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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 

寫作 

數學 

科學 

集中點 

我們的學生在哪些學術領域面對較大困難？ 

理解 

生字 

解碼（decoding） 

集中點 

我們的學生在哪些項目／目標面對較大困難？ 

獲得結論 

找出主要次序（main order) 

上下文（words in context） 

事實與細節 

集中點 

我們的學生需要集中改善哪些技能？ 

導
致 

導
致 

B2 Pareto

O’Neill, 2000,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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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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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閱

讀
理

解
能

力
測

試
項

目
 

題
目

類
型

 
前

 測
（

20
00

年
3

月
）

 
後

 測
（

20
00

年
6

月
）

 

一
、

找
中

心
句

 
試

找
出

蘋
果

變
黑

的
原

因
的

一
句

句
子

，
並

在
該

句
子

下
畫

一
橫

線
。

 

 

試
在

「
不

同
季

節
的

花
可

能
同

時
開

放
嗎

？
」

一
段

文

字
中

找
出

段
中

的
提

示
詞

及
中

心
句

。
 

二
、

寫
出

段
意

 
用

不
多

於
20

個
字

寫
出

末
段

的
段

落
大

意
。

 
試

用
約

30
個

字
寫

出
〈

沙
漠

裏
的

植
物

如
何

生
存

的

呢
？

〉
這

篇
文

章
的

意
思

。
 

 

三
、

辨
別

文
體

 
試

從
以

下
的

標
題

分
辨

文
體

，
在

（
）

內
寫

上
說

明
文

或
記

敘
文

。
 

〈
他

終
於

暴
露

了
〉

這
篇

文
章

屬
於

哪
一

種
文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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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探討問題階段 

假設學生閱讀理解能力有

問題（通過課堂觀察及校內

有關閱讀理解部分的成績

作出初步結論） 

2. 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 培訓：認識行動研究及閱

讀教學的理論； 

‧ 通過問卷知道學生喜歡偵

探、童話故事； 

‧ 學生遇到的閱讀困難是文

章字詞過深、內容有不明

的地方、沒有太多人可以

幫他們； 

‧ 學生喜歡與人分享閱讀感

受。 

3&4. 擬定行動方案及試驗行動

方案 

‧ 以五節獨立課節（隔週連堂進

行）進行閱讀策略教學（說明

文、記敘文特色；中心句；段

意、主旨）； 

‧ 選材以偵探小說、故事及簡單

的說明文為主； 

‧ 採用小組學習形式進行，鼓勵

學生表達、與同儕分享及交

流。 

5. 評鑑和再評估 

‧ 過程中通過學習日誌收集學生即堂的反

應，教師作出策略的調整，最後因為希望

學生學得更好及對較深的部分（理解段

意、文章主旨）需要更多時間掌握，所以

寧願減少教學內容，教得慢一點。最後只

進行了四節（因為中間有段時間放了假，

只說到段意部分，全文的要旨部分要留待

五年級時再教）； 

‧ 每個課題，學校發展主任到校觀課，與教

師共同在課後反思、檢視教學成效； 

‧ 在行動研究結束後，對學生進行問卷調查

及訪談、對教師進行訪談； 

‧ 在學期結束前對行動研究各個階段進行

經驗總結及為未來一年作出部署。 

6. 部署下一階段的行動 
‧ 總結會議後，教師決定將計

劃延續至五年級，完成本年

度仍未進行的環節； 

‧ 由原來的一批教師直升上

五年級任教，方便行動研究

的進行； 

‧ 四年級在下學期重複本年

度的流程； 

‧ 鼓勵其他級別隨意在課堂

滲入閱讀策略的教學。 

四年級中文科 
閱讀策略 

的行動研究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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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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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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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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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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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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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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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靠

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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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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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後
學

生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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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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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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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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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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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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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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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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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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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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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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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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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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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記

敘
及

感
受

；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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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調

故
事

的
內

容
及

教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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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學

生
記

著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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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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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果

