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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小少年的閱讀旅程 

~我會抓重點了！ 

一、教學模式名稱：閱思摘要教學模式 

二、思考力分析：比較、歸納、理解、討論、統整、省思 

三、適用領域：語文領域 

四、資訊設備：電子白板、單槍投影、實物投影機、IRS 反饋系統 

五、設計者：李佩怡、張雅甄、林倩瑛、廖淑玲、賴慧珉、施秀美、黃淑苓 

六、教學模式架構圖： 

 

 

 

 

 

 

 

 

 

 

 

 

 

 

 

 

 

 

 

 

 

 

 

 

 

 

 

 

 

 

運用 IRS 

(1)作答….每個人都表達想法 

(2)翻牌…說說看自己不同的想法 

(3)統計…看一看大部分人的想法 

(4)解釋…讓不同想法的人說說看 

架構討論 

閱讀理解 澄清概念 

進行摘要 

 

 

 

欣賞各組摘要作品 

進行投票統計 

說明投票理由 

省思自己的作品 

評鑑票選 

概覽文本 

附小少年的閱讀旅程~我會抓重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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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學模式簡介： 

情境照片 文字說明 

 

【概覽文本】引導學生先行概覽文

本，閱讀、思考文義。 

 (愛戴補  

【架構討論】引導學生透過小組討

論，將自然段建構成意

義段。 

 

【閱讀理解】設計問題，運用 IRS 統

計、翻牌等功能引發學

生討論，增進學生對文

本內涵的理解。 

 

【澄清概念】應用 IRS 統計、翻牌等

功能，激發學生認知衝

突、展示學生不同想

法，進而引導學生說明

彼此想法，進行深入的

歸納討論。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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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示範              個人試摘 

 

   或小組共摘 

【進行摘要】 

          ＊教師示範 

          ＊個人試摘 

          ＊小組共摘 

(上述策略教師視時間彈性調整應用) 

 

【評鑑票選】運用 IRS 統計、翻牌或

搶權等功能，引導學生

欣賞評鑑各組摘要、說

明想法、修正省思 

八、效益分析 

   (一) 步驟明確，結合現有教材可省時省力 

閱思摘要教學模式，流程清楚明確，結合現有電子書教材，教師不論是在刪除不必要的

字句、圈出關鍵詞、或是直接在文本上插入潤飾的字句等，均十分便利，教學更輕鬆省力。 

    (二) 共同備課，有效整合資源可提高效能 

    除了現有教材，在延伸閱讀的補充教材方面，學年教師群策群力，共同收集、分析材

料、分工設計閱讀理解的教學簡報，共同研發適於運用 IRS 互動反饋系統的試題等，不僅

能有效整合彼此所蒐集的教學資源，亦能激盪更多深化學生學習的教學策略，對於提升教

學效能極有助益。 

  (三) 閱讀理解，善用科技優勢更深化學習 

附小少年的閱讀旅程~我會抓重點了！ 

 



 
 

18 
 

透過 IRS 互動反饋系統中的各項科技功能，如「翻牌」展示不同學生的想法，「統計」

圖表促進學生產生認知衝突等極具效果的「教學點」，教師可以使每一篇閱讀材料在課堂

中「活」了起來，學生不但因了解其他不同人的想法而拓展視野，也進一步更為釐清自己

的想法。 

(四) 精確精緻，引領學生思考更展現專業 

傳統的教室中，教師點選舉手的學生回答，或將機會給較少發言的同學發表，甚或運用

獎勵制度等策略，縱使因此能照看到較多的學生，但仍無法即時即刻得知全班同學的想法。

在本模式中的「評鑑票選」步驟，運用科技的優勢，除了可以有效統計票數之外，教師更

能「精確」的得知每位學生選了那些選項，然後請不同想法的學生說明理由，教師的教學

也因此更為「精緻」，不再只是「船過水無痕」，無法確實掌握更多課堂訊息。 

九、教學活動設計：應用「閱思摘要教學模式」之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領域 本國語文領域 教材來源 自編 

