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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是個知識型經濟的年代，楊朝祥指

出知識經濟意味的是學習型的社會，而教育仍是獲

得知識的主要途徑。1 江紹祥認為知識型社會需要莘

莘學子具備掌握處理資訊的能力，這包括決定所需

資訊範圍的能力、取得所需資訊的能力、評鑒資訊

的能力、整合和有效地使用資訊解決問題等能力。2

閱讀是獲取資訊的重要途徑，不論面對的是

印刷的或數碼的文字資訊，都要透過閱讀來擷取其

中的信息，所以閱讀能力是掌握處理資訊的重要能

力之一，掌握高素質的閱讀能力，就可以正確地理

解、運用和評估資訊。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是小學

中國語文科課程其中一項目標，3 張國祥認為閱讀素

養的基礎一定要從小就打好，4 可見小學中國語文教

學中的閱讀教學是非常重要的。

老師們都會認同要在語文課上貫徹對學生閱讀

素質的培養，可是，怎樣才可以更有效地幫助小學

生掌握高素質的閱讀能力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

三方面着眼：

──從篇章教學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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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循序漸進的閱讀策略教學

學生掌握了閱讀策略，就可以發展閱讀能力，

提高閱讀效能。從小學低年級開始，配合閱讀教材

的篇章特質，為學生選定具體的、易於掌握的閱讀策

略，把這些閱讀策略有機地編排，讓學生循序漸進地

通過閱讀指導來掌握運用這些策略的方法，再經過反

覆練習，學生就可以自行建構運用閱讀策略的能力，

從而把這種能力轉化運用到其他閱讀資訊了。

例如對於記敍的篇章，學生要有擷取記敍要素

和掌握信息表達順序的能力。《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二版（以下簡稱為《新編》）小一單元一和單元二

的閱讀篇章都是記敍性質的，老師可以結合教材，

分別指導學生學習以擷取法「找出篇章中的人和事」

和「找出篇章中的時間和地點」，這策略是具體而易

於掌握的，而且也是閱讀記敍篇章的基本策略。學

生在老師的引導下認識了這閱讀策略，再自行運用

這策略來閱讀單元自習篇章和推介的好書，就可以

把運用這策略的能力深化和內化成為自己的閱讀能

力。學生掌握了擷取時、地、人、事四項記敍要素

的閱讀策略後，就可以進而學習用排序法認識「順敍

法」（《新編》小二單元五），掌握信息表達的順序。

 吳淑瑩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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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別的記敍要素至整體的記敍順序，這是由片至

面、由淺至深的學習序列，學生在初小掌握了這兩項

閱讀策略，高小時再學習「六何法」和「倒敍法」，就

可以循序漸進地全面掌握閱讀記敍資訊的能力了。

如果學生在每個單元都經歷過由老師指導認識

閱讀策略、再自行實踐運用閱讀策略的學習模式，閱

讀能力就能穩健地發展，閱讀素養的基礎就會打得又

好又深。

結合思維能力訓練的閱讀能力教學

高素質的處理資訊的能力包括能評鑒資訊和運

用資訊以解決問題的能力，把閱讀教學和思維教學緊

緊結合，就可以幫助學生發展高素質的閱讀能力，提

升學生在反思和評估閱讀材料的表現。

語言文字的表達是思維活動的呈顯，在閱讀訓

練中結合思維能力的培養，不單可以幫助學生更準

確地理解和擷取資訊的信息內容，還可以幫助學生分

析信息的深層意義，反思和評估信息的可信性和作用

等，從而發揮個人創意，掌握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和 

方向。

筆者曾在《新編啟思中國語文教學策略手冊》5 

中提及思維訓練要從低年級開始。高層次的思維能

力訓練並不是只適宜施之於高小的學生。事實上，

年紀愈小的學生，受固有的想法的制約愈少，思想開

放的空間是十分廣闊的。學生從初小開始在閱讀訓

練中接受思維訓練，可以更快、更有效地發展思維

的能力和提升思維的素質，到高小的時候，就能應

付更複雜的資訊了。

例如《新編》小一單元一第二課《醒》中提及天

亮了，小朋友和家人都醒過來。早上起牀好像是個

很普遍的現象，但在篇章的討論活動中有這麼一道

題目：「天亮了，是不是每個人都應該起牀呢？誰會

在白天睡覺呢？」這道題目旨在啟發學生的批判思

考能力，幫助學生建構反思和評鑒資訊的能力。

《新編》小六單元二第四課《理髮大師》中提及

一個小朋友給怕上理髮店的表弟理髮，結果闖了

禍。篇章的討論活動請學生開個檢討會，討論篇章

中的人物要負上哪些責任，並對事件中受影響的人

物提出補救或改善的建議。這個活動要求學生評價

人物的行為和解決難題，需要運用高層次的思維能

力。學生從小在閱讀訓練中不斷培養思維能力，閱

讀素質漸次提高，處理這類活動，自然游刃有餘了。

《新編》小一單元一
課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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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主動尋找閱讀材料的閱讀 «
習慣教學

在現實生活中，閱讀是人們經常進行的活動，

所以閱讀並不囿於課堂。課本提供的閱讀教材經過

細意的挑選和精心的編排，學生從中可以學習到不

少的閱讀策略。不過，良好的閱讀是要由課內伸延

至課外的，學生要養成主動尋找閱讀材料的習慣，

才可以具備成為一個終身閱讀者的條件。所以老師

要善用閱讀教材，引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例如《新編》小六單元四的單元中心是「有智有

勇——古典小說欣賞」，閱讀篇章《孫悟空三借芭蕉

扇》和《草船借箭》分別是節錄自《西遊記》和《三國

演義》的語體改寫故事。在指導學生閱讀這兩篇故

事時，要能引發他們閱讀更多《西遊記》和《三國演

義》的故事的興趣。就如在《草船借箭》的閱讀活動

中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或互聯網，找出《三國演義》

的作者和時代背景等資料，「好書推介」中跟進推介

適合小學生程度的白話《三國演義》，這都可以引導

學生在課堂以外廣泛閱讀，幫助學生把閱讀由課堂

學習的活動延展至課外獲取資訊的活動，從而養成

主動尋找閱讀材料的習慣，漸而領略閱讀的樂趣，

愛上閱讀。

萬世師表孔子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6 面對學習型的社會，語文老師

要做的就是引導學生提高閱讀能力的素質，培養主

6
 《論語�雍也》

動閱讀和喜愛閱讀的習慣，讓學生在浩瀚的資訊海

洋中，懂得評鑒信息的真偽和價值，擷取適用的信

息，以正確的取向邁向知識型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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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預告
  吳博士對於在語文課中怎樣實踐文化教育也很
有心得。請密切留意下一期的《愛文化——從語文
課出發》。

《新編》小六單元四「好書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