不
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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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閱讀習慣調查範圍 

1. 閱讀雜誌的習慣 

‧ 各級閱讀雜誌的習慣很平均。 

‧ 二年級有閱讀雜誌的習慣的人數最多。 

2. 閱讀報章的習慣 

‧ 年級愈高，讀報的習慣隨之增加。 

3. 自己會不會上網 

‧ 五、六年級會上網的人數明顯較多。 

4. 家中有沒有電腦 

‧ 家中有電腦的，六年級佔最多。 

‧ 打算購買的則五、六年級人數最多。 

5. 家長陪同閱讀 

‧ 一至四年級有家長陪同閱讀的人數較多。 

‧ 五、六年級有家長陪同閱讀的人數大幅減少。 

6. 在校外借圖書看 

‧ 年級愈高，在校外借圖書看的習慣隨之增加。 

7. 擁有校外圖書館的借書證 

‧ 年級愈高，擁有校外圖書館的借書證的人數愈多。 

8. 到校外圖書館看書 

‧ 年級愈高，到校外圖書館看書的人數愈多。 

‧ 五年級到校外圖書館看書的人數最多。 

9. 到校內中央圖書館看書跟到校外圖書館看書的情況相反： 

‧ 年級愈高，到校內中央圖書館看書的人數愈少。 

‧ 五年級到校內中央圖書館看書的人數最少。 

‧ 二年級到校內中央圖書館看書的人數則最多。 

10. 閱讀教科書的習慣 

‧ 年級愈高，經常閱讀教科書的人數愈少。 

‧ 三年級閱讀教科書的人數最少。 

 
 

 
 



附件二：小四學生閱讀習慣調查問卷 

一、閱讀興趣的基本資料 

1. 你喜歡看中文書還是英文書？ 

 A. 中文 B. 英文   

2. 你較喜歡看的書是以文字還是圖畫為主？ 

 A. 文字 B. 圖畫   

3. 你喜歡看哪一類內容的書？（有沒有故事？） 

 A. 故事： A1. 童話 A2. 寓言 A3. 科幻 

  A4. 偵探 A5. 其他  

 B. 非故事：  B1. 數學 B2. 常識 B3. 科學 

  B4. 大自然 B5. 美勞 B6. 音樂 

  B7. 體育 B8. 智力 B9. 其他 

4. 誰人幫助你選擇課外閱讀的書呢？ 

 A. 自己 B. 父母 C. 教師  

 D. 同學 E. 其他：_____________ 

5. 在看圖書時，你遇到哪一個困難最難解決？ 

 A. 字詞太深 B. 內容不明   

 C. 內容太長 D. 其他：_____________ 

6. 遇列上述的問題時，誰人可以幫助你？ 

 A. 家長 B. 哥哥或姐姐 C. 老師  

 D. 同學 E. 自己解決（如查字典、推斷） 

 F. 其他：_____________ 

7. 你是否喜歡看圖書？ 

 A. 是    

 B. 否，因為： B1. 字詞過於複雜   B2. 題材不感興趣 

  B3. 沒有時間     B4. 功課太多 

  B5. 玩遊戲、看電視  B6. 其他：________ 

 
 