主題名稱 兩個水桶 教學對象 六年級 

設計與教

學者 

李佩怡、張雅甄、林倩瑛、廖淑玲 

賴慧珉、施秀美、黃淑苓 
節次 5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校園照片、影片、網際網路、行動學習智慧教室(單槍、實物提示機、電

子白板、Hiteach 系統、學生每人一台 PAD) 

教 

學 

活 

動 

規 

畫 

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簡述 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簡述 

1 課文架構分析教學 5 主旨理解歸納教學 

2 課文閱讀理解教學   

3 摘要教學-摘要策略教學   

4 摘要教學-摘要評鑑票選活動   

能 

力 

指 

2-3-2-1 能在聆聽過程中，有系統的歸納他人發表之內容。 

能在聆聽朗誦與討論內容中，歸納他人發表的重點。 

3-3-4-2 能在討論或會議中說出重點，充分溝通。 

能在討論中針對討論主題發表想法，與其他人進行意見的溝通與交流。 

5-3-5-1 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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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能運用「概念閱讀」的閱讀策略，理解不同閱讀材料所傳達的意義與內涵。 

6-2-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 

教 

學 

目 

標 

1. 能透過討論，找出文本的架構。 

2. 能透過問題討論，理解文本內涵。 

3. 能小組討論，運用摘要策略找出文章重點。 

4. 能詮釋整合文本線索，討論出文章主旨。 

教學模式 教學流程 時間 科技應用 教學評量 

 

概覽課文 

 

 

 

 

 

 

 

架構討論 

 

 

 

 

 

 

 

 

 

 

 

 

閱讀理解 

一、 課文教學： 

  (一)教師引導學生朗讀文章，在過程中提醒學生將不

懂的語詞圈出來。 

  (二)教師引導學生討論生難語詞。 

 

二、 找架構：引導學生根據內容，討論架構(如架構分

析)。 

因果 

原

因 

挑水夫有兩個水桶，其中一個有裂縫，所以

只能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 

經

過 

破桶子對自己的缺陷感到羞愧，向挑水夫道

歉，挑水夫要它留意路旁的花朵，破桶子看

到花朵開滿路的一邊。 

結

果 

原來挑水夫善用破桶子的缺陷澆花，才有美

麗的花來裝飾主人餐桌。 

 

三、閱讀理解討論 

※以自選教材「兩個水桶」(如附件)為例，說明題目設

計方式。 

(一)破水桶為何向挑水夫道歉？ 

  1.因為他讓挑水夫被責罵。 

  2.因為他讓挑水夫做白工。 

40 分 

 

 

 

 

 

 

 

 

 

 

 

40 分 

 

電子白板 

實物提示

機、 

IRS 即時反

饋系統 

 

 

 

 

 

 

 

 

 

 

能經由朗

讀課文的

過程中，認

識生字詞

的發音、討

論生難語

詞。 

 

 

能找出故

事架構 

 

 

 

 

 

 

 

 

能根據文

本內容回

答教師所

提的問題。 

      附小少年的閱讀旅程~我會抓重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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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概念 

 

 

 

  3.因為他故意只裝半桶水。 

  4.因為他想改變自己的缺陷。 

5.從破水桶的道歉中，可以看出他具有什麼樣的

特質？  

(1) 自我反省。 

(2) 自暴自棄。 

(3) 自命不凡。 

(4) 自討苦吃。 

(二)挑水人如何看待破水桶的缺陷？ 

  1.物競天擇，總有一天被淘汰。 

  2.只是微小的錯誤，不足掛齒。 

  3.善用特質，創造另一種可能。 

 4.只要有愛，就沒有任何障礙。 

  (三)下列哪一個選項符合本文的意涵？  

    1.因為跑太慢，所以不參加大隊接力。 

    2.因為很會寫作，所以參加作文比賽。 

    3.因為有潔癖，所以開清潔公司。 

    4.因為容易寫錯字，所以每天加強練習。 

 

