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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緣起　

筆者所任教的學校特別重視學生閱讀習

慣之養成，故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直至六年

級畢業，孩子多半能養成閱讀的嗜好，且累

積可觀的閱讀量。在校園裡，時常見到學生

手不釋卷，聚精會神的挑選或閱讀喜愛的書

籍，而筆者所帶的班級學生也是如此。擁有

一群喜愛閱讀的學生的老師是幸福的，孩子

對於「閱讀」一事的接受度高，並且對於老

師所推薦介紹的書籍躍躍欲試，有的甚至能

加以延伸、再覓相關書籍，進而擴充了自己

的知識量，也豐富精采了課堂的討論對話。

在一次機會下，吳老師提起了「資訊性

閱讀」的概念，此對於筆者是一全新的概

念，當然對孩子也是。觀察以往，孩子多半

將選書目標鎖定於故事性較高的材料，因其

文字具連貫性，並且透過高潮起伏劇情的引

導，容易引人入勝、維持閱讀的興致；而同

為敘事性材料的資訊性文章，如：百科全

書、科普文章等材料，也易因題材與敘寫方

式之故，較不受學生的青睞。因此，筆者希

望能透過帶領孩子一起進行「資訊性閱讀」

的活動，將平日鮮少閱讀的知識性文本搬

出，透過活動引導學生閱讀不一樣的材料，

同時，老師也藉此觀察有閱讀習慣的孩子們

（甚至包括了以往課堂中能進行文章深入賞

析的孩子）將如何運用已備有的閱讀能力，

來擷取所需的資料。

㆓、準備　

為增加閱讀題材的豐富及趣味性以提高學

生閱讀興趣，老師準備了《永恆的空間尋訪24
個世界遺產建築》（木馬文化，2007.09），以
配有大幅插畫的文章做為學生的閱讀材料，

並且將34位學生依照閱讀程度分作六組，在
兩堂課共八十分鐘內，分別閱讀六主題：羅

馬競技場、古羅馬水道橋、吳哥窟、土耳其

卡帕多細亞地區、布達拉宮、凡爾賽。而該

書的敘寫內容，實際上對四年級孩子仍屬艱

深，所以老師也同時也藉此觀察孩子是否有

過濾資訊、尋找閱讀重點的能力。

而在討論的過程中，為了使活動進行順

利，因此需注意各組間的閱讀程度是否平

均；如要小組學生能在活動中互助，則需有

清楚的工作分配，如此方能使討論與發表更

加流暢順利。因此，老師分配完小組，並且

指派好組長後，先將討論的模式和各組組長

簡單說明，並且讓組員擇定工作項目，如：

主持討論、發表意見、整理意見、書寫意

見，以及上台發表等項目，皆需要組員們的

通力合作，也需要組長在活動時的督促；所

以，如能在討論前讓學生熟習活動模式，將

會更省時、更有效率。

隨後，老師發下紙筆作為台上發表小組

看法之用，而便條紙與螢光筆則是讓學生標

記文章重點、書寫提問，同時也使各人意見

之彙整更加方便。

㆔、過程　

（一）「你認為什麼是世界遺產建築？」　

第一堂課時，老師先揭示了今天的主題：

「世界遺產建築」，並且詢問學生「你認為

㈾訊閱讀 閱讀㈾訊—
＜尋訪世界遺產建築＞課程
南方芝／國立科㈻工業園區實驗高㆗國小部教師



專        論

研習資訊14 第27卷第1期　99．02

什麼是世界遺產建築？」，由小組討論約十

分鐘，並整理成一份簡單的結論，張貼在黑

板上作為發表用。經整理後，各組所呈現出

的結果如下，其實不難發現學生對於「世界

遺產建築」一詞有不少類似的聯想，所以在

課程中，老師會用不同顏色的色筆將類似的

觀念劃記，分類後讓學生檢視，接著繼續後

面的課程。

㈻生關於世界遺產建築的看法（㆒）

推測出關於「世界遺產建築」的概念 可能是世界遺產的地方

1.世界再也沒有一樣（相同）的遺產。 
2.以前（或史前）的建築，留下來變成古蹟 
3.有名的建築 
4.很珍貴的 
5.被遺忘的 
6.容易損壞的 
7.保護得很好的 
8.這些建築都有不同的故事 