附件二（續） 

二、閱讀與學習及日常生活的關係 

8. 你會否因為看過電視或經歷某些事情後，刺激你找某些課外書 
閱讀呢？ 

 A. 因看電視而產生興趣 B. 因個人經驗而選擇 

9. 在日常生活或學習時，你在哪裏經驗到可以運用閱讀圖書所得 
的知識？ 

 A. 上課時答問題 B. 做功課  C. 考試 

 D. 做 project  E. 溝通、建立自我形象 F. 看電視 

 G. 其他：_____________ 

10. 你喜歡的書，會否與別人分享？ 

 A. 會：  A1. 同學 A2. 教師  

  A3. 家人 A4. 其他：_____________ 

 B. 否    

11. 你與別人分享時，感覺如何？ 

 A. 自信心增加  B. 比別人優勝  

 C. 一起分享  D. 沒有特別  

三、教師／課程對學生閱讀習慣培養的關係 

12. 你對工作紙的感覺如何？ 

 A. 沒有用  B. 對理解圖書很有幫助 

 C. 增加閱讀興趣 D. 其他：_____________ 

13. 在工作紙中，你認為哪部分最有興趣做？ 

 A. 填充 B. 配對 C. 讀後感想  

 D. 內容簡介 E. 詞語解釋 F. 選擇題  

 G. 其他：_____________ 

14. 在工作紙中，你認為哪部分最不喜歡做？ 

 A. 填充 B. 配對 C. 讀後感想  

 D. 內容簡介 E. 詞語解釋 F. 選擇題  

 G. 其他：_____________ 

 
 
 



附件三：小四學生閱讀習慣調查問卷（面談） 

學生閱讀調查—面談內容草稿 

喜歡閱讀的圖書類別 

1. 你最喜歡看哪一類書？ 

 例：中文、英文 

   故事：童話、寓言、生活、科幻、偵探…… 

   非故事：數學、常識、科學、大自然、美勞、音樂、體育、智力…… 

2. 喜歡看該類書的原因？ 

3. 說出一本你最喜歡／印象最深的書的名稱。 

4. 喜歡該本書的原因？ 

5. 該書使你學到／印象最深的內容是？ 

6. 你怎樣決定選擇借閱／購買一本書？ 

7. 你喜歡看的書多數是借回來／自購？ 

8. 你最不喜歡看哪一類書？ 

影響閱讀興趣的因素 

1. 在看圖書時，你通常會遇到甚麼閱讀上的困難？ 

 （字詞、句子、內容不明……） 

2. 遇到上述問題，你會怎樣解決？ 

3. 你喜歡看的書通常要不要做工作紙？ 

 如要，你比較喜歡哪類型的工作紙？ 

4. 做完工作紙後，對你理解圖書的內容有沒有幫助？ 

5. 多看圖書，有沒有增加了你的知識或自信心？ 

6. 在日常生活或學習時，有沒有試過可以運用閱讀圖書所得的知識？ 

7. 通常有沒有家長或其他人陪伴／指導你看圖書？ 

8. 你會不會和別人分享圖書的內容？ 

 如有，和誰人？怎樣分享？ 

9. 你的家人或好朋友喜不喜歡看圖書？ 

10. 你不喜歡看圖書的其他原因？ 

 （題材不感興趣、不明白、沒有時間、功課太多、玩遊戲、看電視……） 

 
 
 
 
 



附件四：閱讀策略 

教學設計 

1. 目 的 

設計適合的課程（工作紙、指定的閱讀材料、閱讀報告、討論、分

享），有系統地訓練學生學習閱讀策略，以提高學生的閱讀能力及興

趣。 

2. 理 念 

‧ 閱讀是從語言符號提取意義的心理過程。 

‧ 眼睛盯著文字並不一定能提取信息，閱讀是要學習的。 

‧ 閱讀能力是可以通過培養而提高的。 

3. 課程設計 

‧ 同級科任老師按「課程大綱」設計教學活動。 

‧ 「課程大綱」所訂定的為核心課程，必須包括在該級的課程內。 

‧ 可選用已刪減的課文、課外書、報章、雜誌等文章。 

‧ 較高年級須溫習／教授以前的課程，綜合運用。 

‧ 老師可因應學生的能力，作獨立訓練或綜合訓練，並可加入其

他級別的課程。 

4. 教節安排 

每週抽一節中文課進行「閱讀策略」訓練。 

5. 結合讀文教學 

教師於讀文教學時，隨時指導學生運用所學的閱讀策略。 

6. 配合寫作教學 

使用閱讀策略的心理過程，與寫作的構思有密切關係，鼓勵學生多

作思考。 

7. 配合圖書活動 

配合圖書活動，提高學生的閱讀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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