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否證論的教學檔案反省實作紀錄 

撰寫之教師：    趙為娣           協作（對話）之教師：    周美智      

教學問題描述 

低年級學生進行自主閱讀時，在迅速瀏覽書名之後，往往直接從內容開始閱讀，文本似乎

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缺乏關連性，也難以掌握文本中重要的關鍵字詞。此外，課堂中學生在句型

仿作或閱讀課文時，也常因斷詞不正確，造成讀、寫上的困擾，因此如何從國語課的課文名稱

開始，教師融入閱讀策略的教學，引領學生掌握文章內容的關鍵字詞，從課名進行斷詞、預測，

並與經驗連結，讓學習產生意義。 

第一回教學反省 對應檢核重點 

P1 

一、問題形成的對話 

課文/書籍名稱是最能代表文章內容的「主題」、「範圍」，甚至

是「作者的觀點」，在現階段的閱讀課堂中，學生往往直接從內容

(圖、文)開始閱讀，忽略課名的意義與重要性，以及對文章關鍵字詞

的掌握，因此教師如何引導學生親近文本、掌握關鍵字詞，學習與

文本產生經驗上的連結與互動，讓學生學習方法和策略，使閱讀產

生意義。 

A-3-2 教學活動中融

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二、產生的問題 

引導學生從看課名，學習斷詞與親近文本，掌握閱讀的關鍵？ 

A-3-2 教學活動中融

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TT1 

一、暫行理論 

(一)中文斷詞 

詞 (word) 所代表的是一個完整的意義概念，中文的「詞」指的

是由一個或兩個以上的字所組成的單位。柯華葳 (1999) 對閱讀歷程

和成份的說明表示，閱讀時基本的字彙辨識完成後，讀者必須配合

上下文，並依照自己的字彙知識和世界知識，決定將句子裡的哪幾

個字組成一個詞，也就是進行詞意的觸接，接著再依據文法規則將

個別詞意整合成一個完整、有意義的句子。由於詞意的觸接仰賴讀

者能正確判斷出「詞」在哪裡 (楊憲明， 1998)，「詞」才是實際閱

讀的單位，而非「字元」，因此詞界限的判斷是閱讀歷程中重要的環

節，如果斷詞能力產生問題，便無法讀懂句意，進而影響閱讀的時間

和流暢度，以及對全文的理解(黃忻怡、廖晨惠，2010)。 

(二)閱讀理解策略—預測 

在進行教學前，指導學生利用先備知識對文章的標題作假設，臆

測文章的內容和可能論及的相關訊息，包含情感、想法和行動，之

後再對文章可能的脈絡及結果做進一步的推論（教育部，2011）。 

從文章題目裡，可以了解文章的主題、範圍，甚至是作者的觀點，

讓讀者對內容有個概略的輪廓（陳滿銘，1994）。  

A-2-1 有效連結學生

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

驗，引發與維持學生

學習動機。 

A-2-3 提供適當的練

習或活動，以理解或

熟練學習內容。 

A-3-1 運用適切的教

學方法，引導學生思

考、討論或實作。 

A-3-2 教學活動中融

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4-1 運用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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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預測」(predictions)策略，讀者需要先從標題、圖片、

章節名稱或首行文字猜測或假設自己將閱讀的文章內容，運用已具

備的知識和經驗，使用預測策略能提升讀者閱讀的興趣，幫助讀者

後續閱讀時專注於所預測的內容，引導讀者閱讀(簡馨瑩，2008)。 

二、實作策略 

從課文名稱開始，學生進行斷詞和預測故事內容： 

(一)斷詞：透過實作和口說分享，並書寫在紀錄單上。 

(二) 預測：學生分享從課文名稱獲得的內容訊息，連結個人生活經 

驗，從中預測故事內容。 

為了讓學生在課堂中的參與達到最大化，老師請學生運用手勢

呈現，再進行實作和口說練習，讓老師能看見學生的思考，也能聽

見學生的觀點，並適時給予指導。 

A-3-1 運用適切的教

學方法，引導學生思

考、討論或實作。 

A-3-2 教學活動中融

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4-1 運用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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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施）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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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名預測：學生分享對故事的預測 透過紀錄單呈現學習過程與結果 

EE1 

一、反思的對話 

從課文名稱開始，老師進行斷詞教學和預測故事內容，學生的參

與相當熱絡，特別是以手勢呈現思考觀點時，每個學生躍躍欲試，從

手勢中讓老師初步了解學生的思考，在藉由實作和紀錄單檢視學生的

學習。在預測故事內容時，學生能聚焦在課文名稱進行內容的預測，

當學生口說不甚完整時，老師能及時給予指導，請學生重述不完整的

語句，進行即時性的補救教學。 

A-4-2 分析評量

結果，適時提供學

生適切的學習回

饋。 

二、反思的結果 

教師在課堂中藉由示範，讓學生學習「方法」，使成為「能力」，

經由多次的練習「穩定」能力。從課文名稱的斷詞教學，學生更能掌

握文章內容的關鍵，同時在課文朗讀或句型仿作時，也能更加流暢與

得心應手。針對課名進行內容預測時，與後續閱讀完整個篇章比對自

己的預測結果，學生閱讀的興趣和專注力也相對提升，從預測中讓文

章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產生連結，也對文章的內容有個輪廓，對學生後

續閱讀上的引導有相當大的幫助。 

不過在深入文章內容時，學生出現不理解的語詞，習慣性以提問

的方式解決語詞上的問題，大多數學生似乎沒有具備自行解決語詞問

題的能力，有些學生也沒有意識到自己閱讀上的困擾，因此針對課文

內容指導學生解決閱讀上的困擾，這是我下一次教學需要精進的方向。 

A-4-1 運用多元

評量方式，評估學

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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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教學反省 對應檢核重點 

