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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素養的定義 

學生需要具備甚麼
的能力和其他素養
才能有效閱讀？ 

如何培養學生的
閱讀素養？應該
由何人負責？ 

何謂閱讀？閱讀
的目的是甚麼？ 



閱讀素養的定義 

閱讀的目的是準
確掌握文章的字
詞和內容，再進
而對作品主題和
作法的賞析。 

閱讀是學習及日常
生活所需的能力，
閱讀者會因應不同
的目的和閱讀類型
運用不同的閱讀方
法以達成目的。 



閱讀素養的定義、教學與評估 

閱讀素養的定義 

閱讀素養的培養 
（負責的教師；課內／課外；閱讀材料； 

教學策略及活動形式 ……） 

閱讀評估 
（閱讀的材料；考核的能力 ……） 



文學性閱讀 = 準確認讀、理解和賞析作品 

閱讀素養的培養 
（語文科教師；課內；文學作品； 

以傳授知識為主，多由教師講解和引導 ……） 

閱讀評估 
（文學作品的字詞、內容理解和作法分析 ……） 

閱讀素養的定義、教學與評估 



功能性閱讀 = 應付日常生活需要的閱讀任務 

閱讀素養的培養 
（所有教師；課內＋課外；各種類型的閱讀材料； 

多元化教學策略，重視學生應用閱讀的能力 ……） 

閱讀評估 
（配合生活需要處理資料的能力，例如 

篩選、理解、綜合、評價、質疑、反思 ……） 

閱讀素養的定義、教學與評估 



•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的定義 

–對文本內容的理解、運用、反思及參與度 
(engagement)，以實現個人目標、增進知識、
發展潛能，並投身社會(OECD, 2009)。 

 強調閱讀對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功能 

 強調應付日常生活需要的不同層次閱讀能力
多於基礎的字詞能力 

 同時包含認知和情意元素 

PISA 對閱讀素養的觀點 



PISA 閱讀卷的評估架構 

•閱讀的文本 (Text) 

–劃分標準：文本的媒體 (medium)、格
式 (text format) 和類型 (text type) 

–文本的媒體 

•印刷文本 

•電子文本 



• 閱讀的文本 

– 文本的格式  

• 連續文本（continuous texts） 

• 非連續文本（non-continuous texts） 

• 混合文本（mixed texts） 

• 多元文本（multiple texts） 

PISA 閱讀卷的評估架構 



• 閱讀的文本 

– 文本的類型  

• 描述（description） 

• 記敍（narration） 

• 說明（exposition） 

• 議論（argumentation） 

• 指示（instruction） 

• 交流（transaction） 

PISA 閱讀卷的評估架構 



• 閱讀的過程（Aspect） 

–(1) 檢索信息 

–(2) 理解文本 

•形成概要理解 

•闡釋文本 

–(3) 反思及評價 

•反思及評價內容 

•反思及評價形式 

PISA 閱讀卷的評估架構 



• 閱讀的情景（Situation） 

–為個人用途而閱讀 

–為公共用途而閱讀 

–為工作用途而閱讀 

–為教育用途而閱讀 

PISA 閱讀卷的評估架構 



PISA 閱讀評估的設計 

• PISA評估的不只是語文科的閱讀能
力，而是涉及所有學科以至課堂以外
日常生活所需的閱讀能力。 

• 學生在PISA的閱讀表現，可反映出
他們是否具備從閱讀中學習以至日後
投身社會應付日常生活需要和終身學
習的能力。 



香港學生在 PISA2009 

的閱讀表現 



• PISA2009 

香港學生的
閱讀素養綜
合分數為
533，在全
球排第 4 名。 

閱讀測驗的一般結果 



• 香港學生在PISA2009的表現與PISA2006沒
有顯著差異，但比PISA+及PISA2003有明顯
的進步。 

閱讀測驗的一般結果 



• 香港學生在 PISA2009 連續文本的得分
為538，排名僅次於上海。 

• 香港學生在 PISA2009 非連續文本的得
分為522，國際排名第7位。 

• 香港學生在PISA2009閱讀連續文本的表
現與以往幾屆相若，變化不大。 

學生在不同閱讀文本的表現 



東亞區學生在連續文本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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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閱讀
連續文本的能
力在東亞區甚

