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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教育在重慶國小實施現況

閱讀是認知學習的基礎，也是未來終身學習

能力的養成關鍵。提供優質的閱讀環境，豐富孩

子的學習面向，讓孩子感受閱讀的力量，浸潤在

書香氛圍中，是重慶國小持續努力的方向。

「讀報教育」是世界趨勢，更是重慶國小在

推廣閱讀的重要著力點，運用新北市政府提供給

班級的報紙作為教學素材，設計多元豐富的讀報

教育課程，讓孩子藉由報紙增廣見聞，學習法律

知識、科學新知，更透過報紙關注國內外時事焦

點，增進公民素養。

壹、讀報教育動起來

「讀報教育」是將NIE（Newspaper In 

Education）教學方式帶進教室，由教師、學生

將報紙當成課堂延伸教材，帶領學生進行語文、

社會、科學、品德、時事等全方位學習，教育孩

子學習新知，提升閱讀、語文能力及公民涵養

（李秀美，2007）。

國語日報編寫小組（2008）更指出，讀報教

育具有「擴大學習領域」、「認識真實世界的運

作」、「提升思考、閱讀、寫作能力」三大功

能，主要是把報紙當成教材的學習活動，運用報

紙的各個版面內容，跟各項學科領域結合，藉由

讀報掌握社會脈動，把各種新趨勢與發展，擴充

到教科書以外的真實世界，期能培養具備社會關

懷與公民素養的下一代。

根據「美國新聞協會」調查發現，實施讀報

教育將有助學生在基本能力測驗中的閱讀能力提

升，平均約提高了10％；並且可以增強學生的同

理心、經營企劃能力，對不同文化也能表現出更

大的包容力（張學喜，2005）。

報紙每天追蹤社會脈動，具高度情境化的特

性；新聞的內容從社論、報導到廣告，橫跨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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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生活領域，對於學習語文的人提供了豐富多元

的範例。透過讀報，讓學生掌握社會潮流脈動，

瞭解現代生活訊息，學習各項知能，培養思辨

能力及增進人格成長，適應真實世界的趨勢與發

展。讀報教育可培養學生閱讀的好習慣，拓展閱

讀媒材的深度與廣度，增進閱讀理解，提升學生

閱讀能力。

貳、「讀」向未來，擁「報」幸福

讀報教育在重慶國小實施多年，為了讓學生

在閱讀與寫作的能力有所提升，除了以「重慶小

學堂-讀報有獎徵答」、「大手牽小手-讀報小天

使」等活動引導全校學生讀報之外，各班老師根

據學生程度設計安排各具特色的教學活動。以六

年級班級的教學活動設計為例，透過報社參訪、

剪報活動及記者實習採訪等課程，讓學生除了在

教室學習之外，擁有更扎實深入的讀報學習經

驗：

一、從編輯到印刷國語日報社參訪

國語日報為重慶國小讀報教育的主要教

材，為了更加了解報紙，首先讓學生實地參

觀報紙的製作過程及認識報紙內容是如何編

排。報社的人員帶學生認識報紙的採訪、編

輯及印刷，藉著互動遊戲，了解記者和編輯

的工作。經由解說，學生了解報紙版面的基

本要素，體驗編輯工作。隨後，學生們實際

參觀編輯臺作業，搶先看到尚未出刊的未來

報紙，最後更到印刷廠，為報社之旅畫下句

點。

在這趟學習之旅中，「快問快答」活動

讓學生們澄清了迷思概念，原本大家都以為

撰寫新聞報導時，鋪陳的方式就像平常作文

練習一樣，沒想到其實新聞報導在第一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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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楚的說明這一則新聞中的「5W1H-人事

