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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世代學生「閱讀專注力開發」的快煮與慢燉
從閱讀興味出發，革新閱讀教材與書目舉隅

一、前言：滑世代學生的「閱讀專注力」在哪兒？

當智慧型手機變成人人隨身必備的物品，提供便利與即時性的資訊，在網絡世界不管是手

遊、社群網絡、虛擬實境所開起的世界，可謂波瀾壯闊，目不暇給。

姑且稱生活在這個世代的學生為「滑世代」，從小就生活在 3C（Computer、

Communication、Consumer Electronics）的環境，對於各種聲光影像即時反應迅速靈敏，一

心多用，在「滑」動作同時，可能是互通驚奇的發現，或時事新聞的即時傳遞，或陪伴打發消

磨時光的娛樂等。如果把「滑」動作，視為廣義的「閱讀」（看）訊息，這一世代的學生，透

過「看」與「滑」，攫獲訊息的讀取量，何嘗少過？甚而出現早衰的視力，用眼過度的疲乏。

試問：看滑資訊息的讀取與交流，是否累積成為閱讀的質量？顯然的，答案是否定。一旦

回到純文字的長文篇章或書籍（包括紙本或電子形式的書文），如何讓這群滑世代的學生，從

淺碟滑看到深度閱讀，一旦缺乏閱讀專注力，很容易就半途而廢；若想提升個人的閱讀素養，

有更好的閱讀成效，對於親師與社會大眾而言，這次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辦

的的「閱讀專注力開發」的研討會，提供相當好的交流觀摩與學習平台。

本文是研討會之後的反思與回饋，以一位教師在科技大學教學現場，對此議題的思考與補

述；以野人獻曝心情撰寫此文，為共同提升滑世代學生的閱讀成效而努力。

討論「滑世代學生閱讀專注力開發」是大哉提問，不是本文可以充分討論的議題，首先必

須正視學生閱讀興趣與閱讀能力等的個別差異，從「能不能」（生理條件等）、「會不會」（學

習方法）、「有沒有」（學習環境）、到「想不想」（學習動機）（注 1），明白這四個面向的

差異後，並聚焦在教學場域討論開發過程中的「快煮」與「慢燉」，於是有了這個標題：滑世

代學生「閱讀專注力開發」的快煮與慢燉。

對於已經品嚐閱讀樂趣，已經養成閱讀習慣，深深享受到閱讀成果的人，閱讀專注力開發

是一個假議題，因為面對「閱讀專注力」它是一個為不為，而非能不能的問題。但對於被動閱讀，

從渙散分心到集中注意力；從閱讀點線的專注力到整體生命密密挪移的正念覺察與調整，這當

中的指導、開發與培力的過程，就需要不同「快煮」與「慢燉」的過程。

什麼是「快煮」？根據筆者的經驗，學生什麼時候最專注聆聽或閱讀？在故事的脈絡、舖

梗懸念時最吸睛；利用教材選文引起學習動機，善用學生好奇心；在課堂教學活動，若能仿電

影或劇場的分場概念，不管是故事型懸念、體驗式五感教學法、分組協作的討論、九宮格心智

圖的應用，以不同的教學方法吸引或輪換設計活動，「快煮」容易激發當下的閱讀熱情，但也

輔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中文副教授兼共同教育中心主任│鄭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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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消散。如何順著打鐵趁熱的閱讀興勁，持續添柴火，讓學生從學習的專注力，進而內化為

