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推動跬步千里的第一步，就是愛閱讀。 

從喜歡開始，就能形成習慣、到達恆久。  

從環境的佈置安排到課程的研發創新，十年積累跬步的過程， 

我們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書箱，不一樣的寒暑假活動， 

不一樣的圖書館，不一樣的主題書展， 

不一樣的社群，不一樣的閱讀課程。 

不是不會累，不是沒有質疑聲浪，也不是毫無挫折， 

但我們有共同理念、有彼此扶持、更有孩子們暖心回饋， 

終於迎來歡喜閱讀、看到孩子能力的成長、素養的展現。 

十年，只是一個開始，只是武漢閱讀永續的發軔。 

壹、閱讀推動之理念、目標與組織架構 

一、閱讀推動之理念及其發展脈絡 

夏天蟬鳴之後，一如既往地，

獨角仙漸次出現於校園的光蠟樹

上，獨角仙猶如每年自武漢畢業的

孩子，從孱弱幼蟲，蛻變到高舉崢

嶸頭角的鬥士，啟示我們：能力再

弱的孩子，都有一切可能。而閱

讀，便是觸發這一切可能的機竅。 

受環境影響，本校學生組成較

為多元，孩子在閱讀上普遍的問題

是：閱讀偏食、文化刺激不足且閱

讀能力無法深化，孩子在學習上動

力低落、自信不足，更遑論培養自

學力。 

於是，我們用閱讀課程積累跬

步，將閱讀這把智慧的萬能鑰匙，

送給武漢的孩子，好讓他們去開啟

眼界、解鎖各項素養、扭轉人生的

劣勢。 

「新武力閱讀課程」希望協助

孩子們從學習策略開始，逐漸建立

自學能力，最後達到己立立人的境

界。這是我們的初心，也是一直以

來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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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理念規劃實踐的閱讀推動短中長期程目標內涵 

本校以「樂讀新武力、閱思漢展能」為主軸，藉由適性化的閱讀課程及活動讓學生培

養興趣與能力，進而成為終身的學習者。推動歷程略如下表： 

 

 

 

 

 

 

 

 

 

 

 

 

 

 

 

 

 

 

 

 

 

 

 

 

三、閱讀推動之組織架構與人員分工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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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閱讀資源整合與環境營造 

一、有效整合運用學校內外部資源推動閱讀 

(一) 經費資源：積極爭取市府補助，建置舒適 

明亮可親近的新圖書館，並定期更新館藏。從

106年 17,396冊，迄今已增加 4,366冊，達到

21,762冊，報章雜誌則多達 26種。 

(二) 人力資源： 

 

 

 

 

 

 

 

 

 

(三) 跨域資源： 

二、 優化學校閱讀環境提升學生閱讀學習成效 

－圖書館改變 ING 

(一) 鬼屋般的圖書館：舊圖書館位於地下室一 

隅，距離教學區遙遠，前往圖書館的走廊更是 

深長陰暗，許多學生視若畏途，甚至在拍攝微 

電影時，將圖書館當作鬼故事發生的場景。 

(二) 守得雲開見新圖：為提高入館率，將圖書 

館外灰暗的廊道加以改造，由師生共同完成米 

羅風廊道。而新圖書館則於 109學年度竣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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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搬遷。通往圖書館的路是

綠蔭繞廊、充滿蟬鳴鳥語，帶

來閱讀新氣象。更多的藏書空

間、更合適的推廣閱讀場地，

學生入館率也大幅提升。 

(三) 校園處處展書香︰每個班 

級皆有閱讀角，校內設有閱讀

廊道、閱讀布告欄、校園漂書 

角，並利用視聽教室、多功能

教室，打造多元的閱讀環境，

提供學生合宜的閱讀場域，讓

校園每個角落都是圖書館。 

三、資源整合提供學生數位閱讀學習課程 

本校整合校內外資源，升級軟硬體設備，由教師社群發展跨域課程，培養學生數位學習

能力，引領其運用數位工具進行跨域閱讀，提升學生數位閱讀素養。 

(一) 數位閱讀資源： 

(二) 數位閱讀學習課程：教師將行動載具、數位工具與數位學習平臺融入課程，引領學生進 

行數位閱讀與學習，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並教導學生使用數位學習工具的方法，培養

學生的自學與資訊能力。本校擁有完善的數位資源與課程，即使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學生

的閱讀學習仍能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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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讀教學之規劃與實施 

一、閱讀教學計劃、執行及檢核之品質 

閱讀課程實施按照教學時間分類，大致規劃如下： 

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成立教師閱讀素養社群，社群成員涵括各領域教師，共同建構閱讀

課程地圖，並研發閱讀策略融入領域教學相關課程以及課程化的活動。同時透過課程及學習

檢核機制，檢核課程的有效性及學習程度，讓學生的學習循序漸進，以期在國中三年間，逐

漸強化各項能力。 

 

 

 

 

 

 

 

 

 

 

 

 

 

 

 

 

 

 

 

 

 

 

 

 

 

 

 

