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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閱讀的目標

發展概念

建立心理詞彙

建立語言及文字的概念

儲積語言及書面語詞彙

學會閱讀

學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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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互動閱讀的重要

1.增加學生練習 聽說的機會

2.增加教師示範 說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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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動閱讀的作用之一

1. 發展概念以助學習

2. 豐富心理詞彙

3. 概念及詞彙的積累與儲存

4. 啟動大腦的活動：發展注意及記憶的能力

5. 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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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動閱讀的作用之二

6. 促進智力發展

7. 建立背景知識

8. 建立師生互信的關係

9. 在有所學中得到快樂，獲得成就感。

10. 在有所得中，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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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學習困難的原因：
聽不進、說不出的困難

1. 家庭背景不同，文化差異，需時適應

2. 對老師及同學陌生，需時建立信心

3. 感到害羞，需熱身及得到鼓勵

4. 自信心不足

5. 害怕學習新事物

6. 曾受挫敗的記憶令學習受阻

7. 能力未逮、表達困難6



四. 互動閱讀的討論層次 / 角度

1. 文本角度

2. 整理所讀

3. 深入探討

4. 思考與讀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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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互動討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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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  文本討論

1. 場景

2. 人物角色

3. 情節 (一個情節或多於一個情節)

4. 處理的困難是甚麼？解難的過程

5. 結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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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 重整對文本的認識之一

1. 談談如何用紙偶 / 布偶表演聽到的故事

2. 聽故事後，小組思考如何表演某些章節的動作

3. 分組討論如何用聲音/ 戲劇演出故事

4. 談談彼此在聽故事後畫的畫

5. 談一談怎樣抽取及選段，然後念故事給同學聽

6. 探索圖意

7. 談談文和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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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 重整對文本的認識之二

8. 發展觀察能力及口語應用能力－－

看字或看圖說故事

9. 找出書中很美的東西

10.辨認故事起、承、轉、合的發展

11.思考篇章的名稱與故事的關係

12.從標題及圖畫猜故事，學習說出 / 找出理據

13.練習預測情節，說說「後來呢？」

14.找出形容情緒的詞語 / 句 / 段，談一談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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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 深入探討文本的意義

1. 聊聊故事裡好笑的情節

2. 想想書中人物處理煩惱的方法

3. 練習歸類整理

4. 找出故事不合理的地方

5. 欣賞故事中的妙點子

6. 找出故事的高潮

7. 繪製故事的時間線 / 情緒線

8. 找出不同人物對事情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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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談談個人與書本之間的關連 之一
(將自己的生活和經歷與 圖書相比較)

1. 談談自己與作者或相同或不相同的想法

2. 比較故事中人物的成長與自己的成長

3. 尋找自己或別人的喜好，與書中人物的異同

4. 談談同組同學的家庭生活，與書中描述的異同

5. 談談書中及現實中的人物與人物間的關係

6. 討論怎樣幫助別人及接受別人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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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談談個人與書本之間的關連 之二
(將自己的生活和經歷與圖書相比較)

7. 談談受到打擊的人及在他身邊的人的感受

8. 認識書中人物的生活習慣與自己不同的地方

9. 談欺負人(關心人)的動機和被欺負(被關心)的

感受

10.談書中人物的感覺

11.談害怕 的情緒

12.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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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 談個人與書本之間的關連 之三
(將自己的生活與經歷與 圖書相比較)

13. 談故事人物的名字的寓意或予你的聯想

14. 談成功 / 平安 / 幸福 / 滿足/ 美麗

15. 談好孩子在哪裡？

16. 要是我是書中人, 我的想法及感覺

17. 從人物的對話及行為了解背後的情緒反應

18. 跟書中人物交朋友 (寫卡片、贈言等)

19. 不同章節的故事引發多項的自由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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