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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實施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對國小學生閱讀及寫作能力的成效，並依據

研究的結果提出課程模組作為參考。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探討在課堂上透過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實踐「讀」懂到「寫」

好，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課程，提升學生閱讀寫作能力。研究對象為宜蘭縣冬山鄉某校

三到五年級學生，學生接受了六節圖書資訊利用教育並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課程。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透過漸進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善用圖書館資源，

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課程，有助提升學生基礎能力。推廣圖資教育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

課程模組，不論故事、說明文，或是以人物為主的閱讀課程都提升學生讀寫能力。 

     

關鍵字：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寫作能力、閱讀能力 

壹、 前言 

一、閱讀力培養自學力成為終身學習者 

    面對未來，我們的孩子需要什麼能力？是批判思維的能力，是系統思考的能力，還是溝通表達的能

力。如果答案都是，那麼，老師應該如何教，才能讓孩子具有這些能力呢？透過閱讀來學習，閱讀是整

合知識、情意與技能的能力，跨領域的，結合情境的，可在生活中實踐的。十二年國教以「成就每一個

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閱讀力是教孩子如何學，教孩子方法，才能學習遷移，培養自學

力，與書為伍，與學習作伴，實踐終身學習。 

二、圖書館是學生學習生活的重要基地 

    圖書館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陳昭珍(2011)提出圖書館的任務包括：提供各種資料，做為師生教學

探索的養分，讓孩子有大量閱讀的機會；提供利用指導以培養知能並養成閱讀、利用資訊及創意構想的

興趣；與教育者合作設計學習策略以符合個別學習者的需求；讓學生具備終身學習的技巧。因此，圖書

館不僅是藏書的空間，也不僅有借還書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學生可以透過圖書館的閱讀推廣活動延伸領

域，擴展學習；學生運用圖書館的各項資源，查詢資料，組織資料，提出想法，表達溝通，圖書館是學

生學習生活的重要基地，更是實踐大量閱讀的場所。 

三、透過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培養閱讀寫作力 

    圖書教師是孩子和圖書資源間重要的橋樑，也是帶領孩童探索讀本及多媒體世界的重要人物。圖書

教師的角色和任務應包含教授圖書館利用指導，協助學生及老師挑選適合的書籍，也指導學生利用圖書

館資源。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資訊素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幫助學生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陳昭珍，

2011) 

    研究者身為圖書教師，發現對許多學生來說，寫作文是場噩夢，每次寫作文，孩子常說「我不會」。

孩子讀了，但卻不見寫作能力提升。讀懂內容只是閱讀教學的其中一部份，除了讀懂，還要「讀出寫法」，

進入「寫作表達」。研究者實施圖書資訊利用教育，透過圖書館利用、閱讀素養、資訊素養三大範疇，從

閱讀開始，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教學，使「閱讀」和「寫作」緊密連結，讓教學有效聚焦，正所謂「讀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真正培養孩子閱讀與寫作能力。 



    是故，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一、 探討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對國小學生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的成效 

二、 發展以寫作為導向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模組 

    本研究結果不但能提升國小學生的閱讀寫作能力，課程模組的設計有助於圖書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

的參考，以及提供教師在安排此類課程的建議。 

貳、名詞解釋 

本研究涉及幾個重要的名詞，為使研究更加明確，將相關重要概念詮釋如下： 

一、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指的是臺灣圖書教師輔導團編製一系列完整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綱要。綱要

分為三大範疇：圖書館利用、閱讀素養和資訊素養。本研究中圖書利用包含：圖書的分類、圖書的查詢。

閱讀素養包括：閱讀的策略、閱讀各類型文本、閱讀的呈現。資訊素養包括：資訊利用。文中簡稱圖資

教育。 

二、 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 

本研究以課文範文或書籍為文本，培養學生讀懂文本的能力，不只讀懂內容，更重要是讀出寫法。 

透過課本或書籍的文本分析，引導學生進行寫作。本研究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以十二年國教語文領域

綱要閱讀和寫作的學習表現為依據。 

 

參、圖書資訊利用教育並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課程實施 

    研究者規劃圖資教育並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課程，初期以主題閱讀課程為主軸，接著以說明文為主，

