中不同角色的互動關係

化抽象為形象，展現詩的意味
 提取已有知識(找關鍵詞)為理解閱讀材料作準備
 評估學生是否能：找出關鍵角色；掌握閱讀材料中不同角色的互動關係；掌握閱讀材料中關鍵角色

的特點
 安排扣連課堂學習目標的預習活動，讓學生於課前閱讀篇章，初步認識學習內容，並善用預習所學

作為開展課堂學習活動的基礎，促進學習



關鍵的作用：促進學習的評估、作為學習的評估
根據學生的預習表現，掌握學生的學習難點及學與教重點：
 理解作者的想像及聯想
 理解作者傳遞的訊息/背後的深意
 聯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以理解閱讀材料
 連結線索找出、知道及明白代名詞/轉折詞（「原來……」、「只有……」）

的使用意義

學生能找出關鍵角
色/人物

學生能掌握閱讀材
料中不同角色的互
動關係

學生能掌握閱讀材
料中關鍵角色/人
物的特點

鼓勵學生：
建構學習
掌握學習步伐
整理學習心得

串連關鍵詞複述詩歌內容

對焦學生難點

閱讀教學後，學生串

連關鍵詞複述篇章的

內容，從學生的逐字

稿可見，學生能重述

故事重點，理解作者

傳遞的訊息。



策略三

掌握重點，深入文本——聲入心通

(二) 閱讀能力(基礎)的培養



掌握重點，深入文本：化文字為語言
朗讀：配合人物感情，以適當的語調朗讀句子
培養閱讀興趣，感受閱讀的趣味(語氣)
在理解的基礎上，推斷閱讀材料以外的內容和見解

老師帶讀？
學生帶讀？
全班齊讀？
分組讀？
對讀？
個別朗讀？



掌握重點，深入文本：化語言為律動、表演
朗讀：配合人物感情，運用適當的語氣朗讀新詩
欣賞詩中優美的語言及生動的形象
通過跨班/跨級的語文活動，交流閱讀心得，感受閱讀的趣味：小詩人朗誦會

從閱讀獲得樂趣，分享閱讀之趣

學生以角色的語言，心情，動作演繹文本



策略四

深入文本，應用所學——豐富學生運用語文的機會

(二) 閱讀能力(基礎)的培養



我欣賞……
我發現……
我建議……

深入文本，建構知識
分析、綜合內容（如概括篇章的意思、作出總結）
評價人物的行為表現/習慣，提出建議
培養閱讀興趣，感受閱讀的趣味
交流閱讀心得，與說話、聆聽、寫作活動結合

說話課業



思考生活經驗 代入角色情節 換位思考提煉過程

從未知到已知：建構知識
掌握敍事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情
評價人物的行為表現/習慣，提出建議
交流閱讀心得，與其他說話、聆聽、寫作活動結合

國朋點點頭，
決定要嘗試改
變他的飲食習
慣。

志明每天吃午餐和
晚餐時都會吃蔬菜
和肉，而且，他不
再以醬油拌飯。媽
媽稱讚他：「你真
的改變了！」

寫作課業



深入文本，運用想象
聯繋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構思寫作內容
運用擬人和比喻，令描寫對象更生動、有趣
運用想像及聯想，寫出對大自然景物的想像
理解詩人傳遞的訊息/背後的深意
欣賞詩中優美的語言及生動的形象
培養閱讀興趣，交流閱讀心得，感受閱讀的趣味

閱讀社群：
從閱讀獲得樂趣，分享閱讀之趣

學生作品

故事續寫(小組創作)

學生作品

理解詩人傳遞的訊息/背後的深意



學生作品

提煉
思考生活經驗 代入角色情節 換位思考

課堂內外安排多元的閱讀活動，增加閱讀趣味，豐富學習經歷

新詩仿寫(小組創作)

學生作品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

深入文本，應用情境
 聯繋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構思寫作

內容
 運用擬人和比喻，令描寫對象更生

動、有趣
 運用想像及聯想，寫出對大自然景

物的想像
欣賞詩中優美的語言及生動的形象
培養閱讀興趣，交流閱讀心得，感

受閱讀的趣味



小詩人朗誦會

深入文本，創造境界
字音正確，發音清晰，通過停連、重音表達文意。
朗讀詩歌時富有感情：配合內容及感情，加入動作，律動。
語文活動：展示學習成果，交流閱讀心得(跨級)