 

 

      

 

 

 

 

 

四、摘要教學 

※教師在電子白板上先進行策略示範，並請學生在課本

 

 

 

 

 

 

 

 

 

 

 

 

 

 

 

 

 

40 分 

 

 

 

 

 

 

 

 

 

 

 

 

 

 

 

 

 

 

 

 

 

 

 

 

 

 

 

 

 

 

 

 

 

 

 

能使用摘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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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摘要 

 

 

 

 

 

 

 

 

 

 

 

 

 

 

 

上進行劃記、筆記重點。摘要策略如下： 

  (一)引導學生刪除不必要的訊息。 

  (二)引導學生找出關鍵的語詞。 

  (三)引導學生加以潤飾、統整、語詞歸納好之後寫下

來。 

 

 

 

 

五、 引導各組學生討論其他段落的摘要，並將摘要討

論結果寫下來。 

(一)將各組討論結果寫在白紙上。 

(二)運用實物提示機將六組討論內容拍照後展示給

全班閱讀。 

(三)請各組運用 IRS 票選「最適合的摘要」。 

(四)顯示「統計圖」，選出最適合摘要之後，翻牌請

學生說明選擇的原因、想法。 

 

 

 

 

 

 

(五)請小組共同討論本篇故事的「主旨」，並寫在白

紙上。 

 

 

 

 

 

 

 

40 分 

 

 

 

 

 

 

 

 

 

40 分 

 

要策略進

行摘要。 

 

 

 

能小組合

作討論摘

要內容 

 

 

 

 

 

能發表自

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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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票選 

【教師利用實物提示機展示各組作品，請同學票選

最適合的主旨】 

 

 

 

 

  

  

 (六)修正、潤飾、統整歸納：每人個別在國筆記上寫

下摘要。 

 

 

 

 

 

 

能小組合

作討論主

旨 

 

 

 

能自己完

成文本的

摘要內容 

 

十、教學省思 

  ●六年一班李佩怡老師 ： 

    在教學過程中，閱讀理解的題目可以幫助老師了解學生對文本的理解狀

況，透過 IRS 互動反饋系統，可以「看見」每位學生的答案，學生也能「看

見」其他同學的想法。這樣「看得見」的過程十分重要，對老師而言，當絕

大多數的孩子都正確作答，只要請一兩位學生說明即可，把時間留給需要討論的重點。對學生

來說，因為發現許多人和自己選同一個答案，學生其實比較能放膽說出自己的想法來爭取認

同，讓學生能先進行個人的思考，同學之間再相互學習，調整自己的思考方向，這樣的學習模

式是主動的，是有意義的學習，效果當然更好。 

六年二班張雅甄老師 

    以往進行課文大意活動時，總是參照教學指引，或是廠商提供的教學光碟

上課，學生的反應較為平淡。而教室裝置了電子白板以及 IRS 互動反饋系統後，

不但讓我的教學因為參考大家討論出來的模式而變得有效能，學生的反應也相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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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踴躍，課堂上總是充滿著你來我往的知性的辯論，看著學生為了課文句子的相關性與重要性