1.大笨鐘 
2.萬里長城 
3.羅馬競技場 
4.金字塔 
5.比薩斜塔 
6.泰姬瑪哈陵 
7.凱旋門

在過程中，超出老師預期的，學生對於

理解這個新概念似乎遇到了瓶頸，於是我們

多花了一些時間，讓學生繼續討論，才出現

上述呈現。而經過整理後，其實不難發現學

生是如何運用已知來重新認識：「世界遺產

建築」對學生是全然新鮮的，但是「世界」

和「建築」對他們而言，可就熟悉多了（但

是部分學生不太清楚「遺產」為何）。於是，

我們會看到數個名詞多次出現在各組的結論

中：「世界的」、「遺留下的」、「特殊

的」、「建物」和「古蹟」等詞；而這些便

是孩子藉由拆解「世界遺產建築」六字成「

世界」、「遺產」「建築」三個「舊」名詞，

以嘗試理解一個「新」的整體概念。

（二）從無到有：閱讀各建築的資料，推測

出「世界遺產建築」的標準

在整理「世界遺產建築」初步概念告一

段落後，老師發下六個主題的閱讀資料交付

六個小組閱讀，組員需持螢光筆和便條紙，一

邊閱讀一邊尋找該建築成為「世界遺產建築」

的原因，以嘗試判斷列為「世界遺產建築」

的標準。而閱讀的同時，可針對敘述內容提

問，待全組讀畢後，整理好對全班發表。

在行間巡視中，筆者發覺學生在消化資

料時，可能會出現幾個瓶頸：生難字詞干擾

了閱讀的進行、資料份量太繁雜無法濾出重

點、焦點錯放（如：記下許多人名、地名或

年代等），當然也包括了對於文章本身缺乏

興趣之狀況。但最後在各組組員相互對照筆

記成果與整理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學生真能

在高難度文字中耙梳出些概念，並且能讀思

並行，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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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後觀照，你猜對了嗎？　　

從各組整理出的資料檢視，雖然孩子未

能明確寫出「世界遺產建築」可能的審核標

準，但仔細觀察，其實會發現學生所作出的

重點整理或提問的確能直指標準之要旨，透

過老師的整理如下，並且一併和前一堂課所

作的推測相比較。

主　題 提問或重點整理

羅馬競技場

1.為什麼羅馬競技場要蓋成圓形的呢？
2.為什麼在古代（科技）這麼不發達的時代，還能建築出我們現在用機器也做
不出來的東西呢？為什麼能蓋這麼堅固？

3.為什麼要蓋在羅馬呢？蓋這個是要做什麼呢？材料從哪來？
4.為什麼羅馬競技場要蓋這麼大？位置要這麼多？ 
5.這個比賽很危險，如果受了傷，誰要負責呢？ 

古羅馬水道橋

1.為什麼是在法國（建造），卻是用羅馬的建築方式呢？
2.為什麼他們的技術沒有傳到外面去呢？
3.羅馬人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的水道呢？

吳哥窟

1.吳哥窟是9世紀開始建造的都城，在12世紀大致成型。
2.吳哥窟大多是用石頭建的。
3.吳哥窟大約跟現代差了1100年。

卡帕多細亞

1.什麼（居民）要住在地底下？
2.為為什麼在科技不發達的以前，能（在地下）蓋餐廳、學校、房間等，真不
可思議。

布達拉宮 1.因為布達拉宮是在17世紀由第五世喇嘛建造，歷史悠久。

凡爾賽宮

1.地點：法國巴黎的凡爾賽鎮
2.特色：凡爾賽宮是以宮殿為中心，周圍是庭院，是以巴洛克風格建造的。
3.功用：宣示法國王室至高權力的紀念建築，也顯示法國是中央極權的國家。
4.提問：為什麼路易十四要建造凡爾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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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格中的比較可知，透過了事先的字

義推論，若再進行文本探索，兩層的閱讀與

思辨使學生能對於「世界遺產建築」有更清

晰的概念，而非只是字義的堆疊。雖然未必

能推測出完備的審核標準，但是可見孩子已

具備了從文本中篩濾文字、尋找答案的簡單

能力，並且甚至透過兩次的發表後，能整理

補足出當初推測的闕漏。而兩節課結束後，

未具備足夠知識量的學生可能對上課討論內

容仍有所不解，此時亦可利用文本中所出現

的關鍵字，在網路、書籍中，進行資料的查

詢檢索，進行延伸閱讀探索。

學生最初的推測 學生的提問或重點整理 所推測出的標準

1.世界再也沒有一樣（相
同）的遺產

2.很珍貴的、有名的建築 

1.凡爾賽宮功用：宣示法國王室至高
權力的紀念建築，也顯示中央極權

的國家。

2.為什麼卡帕多細亞的（居民）要住
在地底下？

學生能發現建築可能具有

的「獨特性」

以前（或史前）的建築，

留下來變成古蹟

1.吳哥窟距今約有1100年。
2.因為布達拉宮是在17世紀由第五世
喇嘛建造，歷史悠久。

1.學生能找到敘述，說明「
以前」的可能性

2.學生能想到建築可能具有
的「歷史價值」

這些建築都有不同的故事 1.為什麼路易十四要建造凡爾賽宮？
2.羅馬人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的水道呢？
3.（競技場）為什麼要蓋在羅馬呢？
蓋這個是要做什麼呢？材料從哪來？

