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教學策略

一、預測

二、連結

三、摘大意

四、找主旨

五、作筆記



閱讀的能力指標

• 一、隨手作筆記 (2-8-9-4)。

• 二、邊讀邊預測。

• 三、隨時連結自己的背景知識 (2-4-7-4)。

• 四、讀後能組織文本訊息，摘大意並找出
主旨（1-2-9-5，2-3-2-1）。

• 五、邊讀邊問自己問題及回答問題，監督
自己的理解（1-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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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策略教學

閱讀指導的發展流程



閱讀理解的策略分別是：

• 預測：利用文本預期接下來將要發生的情節，是否
與作者的陳述一致。

• 連結：將所讀文本連結自己經驗、背景知識，或是
與其他類似文本串聯，就是做「文-我、文-文、文-
世界」的連結，目的在擴大文本理解層次。

• 摘大意：學生精簡的重述所讀到的訊息。

• 找主旨：找出自己認為文章主要的論點。

• 作筆記：主要在幫助學生有效組織文章內容以及監
督自己的思考歷程與理解程度。



理解歷程的思考及閱讀策略的學習

•高年級學生已具備自學能力，在有適當檢核機制
的情況下將學習字詞的主要責任下放給學生。

•花時間在引領學生去理解及感受文章的意義及內
涵，批判作者的寫作方式與風格，以及學習各種
有助理解的閱讀策略。

國語文教學的重心

















•規劃摘要策略教學時，應將教學週數拉長
到至少一學期（20週），緩步的帶著學生
以輕鬆、不費力的步調來學習。

•在教學初期只選擇課文中少數段落進行較
深入的說明，不需強求要完成全課課文的
內容摘要。如此，即可省下較多時間進行
學生意見的討論與分享。

摘要策略的教學



優良摘要特性

好的摘要應具備

• 內容簡短、

• 只說文章重點、

• 句子流暢且意義連貫



放聲思考示範的原則

• 示範重點在呈現教師在執行摘要步驟
時是如何分析、判斷、和做決定等這
些看不見的內在思考。



摘要步驟檢核表

請依據順序完成摘要程序，並將已完成的步驟打勾：

• □ 刪除不相關的訊息

• □ 刪除重複的訊息

• □ 語詞歸納

• □ 選擇與創造主題句

• □ 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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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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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摘要提到了文章的主旨。

＊這篇摘要提到了所有重要的訊息。

＊這篇摘要沒有任何不重要的訊息。

＊這篇摘要沒有任何重複的訊息。

＊這篇摘要沒有任何需要歸納的語詞

＊這篇摘要寫得清晰流暢。



• 摘要：根據文本區辨出重要的訊息，然後將之統整
成連貫、濃縮的句子，代表原來文章的內容。

• 主旨：讀者歸納出文本想要表達的要旨，包含：

(1)讀者根據作者的意圖，歸納出作者想要表達的想
法。就是我們所稱作者的中心思想，包括作者的
「想法」、「感受」、或是「道理」…等。

(2) 讀者根據文本所提供的訊息，提出自己的想法。

摘要和主旨



•概覽全文，找出全文重要的人、時、地

• →閱讀自然段，找出各段重要事件

• →串聯重要事件成為段落大意

• →串聯各段之段落大意

• →抽取該文章的主旨

• →閱讀全文，找出重要表達

• →說出自己的主旨

摘大意找主旨策略



摘大意找主旨策略的功能

• 1. 掌握文章的重點。

• 2. 增進對文章的了解。

• 3. 更能記得文章的內容。

• 4. 知道作者想告訴我們什麼。

• 5. 知道自己從這篇文章學到什麼。





作筆記

• 筆記包含書寫的內容和書寫的形式兩個面向

• 做筆記的要點，包括

1.「畫重點」擷取主要概念；

2.「長句縮短」讓筆記內容精簡；

3.「重點字詞」掌握文句間的關係；

4.「符號使用」則是將內容轉換成清楚易瞭的方式

5.「文章結構」綜觀整篇筆記的大架構。



如何在文章中找出重點

• 1. 介紹畫重點的工具及方法

工具：使用不同顏色的筆來畫重點。

方法：畫線、符號、或將重點字圈起來。

• 2. 從文章標題中找重點，並能區分重要性

• 3. 認識附加問句

• 4. 找出文章中出現的符號列舉項目

• 5. 分辨文章出現的項目性質為「順序」或
「類別」，並將項目內容給予標號。



文章結構

• （一）不同文體的文章結構有所差異

• （二）依大小標題排列的文章結構

• （三）列舉式的文章結構

• （四）排序式的文章結構



對大多數教師而言，摘要策略教學是一個完全陌生的
教學模式。教學的設計、教具的準備、以及教學活動
與評量的實施，在在都需要投入相當的心力才可能順
利進行。這些準備工作的沉重負荷，很容易造成教師
決定放棄這套教學模式。建議教師可以在校內組成教
學團隊，藉由團隊共同研發教材教具與規劃教學活動
設計來減輕個別教師的工作量，而同事間的互相打氣
與激勵也可以減輕陎對ㄧ個全新的教學方法可能帶來
的疲憊與無力感，當遭遇教學瓶頸時，更能藉由團隊
成員的集思廣益，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組成教學團隊進行協同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