而發表，我知道，這就是教學的樂趣。 

  六年三班林倩瑛老師 

運用 IRS 互動反饋系統進行閱讀理解摘要教學，較少發表的同學依教學需

求運用 IRS 系統回答問題時，必須向他人公開展現其想法，故能於翻牌的同

時，準確的呈現班級內全數學生的思考方向，除能令教學者了解班級整體學

生對於同一概念、同一時間的學習概況，亦能讓教學者即時了解「有迷思概念的學生是少數？

還是多數？」於大班教學中精確地讓教學者一個不漏的了解全體同學的學習狀態，是資訊科技

協助教學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利器。 

 IRS 互動反饋系統中的搶權功能於學生答題意願疲弱時，能激發更多學生參與討論的意

願，準確找出較有意願，且有不同思考面向的同學投入討論，進一步引領學生深入思索問題，

是教學者指導學生回答開放性提問時，蒐集更多不同學習回饋的重要輔助，也是提昇學生學習

興趣的另一項重要科技輔助系統。 

  六年四班廖淑玲老師 

電子白板輔助摘要教學的助益是顯而易見的。學生的作品能即時呈現、註

記、討論、發表、評比、回饋，讓學生明白自己學習的盲點，流暢的學習過程，

增進學生上課的參與度、專心度和學習興趣。而教師靈活運用教材，掌握學生

個別或全體的認知，即時修正錯誤或不精確之處，達到解惑的效果，也減少教

學的盲點。 

 中下程度的學生在上課發表和成績表現有進步，但程度低落的學生並沒有明顯的進步。5

人異質能力的小組合作討論是希望優秀的學生能帶領、指導低成就的學生，但我發覺小組摘要

結束後的個別摘要，對低成就的學生仍有困難。所以教師提供個別指導有其必要性，加入自我

監控學習，逐漸減少支援，以達到鷹架學習。 

  六年五班賴慧珉老師 

利用 IRS 互動反饋系統，作為深化學生閱讀理解與思考能力的工具，則其「題

目設計」之良窳為關鍵要素。設計「能引發討論又有助於理解文本內涵」的題

目對老師而言是很大的考驗，教學指引雖有內容深究的問題可供參考，但有些

附小少年的閱讀旅程~我會抓重點了！ 

 



 
 

24 
 

答案十分單一，線索明顯，無法作為激盪討論的材料，此時，教師能群策群力、發揮專業，找

到「學生的盲點」來轉換成題目，這種合作的過程，變成運用此模式成敗的重要觸媒。因此，

避免單打獨鬥，夥伴們敞開心胸、無私分享，是比擁有先進的科技更重要的支柱呢！以下我以

課程中的一例來說明，好的題目以及追問的技巧帶來的深度討論之重要性！  

【本例題 題目設計：604 廖淑玲老師】  

 

 

 

 

 

 

 

 

 

 

 

 

 

 

                       

 

   

 六年六班施秀美老師 

依據文獻整理，老師們歸納出摘要的教學的步驟：刪除不必要訊息→

語詞歸納、選擇或創造主題句→潤飾→完成全文摘要。步驟雖然簡明扼要，

但在實際教學時，教師的引導技巧與說明，仍需更貼近學生語言，並且具體

可供操作。例如「刪除不必要訊息」，何謂「不必要」？學生曾進行一番討論，歸納的結果，

教學歷程與省思紀錄： 

這個題目學生的回答非常多元分歧： 

生 1：小樹想：早知道我就不要躲在大樹底下，要和草原上獨立的小樹一樣才對(有學

生回應千金難買早知道…而且他也無法選擇自己的位置)….(反省的開始) 

※教師透過提問引發值得繼續討論的點：無法選擇命運，所以該怎麼辦？(學生慢慢

釐清可以創造命運，創造機會) 

生 2 小樹想：可惡的人類，為什麼要來砍掉大樹…. .(抱怨的層次) 

生 3 小樹想：早點死掉也好，就不用面對這些問題了…(悲觀、自暴自棄的層次) 

生 4 小樹想：為什麼會這樣呢？大樹為什麼會被砍掉呢？(充滿疑惑的層次) 

生 5 小樹想：如果一開始沒有大樹，也許我可以長得比較壯、比較堅強….(開始思考

解決方向) 

教師繼續追問：哪一種態度才能夠解決問題呢？ 

1 是抱怨，2 是反省求自立 

此題的作答結果：選 1 的一位，選 2 的 27 位，選其他的 2 位，翻牌請不同選項的孩

子說想法 

●缺乏挫折的孩子，很難體會小樹的心情，需要再三的討論與澄清，回到文本去確認

很重要。 

教學模式與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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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須刪除的是各種修辭與形容詞，必須保留與主題內容相關之具體語詞。第二種刪除的是