閱讀的專注力，老師適時的善巧誘導很重要。

什麼是「慢燉」？從閱讀中培養「擷取訊息」，增進「理解詮釋」與「省思評鑑」的能力；

由隨興閱讀到養成閱讀習慣；從閱讀中探索自我，覺察情緒，到生命安頓與成長；因閱讀打開

視野，提升人文素養等，這些都是點滴積存，切磋琢磨的過程，不是一蹴可幾，既是建構終身

學習的能力，也是優游涵泳享受閱讀的快樂。這是長期閱讀，潛移默化的過程，謂之「慢燉」。

不管是「滑世代學生」特質、或「閱讀專注力開發」的專題，或筆者認為開發方式的「快煮」

或「慢燉」，每一個議題，都可以獨立成篇討論，我想縮小主題，因為「閱讀專注力開發」無

捷徑可尋，需要經過「快煮」與「慢燉」的協力與自主過程，兩種過程的媒介都要透過「教材」

（好食材）與「教法」（好廚師的技法），也就是副標的「從閱讀興味出發，革新閱讀教材與

書目舉隅」，以此就教方家，不吝指正。

二、教學現場「學習專注力開發」，什麼是「有效」的策略？

本校（輔英科技大學），自 100學年起參與教育部「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

劃」，進行中文課程精進與革新，教師們不僅參加多場的閱讀書寫的成長培力課程，更有跨校

共備教案等教與學工坊，觀課與議課之交流分享。為什麼老師們需要如此精進，學習改變傳統

聽講的教學模式？

因為教學現場，滑世代學生端用他們的行動告訴老師上中文課「好無聊」、「很無趣」，

而教師端又深刻感受到技職科大學生閱讀書寫能力M型化的現況。

從本校每一學年期初的中文（閱讀題 60分與書寫題 40分）前測的分析報告，最優的科系

與最弱的科系平均分數可以懸殊 30至 40多分；班級前測未通過的學生人數比率相差 30%多，

十分典型的 M型化學生特質。教師的挑戰是如何秉持「一個都不能少」的教學理念，接納學生

真實的中文能力的實況，作為教學努力的起點，從屢敗屢戰中獲得點滴積存的教學基礎功與變

化應方。

因此，回到教學現場，大一中文課程如何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學習興趣，讓滑世代的孩子

願意暫時放下手機，才有後續參與教學活動的專注力，讓學習真正發生；讓閱讀成為理解文本

的根源，而不是填鴨的抄寫與記憶。換言之，閱讀專注力在課堂教學實務的操作，首要在召喚

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學習動機，有了閱讀的興趣與能力，才有課堂的新風景，遠離學生在課堂如

人形墓碑的死寂與低頭滑手機的窘境。

閱讀教學的成功與否，從文本閱讀到延伸文本，從篇章閱讀到一本書閱讀的啟迪，對於長

期疏於自主閱讀的學生，面對長篇文字閱讀，如何引發學生閱讀的動機，教材內容要結合學生

的興趣及生活經驗，在教法能吸引學生的目光與注意力，從共學互動討論交流中產生共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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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有自主閱讀的好奇與行動，對老師每一個文本的教學設計，都是挑戰。