時地物」，這是為了讓讀者在多元又迅速的

訊息中，能快速地擷取重點內容。

回到學校後，由這些到報社參訪的小尖

兵們向其他班級的同學分享報社參觀體驗，

並以自己在報社習得的知識為同學進行有獎

徵答，共享及傳播知識。

二、打開報紙來挖寶剪報剪出思考力

讀報除了可以開拓學生視野，增進學生

寫作能力之外，還可以透過「剪報」引起學

生的讀報的興趣，進而提高思考能力。剪報

需要循序漸進，除了個人剪報之外，更可以

運用小組合作，讓學生彼此激盪出不同的火

花。

以筆者進行教學的六年級學生為例，首

先根據學生程度採異質分組，盡可能讓擁有

不同優勢能力，如語文、繪畫、口語表達等

的孩子互相合作，讓每個人都能有發揮的空

間。接下來，讓各組的夥伴互相討論，決定

主題後開始進行剪報：

(一)剪報主題何處尋　興趣著手最容易

剪報的第一步，是學習從眾多的報

紙文章中，依照主題脈絡找出所需要的

資料，發揮創意完成一份別出心裁又具

有深度的作品。如何決定主題呢？最容

易的方式，便是從「興趣」著手，每一

個人的興趣都不同，這時便考驗學生的

溝通協調能力了。

收集一段時間的報紙後，首先利用

幾次的晨間共讀及班級閱讀課時間，讓

學生挑選喜歡的主題，再利用一節課的

時間讓小組成員分享說明自己收集的理

由，最後以投票的方式決定小組剪報主

題。

(二)閱讀文章有妙招　掌握重點難不倒

六年級的學生對於畫出文章的佳句

與重要句子大多已得心應手，因此，我

們希望學生能夠根據文章的內容與特

性，運用心智圖、魚骨圖或以表格呈現

文章的重點，提升系統思考能力。心智

圖是以輻射線連接關鍵概念或其它相關

聯的項目，利用不同的方式表現想法與

思緒，進而幫助學生快速分析出問題點

或是延伸沒想到的關鍵。魚骨圖則是用

圖解展示事件的各種因素，是一種圖像

式思考輔助工具。

首先我們讓學生閱讀文章，找出文

章重點與結構特色，藉此判斷適合此篇

文章的重點呈現方式。在上其他學科

時，學生已經學會用心智圖、魚骨圖以

及表格整理重點，因此大多數學生都能

順利完成任務，有些程度較差需要協助

的學生，則由小組中具有語文優勢的同

學協助帶領完成。

此外，為了提高學生的探究及統整

能力，我們請學生對每篇文章提出三個

延伸性的問題，同時自行找出答案，最

後列出最能表達文章重點的五個關鍵

字，讓閱讀剪報作品的讀者也能快速清

楚作品的主要內容。

(三)口齒清晰台風穩　上台分享共學習

完成剪報作品後，為了互相學習觀

摩，我們安排了一節課讓學生能上台分

享小組作品，報告方式不拘，上台的人

數也可以自行決定。各組學生使出十八

般武藝，有小組採用戲劇作為開場，有

小組則是模仿主播報新聞，直接切入主

題的小組也表現得很精彩。因為學生們

已有多次報告經驗，上台時大多能掌握

報告重點：口齒清晰、條理分明、互動

流暢，在有趣又生動的報告中，學生們

能學習其他組的優點，並藉由他人的分

享反思自己能做得更好的地方。

閱讀教學活動是多元豐富的，透過每天閱讀

一份報紙，就能積少成多，我們看見學生能力的

累積與進步。因以前剪報作業大多為個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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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學生只要完成自己的作品即可，這一系列

的教學活動中，除了剪報時的組織統整與上台的

口語表達，我們更看見學生們的溝通協調能力的

改善，從一開始堅持己見，漸漸能彼此接納，最

後統整所有成員的看法達成共識。另外，我們也

看見低成就的孩子在他人的帶領及協助建構鷹架

後的進步。

每天的讀報時間，不但建立了孩子們的閱讀

習慣，我們更發現，孩子們能將讀報所學到的閱

讀技巧，運用在其他學科，例如將社會課的歷史

事件，以「時間軸」或「心智圖」的方式整理重

點；國語課的時事討論，能以更客觀的角度說明

自己的觀點，並接納他人的想法；自然課時，也

能主動搜尋相關的科普素材，在老師的引導下以

平板電腦作更深入的探索。

報紙是最能反映時事脈動的素材，根據不同

的報導內容，報紙中的文章有多元的架構，對學

生而言，是非常適合用來學習語文的媒介。設

報社參觀

剪報製作

小組分享

計教學活動，引導孩子建構學習鷹架，學會收集

和統整資料，以互相討論的方式激盪出不同的火

花，完成一份主題報告，透過讀報與剪報教學，

讓閱讀不只是閱讀，而是有更多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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