二、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之規劃及執行 

本校自 107學年度起即規劃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課程，以螺旋狀課程協助各年級學生學

習並實際應用實體圖書館、線上圖書館資源，讓學生藉由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善用圖書館

資源之外，更能用正確的方法與態度進行數位閱讀，以期學生面對大量線上資料時，能夠有

足夠的判斷及整合能力，強化學生使用資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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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文本閱讀課程之規劃及執行 

本校文化不利及閱讀弱勢學

生占比率偏高，因此相當重視多

元文本閱讀，從閱讀新武力出

發，規劃多元文本相關課程，並

以數位力加以串聯。除了增進學

生對各項議題的認識之外，更藉

此形成自我閱讀策略，推及各種

類型文本閱讀理解素養： 

 

 

(一) 理解力――讀報認知 

 

1.讀報課程： 

為有效促進學生對多元文本的理解，每學期申請桃園市讀報教

育計劃，並由讀報教育社群，設計早自習專用讀報課程，協助不同

專長的導師，利用類似的操作步驟，帶領班級進行讀報。並參考聯

合學苑提供的讀報學習單，由圖書教師與讀報教育社群整理出 4個面

向、共 12 種讀報學習單，各班導師可從中挑選適合班級屬性學習單

來運用。為了解各班實施狀況，定期於每學期開學初，邀請導師分

享回饋讀報課程實施狀況，以進行課程內容調整。 

2.數位讀報： 

借助數位閱讀高效率與高互動的特性，利用臺灣讀報教育資源

網以及聯合學苑的資源，進一步培養學生資訊檢索能力、多文本閱

讀及查證思辨能力。並利用校內 FB 粉絲頁公布各報刊徵文訊息，順

利投稿者在粉絲頁貼上相關訊息，即可獲得獎勵，藉此鼓勵其他同

學共襄盛舉。 

(二)思辨力――校本出版品 

1.晨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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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數位閱讀 

增進讀報的互動性 

早自習共讀頭條新聞 

理解內容擷取 6W 



題，每學期產出符合本校學生能力之《晨讀手冊》。所有命題教師均是通過國科會「提升 15 

歲學生閱讀素養評量」初階及進階認證教師。每篇文章會經過至少兩次審題後，才列入晨讀

手冊中。晨讀手冊「閱讀四要」規劃如下： 

 

 

 

 

 

 

 

 

 

 

 

 

 

 

 

 

 

 

 

 

2.閱讀素養聯絡簿： 

在全校導師支持下，閱讀決策小組決定將閱讀素養的訓練，延伸至學生的日常生活。於

是，自 109 學年度起，由閱讀素養社群開始共備，逐漸發展出以本校學生能力為本位的閱讀

素養聯絡簿。並規劃 14 項閱讀策略，利用三個年段循環漸進加深的方式，每週一～四練習

各種閱讀策略，週五則以議題或邏輯思考方式，進行較高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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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力――循序漸進，成就寫作創造力 

 

 

 

 

 

 

(四)探究力：主題書展 

圖書館經常配合課程內容、各處室活動以及相關節慶，規劃主題書展。主題書展的規劃，

首先在每年 8 月的閱讀決策會議中提出，經過決議後，再納入該年度行事曆，並與課程研發

小組、閱推資源組及閱推志工組充分溝通協調後，設計課程以配合執行各項書展活動，務求

活動課程化、課程素養化。以 110學年度為例，圖書館舉辦相關主題書展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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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學習領域閱讀策略教學之規劃及執行 

配合本校閱讀課程整體規劃，閱讀策略如何帶入各領域，是本校閱讀課程的重中之重，

因此本校經由課程研發小組討論後，根據「CIRN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網站」中各領域閱讀

策略與成分表，規劃了各領域及各年級閱讀策略的進程與執行方式，讓學生於日常學習中，

在各領域學習到一致的閱讀策略，並日漸熟悉內化，以轉化為個人的閱讀學習策略。 

(一)各領域閱讀教學 

 

 

 

 

 

 

 

 

 

 

 

 

 

 

 

 

 

 

 

 

 

 

 

 

 

 

 

 

 

除領域內閱讀教學的融合外，跨領域的合作讓閱讀教學實現更多可能。和領域課程一

樣，跨域課程也在閱讀策略的帶動下，讓校內的各項教學活動都是有效教學，學生有更多儲

備自學能力的資源。 

跨領域課程在確認課程主題後，以師大陳昭珍教授團隊研發的跨域閱讀 IDEA 模組來進

行協作教學的設計、執行與評量，以下以國文及藝文領域合作的「新年新字望」課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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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課程 

以本校在地環境特色出發，由校內教師設計課程，並尋求社區及鄰近大學資源的協助，

利用社團時間及寒暑假厚植學生的「閱讀新武力」，讓閱讀走入社區，解決孩子文化不利，

課程的長期培養，讓新武力得到更佳的訓練及落實。最後在畢業茶會上充分發揮，除了檢視

「閱讀新武力」課程成效，更是學生三年閱讀課程展現的最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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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閱讀學習成效與影響 

