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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位於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館藏以佛學典籍

資料為主。本館鑑於附近村里地處偏僻，既乏圖書資源，也少有圖書館、文教機構等設施，故

自民國 85年起，特於館內闢設「兒童閱覽區」。此區圖書採開架式，附近兒童入館後可自由取

閱，且館內兒童圖書也可借出，只要登記借閱者姓名及書名即可，並無借期之設限。希望藉由

推廣閱讀風氣，開拓偏鄉兒童的視野。

二十多年來，本館儼然已成為附近小朋友的「觀光區」。每年附近小學舉辦戶外教學活動

時，老師總會帶學生來參訪，並請法師為小朋友介紹好書。但是，如何在半小時內圓滿達成師

生的期望，實令筆者絞盡腦汁。

在選書方面，經過數年的摸索後，發現彩色圖畫書及造型奇特的書，最能引起小朋友閱讀

的興趣，如：繪本或立體模型書。是以，小朋友一見到本館典藏的《知識大解構系列》（注 1）立

體模型書，眼睛立刻散發出光芒，不僅好奇的觸摸著立體書，還七嘴八舌的討論。此外，2016

年出版的《立體繪本世界童話》（注 2）也深受小朋友喜愛。當書一打開，城堡、人物、動物、

景物等就立體地呈現在眼前，小朋友無不看得驚呼連連。

至於在來館的短暫時間裡，應如何帶領小朋友閱讀以提升興趣？依筆者多年的實際帶領經

驗，發現透過提出問題、同儕搶答，再輔以獎品回饋的方式，所得到的回應最為熱烈。尤其在

陪讀與共讀時，因「提問」能快速地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猶如在彼此之間搭起「橋樑」，將

原本的單線往來交織成網狀互動，自然樂趣橫生，而閱讀的興趣也在當中培養出。影響所及，

不論放學後或假日，小朋友常會主動來本館閱讀故事書或借書回家閱讀。

然而，該如何「設問」才能讓閱讀者很快地進入文本的世界？這牽涉整個閱讀活動的成敗，

是件極具挑戰性的任務。為此筆者曾研讀參閱很多與「提問」有關的書籍，如：《問出好問題：

讓青少年愛上查經的提問法》（注 3）、《有效提問：閱讀好故事、設計好問題，陪孩子一起探

索自我》（注 4）、《問好問題》（注 5）、《啟動孩子思考的引擎：活用四層次提問的有效教學》

（注 6）等書。最後，筆者融合上述各書的特點並運用香光尼眾佛學院推展的「意象教學法」（注

7），而整合出四層次的設問對話。經過幾年的實際操作與調整後，發現透過有層次的「提問」，

對文本的瞭解、說出感想、引發思考、發揮想像力與閱讀者間的互動都有很大效益。

是故，筆者在此野人獻曝，先說明四層次提問法的設計要點，再以適合小學四年級閱讀的

繪本為依據略作設問舉例，其內容概述如下，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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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次，解讀文本基礎資料

「消化客觀材料」是引導閱讀者進入閱讀的第一層次，帶領者可採 6W1H（Who、What、

When、Where、Why、Wherefore、How）的提問方式，透過同儕回答而幫助閱讀者瞭解文本

中的內容。故翻開繪本的任何一頁，都可採 6W1H設問，如：

1.人（Who）：這畫面出現幾個人？ (或，有哪些人？ )

2.物、事（What）：這畫面有哪些重要物品？發生什麼事？

3.時（When）：這畫面發生在什麼時候？

4.地（Where）：這個故事發生在哪個地方？

5.為何（Why）：是什麼造成事件的發生？

6.如何（How）：事件的經過如何？

7.結果（Wherefore）：最後的結果如何？

此層次的設問重點在引發小朋友的觀察力、想像力和表達力；並透過不同人的回應而拼湊

出故事的完整性，小朋友不但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故事的內容，也可以聽他人如何描述故事。

因第一層次所提的問題都是直接出自文本資料，小朋友很容易找到標準答案。所以，小朋友總

是積極搶答，反應相當熱烈。

第二層次，引發對文本的感受與聯想

第二層次提問的目的，在使閱讀者與文本產生對話，抒發對文本情境的主觀反應、產生何

種感受或引發什麼聯想。故帶領者設計問題時宜著重在感受性、印象深刻、聯想等方面。如：

1.你最喜歡哪一張圖片？

2.這個畫面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3.看到這個畫面，會讓你聯想到什麼？

4.那一個畫面，使你出現明顯的情緒？（如：很緊張、感到驚訝、害怕）

5.你想對故事中的主角說什麼？

通常第二層次的問題，小朋友需稍作思考後才能回答，所以，答題的反應略為沉靜，不像

第一層次那麼直接、熱烈。因此，所設計的問題宜簡明，以免因太複雜而造成活動的節奏突然

停滯或氣氛沉寂。

第三層次，引導閱讀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三層次提問的目的，在引導閱讀者對文本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從文本的認知轉為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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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人的生命經驗交流，故設問方式較屬開放型的題目設計。如：

