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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讀寫教學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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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基礎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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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學習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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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y, W., & Townsend, D.  2012  .Words as tools: Learning academic vocabulary as language 
acquisition.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47(1), 91 108.

Sonnenschein, S., & Munsterman, K.  2002 . The influence of home-based reading interactions on 
5-year-olds' reading motivations and early literacy development.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7(3), 31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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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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ㄛ ㄛ 鈷 維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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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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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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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流暢度 提取表⾯訊息 形成⽂本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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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辨識與書寫

綜 站 順
爆 ㄛ ㄛ

ㄛ 鈷 ㄛ 球 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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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 /

_

_ 順

_ / 

_

_

球 綜

鈷
綜

ㄛ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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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鈷 ㄛ

10 2
3

鈷

鈷 ㄛ 維
鈷維

_  < / / >

ㄛ綜
ㄛ

ㄛ
ㄛ

ㄛ ㄛ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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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ㄛ
鈷

ㄛ 鈷

⽟
ㄛ

鈷

_  < / >

70% 網
ㄛ

ㄛ

順
網

順
網

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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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球ㄛ

鈷 ⽟

順
鈷 絡絡

鈷
ㄛ 葉

_

球 站

ㄛ
鈷

維
葉 ⽟ 鈷給

葉
ㄛ 鈷 站

維
葉 維 蜊

球 鈷
維

球 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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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鈷 球

順
鈷 球 順

緊
驚

熟
鈷

網 球
⽟ ㄛ 網 ㄛ 鈷

球 鈷

鈷維
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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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素與詞彙學習

ㄛ 鈷
ㄛ

順 60 鈷  99 ㄛ
99 站 維

球
獵 ㄛ

鈷 站
ㄛ

鈷

_維 站 站

陪我上高山

小剛在越野賽中獲得高年級組第一名。
我的祖母已達九十七歲高齡了。
我的身高是一百三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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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用「高」的意義進行分類，
再說說為什麼？

高老師 高手 高大

高級 高樓 身高

順

鈷

維

維
網

維

鈷

鈷維
熟

網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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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鈷

ㄛ
維 鈷

球 站
球

_

站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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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y Anderson 1984 球
球 Nagy (1985)

球 Shu (1995)鈷 球

10% 8%
Nagy  

球 給

ㄛ
球 ㄛ 熟

葉
球 熟

爆 鈷
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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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建構與理解

鈷 順
鈷 鈷

維

 

銘

ㄛ 球
ㄛ

ㄛ 球 終
球

ㄛ 鈷維 ㄛ

站 維
球 順 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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ㄛ ㄛ
球

維
⽟ 鈷

鈷
鈷

ㄛ ㄛ
銘銘

維 熟
站 銘

維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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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維

ㄛ 驚 鈷
 

鈷
球 產 順

給
維 維

鈷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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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球

鈷維

站
維 順 鈷 驚

ㄛ ㄛ 球

⽟

熟
球

鈷

站 球

球

50



讀寫平衡�表達想法

站 鈷
球 1 9

站
Vygotsky ㄛ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緊
維

學⽣無論用什麼⽅式精通⼀個語⾔，為顧及⽂法與句⼦的運作，⽽撕裂與減輕

了語感的強度，變得死寂⽽了無⽣氣。

摘自列夫突爾斯泰《學校讓我們變笨嗎？》，頁309。

球 聲 給

寫作發展的歷程
七零⼋落的⽂字符號

1
有正確⽂字但無概念

2
能描述想法但不周全

3

每句話都有清楚概念
4

句⼦和句⼦間適切連貫
5

豐富的詞彙栩栩如⽣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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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維

3 4 4 產 葉
3 鈷 維

ㄛ 3 ⽟
ㄛ 維

站 狗
球

ㄛ
維

球
ㄛ

ㄛ
ㄛ 維

分享想法

跟⾝邊的⼈說話

維 ㄛ
順 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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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

球
維 ㄛ

鈷 ㄛ
產

維 狗 3 4 鈷
 

綜
維

維 葉
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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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維 ㄛ

ㄛ

球
ㄛ

維 熟

站
ㄛ 維

綜 維
產 鈷維

鈷 鈷

維 鈷
鈷維 9

球  

維 ㄛ

維 6
鈷 鈷 維

維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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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鈷

ㄛ
維

維 熟 產 維

⽟ 鈷

ㄛ
鈷

ㄛ 銘

ㄛ

站 ⽟

球 ⽟
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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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ㄛ 維
葉 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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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實 踐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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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
ㄛ