一、學生閱讀能力及閱讀興趣之提升 

（一）定期添購館藏，滿足多樣化閱讀興趣 

1. 圖書館藏種類多元廣泛，藏書量逐年增加，書生比從 106

學年度平均 29.5冊/人，迄今已達 50.8 冊/人。 

2. 主題規劃班級共讀箱書內容，配合多元閱讀單，三年內閱

讀量平均可達 36 冊/人。 

3. 110 學年度後，透過積極辦理各式閱讀推廣活動，吸引學

生進入圖書館，110 學年度借閱率已成長至 8.7 冊/人，借

閱率仍持續向上攀升。 

（二）多元主題書展，拓展閱讀興趣與視野 

 

 

 

 

 

 

 

 

 

（三）新武力閱讀課程，精進閱讀能力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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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會考成績，驗證閱讀課程成效 

十年的砥礪前行，以「新武力」閱讀課程提升學生的學習素

養，使其閱讀及書寫能力皆表現亮眼。109到 111年國中教育會考

寫作測驗四級分以上者達 83%，展現本校同學在寫作能力的底蘊深

厚。111年國中會考國、英、數、社、自及寫作成績皆有顯著的成

長，更獲頒 111學年度桃園市學力倍增深耕型增 A組第三名，卓

越表現亦深獲家長肯定。 

（五）學生感念回饋，迎來歡喜閱讀與成長 

 

 

 

 

 

 

 

 

二、學生閱讀個別差異之輔導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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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運用閱讀能力進行重大議題之探究活動 

104年起即在彈性課程中以 Big 6教學法為主，利用 10週以上的課程進行專題探究學

習。結合 19項議題，培養學生公民意識及國際宏觀視野，讓學生對周遭生活有更多的觀察

與想法，進而逐步成就良善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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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閱讀推動專業精進與社群發展 

一、閱讀推動人員專業成長情形 

(一)圖書教師專業成長：圖書教師自 104年起擔任圖書教師將近八年，積極參與教育部圖書

館閱讀推動教師的初階、進階、高階以及回流研習，藉由研習課程的經驗分享，除了充實自

身在閱讀推動上的能力，也將學習到的能量帶回學校以及社群中，提供校內教師多元的閱讀

資源與視野。於 109年榮獲教育部閱讀推手獎後，仍持續擔任校內閱讀推動核心人員。 

 

 

 

 

 

(二)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研習：我們深

信，老師眼界的高度，就決定學生學

習的高度。而本校教師積極參加校外

各項閱讀培訓及研習，如每年教育部

圖書教師培訓等，都有極高的參與

度，並將研習所學帶回校內，讓校內

的閱讀教學更加精進。 

(三)校內閱讀相關研習： 

 

 

 

 

 

 

 

 

 

 

 

 

 

 

 

 

二、校內人員閱讀教學社群成長情形 

本校透過校務會議、課發會及領域會議時間進行專業知能對話，並於 102學年度起成立

跨領域的「閱讀素養社群」，除帶動校內教師對閱讀素養認知、素養命題及閱讀指導能力的

提升之外，同時也帶動校內教師組織各類社群，將閱讀理解策略融入其發展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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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推動組織及成員之專業發展機制 

透過既有的公開備、觀、議課機制，本校經由閱讀決策小組及課程研發小組長期討論

後，為閱讀推動小組及校內相關閱讀推動課程制定了以下發展機制，協助校內教師教學精

進，並發展校內特色課程，以培養學生自學能力，讓特色課程永續發展。 

 

 

 

 

 

 

 

 

 

 

陸、十年一刻，初心未變 

102年，我們邁出閱讀推動的第一步，十幾年來，我們未曾停下腳步，努力將閱讀策略

及閱讀的感動，帶入武中孩子繁瑣的課業與生活中。 

孩子閱讀偏食，我們規劃主題閱讀書箱，讓孩子在三年間閱覽各類文本；文化刺激不

足，我們設計在地議題的寒暑假營隊，孩子們主動關注各項文化活動；圖書館老舊陰暗，我

們爭取新建寬敞通亮的圖書館，搭配互動式主題書展，提高了借閱量，孩子也更愛賴在圖書

館；閱讀能力不足、不夠深化，我們透跨領域的教師社群共同規畫完整的閱讀課程，以最貼

近武中孩子能力與特質的方式，帶給孩子策略方法，逐步換來他們學習上的成長與自學力。 

閱讀推動絕非是浪漫與刺激的。漫長的基礎打造，是必要，也是必然的。完善地實施

閱讀課程、給孩子面對整個世界的素養，才是我們的初心，也是們這一路上的動力。 

我們深信：策略是開啟閱讀的鑰匙，閱讀理解是自學的根本。而閱讀可以洞見、超然

生活的繁瑣，為視野開疆拓土。衷心期盼孩子們在武漢國中裝備的閱讀鞘翅，高舉崢嶸頭

角、多元展能的同時，這些素養更能帶領他們飛越環境的枷鎖，翱翔於更廣闊的天際。 

社群成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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