零碎的細節描述，只保留文章中屬於總括性質的語句。具體操作這個步驟時，則往往是利用圈

選「關鍵語詞」，原因是，要刪除的實在很多，不如圈選要留下來的。 

回想老師們練習摘要時，我們也是刪除不必要的，然後圈出一定要保留的，但要保留什

麼？大家時有爭論，但大家會提出理由，這個詞為什麼重要？是與後面結果相關？還是一定要

寫出才能呼應題意？或者是其他詞無法取代？最後每個人提出意見，並獲得大多數的人同意，

才保留成為「關鍵詞」。教導學生時，也應該有這樣的討論時間。 

利用提示機與 IRS 即時統計，可以馬上讓同學分享摘要初稿；進行票選時，首先令人關

注的便是那「最少、最短」的。如此一來，同學們更能對是否掌握文章重點一目了然。關於掌

握重點，學生進步很多；然而潤飾摘要，則必須加強寫作表達的練習。 

   ●六年七班黃淑苓老師 

基於教師在學生作業及考試結果發現學生在閱讀文章或題目的理解有

困難，經由學年老師共同討論後，決定以摘要教學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進行摘要教學時，從教案、設計閱讀理解引導學生進行進階思考的題目，過

程中體會到強烈的團隊運作的力量，也使這股向心力成為第一次帶高年級的

我的最佳後盾。教學上並結合電子白板、IRS、實物提示機等資訊科技，不僅讓學生充滿新鮮

感，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表達的意願，更是讓我在進行摘要教學時提昇整體的便利性、

精緻度與教學效能，可謂師生雙贏。 

從學生前測成績，教師以電子白板等資訊科技正式進入摘要教學，從記敘文乃至於說明文，每

每看到學生在上課的熱情表現，從抓不到重點、無法整理重點句，需要老師費時帶領，以及學

年老師們課後的熱烈討論，備課與教學過程雖然辛苦，但是看到學生的動機與進步，就覺得甘

之如飴。在蒐集資料時不免也會回想教學時和學生互動的點滴，將資料量化後，雖然本班學生

的實質進步成績幅度不大，但是看到學生上課的熱情，就相當值得。 

 

 

 

 

附小少年的閱讀旅程~我會抓重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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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摘要練習一：【兩個水桶】        姓名：              座號： 

一位挑水夫，有兩個水桶，分別吊在扁擔的兩頭，其中一個桶子有裂縫，另一個則完好無

缺。在每趟長途的挑運之後，完好無缺的桶子，總是能將滿滿一種桶水從溪邊送到主人家中，

但是有裂縫的桶子到達主人家時，卻剩下半桶水。兩年來，挑水夫就這樣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

主人家。  

好桶子對自己能夠送滿整桶水很感自傲。破桶子呢？對於自己的缺陷則非常羞愧，他認為

只能負起一半的責任，感到非常難過。飽嚐了兩年失敗的苦楚，它終於忍不住，在小溪旁對挑

水夫說：「我很慚愧，必須向你道歉。」 

「為什麼呢？」挑水夫問道：「你為什麼覺得慚愧？」 

「過去兩年，因為水從我這邊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付

出了全部的勞動，卻只收到一半的成果。」破桶子說。  

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難過，他很有愛心的說：「我們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

盛開的花朵。」  

果真，他們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繽紛的花朵，開滿路的一邊，沐浴在溫暖

的陽光之下，這景象使他開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盡頭，它又難受了，因為一半的水又在

路上漏掉了！  

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說：「你有沒有注意到小路兩旁，只有你的那一邊有花，

好桶子的那一邊卻沒有開花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邊的路旁撒了花

種，每回我從溪邊來，你就替我一路澆了花！兩年來，這些美麗的花朵裝飾了主人的餐桌。如

果你不是這個樣子，主人的桌上也沒有這麼好看的花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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