球 鈷 ( )
維 銘

銘 給

ㄛ
ㄛ

如何⽂本分析，找出教學重點

熟

球 順 鈷
順 鈷 狗 ㄛ 維

鈷

( )

ㄘ 驚
球

維
鈷 熟 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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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
熟 給 維

ㄘ

⽟
鈷 鈷 ㄛ 給

順 ㄛ5W1H
ㄛ 給ㄛ ㄛ

 

⼩⻘蛙跳出池塘，⼀眼就看⾒蔚藍的天空。他⾼興的說：「我看⾒了，春天

是藍⾊的。」

ㄛ
球 ㄛ ㄛ

維 ㄛ

球
球

59



⼩⽥⿏跑出地洞，⼀眼就看⾒⻘翠的草地。他開⼼的說：「我看⾒了，春天是綠⾊的。」

⼩蜜蜂⾶出蜂窩，⼀眼就看⾒粉紅的桃花。他興奮的說：「我看⾒了，春天是粉紅⾊的。」

給
維

ㄛ 躺

腦

  

⼩燕⼦從很遠的地⽅⾶來，發現到處是五顏六⾊的景⾊。他笑咪咪的說：「我看⾒了，

春天的顏⾊像彩虹。」

驚
ㄛ

球 ㄛ 餅
維 ⽟

葉 ㄘ

ㄛ
1 2 3

維 4 ㄛ
維 鈷 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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ㄛ
維

ㄛ ㄛ ㄛ
維

ㄛ 球 ⽟
維

維 球

驚 維

球 熟

熟 球
葉

1.
維

2. 球

3. ㄛ 給ㄛ 維
ㄛ

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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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ㄛ

 

5. ㄛ 球 ⽟
ㄛ 球 球

球

ㄛ 驚維 球 熟
維 維

球

6. 葉 ㄛ 球

7. 熟 ㄛ 給
給 3 4 6

給 給

你覺得作者認識這些⼩動物嗎？世界上真的有這隻⼩⽥⿏嗎？⼩⽥⿏只看到⻘翠的草地，

你會⽐⼩⽥⿏看得多嗎？你的春天是什麼顏⾊？

4 球  

圖中的景物（例如：花苞、蜜蜂、⾬靴、泡泡、⼩動物們）把春天妝點成什麼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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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ㄛ 維

 

6 給 球  

春天可以⽤看的、聞的、聽的來感受。作者透過⼩動物告訴我們春天的顏⾊，你

想邀請「誰」幫你介紹春天的顏⾊呢？

維 站
累 維

維

緊

維 維
ㄛ 鈷

順 ㄛ 累

順 ㄛ 維
給

⽟ 站
球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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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按照課⽂主題尋找繪本
拓展教學廣度�

 

順 :

2.
:

ㄘ
ㄘ ㄛ

--
ㄘ --

1.
站

:
ㄘ 球

ㄘ 熟 腦
?

3.
熟 :

ㄘ ㄘ
ㄘ

ㄘ

4.
:

ㄘ
ㄘ 維

球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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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葉 熟
 ; 熟 熟

熟 ㄛ 腦 11 腦 腦 熟
維 腦 ㄘ ㄘ 腦 腦 ㄘ

站

整理不同主題，可以參考的繪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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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本閱讀教學，串接課⽂主題單元與繪本內容�
閱讀理解深化

順 ㄛ 銘 ㄛ
終

鈷 銘 熟 鈷
終 熟 終 球鈷

熟 球

鈷 ㄛ葉 球

ㄛ葉 「爬上⾼⼭，來到⼭⾕。我大叫：『你好。』有⼈回：
『你好！』我問：『你開⼼嗎？』他也問：『你開⼼嗎？』我笑，他也笑，我們⼀起哈哈大

笑。」 葉 ㄛ葉
維 葉

鈷 葉
葉 球 葉

鈷 驚球葉 葉 葉
熟 終 球

鈷
遍

葉 終 球

⽟
葉 點 葉 鈷點

葉 鈷 ㄛ葉 鈷
球 葉

葉 ㄛ我笑，他也笑，我們⼀起哈哈大笑 維
球 ㄛ葉

鈷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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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鈷
終鈷 葉

葉
鈷 球

維 ㄛ 驚球葉 ㄛ
鈷

熟 鈷
葉 鈷 葉 球

⽟ ⽟ 紀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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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ㄛ ㄛ ㄛ 給ㄛ

站 鈷 (
) ㄛ

ㄛ ㄛ 熟
...

