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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昔日「不學詩，無以言」，假如今天「不閱讀」，又會怎樣呢？ 

 

現今社會發展迅速，資訊傳播的方式和速度日新月異。面向資訊爆炸的

時代，學習能力比學歷更為重要。知識主要由閱讀而來，而閱讀是學生獲取、

深化、交流知識的主要途徑。閱讀可以促進學生的思考，幫助學生認識自身

的生活、社會，以至全球不同的文化與思想，是與世界接軌的基礎管道。一

個不閱讀，或者不懂閱讀的人，將無法參與社會。 

 

香港自 2000 年開始全力推動課程改革，把「從閱讀中學習」列為課程

發展的關鍵項目，改變傳統以來把發展學生閱讀能力視為語文科教師的責

任，主張所有學科教師都是閱讀的教師，須幫助學生發展閱讀能力，並從中

獲取本科知識。從「學會閱讀」到「從閱讀中學習」，越來越多學者和教師

意識到生活裏的知識學習其實無分學科，鼓勵學科協作，通過主題規劃、閱

讀資源選取、策略教授，讓學生學會在學習過程中連繫不同學科的知識與技

能，通過交流、討論，建構新的知識架構。簡括來說，從學科本位閱讀到跨

學科閱讀，是跨課程閱讀發展的重要歷程。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編寫《通學匯思：跨課程閱讀資源

套》，目的是要為教師提供跨課程閱讀的理論參考和具備實踐基礎的閱讀指

導方法，以改變閱讀教學的規劃方式，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的閱讀能力

與閱讀興趣，幫助學生面向學習和生活的需要，成為參與社會的良好公民。

本資源套共兩冊，分為《理念篇》與《實踐篇》。二者既各自成冊，又緊密

連繫。《理念篇》是《實踐篇》的理論依據，《實踐篇》是《理念篇》的理

論引證。 

世界上沒有任何技能比閱讀更重要，因為所有必備的技能，都是根據

書寫的知識去培養。一個人如果不會閱讀，那他很難於社會立足，現代

所有複雜的工作都是由不同領域的專業結合起來，這些技能也是奠基

於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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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念篇》主要介紹跨課程閱讀的策略應用與教學規劃，旨在為有意發

展跨課程閱讀的學校和教師提供一個參考架構，幫助前線工作者制訂校本的

跨課程閱讀課程。《理念篇》有系統地介紹閱讀的內涵和意義，詳述跨課程

閱讀的發展歷程、學理依據與實施架構。各章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閱讀與閱讀素養： 

探討閱讀的重要性、閱讀的發展歷程，概述學者對閱讀能力與閱讀

素養的分析。 

 

 第二章 跨課程閱讀的理念： 

介紹跨課程閱讀的緣起與發展、跨課程閱讀的目的與重要性，以及

跨課程閱讀的學與教策略。 

 

 第三章 跨課程閱讀的規劃： 

詳細介紹學科本位閱讀與跨學科閱讀兩種模式的特點、閱讀資源的

選取與應用、閱讀活動的設計與評估取向。 

 

 第四章 跨課程閱讀的實施： 

探討促成校本跨課程閱讀規劃的重要因素，以及對跨課程閱讀的未

來展望。 

 

 附錄 閱讀資源推介： 

介紹推動跨課程閱讀時可參考的教育局資源。此外，《理念篇》引

述的兒童文學作品書目可參見《手不釋卷：小學中國語文學習參考

書籍目錄》。 

 

《實踐篇》為學校提供經教師實踐的跨課程閱讀教學案例，幫助教師掌

握如何選取與組合閱讀資源，靈活運用閱讀策略，以達成從閱讀中學習的目

的。《實踐篇》收錄 15 個案例，來自不同小學的跨課程閱讀教學，有的是

學校自發開展的，有的是學校與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共同規劃的，也

有的是學校與校外導師合作的成果，分別屬於學科本位閱讀和跨學科閱讀。

每個案例的編寫體例如下： 

 

 〔教學規劃〕： 

介紹學校推動閱讀的概況、課程管理人員與學科教師的協作角色，

以及制訂相關教學設計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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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說明〕： 

說明教學設計的適用年級、建議課時、學習重點及選取的閱讀資源。 

 

 〔教學流程〕： 

詳述教學過程及課堂活動的安排，解說特定閱讀策略的運用，並附

工作紙，讓教師了解學生學習的表現。 

 

 〔觀察人語〕： 

由專業導師就教學設計的指導過程、策略運用、資源選取與學生表

現等各方面進行分析，幫助教師掌握教學設計的特色。 

 

理念是課程的思想，實踐是課程的語言。沒有思想，課程架構無法成形；

沒有語言，課程內涵無法表達。有意發展跨課程閱讀的學校領導和教師可先

閱讀《理念篇》，認識跨課程閱讀的發展背景及基本理論，然後參考《實踐

篇》，了解其他學校的規劃過程和課堂實踐經驗，最後按校本情況發展跨課

程閱讀。 

 

期望在教師的共同努力下，學生成為會閱讀，並且愛閱讀的一代。 

 
 

 
（張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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