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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齊心共備課程　深化閱讀的推動

數位科技融入教學
邁向新學習時代

數位時代來臨，閱讀不再僅限於紙本。新北市丹鳳高中兼國中部教

務主任宋怡慧、數位閱讀推動小組，善用科技優勢翻轉數位閱讀淺

碟型學習的刻板印象，培養國中生帶得走的關鍵能力與素養。

嘉義市北興國中數位閱讀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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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教師將數位科技融入國中閱讀教學現

場，成為引領教育改革的積極助力。是危機？還

是轉機？

找到數位科技優勢 
成為推動閱讀的助力

長年致力於閱讀推動的新北市丹鳳高中兼國

中部教務主任宋怡慧指出：「數位革命掀起波濤

巨浪，科技融入閱讀是不能避免的潮流，數位閱

讀雖有其困境，卻越有能在逆勢中看見彷彿若有

光，找到其推動的優勢。現今人們對科技的反應

似乎有所誤解，認為使用數位產品進行閱讀就無

法深入，事實上，這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概念：

數位閱讀受限於產品載體，必須緊盯螢幕，受限

於畫面大小，對視覺與專注力有其影響，但作為

閱讀的工具，科技時代的數位閱讀，仍有便利性

與輕巧優勢。」

深度閱讀本身，是一種能力的培養，至於是

否能進入文字世界與之對話或思辨，並不在於是

否立基科技產品。當然，透過科技產品的功能，

使得複製貼上知識變得容易，相比過去必須拿著

書籍，經過咀嚼，一字一字寫下的歷程，思考容

易流於淺度或片面層面，但，這一切奠基於讀者

習慣，是否有心想要走深度閱讀的爬梳與挖掘深

度意涵的閱讀習慣。即便是紙本閱讀，基於強迫

型抑或是任務型的閱讀，自然無法深入與文字進

行深度的思考。

她強調，數位閱讀時代，重點在於給孩子閱

讀的跨就與多元訊息的歸納與整理的功夫，進而

讓學生能從媒體辨識的素養，找到能用且正確的

訊息。現代已經不是只能依賴老師在課室獨講的

學習，若能給學生科技素養的能力，搭配閱讀習

慣與素養的提升，適切地使用科技工具的輔助，

自然能達到自我學習的途徑。例如，教會學生善

用國內外網站與圖書館資源，如何找尋正確新穎

的資料，透過閱讀平臺的紀錄，準確地透過借閱

紀錄，建立一個不偏食的閱讀地圖；圖書教師給

予數位化書籍的導讀與新書推薦的訊息，能達到

無遠弗屆，知識無牆的效能，讓學生更直接正確

地使用科技資訊，站在大數據的基礎上，看見知

識更宏觀的角度與面向。

國際視訊交流與日本學生視訊。（嘉義市北興國中提供）

數位閱讀辯論比賽。（嘉義市北興國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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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數位閱讀已有 3年之久的嘉義市北興國