學校及生活中閱讀社群的活動

閱讀社群：
從閱讀獲得樂趣，交流閱讀
心得，感受閱讀的趣味

展示學習成果(學生朗
誦片段)：小詩人朗誦

會(跨級)



(三) 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

從已知進入未知的閱讀世界……

經典作品

繪本

文章

新聞

視頻
詩詞

書畫

擴闊閱讀面，增加閱讀量



以篇帶篇

提升閱讀深度，擴闊閱讀面

把握未知：從一篇文到一類文

篇章

課文

(新詩)

《露珠》

《楊柳》

延伸

(古詩)

《詠柳》



單
元
規
劃

閱讀 文學 中華文化 備註

 掌握閱讀策略：
 聯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以理

解閱讀材料
 預測(引領思維)
 找關鍵詞
 默讀
 朗讀（配合感情，有自信地朗

讀優美的文字）
 閱讀能力：

 理解作者的想像及聯想

 理解詩人傳遞的訊息/背後的深

意 (價值觀及態度)

 閱讀興趣、態度、習慣

 欣賞作品中優美的語言（如韻

律、節奏）和生動的形象

 培養閱讀興趣，感受閱讀的趣

味，主動尋找閱讀材料，養成

課外閱讀的習慣

 通過跨班/跨級的語文活動(小

詩人朗誦會)，交流閱讀心得

古詩：

《詠柳》賀知章

碧玉妝成一樹高，

萬條垂下綠絲絛。

不知細葉誰裁出，

二月春風似剪刀。

1.認識中國

古文字：雨(

象形文字)

2.認識中華

文化：仁民

愛物的情神

3.認識柳在

中華文化中

的意義，如

折柳送別的

文化傳統，

背後代表的

是關心顧念

之情。

透過感受、欣賞古今名

作，學習中華文化，提

升文化素養。

透過閱讀文學作品，豐

富學生的文化知識、積

累文化素養，承傳中華

文化的優良傳統，培養

維護文化安全的能力。

透過閱讀古文，欣賞文

言文的簡潔和精煉，培

養品德情意，亦可增進

對中華文化的認識、認

同和珍視。



把握未知：從一篇文到一類文

篇章 對象 外貌/特點 像甚麼 時間/季節 抒發的情

課文

(新詩)

《露珠》露珠 閃閃發亮 珍珠 清晨 讚賞露珠的貢獻；

頌讚自然的美

《楊柳》楊柳 細柔、青

青

-- -- 頌讚楊柳樂觀勇

敢

延伸

(古詩)

《詠柳》楊柳 青綠、柔、

纖細

碧玉、

絲縧

春天 詩人對春天到來

的欣喜；頌讚大

自然的神奇力量

培養理解優秀作品的能力

聯繫生活經驗及已有
知識以理解閱讀材料



擴闊閱讀面，

增加閱讀量，

提升閱讀深度

不同的學習材料幫助學生進入廣闊的閱讀世界：海洋保育

把握未知：從一節課到一本書
聯繋生活經驗及其他學科的學習所得閱讀書本

選取合適閱讀材料，通過有效的指導，幫助學生掌

握閱讀策略及學科學習元素

書名：誰吞了史丹利
作者：莎拉‧羅柏茲
繪者：漢娜‧佩克
譯者：黃筱茵
出版：小光點



從一節課到一本書

擴闊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

從閱讀多元文本中學習新
的知識，並從中得到啟發

電子平台報章

繪本
視頻



1.你在封面裏
看到甚麼角色？

2.封面上有甚
麼文字？

3.你認為誰是
史丹利？誰要
吞了史丹利？

書名：誰吞了史丹利
作者：莎拉‧羅柏茲
繪者：漢娜‧佩克
譯者：黃筱茵
出版：小光點

運用策略，把握重點
 聯繋生活經驗及其他學科的學習所得閱讀書本
 利用圖畫書的圖文線索，通過分析，比較，推測情節發展(創意思維、邏輯思維)
 欣賞作品中有趣的故事情節，優美的語言及生動的形象

