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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由零歲開始 

從閱讀是從文字中獲得意義的角度而言，
兒童從出生開始傾聽父母的聲音、故事
的音韻節奏或搖籃曲，便已是在學習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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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首先學會解碼，並進而能夠理
解。兒童開始懂得把印刷品或熒幕
上的符號轉換、構築成意義，並漸
漸能夠流暢地理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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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能夠通過理解篇章，汲取世界的
知識。當兒童「學會閱讀」，便能
「從閱讀中學習」，從此發展出從文
章而至根據自身經驗獲取知識的重要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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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溝通（Communication）：用中文與他人溝通 

2. 文化（Cultures）：獲得知識和瞭解中華的多元

文化性 

3. 貫連（Connections）：貫連其他學科並獲得知

識 

4. 比較（Comparisons）：比較中文及其母語的

差異，增加自己對母語與本國文化的認識 

5. 社區（Communities）：將所學應用於家庭、

學校、社區以至國際的多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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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兒童有意識的認識文字的用途 

2. 培養廣泛閱讀的習慣 

3. 充實兒童的語言知識 

4. 發展兒童運用閱讀策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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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 文字 

無字書 圖畫書 圖文書 插圖書 文字書 

橋樑書 圖畫書 文字書 

沒有文字， 

純以圖像說 

故事 

圖畫為主， 

輔以少量文 

字敘述、描 

寫、說明 

圖文等量 文字為主， 

輔以少量圖 

畫展現特定 

場景、人物 

情態或說明 

事物特質 

 

純文字 

童書的呈現方式 

張永德    8 



圖畫書具有廣義的教育功能 

1.對兒童的語言學習有幫助(領會語言的
聲音及意義) 

2.對兒童的知識發展有幫助(擴展視野和
認知範圍) 

3.對兒童的成長有幫助(發展個人與社會
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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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學習活動 學習內容 教與學策略 認知發展階段 

 

1. 無字書 

2.繪本 

 低程度：句

式重覆故事 

 高程度：具

故事結構成

分的繪本

（樣本書） 

3.故事書 

 具故事結構

成分和不同

結構類型的

故事書（樣

本書+可預測

故事書） 

 

1.講故事、讀故

事 

2.共享閱讀、恢

復閱讀 

3.讀書會、文學

圈、聊書會 

4.創意閱讀、讀

寫結合 

（看、講、問、

動模式） 

 

 看圖認物識

字 

 在語境中識

字識詞 

 累積詞匯 

 掌握概念 

 理解內容 

 看圖說話、

寫話 

 連圖成篇

（敍述訓練） 

 深化理解──

作出猜測、

推論、提出

個人意見…… 

 讀寫結合 

 

舉例： 

 看圖識字 

 部件/首識字 

 脈絡閱讀法 

 猜測 

 推論 

 提問 

 故事框/故事

結構 

 

認識─理解─深化 

 表層理解到

深層理解 

對話─互動（對

話教學） 

 認識別人的

文化到文化

交流 

反思─評價/批判

（多元文化識讀） 

 由支持個人

族群和種族

的認同到適

應的多元文

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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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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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準備一本故事書對全班講故事 

全班都要能看到書本，分享閱讀的樂
趣 

教師要態度投入，使學生能在自然的
情況下熟悉故事中的語言模式 

在講故事的過程中適當地教認字和解
碼技巧(利用圖文結合、脈絡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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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趣味性和定義關鍵的字彙 

2. 引發孩子對於故事的期望 

3. 幫助孩子建構起故事的必要資訊 

4. 朗讀書本 

5. 引發一些能夠延伸孩子對於書本理解
的問題 

6. 將故事與孩子的經驗連結 

7. 重新回顧故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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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內容豐富的圖片/書本，引導學生觀察畫面。使他

們能夠從圖片建構出一個故事。 

 鼓勵學生說出物件名稱（產生詞語），如可以的話，自

行寫在卡片上（教師事先準備字詞卡）。 

 用一個信封袋放好孩子形容圖片的單字卡 

 將畫面串連，發展學生的敍述能力。 

 鼓勵孩子利用單字造句，講述故事。 

 利用孩子自己的語言生產閱讀材料，發展「口述故事」。 

 教師和學生一起朗讀故事。 15 



 鼓勵學生獨立閱讀前一天看過的書。 

 教師引導重覆閱讀熟悉的書本，深

化理解，鞏固字詞、句式。 

 介紹新的書籍。 

 教師配合各類活動，引導進行認字、

造句和句子重組等活動。 

 16 



1. 字詞舉例：一至十、小雲、小貓、
蝴蝶、老鼠、樹、綿羊、汽球…… 

2. 概念：數數、減數 

3. 句式：(小貓)(捉)(蝴蝶)、(小
狗)(在)(哭)。 

4. 品德情意：幫助他人 

5. 知識：科學知識 
 書中學習重點很多，教師可因應學生程度選定適合

的學習重點，或循序漸進地帶出不同層次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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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對孩子是否有意義？ 

這是一本吸引人閱讀的書嗎？ 

書中所使用的語言是否生動自然、容易
預測？ 

書中有沒有很多孩子不熟悉的字？句子
複雜嗎？ 

書中有沒有提供很多有用的閱讀線索？ 

這類書籍能不能擴展孩子的經驗，讓孩
子見識不同的寫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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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有很豐富的內容，可教的東西很
多，成人可以因應兒童的興趣隨機施
教，但須記着這些教育內涵是蘊含在
故事的有趣情節中的，脫離了有趣的
故事而只顧教，知識便會變得枯乾乏
味，不能吸引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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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讀出以下以下數字： 

一二三 

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二三四 

四三二 

四五六七八九十 
由讀而唱，結合兒歌教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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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配合學過的字詞，請學生在生活中搜
集更多相關的字詞，擴闊詞匯。 

鼓勵學生用各自己的方式解釋字詞。 

鼓勵學生用各種方式整理找到的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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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學習目的 學習內容 

觀察圖畫，
口頭描述畫
面 

看圖認物識字，
建立詞匯。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畫面，請他們嘗試
口頭描述，教師適當記下關鍵字詞。 

講述故事 理解內容，學習
概念。 

在語境中學習字
詞、句子。 

教師講述故事，結合提問，協助學生
掌握故事內容，並適當帶出生字新詞
和句子。逐步過渡至學生能看圖說話。 

提問、回應 深化理解：引導
猜測、推論、回
應、互動。 

教師提問(初期可用六何法)，學生可
自由作答，啟發其觀察力與思維。逐
步引導學生作猜測、推論，提出個人
意見。 

延伸活動 鞏固學習，建構
學習遷移。 

安排活動，指導學生運用所學，例如：
為圖片加上說明、遊戲、利用詞語造
句、創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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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講問動」是基本模式（基本餐單），但教師
可以因應學生的情況作變化，加入適切的活動，
將「看講問動」變化為不同的教學流程，如： 

看、問、動（遊戲）[重複鞏固] 

看、想（例：猜測）、讀、問、動 

看、講、問、玩、動（示例） 

看、講、問、創（例：造小書） 

上述的過程除可隨意變奏外（自選套餐），並須
適當的重複迴環，作相應的鞏固或延伸、提升，
故一個教學設計可以由一個或多個上述的配套組
成（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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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象徵的多元文化主義：支持個人族群
和種族的認同； 

2. 適應的多元文化主義：將個人暴露於
不同的其他傳統裏，以提升每一個人
的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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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深化 

 認識當地語言、文化（Read the 
word, Read the world） 

2. 對話─互動 

 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互動 

3. 反思─顛覆 

 從不同角度看外國文化、反思自身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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