最後以統整性人物主題為主，希望圖資教育不只是教閱讀的方法和策略，更可以為學生搭建寫作的鷹架。 

一、 每月主題閱讀課程—以十二月聖誕節故事創作為例 

    以「真的有聖誕老公公」為例，圖書館裡有關聖誕節的繪本眾多，讓孩子閱讀不同故事的繪本對孩

子的能力有所提升。故事本身的內容，可以從主題、人物、情節、語言、圖像等方面進行賞析，並延伸

寫作教學，以做讀寫的結合(黃文枝，2008)。研究者提供不同類型的閱讀資源，設計主題閱讀課程，指

導閱讀理解策略，進行創作，滿足學生多元學習需求。課程規劃如下： 

圖

資

教

育 

圖書館利用 閱讀素養 

圖書的分類 

三年級選擇聖誕節的繪本 

四年級透過索書號找出不同國家的聖誕節故事 

圖書的查詢 

三年級透過檢索館藏目錄找出聖誕節的繪本 

五年級檢索公圖的館藏目錄找出各類相關書籍 

閱讀的策略 

三年級故事結構和六何法 

四年級熟練六何法，故事梯 

閱讀的呈現 

三年級重述故事，摘要故事大意 

四年級分享人物特點與支持的理由。 

五年級運用故事結構、故事梯創作 

    三年級學生讀同個聖誕故事，找出故事前、中、後三段，也就是故事的開始、發生的過程、結果。

接著透過六何法，找出故事的重要訊息。學生學習讀出結構以及重要訊息，再讀其他故事繪本，運用結

構和策略，完成故事大意，並能重述故事與同學分享。本教學目標是能學會閱讀方法讀懂故事，幫助理

解，未來能創作故事。 

 



    四年級的教學重點放在閱讀故事的細節。學生自由選讀，利用故事梯分析故事內容，故事梯從問題

出現到故事高潮，接著問題解決，一連串故事的變化，都是引起讀者好奇，產生衝突，願意繼續讀下去

的重要元素。孩子讀完故事，能讀出故事的寫作技巧，作為孩子創作精彩故事的養分。並推論出故事主

角的性格，提出具體事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目的在幫助孩子寫故事時能具體，透過故事人物表情、動

作、語氣、事蹟來表現出故事主角的性格，讓故事的人物刻畫更為生動。 

    五年級的孩子除了大量閱讀聖誕節的故事外，進一步創作聖誕節的故事。大部分的孩子可以從故事

中找出主角、問題，進行改編故事。改編時可變換人物，鋪設不同的解決策略，透過人物性格的刻畫來

寫故事。更進階的孩子重新創造故事人物、情節、場景和事件，創作感動的聖誕節故事。 

    透過圖書館中主題書展的書籍，讓孩子以某「主題」讀故事，找出感興趣的故事結構，形成故事框

架，接著思考主角特色，從生活題材中激發靈感，最後想像故事情節，創作出精彩故事。 

二、 閱讀是學科領域的延伸—以說明文讀寫為例 

    故事是孩子們最喜歡也最常閱讀的文類，而知識性的說明文卻是大部分孩子們較少見的，說明文的

表述方式就是理性、客觀，中年級孩子開始學習說明的表述方式，研究者以三年級國語「臺灣的山椒魚」

課文為例，讓學生讀懂說明類文章的寫法，進而寫一篇介紹動物的說明類文章。課程規劃如下： 

圖

資

教

育 

圖書館利用 閱讀素養 資訊素養 

圖書的分類 

選擇自然科學類的書籍 

圖書的查詢 

檢索館藏目錄找出一種動物書籍 

閱讀的各類文本 

學習讀懂科普書籍：讀懂並找出動物的

各面向介紹。 

閱讀的呈現 

仿照課文寫法，寫介紹動物的說明文。 

資訊利用 

將書籍中動物的相

關訊息應用心智圖

加以整理。 

     先讀懂說明文，以山椒魚為例，文章各段有個小標題，還搭配圖說和表格，這是說明文的特色。先

帶學生從標題及圖說找出文章從哪些面向介紹山椒魚，接著再從各段內容找出文章從山椒魚的種類、外

型、習性、居住地、特徵、繁殖方式和危機等來介紹。利用心智圖整理文章說明山椒魚的方法，讓孩子

學習讀懂說明類的文章。(陳麗雲，2016) 

    孩子剛開始習寫說明文無法達到爐火純青熟練的階段，應用心智圖於寫作教學，能刺激學生多方面

思考，增加學生寫作篇幅，更有創意、多元表達自己的想法，提升寫作力(莊景益，2008)。循序漸進，

孩子學會介紹事物的方法，從事物的各個面向來介紹。學生學習利用館藏系統查詢所需圖書，蒐集相關

資料，將資料筆記表格或心智圖整理，最後完成介紹事物的說明文。老師把握要教學生的點，由點而線，

由線而面，編織起學生學習的網絡。         

三、 以人物為主的讀寫課程—以人物寫作及名人傳記為例 

    從故事體到說明文，研究者一步步搭起孩子閱讀寫作的鷹架，施以閱讀策略教學，佐以寫作策略教

學，讓孩子能閱讀不同類型的文本，擴展閱讀、寫作相關的主題或文本。 

    以人物為主，透過讀人，讓孩子了解自己，關心他人，進而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圖書館裡有許多與