4.水道橋為什麼是在法國（建造），
卻是用羅馬的建築方式呢？

學生能提出關於「建築目 
的性」的疑惑 

保護得很好的建築 1.為什麼羅馬競技場要蓋成圓形的呢？
2.為什麼在古代（科技）這麼不發達
的時代，還能建築出我們現在用機

器也做不出來的東西呢？為什麼能

蓋這麼堅固？

3.為什麼在科技不發達的以前，能（
在地下）蓋餐廳、學校、房間等，

不可思議。

學生能想到建築可能具有

相較於現代的「優越的技

術呈現」

1.這個比賽很危險，如果受了傷，誰
要負責呢？

其他



研習資訊 17第27卷第1期　99．02

專        論

㆕、結語　

八十分鐘的課程所能完成的課程活動是

出乎預期的少，此牽涉了文本程度的難易、

學生是否夠熟習討論的步驟等等，因此前述

的預測與閱讀皆超過了初估的時間。而經歷

過這次活動後，筆者有以下四點心得：

1.新概念是透過舊有的基礎認知建立的，
多給孩子機會嘗試發表，再反覆思辨

查找的過程中，孩子學到的會比單方

面接受資訊的更多、更深刻。 
2.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獨樂樂不
如眾樂樂，面對知識性文章的挑戰，

多人閱讀增加了討論與理解的空間。 
3.有效率的閱讀需具備明確的目標：閱

讀可以隨性輕鬆，但是有目標的閱讀

文章，能使閱讀文章內資訊更有效率。

4.小而精的閱讀目標：帶領孩子練習閱
讀資訊型文章，可訂立較小或較單純

的目標，如：練習尋找文章所提供的

資訊，可使學生更加專注，同時也能

精簡閱讀時間。而透過漸次的引導、

反覆（以不同活動方式）的練習也會

使學生更加熟習。

期盼藉由這次的紀錄與省思，能提供些

許的經驗與引發，讓教學現場的先進們，能

在故事小說之外，又多了一項選擇，透過指

導學生閱讀資訊型文章，將讓學生多方領略

不同的文章所產生的不同刺激與學習，激盪

出不同的思考火花！

㈻生張貼對「世界遺產建築」的初步看法

附錄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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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彙集組員閱讀時所㊢㆘的提問：羅馬競技場組

附錄  圖片

回應與分析

鈺麒老師和方芝老師都教四年級，都是

第一次讓學生做資訊性的閱讀，只是方芝老

師的取材和設計都比較艱深，但是學生同樣

的興致勃勃，且有不少成就感。課後，我聽

到有小朋友向老師借這本書回家看，一位小

朋友說，媽媽到過吳哥窟遊覽，卻不曉得古

蹟的細節。

方芝老師給小朋友的閱讀任務，是要

比對作者所謂的「世界遺產建築」和小組

討論建構出來的概念，是標準的KWL（
knowwant to knowlearn）閱讀模式。「世界
遺產建築」是個抽象且複雜的概念，內含文

化、藝術、技術和價值的觀念。小朋友雖然

沒有聽過這個語詞，老師在教學上又沒有提

供任何線索，小朋友居然能夠討論出一些相

關因素，而且都相當正確，可見張玉成博士

的觀察是正確的，教師沒有必要「灌」；教

師要放手給學生釋疑的時間和思考空間，才

能夠培養出能夠自主學習的學生。

觀察者可能會認為方芝老師的教學流程

中，似乎沒有「教」的成分，老師好像只在

行間巡視。這種「無為」的感覺，是閱讀教

學的關鍵，也是方芝老師的教學創新。老師

不教，學生反而更認真的閱讀，在合作的氣

氛之下，自行解決了高難度的文字，並且整

理出疑點和好奇。八十分鐘的活動結束後，

每個學生的腦海裡，對「世界遺產建築」的

概念不盡相同，跟老師與作者大概也有相當

的差距。不過，重點是：學生超越了「關」

的弊端，教師沒有犯「灌」的毛病，這些就

是教學上的突破。

讀者不難發現「世界遺產建築」的內

容，有不少Pink提出的未來人才需要儲備的
元素或能力：



研習資訊 19第27卷第1期　99．02

專        論

■ 設計：每個建築師都有特殊的設計和
功能，而且作者的圖畫既細膩又清

晰，富有美感，獲得很多學生的讚

嘆，他們從美感獲得「遺產」概念的

一環。

■ 故事：學生發現，每個建築背後有故
事，從中獲得它的歷史性和悠久感覺。

■ 統整：作者的敘述，並未說明「世界
遺產建築」的定義，只在書名中加上

這個副標題，讀者必須依據各建築的

描述，去揣摩、推論、統整。

■ 意義：學生不但探索「遺產」的意義，
還獲得「珍惜」、「古老而美麗」、

「科技發展」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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