舉例說明：閱讀作家吳念真的《這些人，那些事》，因為充滿憶懷的故事性，敘述生動，

文字淺白，推薦此書，對於大部分的學生應該不難，但如何讓學生讀出興味？老師若能給出閱

讀平台，多元展現閱讀成果，是一個不錯的活動設計。我們透過辦理「創意朗讀演誦」競賽，

讓學生將平日閱讀詩文感動的部分，在舞台上演誦。本班先從各組朗文《這些人，那些事》散

文中，挑出代表本班參賽的四位學生共讀吳念真〈遺書〉，他們再將內容改寫在 10分鐘內可以

完成的演誦內容，一次次的揣摩演練，讓聲情與內容完成融合，這樣的再現與詮釋，在「玩」

的過程中同儕的互動與討論，閱讀專注力是不是更自然聚焦？

三、本校推動課外閱讀的反思，兼介他山之石的教材出版

多元閱讀活動需要集合更多的資源投入，有各種因緣才能促成。而細水長流的閱讀積存與

推動，不能僅僅是放煙火炫目的展現，不管是策劃圖書推銷人的上台報告或創意心得演出之餘，

還是需要長期永續的作法。因此，透過中文課程的閱讀規定，依大學專科各年級中文課程 2-4

學分，訂定閱讀本數（1-2本）與學期分數百分比（5-10%），鼓勵學生閱讀。

回首本校教師自 1986年開始著手，為專科五年設計「課外閱讀學程」，選編課外閱讀書

籍，經過三年的籌組與導讀，終於在 1999年出版《耕讀─進入文學花園的 250本書》，誠如傅

正玲主編在〈書林散步─卷頭語〉所言「這樣的一本導讀著作，也許你可以看成是生命裡一處

美麗風光的畫像，如果能引發你對成長的一份期盼，輕啟你的腳步，循階而上，則你的每一步

都有我們的喜悅。在這本書的最後幾頁，我們以五年為期，設計步步而升的閱讀記錄，你可以

跟自己或者跟朋友、師長乃至父母相約，每讀完一本便進行一場心得對話，並蓋下一個成長的

印記。」（注 2），教師們深感閱讀的重要性，也希望學生在青春美好的時刻，養成閱讀的習慣，

特別在本校圖書館三樓特別成立一間「耕讀書房」，擺設耕讀書目 250本書以及其他通識與經

典閱讀書目，讓學生隨時可以找到耕讀書目翻閱與瀏覽。近年來並設計一張「耕讀書房印象學

習單」，讓學生實際到「耕讀書房」感受書香環繞的閱讀氛圍。同時，搭配國文課程展開閱讀

指導與心得寫作，並舉辦「課外閱讀學程」心得徵文比賽，至今已是第十八屆，並編纂得獎作

品集。

在這近二十年課外閱讀推動過程中，感受到世代學生的特質在變化。首先進入文學花園的

250本書，有些書目對學生而言，缺乏新鮮感與吸引力；有些書籍已經絕版找不到閱讀了；當

網路興起，影音等多媒體當道，人手一機，文字閱讀成了次次後的選擇，再加上酷狗大神隨時

可以下載閱讀心得，學長姐的「好意」傳承作業，「抄襲」現象成了常態；在多元入學與各科

系懸殊程度的差異化，發現部分的學生閱讀理解的能力薄弱，連篇章閱讀都有問題，無法讀「一

本書」；班級耕讀作業與批閱變成師生不可承受的重擔；⋯⋯，這時候老師還真的要拘泥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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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閱讀學程的推動設計嗎？是不是要重新調整推動課外閱讀的方式呢？

是的，推動政策是可以馬上調整改變，經由中文學群會議討論修正。老師們重新擬定「課

外閱讀學程」心得徵文比賽的書單，讓新出版的好書，加入參賽的書單，同時 進四技學生一起

加入校級的競賽，遴選專科與大學部的優秀課外閱讀心得學生；同時，也選拔班上閱讀達人，

讓不同科系，程度參差學生，只要能真實閱讀即時弱於表達心得的學生，也能得到肯定。

同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何讓本校在推動「閱讀」重新找到源頭活水，面對滑世代

的自主閱讀，展開近中期的閱讀革新計畫？

這些年來看到出版界對於校園推動閱讀的學校與老師給出肯定，我們有了更多可以攻錯仿

效的地方，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六位老師累積 10年的閱讀成果於 2011年出版的《原來推動閱

讀這麼容易》、《原來閱讀這麼有趣》，老師們精選好書，以學習單指導方式，帶引討論，希

望藉由題目引導同學能更深入地閱讀，在自主閱讀的過程中，特別著重深度閱讀引導，而不是

泛讀的量化累積。

我們也從新北丹鳳高中宋怡慧主任的 2014年出版的《愛讀書：我如何翻轉 8000個孩子的

閱讀信仰》或 2016年出版的《大閱讀：讓孩子學會 27種關鍵能力》，找到教師的熱情與推動策略，

在校園文化形成閱讀與對話的風氣，讓閱讀成為學生成長的關鍵能力。

為了呼應滑世代的閱讀，啟動《耕讀》革新計畫，由本校陳淑滿老師擔任《耕讀》新版的

召集人，不再是昔日 500字概略導讀，以及佳句 100-200字的摘錄，脫離過去綜述式的樊籬，

希望打造篇章到閱讀原書的鷹架，將學習單的提問，融入思考題或習作題，並特別標舉「延伸

閱讀」書目，除了參考本校大學部《中國語文能力革新版》的編輯方式，亦取他山之石適用本

校學生之學習鷹架的主題書文，目前教師群撰寫中。

在觀摩各校特色教材過程，略舉兩校特色教材選書，並作簡要介紹：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創意研發中心出版一套四冊精美的教材，陳明柔等主編「閱讀與書寫的