為出色。 



東亞區學生在非連續文本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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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生在PISA2009中得分最高的是反思與
評價。 

• 香港學生在PISA2009三個不同閱讀過程的得
分均比PISA+為高，但只有理解文本的分數有
顯著的差異。 

學生在不同閱讀過程的表現 



東亞區學生在檢索信息的得分 

530

549
542

526
530

496
493

460

470

480

490

500

510

520

530

540

550

560

香港 上海 南韓 新加坡 日本 台北 澳門

香港學生檢索
資料的能力在
東亞區屬中上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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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區學生在理解文本的得分 

香港學生理解
文本的能力在
東亞區屬中上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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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區學生在反思評價的得分 

香港學生的
反思評價能
力在東亞區
較有優勢。 



• 在歷屆 PISA，女生的閱讀成績均比男
生為高。 

不同性別學生的閱讀表現 



• 女生在所有類型的文本及閱讀過程的得分均
比男生為高。 

• 男女生最大的差異在連續文本和反思評價。 

不同性別學生的閱讀表現 



香港學生在 PISA2009 

學生問卷的結果 



與學生個人因素有密切關係的問卷指標 

•閱讀參與度 

–為興趣而閱讀的時間 

–閱讀興趣 

–閱讀材料的多元性 

–網上閱讀 

–學校學習的閱讀活動 

PISA 學生問卷的設計 



• 學生在PISA2009的每日為興趣而閱讀時間比
PISA+上升了，不閱讀的人數比例則減少了。 

香港學生的閱讀時間 



• 學生在PISA+ 的閱
讀興趣指標為 

0.07，PISA2009

為 0.32，各問題
的答案也反映出
學生對閱讀的態
度明顯更趨正面。 

香港學生的閱讀興趣 



• 在PISA2009香港學生閱讀小說和報紙的比例
比PISA+增加了，閱讀雜誌和漫畫的比例則減
少了，閱讀非小說類書籍人數無大變化。 

香港學生閱讀的多元性 



• 除了參與網上論壇討論和閱讀電郵外，香港學
生在大部分的網上閱讀活動都比OECD的平均人
數比例為高。 

香港學生的網上閱讀活動 



• 香港學生經常進行關於理解內容的閱讀活動。 

• 學校並不經常要求學生背誦。 

• 學生較少機會進行理解非連續文本的活動。 

香港學生的學校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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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各地學生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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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興趣 閱讀多元性 網上閱讀

• 香港學生在三項閱讀參與度的指標都是正數，閱讀
興趣在東亞區排名第三，閱讀多元性排名第三，網
上閱讀排名第一，反映學生的閱讀動機良好。 



與學生個人因素有密切關係的問卷指標 

•學習策略 

–運用策略的經常性 

• 記憶策略 

• 引伸策略 

• 控制策略 

–後設認知 

• 掌握有效理解和記憶的策略 

• 掌握有效摘要的策略 

PISA 學生問卷的設計 



香港學生的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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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生只有記憶策略指標高於國際水平。 

• 香港學生在控制策略和兩項後設認知指標均
偏低。 



東亞各地學生的學習策略 

• 除了新加坡外，東亞地區學生的策略運用指數普
遍低於OECD國際水平。 

• 香港學生的記憶策略指數是全東亞區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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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各地學生的學習策略 

• 東亞地區學生之中只有香港、澳門和台北的後設
認知指數低於OECD國際水平。 

• 香港學生兩項後設認知指數都是東亞區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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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與記憶 摘要



與學校閱讀教學或活動有關的問卷指標 

•圖書館的資源和使用 

•閱讀課堂（中文科）環境 
–秩序氣氛 

–教師激勵閱讀參與 

–教師運用結構和鷹架（scaffolding）策略 

PISA 學生問卷的設計 



與學校閱讀教學或活動有關的問卷指標 

•與學校學習有關的閱讀活動 
–理解文本的活動 

–傳統文學閱讀的活動 

–使用包含非連續文本的閱讀材料 

–使用生活化的閱讀材料 

PISA 學生問卷的設計 



圖書館的資源和使用 

• 香港普遍學校圖書館的資源充足。 

• 香港學生經常為興趣或學習需要到圖書館借
閱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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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閱讀課堂環境的觀感 