P2 

一、問題形成的對話 

在教學過程中，老師發現學生缺乏解決閱讀問題(即不懂的語

詞)的能力，甚至習慣性等待老師給予答案，部分學生對於閱讀上的

困擾也沒有真正思考過，大多數學生依賴老師解答，或是詢問老師

答案為何，在課堂中學生只解決了當下的問題，卻沒有獲得真正屬

於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因此指導學生發現閱讀問題，進而

解決閱讀上的困擾，習得閱讀的方法和策略，使成為學生帶著走的

能力。 

A-3-2 教學活動中融

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二、產生的問題 

學生如何覺察閱讀上的困擾(不懂的語詞)，學習解決閱讀問題

的方法。 

A-3-2 教學活動中融

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TT2 

一、暫行理論 

(一)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 CT) 

「運算思維」是問題解決的思考決策方式，透過運算思維將問題

拆解、歸納，以演算設計將認知訊息依有序的步驟進行邏輯性建構

組織，以達到解決與深度學習之效(彭雯嫈，2018)。教育部在2016

年「運算思維推動計畫」中提及應培養國民小學階段學生能在生活

與學習事務中學習基本運算思維的能力，各領域課程教學應以學生

為主來進行知識概念的統整性學習。 

根據教育部運算思維推廣中心的定義，歸納濃縮具體的運算思

維包含的要素有（李俊輝，2018）： 

1.拆解問題：將數據、流程或是問題拆解成較小與可管控的部份。 

2.模式識別：觀察數據所呈現出來的模式、趨勢及規律等現象。 

3.抽象化：辨別產生這些模式的一般性原則。 

4.演算法設計：建立一個解決問題或類似問題的執行步驟。 

(二)閱讀理解策略—理解監控 

「理解監控」運用在讀者與文本的互動中，指的是讀者在閱讀過

程中，對於自己理解文本程度的自我評估與策略運用（蘇宜芬， 

2017），讀者必須不斷的在閱讀過程中檢視自我的閱讀過程，並即

時進行反省跟監控，了解自己是如何透過策略去瞭解文本，甚至分

析過去所運用的策略來面對不同的文本。讀者也透過自我檢視，分

析自己閱讀的歷程與採用的方法（許育健，2015）。讀者在與文本

互動的過程中，要成為自己閱讀歷程的旁觀者，發現並分析自己閱

讀時所遇到的困難以及克服困難的方法。 

因此「理解監控策略」是讀者對自身理解狀況的自我評估與策略

的運用。若以運算思維的角度來看，是讓學生從親近文本開始，覺

察自身閱讀上的困擾，將所困擾的問題分類、選擇適合的方法解決

並歸納方法，以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部，2017）。 

A-2-3 提供適當的練

習或活動，以理解或

熟練學習內容。 

A-3-1 運用適切的教

學方法，引導學生思

考、討論或實作。 

A-3-2 教學活動中融

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4-1 運用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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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作策略 

首先由教師示範，進而漸進釋放學習責任，即 TS(師生)SS(小

組或兩兩)S(學生個人)，讓學生學習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法。 

(一)拆解問題(覺察閱讀的困擾並註記) 

學生以「放聲思考」(think-aloud)的方式閱讀文本，並標示文章

中自己不理解的地方。 

(二)模式識別(將閱讀的困擾彙整並分類) 

學生將閱讀的問題分類兩類，語詞/字詞類、非語詞/非字詞類。 

(三)抽象化(聚焦解決語詞問題的方法) 

學生將問題聚焦，思考、討論與紀錄解決語詞/字詞類問題所運

用的方法。 

 

 

 

 

(四)演算法設計(建立與穩定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 

在不同的文本和跨領域課程中練習與運用。 

A-3-1 運用適切的教

學方法，引導學生思

考、討論或實作。 

A-3-2 教學活動中融

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4-1 運用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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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解決閱讀問題的方法 學生實作練習 

EE2 

一、反思的對話 

以運算思維融入閱讀理解監控的問題解決策略，幫助學生發現

閱讀的困擾，進而尋求方法解決閱讀的問題，過程中培養學生獨立

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不過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為學生搭建鷹

架，透過不斷的示範，從師生共作開始，協助學生將思考外顯化，

讓學生習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   

A-4-2 分 析 評 量 結

果，適時提供學生適

切的學習回饋。 

二、反思的結果 

目前仍處於 TS(師生) 共作階段，建議教師應持續進行，漸進釋

放學習責任，即 TS(師生)SS(小組或兩兩)S(學生個人)，讓學生

學習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法，使成為自身的「能力」，需透過多次的

練習「穩定」能力，同時要在不同文本和跨領域課程中練習，進而

「培養」該能力。 

A-4-1 運用多元評量

方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