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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都會認同「閱讀」是非常重要

的，每一個人打從習字認字開始就已經是在

閱讀，但並非每一個人都清楚如何有效閱

讀，或是能夠從閱讀中獲得樂趣和啟發。

《培養Super小讀者：引導孩子讀懂文章，

優游書海樂無窮！》一書是柯華威教授繼

《教出閱讀力》以父母為對象之後，接續以

學校教師為主要對象，建議學校教師指導學

童閱讀理解的方法，希望透過有策略的閱讀

和閱讀教學，培養學童在「閱讀前」、「閱

讀中」和「閱讀後」不同階段可以善用閱讀

理解策略，讓學童在閱讀過程可以深入思

考，有效建構個人知識，成為作者所謂「有

策略」、「優質」的S讀者（Strategic & Super 

Reader）。

事實上，閱讀是自文章中擷取資訊的過

程，閱讀者藉由印刷字體、圖像符號等訊息

的辨識，透過文字、圖像符號的刺激，

利用既有的背景知識賦予這些文字、

符號意義，進而詮釋文章的內容，以

便建構出對個人有意義的知識。（注1）

閱讀也是理解書寫文章的過程，文章作者透

過文字表達意念，讀者也藉由對文字的理解

感受作者的思想，透過視覺、感知、語法、

語意的理解過程，將文章自動解碼，達成閱

讀文章資訊轉譯為知識的過程。閱讀的過程

既然是解碼與理解，就需要有認字的學習歷

程增加字彙，以加強閱讀能力。學童在閱讀

學習的過程中，可以循序產生下列效益：辨

認字、透過閱讀更熟悉字的能力、透過閱讀

吸收知識、透過閱讀增加知識、可以分析批

判所讀的文章、可以啟發對於事物不同的看

法。（注2）

雖然鼓勵並推動閱讀已成為學校和家長

的共識，但我國學童在國際閱讀能力評比的

表現並不理想，臺灣在「促進國際閱讀素養

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PIRLS）中，與全球46個參與國家

的國小四年級學生閱讀能力檢測比較，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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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名列第22名。（注3）其中，對於文章表面

意義的「直接理解」平均通過率為73；但對

於文章理解重組、解釋、延伸與批判上有進

一步瞭解的「深度理解，」平均通過率僅為

49。這樣的結果讓我們必需重新正視閱讀理

解教學的重要，並檢視何謂有效的閱讀理解

教學，以協助學童真正學會閱讀。（注4）

誠如本書所提示的概念：「閱讀不僅止

於識字，不僅止於吸收作者的知識，整個閱

讀歷程是要舒展我們的思考空間」。當學生

習慣於思考，「想必更能連結到思考上許多

的可能性，也更能增添他們閱讀的樂趣」。

（引自該書第37頁）

反觀臺灣目前推動閱讀策略教學的現

況是令人失望的，根據《遠見》雜誌2007年

針對全國國中小學的閱讀環境及閱讀條件調

查顯示，只有10.8％的受測者完全同意學校

老師理解並具備「閱讀策略」的教學知能。

（注5）既然閱讀不能只是看書，要進入深度

閱讀的領域，老師如果能夠具備閱讀策略和

引導的能力，我們學童的閱讀素養才能有所

提升。歷來閱讀教學只是教導閱讀的內容，

卻沒有將閱讀活動過程的有關知識，以及需

要的方法、技巧，作有系統的教導，導致閱

讀教學成效並不理想。閱讀並不是一種與生

俱來的能力，而是需要後天的教導與培養，

也需要家長投入時間陪伴，以形塑學童閱讀

的習慣與能力。

相信不少家長都有的痛苦經驗，就是孩

子從學校帶回課外書和一張閱讀學習單，孩

子看完書卻無法獨立完成學習單，學習單變

成父母指導功課的負擔。事實上，閱讀力的

培養是需要有過程，閱讀不能簡化為閱讀護

照、寫學習單、寫心得報告，重要的是要有

系統的課程設計和教師引導，因此，不僅需

要培養教師閱讀教學能力，也需要家長的從

旁引導。

閱讀策略教學是要培訓老師具有賞析

文學和作品的能力，教導老師如何選書、導

讀、評析和討論，並有系統地將閱讀融入教

學中的作法。閱讀教學策略是以學生為中

心，閱讀前由教師簡單介紹閱讀主題，以激

發學童閱讀前的興趣並提供背景知識，教師

對於閱讀主題的介紹，用意在提供認知結

構，使新的學習能包含學童先前的相關概

念；接著學童需要在閱讀單上紀錄自己對主

題立場的敘述，並以問題形式表達自己的立

場敘述，再從相關的正式與非正式閱讀文本

中尋找與自己立場敘述支持或反駁的部分；

直到整個班級討論有了結果，再由學生記下

結論，這些結論將會包含其他同學提出的支

持立場敘述。（注6）

這些過程在本書中，分別由第四章閱

讀前「找出我想讀的文章」；到第五章至第

八章閱讀過程中，運用「找理解線索」讀懂

重點，或是「善用關鍵語詞讀懂」，甚至能

自己提出問題得到答案；接著是第九章指導

如何在閱讀後能敘述瞭解文章的重點，帶領

「讀者說」，讓孩子讀完了，也讀懂了！最

後，鼓勵家庭一起陪孩子思考。整本書以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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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明晰和舉例說明方式，引導教師瞭解如何

培養學童學會閱讀這件事。事實上，家長也

能透過本書瞭解閱讀教學的方法，作為輔助

學校閱讀教學的後盾，甚至學童也可以自己

閱讀本書，找到對的閱讀方式，作為自學的

工具。

閱讀策略教學產生的效益，可以從香港

的經驗得到最佳的佐證，香港在PIRLS的調查

從以前的14名躍進為2007年的第2名，政策最

大的改變就是讓第一線的學校老師學會閱讀

策略，並將課外閱讀課內化。（注7）好的文

本應該就是課堂上的教科書，將閱讀融入課

程的好處，是閱讀不會成為「外加」、「多

餘」的困擾。閱讀需要成為教學的一部份，

學校規劃之閱讀課程，可協助學童在學習體

制中增進閱讀能力。

如果能讓第一線的學校老師學會閱讀

策略，改造語文課程，將「課外閱讀課內

化」，使閱讀鑲嵌在課程中，讓閱讀成為學

校教學的一部份，而非「外加」的學習負

擔，是我們在致力於推動學校閱讀之際，應

該加以檢討改進之處。學校規劃之閱讀課

程，可協助兒童及青少年在學習體制中增進

閱讀能力。各國提倡學校「晨讀活動」或是

納入正式課程的閱讀教學，利用課程或是每

日固定時間閱讀，可以培養學生固定而持續

的閱讀習慣。閱讀是一種學習建構的過程；

需要有技巧的閱讀策略；也要能引發動機和

學習興趣；才能成為一種持續發展的過程和

終身學習的追求。期許我們的學校教育能夠

真正關心體制內的閱讀教學活動，讓我們的

學童在基礎教育階段，就能擁有一把開啟終

身學習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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