1.作者這樣說，你覺得他是想要表達什麼？

2.看完這個畫面之後，你有什麼想法產生？

3.你是否有相同的經驗可以分享？

4.你的親人或朋友，誰有類似書中所描述的經驗？

5.針對剛才的討論，誰有不同的看法？

一般而言，提出第三層次的問題時，可以回答的小朋友較少，大概是因為題目並無標準答

案，小朋友怕答錯而不太敢說出自己的想法；或是因偏鄉地區的小朋友很多是隔代教養，較缺

乏培養訓練的環境，以致不善於表達。因此，帶領者需用點名的方式讓小朋友回答，或誘導某

位小朋友先回答，再帶動其他人以接龍方式回答。

第四層次，引導閱讀者產生行動力

第四層次提問的主要目的，在引導閱讀者與文本對話之後，可以產生行動力進而改變自己。

是以，問題設計的重點在引導閱讀者從生活經驗中自我省思。如：

1.你從這故事學到什麼？（或，讀完這個故事後，你得到什麼啟示或收穫？）

2.書中有哪一種行為或哪一個畫面對你影響很大？

3.經過討論之後，有哪一個想法引發你的自我反省？

4.書中的內容或大家所提出的想法，你覺得有什麼是可以運用在生活上？

5.聽了這故事，回去後想在生活上提醒自己什麼？（或，最想要的行動是什麼？）

6.如果為這本書重新命名，你會取什麼樣的書名？

由於第四層次的問題對小朋友而言較困難，尤其是對山區偏鄉的小朋友更是不容易。是故，

帶領者初次進行時，可逐步地帶入主題，而引導小朋友說出內心話。如以介紹農夫耕種為主題

的繪本為例，進行上述第一題的提問時，帶領者可藉簡單易答的小問題暖身，如：故事裡的農

夫在做什麼事？如果你像他們這樣工作，會覺得怎樣？如果農夫不種稻、蔬菜，對我們會有什

麼影響？我們應該對農夫說什麼？接著，帶領者才提出主題：所以，我們在這個故事裡學到什

麼？此時，小朋友會比較清楚該如何回應主題。

因此，帶領者在進行此層次的提問時，可先用幾個小問題略微複習文本內容，一方面提升

小朋友答題的意願和信心；一方面引導小朋友思考，可避免現場氣氛因答不出來而急速冷卻。

經練習幾次之後，就可試著由小朋友直接自行作答。剛開始，回應的內容也許不是很理想，甚

至只是簡單的三兩個字。但是，帶領者如能不吝當下給予鼓勵，相信小朋友會慢慢地建立起自

信心，往後答題時自然較敢表達自己的體會或看法。

以「四層次提問法」開啟希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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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提問」，不僅提升了閱讀價值，也創造了閱讀的意義。筆者有幸能與小朋

友一起伴讀、共讀，如此因緣實值得珍惜。尤其是經過四層次對答之後，看到小朋友臉上的喜

悅與自信的神情，讓筆者覺得很有成就感。因為閱讀的興趣已在無形中提升，而這正是促使小

朋友常來圖書館找法師一起看書、交流書中內容的動力。

總之，閱讀，對偏鄉地區的兒童而言，是開拓視野、翻轉人生的機會，但它必須長期累積

才能呈顯出效益。筆者更是經由分享閱讀經驗的案例，而親身驗證此理真實不虛。某日，有一

位高中生來拜訪，談起小學時在本館閱讀的情形，其中「有獎徵答閱讀」令她印象極為深刻，

因為她發覺原來閱讀也可以是一種有趣的遊戲。從此之後，不但對閱讀產生濃厚的興趣，且敢

表達自己的看法。因為愛上閱讀，讀書難不倒她，也就順利地考上理想的學校。所以，她很感

激「有獎徵答閱讀」，因為它改變了成長的機緣。因此，筆者深信推廣閱讀對偏鄉兒童有無形

的助益，而「四層次提問法」是引領思考、訓練表達，帶動偏鄉兒童閱讀的一種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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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陪伴小朋友看兒童讀物。

．一群國小二年級學童，充滿好奇閱讀「立　
體模型書」。( 本文圖片作者提供 )

．小朋友與法師一起共讀「立體模型書」。

．小朋友於「兒童閱讀區」，進行閱讀搶
答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