1.為甚麼水母會認為史丹利是牠們的同
類？請學生觀察圖畫，留意史丹利和
水母的特徵。

2.為甚麼作者說史丹利不是普通的水母？

列出異同：

在海裏
漂浮、
身上有
條紋和
觸手

水 母 的 條
紋 微 彎 ，
而 且 有 許
多觸手

史丹利的
條紋太直，
觸手太少

莎拉‧羅柏茲著，黃筱茵譯(2021)。《誰吞了史丹利》。



為甚麼史丹利會出現在海裏？

運用策略，把握重點
 掌握敍事結構
 評價內容：通過討論、角色扮演等，對閱讀材料中人物的性格、

行為提出看法
 理解作者傳遞的訊息/背後的深意

思考生活經驗 代入角色情節 換位思考



深入文本，應用所學
 從多元文本中聯繋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理解作者傳遞的訊息/背後的深意
 從多元文本中學習新的知識，並從中得到啟發
 自主繼續閱讀與海洋保育相關的素材

電子
平台

視頻

繪本

報章

網頁



深入文本，應用所學
聯繋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閱讀書本
理解作者傳遞的訊息/背後的深意
欣賞不同的作品中有趣的故事情節，優美的語言及生動的形象
閱讀活動：漂書(繪本創作)活動，交流閱讀心得，感受閱讀的趣味(改寫/評鑑及欣賞)

閱讀社群：
從閱讀獲得樂趣，分享閱
讀之趣深入文本，創造境界

交流閱讀心得，與其他說話、聆聽、寫作活動結合
 《史丹利____冒險之旅》繪本創作

 語文活動：展示學習成果，跨班漂書活動

史丹利米埔冒險之旅 史丹利熊貓園冒險之旅 史丹利熊貓基地(成都)冒險之旅



(四)閱讀與價值觀及文化



以篇帶書

把握未知，探索未知
聯繋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閱讀書本
學生通過閱讀繪本，跟南飛的灰雁欣賞沿途的風景，並在閱讀
的過程中，初步認識我國的風土人情和地理特點。
欣賞不同的作品中有趣的故事情節，優美的語言及生動的形象
閱讀活動：交流閱讀心得，感受閱讀的趣味

融會貫通各學習領域
的知識，連繫不同學
科的學習經歷
中文科：
已學習怎樣運用閱
讀策略，掌握關鍵
內容

常識科：
已學習辨別方向
數學科：
已學習四個方向
(東南西北)

繪本：《11隻灰雁往南飛》

課文：《小雁看桂林》

課程規劃

書名： 11隻灰雁往南飛

作者： 吳烜(2023)

出版： 中國中福會出版社



從已知探索未知

善用預習促進學習
 聯繋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閱讀書本
 運用預習提供學習提示

閱讀文本

小雁看桂林(篇)



https://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

9160/llxl/202009/t20200923_875345.htm

電子平台

擴闊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

https://emm.edcity.hk/media/%E3%80%8A%E4%B8%AD%E5%9C%8B%E5%9C%B0%E7%90%86%E3%80%8B%E5%

AD%B8%E8%88%87%E6%95%99%E7%B3%BB%E5%88%97(%E9%AB%98%E5%B0%8F)%EF%BC%9A%E4%B8%AD%E5%9C%

8B%E5%9C%B0%E7%90%86%E6%A6%82%E6%B3%81%20(%E4%B8%AD%E6%96%87%E5%AD%97%E5%B9%95%E5%8F%A

F%E4%BE%9B%E9%81%B8%E6%93%87)%20/1_q4icy2cs

《中國地理》學與教系列

閱讀文本

讀各類文 多元的閱讀材料

教育局幼稚園及小學組、課程資源組(2022)。中國地理概況有聲繪本。



融會貫通各學習領域的知識，連繫不同學
科的學習經歷
中文科：
 已學習怎樣運用閱讀策略，掌握關鍵內

容
常識科：
 已學習辨別方向
數學科：
 已學習四個方向(東南西北)

初步認識我國的地理、氣
候特點：
1.我國幅員遼闊
2.我國不同地方的風景各

有美態
3.我國的冬天，北方溫度

比南方低

你知道灰雁為甚麼要往南飛嗎？

訂定目標

運用策略：貫通各學習領域的知識 總結

• 灰雁飛越了很多地方，包括課文中
小雁帶我們遊覽過的桂林，讓我們
一起欣賞祖國美麗山河。

• 我們一起看看灰雁的飛行路線，看
看有甚麼發現。

海南省

内蒙古
自治區

陝西省

廣西壯族
自治區

課文：《小雁看桂林》

繪本：《11隻灰雁往南飛》

以篇
帶書

從未知到已知：閱讀與價值觀及文化
 聯繋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閱讀書本
 學生通過閱讀繪本，跟南飛的灰雁欣賞沿途的風景，並在閱讀的過程中，初步認識我國的風土人

