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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章閱讀核心能力 

辨識重點、先後排列、辨認因果、進行推論、取得結論、讀出主旨、明白結構、批判思考、

創意思考（引自〈心智圖與國語文教學〉，王開府教授） 

 

二、常用的閱讀策略  

 （一）、閱讀前 

   預測策略 

 1、閱讀題目、圖片，預測這篇文章的內容可能在講什麼？ 

 2、閱讀前文，預測後文。 

 （二）、閱讀中 

 畫線策略：專心找重點，在重點處劃線或做其他記號。 

 摘要策略：以自己的話試說各段大意或全文大意，並筆記要點。 

 結構分析策略：分析文章的結構，筆記大綱。 

 推論策略： 

 1、依文中資料，推論文章省略的重點。 

 2、推論文章的主旨.詞意.句意……？ 

（三）、閱讀後 

 提問策略： 

 1、老師提問，引導進一步思考與理解。 

 2、自己設計問題，自問自答。 

 圖像化策略：整理閱讀內容，方便理解與記憶 

◎「提問」是最常用的方法--老師提問、學生自己提問（檢視自己的理解） 

 

三、教室中的問與答 

平常的提問與回答練習，可以讓孩子從好問題中獲得更深入的思考。出題的原則若能運

用在教室中，更能啟發學生的高層思考。 

（一）好問題怎麼問？ 

1.增加答案的向度： 

（1）一一個個角角度度兩兩個個支支持持：：寫出兩個理由、兩個故事提示、兩個教訓、舉出兩個例子、兩      

     個證明。 



（2）兩兩個個角角度度：：說出一項好處和一項壞處、兩種「不同」的感受、可能是夢也可能不是 

     夢、你想去和不想去的理由。 

（（33））體體會會主主角角／／作作者者感感受受：：他有什麼領悟、他對ＸＸ有什麼感覺、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解釋他心情的轉變。 

2.答對時還可以追問，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3.以文章格式為問題：有編號的框框怎樣幫助讀者更能瞭解文章內容、這篇文章用兩種不   

  同方式介紹，哪一種資料比較有趣、圖片如何幫助你明白…。 

 

四、提問與評量指標 

閱讀教 

學目標 

評  量  指  標 認知 

能力 

1.特定 

訊息 

1.指出篇章內容直接說明的人事時地物（文學類）－人事時地物 

2.指出篇章內容直接說明的重點句或中心思想（知識類） 

3. 指出篇章中字詞涵義（字詞替代） 

理解 

2.推論 1.根據文中句子的訊息，推斷聯繫性的重點（原因、論點、關係、對象） 

2.根據文中句子的訊息，推斷聯想性的重點（態度、感受、動機、影響） 

3.根據文中句子、段落的訊息，推斷隱藏的寓意 

4.根據文中句子、段落的訊息，推斷隱藏的寫作特色（修辭、特色） 

5.根據文中段落間的訊息，推斷隱藏的寫作目的（例子的作用、論證的

目的、某段在文章中的作用） 

理解 

3.組織 

結構 

1.統整（比較）篇章核心概念 

2.指出文章要旨 

3.指出重要事件的系列順序 

4.統整文章的組織架構 

分析 

4.評論 1.評論篇章形式或內容的優劣 

2.比較內容異同 

3.生活應用（心得感想） 

評鑑 

5.創作 1.應用閱讀篇章的寫作技巧創作 

2. 應用閱讀篇章的材料創作 

創造 

 

 

 

 

 

 



五、提問實作練習 

〈李天祿與布袋戲〉（翰林版六年級第 11課）  

布袋戲是以手掌直接操弄戲偶的一種戲劇，又稱作「掌中戲」。早在四、五

十年前的農業時代，民眾的娛樂很少，布袋戲由於戲棚移動方便，內容又通俗

易懂，在當時極受歡迎，成為人們生活休閒的一部分。然而，隨著社會的演變，

林林總總的休閒活動，讓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布袋戲就逐漸不受人重視而沒

落了。 

李天祿—這位「薪傳獎」的得主，出生在臺北市的大稻埕，八歲開始學習

布袋戲，二十二歲自行籌組「亦宛然」布袋戲班，到各地的廟會巡迴表演。他

對布袋戲有著一分深厚的情感，除了不斷的在操作技藝上力求精進，還生動展

現「一口道盡千古事，十指弄成百萬兵」的舞臺絕技。由於他精湛的表現，不

但在國內享有盛名，也經常應邀到國外演出，在國際間打響了名號。他傑出的

成就，不僅榮獲教育部頒發傳統藝術最高榮譽的「薪傳獎」，當選為「民族藝術

藝師」外，還得到法國政府頒贈「文化騎士」勛章的特殊榮譽呢！ 

當接二連三的榮耀匯集一身時，李天祿並沒有自滿，他關心的是要如何將

布袋戲融入生活，才能讓這項傳統藝術，擁有源頭活水，生生不息延續下去。

他認為布袋戲操作方便，戲偶的肢體動作自然傳神，只要技巧熟練，無論是飛

天遁地，或是翻滾跳躍，可以說是無所不能，再加上精彩的劇情，便足以吸引

觀眾的目光，讓人興致盎然，欲罷不能。因此，他將傳統布袋戲的腳本重新編

寫，並融入平劇的唱腔及身段，再配合布袋戲原有的生動口白，來凸顯劇中人

物的鮮活個性，成為跟得上時代腳步的傳統藝術。 

李天祿發現想要發揚傳統的布袋戲，必須在校園裡做好扎根的工作，就是

這分強烈的責任感，促使他成立了「布袋戲文物館與基金會」，充分展現推廣布

袋戲的決心。他風塵僕僕到各地學校，不厭其煩的四處演講，並親自指導學生

操作戲偶的技巧，揣摩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人物說話的用詞語氣。同時也解說

戲偶衣服的形式，所代表的身分地位：皇帝著「蟒袍」，武將披「戰甲」，貴族

著華服，平民穿素衣……。透過這些講解，加深了學生對布袋戲的基本認識。 

由於李天祿的大力宣導，已經有很多學校紛紛成立布袋戲社團，而且經常

做校內、校外的公演，也得到很好的評價。李天祿大師雖然已於民國八十七年

去世了，但是他將一生的心血奉獻給布袋戲，讓這項傳統藝術，不僅散播在社

會各個角落，成為大眾化的生活藝術，更讓它風華再現。他的執著與不平凡的

成就，將永遠讓人敬重與懷念。 （94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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