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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在去年度完成了排灣族科學閱讀教材與教學活動設計後，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在屏東縣萬安國小六年級進行了為期 14週、每週 2節課，總計 28節課的第一輪試

探教學。課程中由各原始教案設計教師輪流到萬安國小上課，教導學生理解監控、各種

識字與詞彙策略以及預測、自我提問和概念圖等理解策略。本計畫試圖透過此試探教學，

對排灣族學童的閱讀能力起點行為有更清楚的掌握，並針對試探教學中所觀察到的教學

設計缺失做大幅修正。全部課程已於 12月 17日完成，預計於隔週進行教學後測，目前

正在對所蒐集到的教學歷程資料進行分析。另外，在萬安國小行政團隊的積極安排下，

此次的試探教學也與該校的教師專業發展結合，每次課程全校教師皆到場作教學觀察，

課後並進行教師研討與演示練習，希望能將閱讀策略逐步帶進萬安國小的各班教學中。 

雖然詳細的教學歷程資料仍在分析中，但初步已觀察到一些可作為教案修改參考的

現象。首先，排灣族學童的識字詞彙能力明顯不足，在朗讀文章時常遇到不認識的字詞，

流暢性也不夠，可能因此學生對文章的理解多只能聚焦在文章表面訊息，難以進行深層

的推論理解。其次，學童的理解監控能力有待發展，雖然他們已從一開始認為自己全都

看得懂，進步到能找出部分不懂的字詞，但仍無法將注意力放在對文句意義的監控。第

三，學生已逐漸熟悉自我提問的問題類型，但當提出的是需要連結上下文或整合先備知

識的問題，因為缺乏摘要能力，會無法精簡、清楚的說出答案。第四，在足夠的教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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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學生可以完成文章概念圖，但將概念圖轉化為文章大意仍有困難。整體而言，教學

時間明顯不足是每次課程都有的問題，所有授課教師都認為需要更多教學時間以深化策

略的示範與練習。據此，後續教案修正方向為: (1)每篇文本的設計節數由 4 節增加為 6

節；(2)強化字詞策略的教學，透過部件辨識、擴展辭彙等做法，讓學生有更多字詞的學

習與練習；(3)減緩自我提問教學的鷹架撤除速度，教師每次都會示範高層次問題的提問，

以確保對文章意義的深入探究；(4)強化理解監控的執行程序，讓學生熟悉各字詞策略的

名稱，以利課堂上的溝通；(5)發展將概念圖轉化為文章大意的教學程序。 

根據上述的修正方向，後續 2個月將進行教材修正，並於下學期(103學年度第 2學

期)於屏東縣泰武國小五年級以修正後的教材與教學活動設計進行第二輪的試探教學。 

  

學生發表「在多句裡」的問題。 學生將小組的提問問題寫於小白板。 

 

 

實驗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結合，萬安國小

所有教師都全程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