• 香港學生普遍滿意
閱讀課堂的秩序。 

• 香港學生認為教師
在閱讀教學時給予
他們參與的機會和
對他們學習的支持
並不足夠。 



與學校學習有關的閱讀活動 

• 香港教師多要求學
生解釋閱讀內容，
有助提高學生的理
解能力。 

• 學生經常進行文學
閱讀活動，但閱讀
非連續文本的機會
不足。 



閱讀動機、策略、課堂觀感與成績 

• 與學生閱讀成績關係最為密切的個人因素是閱

讀樂趣、兩項後設認知能力和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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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指標單位可改變的閱讀分數



閱讀動機、策略、課堂觀感與成績 

• 與學生閱讀成績關係最為密切的課堂環境因素

是解釋文本活動、文學閱讀活動、使用非連續

文本和秩序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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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生在各問卷指標的差異 

• 男生在閱讀樂趣、記憶策略、控制策略和兩項後設

認知指標都低於女生，但網上閱讀及引伸策略的指

標則高於女生。 

 了解男生閱讀表現較弱的原因  改善方法 



PISA2009 的結果對香

港教師的啟示 



對現時課程和教學的肯定 

• 香港學生在PISA2009的閱讀表現理想，也比
在舊課程期間參與的首兩屆PISA評估有顯著
的進步。 

• 比較PISA+和PISA2009，香港學生主要的進步
在理解層次的閱讀能力。與東亞各區的學生
比較，香港學生在閱讀連續文本和反思及評
價的表現最有優勢。 

 結合問卷的結果，肯定了語文科對文學閱讀的重
視和學生經常進行理解活動有助提升閱讀素養。 

 



