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動跨課程閱讀
——閱讀策略教學

風采中學
(教育評議會主辦余風采五堂會贊助)



 中英文早讀(一星期四天)
 各科輪流早讀(逢星期三)
 學科滲透閱讀元素
 圖書館提供優質環境及跨學科閱讀活動

重視閱讀

舉辦不同的閱讀活動，營造良好閱讀氛圍



推動跨課程閱讀
——以能力跨課程

發問卷給科主任，了解各
科閱讀策略教學的需要

為全校推動閱讀策略教學
奠定基礎



推動跨課程閱讀
——閱讀策略教學

 教職員會議

 科主任會議

 教師發展日





推動跨課程閱讀
——閱讀策略教學

 主動要求參加LACC跨科語
言組會議，游說同事一起
推動閱讀策略教學

 同事反應正面，彼此交換
意見，包括執行上的細節



推動跨課程閱讀
——閱讀策略教學

與個別科主任協調

 與中文、科學、生物、歷史、視藝科協商

 整理出學生需要掌握的閱讀策略

 討論如何強化閱讀策略教學



推動跨課程閱讀
——閱讀策略教學

與學務組合作，進行初中學習活動

 為初中各級提供一次一小時課後活動

 由圖書館主任設計活動及教授，主力教導閱讀策略

 以中文、中史、地理、科學、經濟的閱讀材料作例子

 讓學務組及相關學科老師檢視教學設計，好讓活動内容「貼
地」，切合各科需要



閱讀是語文學習的根本

• 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

• 培養閱讀興趣、態度、習慣

• 建構閱讀能力

• 拓寬閱讀面，提升閱讀深度



閱讀策略教學



找連結 + 運用已知

從文中聯想起已經知道或曾經歷的事情或內容。

• 文字與自身

• 文字與文字

• 文字與世界



找連結 + 運用已知

文字與自身

• 讀者自身經歷和所知所感跟文章內容有關連，才容易
產生共鳴，進而在生命中產生意義。

文字與文字

• 讀者找到文章和文章之間的相同點，就能夠利用已知
的形式和內容來了解新的文本。

文字與世界

• 讀者能把所學與生活經驗做連結，學習會更真實。



引入(說話分享)
帶出閱讀內容與自身關係

引入(預測)
預測立場觀點

帶著問題閱讀，修訂觀點

分享你喜歡/
感興趣的潮流

當潮流不再
潮流還有意
義嗎？



課後深化：

• 小組討論

• 問答發揮題

• 短文寫作

潮流千變萬化，
你贊成追逐潮嗎？
談談你的看法。



引入(預習)
了解作家特點



中三說明文《潮流望後鏡》



中三級

中二級

跨級連繫



用不同的顏色筆，標示兩文呼應的句子
討論：
1. 《歸》和《桃》都描述了怎樣的生活環境﹖
2. 《歸》和《桃》都表達了甚麼感情﹖
3. 《歸》和《桃》的語言風格相似嗎﹖

隨筆：

• 綜合而言，陶淵明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怎樣的？試具
體說說。

• 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願望？
• 若你是陶淵明，你會選擇歸隱嗎？為甚麼？

同時指導學生
如何標記文本

同時引導學生代入作家背景

以及連繫自身價值觀



初中閱讀報告（與單元跨篇閱讀比較）

自讀：跨單元連繫（作者/自身體會）



高中閱讀單元規劃
(道家思想單元)

引導學生延伸閱讀

提供閱讀示範



高中閱讀報告
指引

提示學生
運用已學知識



找連結 + 運用已知

閱讀時如能喚起已有知識和經驗，會更有效理解所讀材料。

•已知包含已有的知識、定義，或曾經歷過的事情。

•這個策略在閱讀資料性文章時尤其重要。



閱讀時提出問題

- 幫助理解、澄清思想

- 刺激研究和發明

- 更深入探求文本的意義

- 促進閱讀監控

提問



•依不同的閱讀目標（如找尋資料、做研究、加深理解），提出不
同性質的問題。

•認識不同層面的問題，如：

-表面性問題（誰……？）

-分析性問題（為甚麼？）

-評鑑性問題（你認為……）

提問



中一預習（筆記簿）

• 在筆記簿上寫上「閱讀問題摘錄」

• 閱讀當刻，遇到不明白的內容/語語，立即
在文章上畫「問號」

• 在筆記簿上寫上自己的疑問，並標明是哪
段

• 問題之下預留最少兩行，稍後寫答案



課堂活動-中三上學期導讀《貓》

•初步閱讀內文，小組完成表格



課堂活動-中三導讀《貓》
•監控學生問題的層次

•依不同的閱讀目標（如找尋資料、做研究、加深理解），提出不
同性質的問題。



整理學生問題



o



學生未有提問的地方
老師在課堂延伸、補充



圖像化 + 監控理解

將文字化成圖畫

•將文字化為腦海中的圖像，使文字變得具體和生動。

•圖像化幫助讀者投入文本，形成個人特有的詮譯。

將文字化為圖表

•包括將文字和想法在表格和圖形中做整理。

•釐清文字所敘述的過程、時空關係和因果關係。



• 察覺自己閱讀時的思考過程，知道何時停下來思考。

• 知道自己是否讀懂作者的意思。

• 察覺自己混淆的地方。

• 有意識的運用各種策略來解惑。

• 知道文章是否有可用的資訊來建構意義或是達成個人的閱讀目標。

圖像化 + 監控理解



抓重點

• 判斷和搜尋文章中的重要資料

• 找出文章的主旨和中心思想

• 辨別大意和細節

• 辨別議題和有趣的事實



中一說明單元《古人讀書不易》



•讀者要掌握主旨，真正明白作者所傳遞的信息、觀
點和用意，才能減輕記憶的負擔。

•讀者容易被華麗的語詞和精彩的文句吸引住，需要
練習依閱讀的目標，抓緊有用的資訊。

抓重點



中三《城南舊事》
(引入)

•派發文章，讓學生閱讀

•不提供篇章名稱，要求學生
用三組詞語概括篇章重點

•《冬陽‧童年‧駱駝隊》

•說明本篇是小說的序

•要求學生找出寫作目的

學生過程中需要圈畫重點



中一《陋室銘》指導同學逐步標記內容

• 以上內容可分為多少個部份？
• 3個部份

• 這三部份各以甚麼角度描寫？



中四《出師表》指導同學逐步標記內容



日常課堂建證標示筆記的規律、方向

• 情節……

• 修辭……

• 主旨……

• 補充個人聯想、體會……



總結

• 初中閱讀課堂尤其重要

• 精讀、導讀、自讀的配合

• 練習、測考對應日常閱讀策略

• 內化所學，適時運用閱讀策略

拓寬閱讀
面，提升
閱讀深度

閱讀
能力

閱讀
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