ㄛ

... 產鈷 緊 紀
腦 終

⽟ 緊
熟

ㄛ ㄛ ㄛ 銘

ㄛ
-- 維

ㄛ
驚

ㄛ
綱

以多⽂本閱讀教學出發，初探數位⽂本
數位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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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 產 ㄛ 餅
球 維 ㄛ 鈷維 ㄛ

狗 --鈷 ㄛ 綱 驚 ㄛ
綱 狗 綱 狗 ㄛ

維 狗
.. 綱 狗

驚 給 ㄛ
維 ㄛ 狗
ㄛ

狗 狗
狗 ㄛ 驚

狗 ㄛ

狗 ㄛ
維 ㄛ

狗 鈷 ㄛ
狗

...
球

?

ㄛ ㄛ ㄛ ㄛ ㄛ
ㄛ

球
維

https://kids.twrepor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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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 ) 給
熟 ㄛ

? 狗
狗 狗 維 ?

給
驚? ?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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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課⽰例＿1
~ ~

111

1. ㄛ 熟
⽟ 熟

ㄛ 熟
鈷

2. 球 ? 葉
? ? ? ?

3. ㄛ
維 ㄛ 綜 綜

4. 葉 ! ㄛ 熟
站

5. 給
給

1. _
給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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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_
ㄛ ㄛ

球

葉

3.
球 ㄛ 終 ㄛ
ㄛ . 

ㄛ ㄛ ㄛ ㄛ
ㄛ + 維

4. _
: ㄛ / ㄛ ㄛ

維 ㄛ ㄛ
維

: ㄛ 維 ㄛ

ㄛ
球

鈷
球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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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_
: ? 葉 ? ?

? ?

6. _
?

?

7. _ 熟
葉

! 站 給 球

8. _
球

葉 ! 葉 !
葉

球遍
給 球 緊 葉 葉

餅
站 葉 給

維 站
累 維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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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給 球

:
球 終 腦

維

葉 !
葉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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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鈷
站 鈷 葉球

產 球
累

球

站 維 鈷 葉 !
ㄛ 鈷 球 ⽟

維 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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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給 給
( )

2. è è è 球
3. 驚
4. 給

111

整課⽰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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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維 葉
(2) 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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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驚 鈷 鈷  

(5) 熟 球
(6) 腦 維

2.

(1) PPT

(2) 熟

(3) 驚

(4) 熟 給

1.

(1) ( )

(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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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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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課文通常不具文學性，如果學生已經學會課文的字（形音對應正確），無論要

不要全班齊一唸讀或個別唸讀，都沒有關係。

Q1 /

ㄛ 鈷
鈷 鈷 鈷維

站

在偏鄉，我們建議爲學生建立成功的學習經驗為優先，而非檢核的情境。學習力較弱的學生

沒有必要每一個過程都要專注跟上，落後的學生可以適時讓他休息。

唸讀課⽂

教學活動 教學⽬標

朗讀課⽂ 流暢度
（認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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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教學

教學活動 教學⽬標

筆順、部件教學 識寫字

學生在注音符號學習中，已經有筆畫概念並奠定書寫習慣，並非完全不識部件，例如

「的」的右邊部件，就是ㄅ的變形。而學習新字過程並非完全放棄筆劃教學，新部件可以從

注音符號為舊經驗的起點，已經學會的部件不再從筆畫教學開始，新的部件才進行筆順的一

筆一畫教學。例如：「開」字，前幾課已經學過「門」，生字教學時可以告訴學生，先寫

「門」部件，裡面「开」部件，才從筆畫開始學習。因此『部件』、『筆劃』教學是相輔相

成。

Q1 稱 給

在認知負荷的條件下，越多單元（筆劃）的學習越吃力，越少單元（部件）就越輕鬆。

以「草」字為例，筆畫數為10，部件數為2（艸＋早）或3（艸＋日＋十），當生字中有越多

已知部件，就能減少認知負荷，把字認的快、更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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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教學⽬標

⽣字練習
固化

寫字正確性

國民教育起步時，教學資源相對昂貴（紙），變通以「書空」方式進行生字練習，

但是書空難以找到字的中心點，教師也很難檢核學生的寫字結構與正確性，把字

寫下來（描紅或握筆），才有知覺（手指）力道觸感的回饋。 建議在生字練習
上，不要書空，而是實際寫在紙上， 學生可以立即練習，老師一邊巡堂也可以
即時提供回饋，學生課上即使塗鴉在練習紙上，也不影響作業本的整潔度，就可