中校長張金龍則點出，面對數位時代的來臨，學

校在閱讀推動上，不能採取「盡信書不如無書」

的僵固思維來排拒數位閱讀潛藏的各種風險，不

讓學生接觸；而是必須擁抱數位科技，教學生如

何去判斷訊息，才不會迷思在龐雜、紛亂、似是

而非的資訊裡。設備組長馮志國舉例，好比當物

件拋上去再掉下來，哪一個點所受的重力加速度

最大？學生在進行單純的理化科目解題時，通常

可以回答出：「一樣大」的正解；但是當新聞不

只一次出現，颱風入侵吹落磚頭是因重力加速度

才釀成重大傷害或砸死人時，卻不一定能判斷出

這是一則不及格的新聞。

判讀訊息合理性，找出證據是什麼？需要高

層次的思考能力。因此，在知識日新月異的未來，

一味填塞學生知識，不如給能力。北興國中推動

數位閱讀強調培養學生溝通協調能力、團隊合作

能力、複雜問題解決能力、獨立思辨能力、創造

力的 5C關鍵能力。導師黃智偉以生物演化課程

為例，他將達爾文、拉瑪克等生物學家的演化學

說放在數位平臺上，讓學生運用數位載具閱讀資

料，找出文章的關鍵要素、歸納結論，並表達他

們的意見、想法。而老師在課程中扮演的角色不

是給答案，是拋問題，刺激學生正、反面思考，

讓學習不再是單一線性式的吸收，而是多元的啟

發、成長。

導師徐曉薇則在國際教育中融入數位閱讀的

推動，學生利用網路寫信給法國聖誕老公公，練

習英文書信的寫作，並成功寄出卡片給法國的聖

誕老公公；運用 EARN Holiday Card Exchange節

慶卡片交流活動，讓全校 14個班級參與 iEARN 

Holiday Card Exchange與國外 10多個學校進行

節慶卡片交流活動；另外，在我的烏干達筆友活

動中，經由線上閱讀烏干達的地理位置與人民生

活情況，並了解烏干達筆友在學習與生活上的困

境，進而透過書信的往來彼此交流、互動。

學生寫好要寄給烏干達筆友的信，全班一起與自己寫的信合影。（嘉義市北興國中提供）

學生參與烏干達筆友活動，在和筆友通信前，先透過網路了解烏

干達。（嘉義市北興國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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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閱讀精進社群 
推主題式教學

過去，推動閱讀在國中教育現場多是單打獨

鬥，北興國中採取的是群體戰。「一個人走一百

步，不如一百個人走一步。」圖書教師林穎慈說，

在學校推動閱讀最重要的是夥伴關係，個別獨立

進行教學總會腸枯思竭，但是一群老師聚在一起，

彼此拋出想法，就會產生創意的激發。

今年，北興國中將以跨科整合的主題式教學

作為推動數位閱讀的目標。導師林嘉慶指出，不

少學校多是為了主題而主題特別規劃大拜拜、煙

火式主題課程，導致各領域老師配合意願不高；

因此，北興國中的願景是不做很炫、一次性的主

題式教學，著重於橫向溝通與拼圖，在不要影響

老師正常教學的狀況下，建立各領域老師溝通的

共同語言，回歸學生 5C基本能力的培養，把主

題課程的學習權發還給學生，在載具協助教學、

教學不受限於載具的前提下，提供有系統的統整、

能聚焦目標的主題式教學，並透過學生的實際產

出，了解學習成效。

他以「我的微距時代」主題課程為例指出，

在科技領域，北興國中剛好是嘉義區的製造中心，

學校運用 3D列印幫學生建模，並讓他們了解微

距鏡是怎麼製圖、製造出來的；自然領域，則運

用顯微鏡進行生物觀察、認識生物，並進行微距

拍攝；照片要拍得好，就必須透過藝文領域在線

條、構圖、對稱上的美學教學；拍攝的照片在國

文領域，便可透過自然觀察，創作成新詩、短文；

而學生的產出作品就是自製微距鏡，以及微距攝

影作品、文創產品。「我的微距時代」主題課程

的安排，沒有額外添加的課程，都是學校原本實

施的教學內容，透過橫向溝通串成跨領域的主題

學生利用平板進行查生字比賽。（嘉義市北興國中提供）

數位閱讀課時小組分工查詢各洲中各國的地理位置、國旗與文化

特色。（嘉義市北興國中提供）

學生收到來自各國聖誕老公公的回信拍照留念。（嘉義市北興國

中提供）

利用網路寫信給法國聖誕老公公，事先練習英文書信的寫作，並

成功將卡片寄出。（嘉義市北興國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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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再經由我的微距世界攝影比賽照片與文案