「人」有關的書籍，除了描寫家人的繪本和小說外，還有許多典範人物的傳記，都可以透過表格讓孩子

整理訊息，找出家人的形象或特點，名人的背景、事蹟、貢獻，世人的評價等，讓學生從閱讀出發，打

造寫作的基礎力。另外，文本裡的句子和特別的寫作方法都可以作為學生寫作的參考。課程規劃如下： 

 

 



 

圖 資

教 育

之 閱

讀 素

養 

閱讀各類型文本 閱讀的策略 閱讀的呈現 

三年級閱讀「我爸

爸」、「我媽媽」有關

家人的繪本 

四年級閱讀名人傳記 

五年級閱讀小說(媽

媽使用說明書)  

三年級找出媽媽的外

表、服裝、興趣、專長、

個性、態度的句子 

四年級透過提問找出

人物形象和性格 

五年級找出媽媽的特

點並具體描述 

三年級利用句型讓學生練習照樣造句，練習比喻

的方法，寫成短文或製作小書。 

四年級為名人下標題，推論性格或特質，找出貢

獻和影響，寫出一篇介紹名人的作品。 

五年級利用具體描述和事件來寫出人物特點 

    為了培養學生基本能力，閱讀教學必須擴展到課外閱讀，把課內教材所讀，當作是一把鑰匙，去開

啟課外更多閱讀世界，才能學以致用，開拓視野(何三本，2003)。 

肆、圖書資訊利用教育並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課程實施成效 

     研究者透過三種不同類型的圖資教育並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課程，學生的閱讀寫作能力皆有具體成

效。研究者先找出各個課程實施所對應的學習表現，再說明課程實施具體成效。 

課程 十二月聖誕節故事創作 說明文讀寫 以人物為主的讀寫課程 

閱 讀

與 寫

作 能

力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概念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同

的閱讀策略。 

認識記敘、抒情、說明及應用

文本的特徵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

由。 

創作童詩及故事。 書寫記敘、應用、說明事物的作品。 

    就十二月聖誕節故事創作部分，三年級學生掌握故事的發展，找出故事中的重要訊息，重述故事與同

學分享。四年級學生透過提問、預測等策略讀懂文本，推論出人物的性格，並學會透過人物的動作、表情、

語言來表達人物特點的寫作方法。五年級學生創作具有趣味想像的故事，並透過細部描寫讓故事更加生動。 

 

圖 1三年級六何法作品 

 

圖 2四年級六何法和故事梯作品，推論人物性格 

     



    說明文讀寫部分，學生透過圖書檢索蒐集相關主題的書籍，利用表格和心智圖整理書中訊息，以客

觀的說明方式介紹一種動物。掌握主題明確，言之有序，言之有物。 

 

圖 3三年級以心智圖整理訊息及說明文寫作 

 

圖 4三年級心智圖整理及說明文寫作 

    人物為主的讀寫課程部分，三年級學生能從繪本中找出人物的重要訊息，並模仿繪本句型及比喻的方

法，聯想身邊的人，創作小書。四年級學生透過圖書檢索找到喜愛的名人傳記，透過摘要的方式整理訊息，

推論人物性格並找出具體事蹟。五年級學生透過讀出媽媽的特點與事例，掌握用事例來突顯人物性格，寫

一篇人物特點鮮明的文章。 

 

圖 5三年級以仿寫製作人物小書 

 

圖 6四年級介紹名人的作品

 
圖 7創作人物特點鮮明的文章 



伍、結論與建議 

一、 漸進的圖資教育提升學生閱讀和寫作能力     

    本研究實施圖資教育並以寫作為主導向的閱讀課程，不論是故事，或是不同文體，甚至不同主題的

讀寫教學，都是考量圖資三大面向以及文本對學生寫作的助益，從閱讀轉化為學生的寫作鷹架，提升學

生能力。 

二、 推廣圖資教育以寫作為導向的閱讀課程模組 

    透過課程模組閱讀有方法，寫作有參考，擁有讀寫力，成為終身學習者。研究者透過課程模組的推

廣，有助於圖書教師善用圖書館，進行圖資教育，結合讀寫合一提升學生閱讀寫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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