將甲、乙本當成回家作業。

＃生字練習，可參考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自編生字簿（https://eword.ntpc.edu.tw/）

Q2 

識字與寫字是密不可分的能力，發展歷程上，學生是先學會「認字」再學會「寫
字」，「識字量」大於「寫字量」，低年級是識寫字重要階段，值得花費較大精
神採用高標準教學來固化學生能力。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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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教學⽬標

課堂上的
⽣字練習 差異化教學

練習寫字的時間，教師可進行巡堂，對學習慢的學生，給予個別回饋，調整學生

筆順。讓程度好的學生以「寫宇高手」為目標，自行練習如何寫得更好，更端正

漂亮。

Q3 10
3

這個問題核心是教師如何進行「差異化教學」，班上學生程度差異很大，又有特

殊生，在同一個教學活動中，教師必須留有「差異化教學時間」，讓強者不落後，

弱者可提升。

寫字完成的學生，無論是畫畫、閱讀、休息，我們都允許。留白的差異化教學時

間只要不干擾其他學生學習，教師可以鬆開全班齊一行為的目標，讓學生留有自

行規劃的空間，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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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教學⽬標

聽寫測驗 了解學⽣
「固化」品質

Q4 給

這個問題核心是教師如何進行「差異化回饋」，需要先找出「學生的作答反應」，

也就是錯誤類型，針對錯誤類型釐清與回饋。

低年級是認字的起飛期，當學生只認識「大」、「小」，自然不會寫錯。只要認

得字/部件越多，就越容易出錯，是正常的。當學生出現這些類型錯誤，我們為
學生開心，表示他正在大量認字，老師們不要擔心，只要將字的結構與部件按部

就班教學，配合豐富語意內涵，就可以逐步脫離這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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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類型1_具整體字形、部分筆畫不正確

這一種類型的錯誤，來自於「字頻」，也就是學生容易把經常出現的<字/部件>
組合錯了。

當學生越常練習看國字，就容易把

常看的字或部件弄混。只要協助學

生辨識部件，學習就會漸入佳境。

教學建議

錯誤類型2_受字⾳影響使⽤別字

這一種類型的錯誤，則是「同音字/相似音」，當學生在認字的“起飛期”，會
經常發生這類型的錯誤，也就是他把聽過的字，以「音」組合字成為詞。

學生提升詞彙量，就會知道不同「字跟字」組合成不同詞，教學中語義疊加的越

豐富，學生就能在詞彙意義下辨別「字」。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進行生字教學

時，會把教科書生字順序打散，組合成有意義的詞彙再進行寫字，並加入繪本教

學。當理解的詞彙意義越豐富「形音義」三者越緊密，進行聽寫以評量字「形」，

學生就有越多判斷的線索，就能有效降低錯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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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類型3_僅再製部分部件

這一種類型的錯誤，是學生的「再認」能力比較弱，教學上，組字的知識就很重

要，例如「戲」字，學生記得左上部件很像「虎」，但是忘記下面應該是「豆」，

右邊部件「丸」與「戈」弄混了。

如果生字教學都是一筆一劃，沒有

帶入部件跟組字的結構，記住「戲」

字的負荷量就很大，但是如果拆成

「虍＋豆＋戈」，學生正確寫字的

機會就會增加。

90



教案的字詞教學，沒有造詞活動，減少提取學⽣「本來就會的」，補充學⽣「不會的」。
學⽣在語⽂課覺得無趣，可能是經常發表「我的經驗、已知知識」，很少邀請學⽣慢下
來，想⼀想「未知」。當這些⾮⽣字的詞彙，在課堂上經由⽼師解釋或造句，偶發出現
數次，就會產⽣額外的詞彙學習，來擴增學⽣的詞彙量。

Q1 

當學⽣可以很快地「造詞」，就表⽰教學活動是提取學⽣的「已知」，學⽣停下來思考
「未知」也是⼀種學習。研究上，當詞彙“偶發”的重複出現四次以上，學⽣就產⽣有
效的詞彙學習。

