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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隨著新時代的來臨，傳統的教學模式必須要有所調整，以因應社會的需求與挑

 戰。近幾年來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兒童圖書的大量譯介，加以在前教育部長曾志

 朗的推動下，兒童閱讀已蔚為風氣。兒童閱讀不只在家庭、社會開始生根發芽，

 伴隨著教改的風潮及教育典範的轉移，兒童閱讀的觸角也開始向學校伸展。兒童閱

 讀在學校的發展大概可以分成兩條路線來觀察:其中一條路線是配合教科書的開放

 (由統編走向審定)，兒童讀物逐漸走進教學現場，帶動的是教材的多元和教學的

 改變。另^^條路線則是由學校積極推動各項相關的閱讀活動或競賽，使閱讀成為校

 兒童文學作為語文教學的教材，具有以下兩層意義與功能:一是藉由對作品的

 深入探討」使學生領會作品背後所包含的社會、文化及人生的意涵。一是藉由對作

 品表現形式的掌握，進而發現作者的敘述藝術。而以上這兩項功能與意義，透過

 文學要素的教學均能有效的達成，因此本文試圖闡明文學要素教學的親近性與必要

 性，以澄清兒童文學作品作為教材的實際功效;同時也邀請第一線的教師，一起參

 與協做研究，並提供教學的實錄與反省，見證文學與語文學習的相輔相成。

 文學的教學除了知識外，更重要的就是素養的教育。知識使我們得以看見生活

 的世界，素養才能使我們看見那原本看不見的另一個世界。因此，兒童文學的教

 學，不是要把作品單純的當成是認知和語文技巧發展的資源，或是知識和文化傳承

 的傳遞工具，而是希望透過教學，豐富學生的文學經驗，使學生成為一個有感受力

 的讀者。

 實施文學要素教學必須體認到以下的一些基本精神與理念。

 首先，在教材的選擇上，應多使用高品質的文學作品來幫助學生發展文學讀寫

 能力。不要因為學生缺乏文本的解碼技巧，而剝奪了學生閱讀高品質作品的權利。

 而且要使用作者的原作而非簡化的課文當教材。簡化後的作品，原意是希望降低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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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的難度，但事實上卻可能更增加了閱讀的難度。此外，應鼓勵學生藉由多元文本

 的閱讀，來擴大對單一文本的了解，進而聯繫書中經驗與生活經驗、聯繫不同作家

 觀點，從建立新的關聯中創造新的意義。並藉此發展批判性閱讀技巧，培養學生對

作品型態差異的瞭解

 其次，在教學的實施上，必須反映學生的多樣性，尊重每一個讀者的文化差異

 與獨特性。雖然讀者從閱讀完整的文章中可以認識文本中特定的文字、語詞、句型

 或意象，也可以學習如何利用線索閱讀，思考文本申不同的選擇，注意文本中特定

 的知識與假設。但文學閱讀的重點應該落在美感轉化、個人聯結與投射上，而不應

 只是研究技巧與知識。在教學實施上應多鼓勵學生在團體申討論關於自己對於這篇

 文章的種種反應，使學生對自己、他人及文章能有較深入與豐富的了解。讀者個人

 經驗應該被鼓勵、尊重的，並以此為起點，瞭解自己、瞭解別人。

 概言之，文學要素的教學，目的不在於教會孩子有關於角色、情節、場景等的

 相關知識或敘寫技巧，而是希望透過從這些角度的探討，引發或提昇孩子閱讀文學

 的樂趣。因此，在教學上不會太在意文字解碼的歷程，也不擔心讀的是否完全正

 確。而是把閱讀文學當成是問題的來源，讓我們繼續思考而非讓我們接受的解答，

 並且珍視因理解上的不同，所形成腦力激盪的討論。

 此外，文學教學重要的是對文學的整體能有所掌握，因此除了過程中一些較個

 別化的練習外，教學的重心還是應放在較著重以讀者為本、以閱讀樂趣為導向的教

 學活動上，才能平衡整體的文學課程。而在方法上應鼓勵更豐富、更細緻的回應，

 並且就著學生正在建立的口味和興趣去討論，可以將學生的回應作為師生進行文學

 討論的核心，鼓勵他們看到自己的回應，以及文本與他們自身經驗的關聯性。

 當兒童讀物走進了教學現場，下一步就看它如何在教室課堂裡生根發芽了。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