的拼圖，讓學生的 5C能力在主題課程中，可以

實際被看到產出成果。

張金龍期許，北興國中透過數位閱讀的翻轉

教學，達到自主學習與 12年國教最終精神「共

好」的目標。

利用數位原住民喜歡的媒介 
推閱讀效果事半功倍

而丹鳳高中國中部選擇資訊科技作為推廣閱

讀的原因是學生大多善用 3C，被稱為是數位原住

民的世代，習慣網路世界，也不排斥透過 3C產

品進行閱讀，宋怡慧利用學生最習慣且喜歡的媒

介，帶領他們走進陌生或是抗拒的閱讀世界，最

能達到事半功倍效果。宋怡慧希望透過數位閱讀

的橋梁，讓學生建立起多元跨界的閱讀興趣與習

慣，達到自學、閱讀的最終目標。她成立校內數

位閱讀社群，讓志同道合的老師了解數位閱讀對

其學科教學的輔助與助益，讓學科推薦的書籍達

到多元而跨界目標，透過合作的夥伴關係，建構

學生閱讀圖像與閱讀地圖。他們拍攝許多好書導

讀影片，以5到10分鐘為主，攫住學生的專注力，

讓學生能快速了解書籍的知識導向與內容重點，

給予閱讀興趣的增能與閱讀的選擇權。

與業界合作閱讀心得投稿平臺，讓學生能自

由選擇是否要發表心得，提出觀點的批判或疑問，

能透過平臺快速與社群老師進行互動。將閱讀的

科版印象鬆綁，轉變為生活上的探索與知識的汲

生物課程，讓學生利用載具先行閱讀後，再團隊合作解決老師

給的問題。（嘉義市北興國中提供）

新北市丹鳳高中兼國中部教務主任宋怡慧（右二）與學生的共同閱讀。（新北市丹鳳高中國中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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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成為帶著走的能力，因應學生時期對老師的

崇拜心理，讓老師代言書籍，引領學生進入閱讀

世界，也讓未來丹鳳 TED講堂，成為學生自行錄

製閱讀分享的一個新空間，讓學生的閱讀創意被

看見或注意。

談及未來，宋怡慧說，目前規模仍較小，較

偏重於數位閱讀的即時評量系統，未來希望能和

龍華技術科技大學合作，將閱讀課程設計成遊戲

闖關的形式，能讓學生立即感受閱讀帶來遊戲化

或科技化的魅力與樂趣，也與輔仁大學圖資系所，

做課程合作、館際交流，落實圖書館成為學科教

學創新資源中心與課室翻轉支援中心的功能性。

推廣閱讀，改變校園學習文化，讓師生沉

浸在閱讀校園的氛圍中，無形提升學區家長對學

校推動閱讀的支持與向心力。她觀察，學生會考

成績和閱讀理解息息相關，能提升學生在考試上

的實戰力與自信心。但是，閱讀本身的無形力量

是，閱讀本來就像呼吸一樣自然而然，培養孩子

親近閱讀，喜歡閱讀，就是家庭與學校必須送給

孩子的禮物，閱讀是與生命與心靈本質最接近的

一種方式。例如，學生受邀到吳若權「青春好好

young」節目，喜愛龍應台《目送》的學生，在

節目上自信地講書，結合自身的體會，感動許多

聽眾。閱讀的推廣不再於是否再受限於實體書籍

或數位閱讀的框架，任何形式，只要讓學生喜愛

或是容易走進閱讀，都是值得一試，值得推廣的

模式。

宋怡慧認為，「沒有一本書沒有讀者，沒有

一個人不能閱讀。」只要不去強迫孩子閱讀，而

是聆聽他們的需要，找尋正確的方法，給予適合

的書籍，數位時代的即時性、便利性，將會讓閱

讀的世界更廣闊，翱翔在更自由的閱讀蒼穹，自

信地做自己。

學生使用數位產品。（新北市丹鳳高中國中部提供）

新北市丹鳳高中兼國中部教務主任宋怡慧（右二）於數位閱讀

研討會議擔任分享人。（新北市丹鳳高中國中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