教學搶答活動，表⾯上雖然很熱鬧，師⽣都投⼊活動，但是沒有對應的教學成分，就會
是無效的學習活動。捨棄沒有效果的教學，增加豐富的識讀材料，是為解⽅。

教學信念

詞彙教學

教學活動 教學⽬標

語意脈絡下
字詞教學

詞彙意義
（偶發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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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以解釋，也可以邀請學⽣猜猜看。詞義的學習本就無法⼀步到位，⽐較像螺旋狀的逐
步累積部分意義，觸接不同語意脈絡來完整理解，像字典般的說明是無效的教學（就像背誦
物理詞彙定義，對理解沒有幫助）。即使學⽣似懂⾮懂，也不要緊張，只要我們持續提供豐
富語意脈絡，對於詞彙意義的掌握就越趨精準。

Q2 順

教案以「理解」為核⼼進⾏設計，將⽣字嵌⼊句⼦中，讓⽣字的學習建⽴在豐富的語境之下，
⽣字在不同句⼦重複出現，可以鞏固認字能⼒，且在無形中擴增詞彙

有⼀派說法，知識來⾃於眾⼈的共築，並⾮權威的傳承。班級的語⽂智慧，可以由同儕互補，
學⽣表達意⾒、⽼師提供回饋，只有聆聽的學⽣吸收同學間的經驗與知識，在課堂上共構這
些詞彙的知識。

關於建⽴學⽣學習的成功經驗，並不需要透過造詞讓學⽣犯「同⾳字」錯誤的⾵險上，可以
回到課⽂概念或繪本議題，學⽣思考後的表達被教師與學⽣接受，是更強烈的⾃我回饋。開
放學⽣造詞時，基本上都是⼝頭的理解，即使⽼師澄清⾳、義，仍然少掉視覺上「形」的對
應，這樣的教學活動，在「精準教學」的主軸上，略顯薄弱，如果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並
不建議造詞活動。

Q3 腦 (
)  

當學⽣可以很快地「造詞」，就表⽰僅提取學⽣的「已知」，沒有「新學習」成份。關於同
⾳字的區辨，學理上並沒有對應的學習能⼒。要減少同⾳字的錯誤，需要回到字詞教學，也
就是回到意義脈絡與字形區辨，穩固字的「形⾳義」連結。

「精準教學」可以幫助思考教學活動的意義。造詞這項教學活動如果是進⾏詞彙教學，那重
點就不是同⾳字區辨，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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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家庭⽂化刺激不⾜的⼩孩，在幼兒時期語⾔的接受與表達都相對破碎、⽚段，表達時常
常只能說出單詞，⽽⾮完整意義的句⼦。課堂中，學⽣發表內容只有單詞，⽼師可以先接住
這個單詞，提供錯誤回饋並重述並⽰範完整的句⼦，學⽣就可以課堂中無形的學習。�

Q1 順

當學⽣的詞彙量不⾜時，容易使⽤簡單的詞彙代表⼼裡複雜的想法。增加學⽣的詞彙量，將
有助於學⽣精確表達。

學⽣的回應有的時候並不是故意搗亂，⽽是某種能⼒不⾜，可能是詞彙量低、沒有機會練習
表達完整想法，多⿎勵學⽣發表，經由⽼師潤飾與⽰範，全班同學都無形中受惠。

教學⽅法

教學活動 教學⽬標

問答教學 語義表達
詞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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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教學活動 教學⽬標

合作教學

遊戲式學習

先確認

教學成份

⽼師們可以想想，為何學⽣上課覺得枯燥乏味，是課⽂太簡單、或太難？太簡單可以補充繪
本，增加學習內容，從故事中看到跟聽到更多詞彙與⽣字，透過教師提問來思考並表達的想
法。如果課⽂太難，就要從教學設計上為學⽣搭鷹架。如果兩者都不是，另⼀種可能課室外
的經驗影響課室內的學習動機，學⽣喜歡數位的遊戲，所以覺得紙本課⽂很無聊。但，教學
設計不能⽐照線上遊戲強調互相競爭與熱鬧，⽽是要轉換成為學習的成功經驗。例如：進⾏
流暢性遊戲（跟⾃⼰⽐較，有沒有越讀越快），詞卡遊戲（將詞彙卡⽚依照語意順序進⾏排
列、同義詞與相反詞分類等），讓學⽣可以獨⽴操作⼜不跟別⼈⽐較，⼜可以建⽴成功經驗。�

遊戲帶⼊課堂，雖然學⽣很投⼊，氣氛很熱鬧，⼤家都喜歡，但這項活動只是要解決學⽣
「無法專注」的表象問題。�教學上還是需要回到，教學成份是什麼？才設計相對應的教學
活動（含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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