生命敘事文選套書」，兼容古典與現代選文，別具巧思，書名分別是《凝視我：回溯生命的印記》

《我凝視：返歸記憶的原鄉》《出走，尋求生命的更新》《關懷在你我之間》，書名與封面設計，

令人愛不釋手，走出舊日大學國文的刻板框架，用主題性輯文與精美的插圖，每一篇選文僅附

作者簡介，素淨編排中有更多應用的留白，以脈絡選文的敘懷，呼應滑世代學生此時此刻的生

命存在感。

104學年實踐大學應用中文系加入執行「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的夥伴學校

行列，在交流中亦見該校教材特色，特顯教材教案引導之齊備。李宗定主編《揮灑生命的五色

筆：走進悅讀與舒寫的世界》，每一個單元包括選文主題、教學目標、課程規劃說明、動機引發、

文本閱讀與引導、閱讀引導、單元書寫與引導、延伸閱讀（文字和影像）的輯錄，這樣的中文

教材，包含教學設計、簡要的教案與教法，可謂集大成的選編教材。

滑世代學生「閱讀專注力開發」的快煮與慢燉：從閱讀興味出發，革新閱讀教材與書目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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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除了修訂「課外閱讀學程」心得徵文比賽的辦法，進行《耕讀》改版的撰寫之外，對

於本校二技（相當於大三）的中文課程，亦重新打造修習內容，自 106學年起採多元必選修方式，

除了保留通識主題式選文式的教材（「臺灣文學」、「醫學與人文」等），更聚焦閱讀一本書

的精神（「世說新語與生活智慧」、「紅樓夢與人情世故」等），供學生修習。

四、結語─提升閱讀興味，持續推動中文課程革新，營造書香社會

或許你會問：為什麼要推動這樣的中文課程革新？因為教材如果還是一成不變，教師端的

範文名篇教材和學生端的閱讀興味繼續存在巨大鴻溝，面對選文「無感」的生命經驗與語文表

現方式，是無法碰觸到滑世代學生當下的存在感，當然學習動機低落，又遑論享受閱讀的美好。

空有閱讀專注力，其實對於中語文學習的成效仍然有限。換言之，中文課程教材教法的革新，

事實上是環繞增進學生閱讀興味與學習動機為出發點，讓閱讀與書寫的基礎功有著力之處。

關心中文教育的有心人是這樣痛砭「整個社會失去了基本文字閱讀能力，我們的國文教育

也要負很大的責仼吧！」（注 3）內文提到，當我們不再強調「課外閱讀」，不分課內範文與課

外讀物，而是經由讀各式各樣的書，這才是建構學生中文能力的良方；並指出透過閱讀一本書，

可以學到「轉折的敘事、細膩的心情、完整的論理」的表述能力，而閱讀一本書還有別的效益，

擴展視野，吸收知識。（注 4）

最後回應「閱讀專注力開發」的議題，依個人淺見，其實它包含兩個面向：從生命啟迪的「正

念閱讀」（傳統學術用語「為道日損」）；也包括從「閱讀興味」到「閱讀素養」的提升（傳

統學術用語「為學日益」），而這兩個交集處，就在教學現場的課程調度與推動，我們希望透

過「好食材」與「好廚藝」，端出來的中文課程，可以讓滑世代的學生有感學習，培養帶得走

的閱讀力、表達力與跨域的學習力，豐厚學生人文素養。這不僅是本校中文教育努力的方向，

相信也是所有中文教師念茲在茲的自我期許，更是營造書香社會的重大工程。

注釋

1.	借用廖建智醫師當天研討會的扼要解說「閱讀」的四個面向。

2.	傅正玲主編，《耕讀─進入文學花園的 250 本書》（臺北市：五南，2011），頁 11。

3.	楊照，〈讀「書」，而不只是文章，才能建立完整表述能力〉，《勇敢地為孩子改變：給臺灣家長的一封長信》（臺

北：時報文化，2016），頁 139。

4.	前揭書，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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