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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什麼是多文本閱讀?

•為什麼讀多個文本?

•多文本閱讀如何教?



主題統整
行之有年





多文本閱讀實非新鮮事

•大量閱讀，必然讀「多個文本」。

•廣泛閱讀，就會讀「不同議題」。



舊瓶新酒?



文本符號的時代脈絡



數位世代的契機

•隨時可讀

•形式多元

•內容豐富



素養導向的語文教學

•語文教學不需要教「國語文」專業(專家)知識。

•語文教學要讓學生具備能用語文學習知識的素養。

•而且也要讓學生能使用「各種符號」，形成自身
的論述體系，進而影響社會。



讀寫素養
•透過閱讀提升思辨能力

•能思考作者要表達什麼?

•能了解作者(編者)如何使

用文字及多媒體表達?

•能覺察作者想要說服(影
響)讀者什麼事?

p透過思辨培養表達能力

p能思考我想要表達什麼?

p能思考要使用什麼文字(或

多媒體)來表達?

p能思考自己想要說服讀者

什麼事(產生影響力)



從策略到新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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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素養:多文本學習





微調的方向



自主學習的關鍵

•能從多份文本中比較重整，以回應閱

讀任務，是自主學習的有效途徑。



重開機?系統升級?



萌發中的多文本閱讀力…



更新我們的系統…



教學信念1

•關於文本:
•單一文本能提供的知識(觀點)相對有限。

•多篇文本能就同一個主題提供更多觀點。



教學信念2

•關於閱讀以學習:
•讀者對「知識」的信念會影響學習的品質。

•閱讀多文本並形成「論述」才有深度學習。



教學信念3

•關於多文本閱讀教學:
•提供沒有標準答案的「閱讀任務」，可協

助學生統整不同文本的訊息。



教學信念4

•讀寫能力不只對應「國語文」專業知識。

•更強調使用語文，吸收新知，形成自身的

論述體系。



課堂上的多文本閱讀



課本是好起點

•師生人手一冊

•有單元主題



課堂上的「多文本閱讀」

•學生自己讀(S)

•學生自己想(M)

•學生自己學(I-L)

•學生自己量(E)



教師的第一步

•放心(相信學生可以讀)

•不教(內容深究學生會)

•不急(有程度差異無妨)



如果很想教一點

5-Ⅱ-9 覺察自己的閱讀理
解情況，適時調整策略。

5-Ⅲ-9 因應不同目的，
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



理解監控

•多數的讀者對自己的理解狀態都有所覺察。

•隨著讀者的閱讀經驗愈豐富，讀者對自身理解狀
態的掌握愈清楚。

•隨著「閱讀目的」不同，讀者邊讀文章，邊留意
腦中思考歷程的程度也會不同。



理解監控
•一般讀者，閱讀時就會覺察自身的理解狀態。

•優讀者，會依閱讀目的，在閱讀過程評估自己理解的
狀態是否回應閱讀目的。

•優讀者，覺察「理解狀態」與閱讀目的不一致時，會
啟動一連串的心理步驟(閱讀策略)，以調節閱讀狀態。



優讀者的理解監控
•不具特定目的之閱讀狀態下:
•能摘述該篇文本之內容。

•具特定目的之閱讀狀態:
•依目的評估自己的「理解」，例如，自問自答或是筆記整理。

•重複閱讀時，會啟動不同的閱讀策略。



例如



不同閱讀目的

找生詞

練寫字

聽寫
看結構

練仿寫

仿寫



不同的閱讀目的

•想了解作者要表達什麼?

•想了解作者如何使用文字及多媒體表達?

•想進一步了解作者想要影響讀者什麼事?



另一種閱讀目的
當你開始讀第
二篇，你可能
會發現…



多文本的自學

兩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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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學習階段的多文本

學科知識

大概念

思考

溝通

素養



渡黑水
國中段的大概念





大概念:移動



多文本閱讀教學

•學生自發(提供機會以產生自學經驗)

•學生互動(學生間的教學相長)

•師生共好(教學有方×自學有法)



三研而立
研議

研究

研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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