情和地理特點，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歸屬感。

冬天過去了，雁群又再啟程，踏上歸途。
審圖號：GS(2019)1818號
https://www.gov.cn/xhtml/2016

gov/images/guoqing/bigmap.jpg



從未知到已知：閱讀與價值觀及文化
 學生通過閱讀繪本，跟南飛的灰雁欣賞沿途的風景，並在閱讀的過程中，初步

認識我國的風土人情和地理特點，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歸屬感。
 學生分享閱讀心得

閱讀《11隻灰雁往南飛》後，我們見證了小雁跟隨雁群，不分晝夜地往目的地前進；
也看過祖國的美麗山河。閱讀這本書後，我欣賞……

我欣賞小雁的堅毅
精神。

我欣賞祖國的美景。



反思及展望

提升閱讀自我效能

樂於參與學校及生活
中閱讀社群的活動

從閱讀中學習新的知
識，並從中得到啟發



學生的閱讀興趣、態度、習慣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我希望能（自行）閱讀更多書本

我希望能創作更多故事

我希望能學習更多古詩

我希望能跟同學/家人分享閱讀心得

請訂立你在中國語文科學習方面的目標。

持續發展的課程參考



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
有學者指出閱讀是個複雜的過程，要達致有效閱讀，學生須能(1)發展並維持閱讀興趣；(2)理解不熟悉的
字詞；(3)流暢閱讀；(4)運用背景知識促進閱讀理解；(5)運用合適閱讀策略(Rozmiarek, 2006)。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因應少年讀
者的需要，提出一個優秀的讀者須具備五種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
素養一：具備理解並運用社會通用文類及公認優秀作品的能力
素養二：能夠從各式各樣的文章中建構出意義
素養三：能夠從閱讀中學習
素養四：參與學校及生活中閱讀社群的活動
素養五：能夠從閱讀獲得樂趣
PIRLS 對閱讀素養的定義，綜合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於相關課題的研究成果，其中最關鍵的是意義
建構和閱讀過程互動的觀點。
PIRLS 認為少年讀者閱讀的文本須廣泛，既要實用又要具有價值，讓他們可以從閱讀大量多元文本中學習
新的知識，並從中得到啟發。讀者自身的生活和閱讀經驗促進了他們與文本的互動，運用合適的閱讀策
略，從而可以從文本中建構意義，而與其他人交換觀點，分享心得也是意義建構的重要一環，閱讀的動力
和趣味也會從中增加(Mullis, Kennedy,Martin and Sainsbury, 2006)。

香港教育局(2021)。通學匯思：跨課程閱讀資源套（理念篇),頁9。



從已知探索未知 把未知化為已知

讀一篇文 養成飲食好習慣 閱讀連結我和我的生活

讀一類文

露珠

楊柳

詠柳

閱讀連結我和我的學校

讀各類文

誰吞了史丹利

小雁看桂林

多元閱讀材料

閱讀連結我和世界 閱讀連結我和我的祖國



閱讀文本 閱讀能力的培養

(策略舉隅：聯繫生活、

關鍵詞、朗讀、語文學

習活動)

豐富學生的閱讀經歷

(以篇帶篇、

以篇帶書)

閱讀與價值觀及文化

讀一

篇文

養成飲食好習慣   

讀一

類文

露珠

楊柳

詠柳

  

讀各

類文

誰吞了史丹利

(多元閱讀材料)

  

小雁看桂林

(11隻灰雁往南飛)

  

投入 內化

讀得懂

讀得多
讀得廣

讀得深



閱讀學與教的步驟 把握重點

預習 聯繫生活經驗及提取已有知識

閱讀的學與教

關鍵詞

朗讀

預測

思維導圖/概念圖

掌握閱讀策略

發展複述、重整能力

欣賞作品中優美的語言和生動的形象

多角度思考、發展解釋、拓展能力

延伸學習
說話/寫作/其他語文學習範疇

語文活動

建構知識

應用知識
分享學習成果

從已知起步 探索未知 轉化為已知

從自身出發

發展閱讀能力

省思自我

探究與創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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