 近年教改和中文新課程的理念與 PISA 有不少
吻合之處： 

– 教改的主題是「學會學習」；強調從閱讀中學
習；各學科加強了對理解和應用能力的重視，
增加開放題，鼓勵學生表達個人的意見。 

– 中文科新課程強調能力導向；閱讀考試重視不
同層次的能力；公開試加入了評估功能性閱讀
能力的綜合卷。 

學生在PISA2006及2009的優秀表現肯定了教
改的方向和中文教學的成效。 

對現時課程和教學的肯定 



• 香港學生在PISA2009閱讀習慣和動機的問
卷結果理想，比PISA+更為正面，也在東亞
區有理想的排名。 

華人學生一般有正面的學習動機。 

教改重視從閱讀中學習，投放了更多資源推廣
校內閱讀風氣。 

閱讀興趣跟學生的閱讀成績關係最密切，培養
學生的閱讀興趣是繼續提升閱讀素養的良方。 

對現時課程和教學的肯定 



對改善課程及教學的思考 

• 香港學生閱讀非連續文本比連續文本的能
力為弱。 

•問卷顯示學生為學習而閱讀非連續文本的
機會明顯比文學性閱讀為少，也低於國際
水平，學生在課外閱讀看非小說類書籍的
時間多年也沒有增加。 

 如何在課堂內（特別是非語文科目）增加對
非連續文本閱讀的重視？ 

 如何在課外閱讀推廣非文學類的書籍？ 



• 香港學生在PISA2009學習策略的問卷結

果不太理想。香港學生在控制策略和兩

項後設認知能力都低於國際水平，但這

三項指標跟閱讀成績有密切關係。 

新課程強調「學會閱讀」vs. 傳統語文科並

不重視策略教學  如何在以課文教學為主

導的閱讀教學進一步加強策略教學？ 

對改善課程及教學的思考 



非語文科以本科教學為主，未必能兼顧

閱讀教學  如何加強學生在學科內容的

閱讀能力？ 

後設認知能力的發展跟自主學習的培養

有密切關係 vs. 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在閱讀

課堂的參與與得到的支持不足  如何改

善課堂的教學模式以提升學生的後設認

知能力？ 

對改善課程及教學的思考 



• 香港女生的閱讀能力較男生為高，男生
最弱的是反思評價和閱讀連續文本。 

•問卷顯示男生在閱讀興趣、控制策略及
後設認知較弱，但比女生更多在網上閱
讀。 

如何提升男生的閱讀信心、興趣和能力？ 

對改善課程及教學的思考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
是指學習者主動地計劃、選擇和運用策
略、調控個人的感受、行為和環境，以
期有效地達到所設定的目標 (Perry, 

1998; Zimmerman, 1990)。 

• 自主學習涵蓋了PISA所重視的認知、情
意和後設認知三大元素。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有靈活的後設
認知能力 

具備學習所需
的知識與策略 

有正面的動
機與情緒 

均衡的課程與教學重點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觀察階段：教師講解知識和示範如何運用各種
策略進行學習。 

模仿階段：教師設計促進學生運用能力的活
動，提供足夠的輔助，給予具體的回饋。 

自我控制階段：教師設計可讓學生獨
立運用所學的課業，促進學生從實踐
中改進能力。 

自主學習階段：學生完全掌握自
主學習的能力。 

教
師
輔
助 

學
生
自
主 

循序漸進的教學模式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知識與策略 

– 擴闊學生的閱讀範圍 

• 語文科 + 其他學科；課內 + 課外；文學 

+ 非文學類的閱讀材料。 

• 課內課外的配合：促進不同學科、圖書
館和家長的合作，以課外閱讀鞏固和延
伸課堂所學，並建立恆常的閱讀習慣。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知識與策略 

– 擴闊學生的閱讀範圍 

• 男生尤其需要從非文學類書籍入手，
以及加入生活化教材和課後的網上閱
讀活動培養閱讀興趣。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知識與策略 

– 加強策略教學 

• 語文科：配合單元和閱讀材料的性質
教授相關的閱讀策略，讓學生更有意
識運用策略，提升閱讀單元課文的能
力。 

reading strategy list.pdf
單元結構圖示例.pdf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知識與策略 

– 加強策略教學 

• 一般學科：配合本科閱讀材料的性質
指導學生閱讀的方法 + 跨學科的閱讀
策略訓練。 

• 男生比女生更需要和適合直接教授閱
讀策略。 

結構策略類型.pdf
strategy for other subjects.ppt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後設認知 

– 在日常教學加入後設認知元素 

• 直接教授後設認知策略：K-W-L策略、
目標設定和監控、檢查、解難策略。 

• 在每個單元 / 課題的開始和總結時跟學
生建立和檢討學習目標，使自主學習成
為學生恆常的習慣。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後設認知 

– 課業性質： 

• 課內的活動、課外的習作或評估，均可多
採用具思考性、應用性和開放性的課業。 

增加學生自己理解、分析或搜集不同類型
閱讀材料的機會。 

從實踐中促進學生靈活運用知識和策略的
能力。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後設認知 

– 教學取向 

• 增加學生在課堂的參與，靈活採用學生
個人和小組學習的閱讀活動形式。 

• 以每個單元或課題為單位，慢慢由教師
支持建立學生的能力，到逐漸增加學生
自主學習的比例。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動機和情緒 

– 課業性質 

• 多採用不同類型和生活化的教材。 

• 閱讀活動宜多元化、具發揮性和挑
戰性。 

 讓學生感到閱讀是有趣和有意義的
活動。 



自主學習理論的啟示 

• 動機和情緒 

– 教學取向 

• 增加學生參與  提高閱讀的趣味性。 

• 定期跟學生檢討和回饋，肯定學生的能
力，也使學生清楚了解自己的表現和改
善的方向  正面的學習情緒。 

• 男生比女生更需要提高閱讀的動機。 



• 從PISA的結果肯定我
們的學生和教育同工
過往的努力！ 

• 從PISA的結果反思我
們未來應該向甚麼方
向努力？ 

總結 

 PISA的成績和排名只是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