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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閱讀成為素養？
品學堂　黃國珍總編輯

正在改變中的世界，能力素養大不同

　　進入 21世紀，各國都為了面對未來
的挑戰，調整教育的大方針，思考學校

教育在 21世紀應該給學生什麼能力，讓
年輕世代們能夠做好準備，在未來成為

成功的個人、公民與工作者。

 
　　綜觀國際上對於 21世紀人才能力的
研究報告中，標示幾項重要能力包括：

　　這是當前臺灣教育改革的目標，

也是我們在雜誌編輯或與各校合作閱

讀理解工作坊中，強調學生應具備的能

力，更是老師接下來在課程設計要達到

的目標。

　　自從 108 課綱草案公布後，「素
養」一詞在教育圈內廣受討論。教育當

局為各級學校舉辦許多素養導向的課

程以及與評量設計相關的說明會、工作

坊，替教育現場帶來全新的思維。

一、有效率的取得正確資訊

二、謹慎且適當的評估資訊

三、嚴謹思考與問題解決

四、溝通與合作

五、自我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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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未來人才的核心能力，許多不

同研究單位與專家學者都提出相近的觀

點，歸結到最核心的共同觀點是：知識

日新月異，教授知識，不如給能力。有

鑑於此，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皆逐步轉

向培育學生 21世紀關鍵能力。

　　關於 21世紀關鍵能力指標，黃子瓔
小姐於《數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第 9
卷第 11期發表的文章〈從 3R到 4C：淺
談 21世紀能力的發展與趨勢〉中，有具
體而概要性的說明。文中歸納大家較熟

悉的核心能力 3R：

和因應當前複雜多元環境，新形態工作

組織，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 4C：

　　在《教育大未來：我們需要的關鍵能

力》（21st Century Skills：Learning for Life 
in Our Times）這本被教育圈廣為討論的書
中，也介紹了美國企業界由蘋果、思科、

微軟等國際企業與美國教育部所共同創立

的「21世紀關鍵能力聯盟」（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簡稱 P21），

多元的能力指標，閱讀是核心基礎

1.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2.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

3.團隊共創（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

4.創造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在教育部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第肆單元「核

心素養」的定義為：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

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

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

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

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由此定義可看出，以「素養」為導

向的教學目標，有別於過往僅著重知識

條件建立的教學，而是更進一步，讓學

生透過與生活情境結合的課程教學設計，

實踐從知識到生活應用的學習，適應生

活與面對未來挑戰，建立發現問題，並

解決問題的能力。

　　臺灣近幾年在產業升級與國際競爭

上，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缺乏具

有思辨，並提出創新方案能力的人才，

以致於落於追趕的位置。而探究其原因，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人才養成教育

的能力指標，與國際對未來人力要求的

條件有相當的差距。因此，前文引述 108
課綱草案這些以素養為導向的核心內容，

雖然與過去大眾熟悉的教育內涵不同，

但並非無的放矢。

1.讀（reading）

2.寫（writing）

3.算（arithm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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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 2007年透過調查，了解 21世紀人
才的關鍵能力包括：批判性思考、問題

解決、電腦和科技技能、溝通、團隊合

作和自我導向等能力。這些結果都足以

說明當前以素養導向為教育目標，並非

一個空泛的口號，而是面對全新與充滿

未知的 21 世紀，我們的下一代生存發
展與競爭的基礎。當我們了解素養導向

教育的重要性，下一個問題就是要如何

落實在教學現場，才能培養學生擁有這

些素養，成為 21世紀的人才？

　　去年下半年因為參與推展新課綱的

　　「閱讀」在這波教育翻轉的趨勢中

成為核心的驅動力量，有別於過往我們

在教育中強調「知識就是力量」所衍生

偏重知識記憶的教育。知識的累進的確

是促成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條件。人類

憑藉著「知識」，擴大了生存領域，改

進了生活方式，創造了不同時代的文明

和思想。知識是如此重要，以致於教育

體系中，傳授知識成為最重要的任務，

相信有了知識就擁有力量。但伴隨全球

自然環境的劇烈變遷與科技數位的發展，

帶來未曾發生的巨大改變，衝擊我們固

有的認知與知識基礎。我們需要更有開

拓性與創造性的能力來面對新世代的挑

相關工作坊，仔細的閱讀課綱草案的

內容，了解到這次課綱的擬定，是臺

灣第一次在教育改革中，參酌國際人

才素養條件，為面對未來的國際競

爭，在教育上所做的根本改變。這是

令人期待的轉變，對臺灣未來發展至

關重要。因為教育肩負培育人才的任

務，其目的就是為了讓下一代在未來

有競爭力，學生有發展個人與群體的

能力，匯聚起來就成為影響國家或社

會發展的實力。這些多元的能力指標

和我們期待看見的改變，核心基礎就

是「閱讀素養」。

閱讀不是為了記得，而是處理訊息，建構意義，化為能力

戰，因此「知識就是力量」不足以說明

當前教育的任務。我們處於知識產生、

傳遞最快速、豐富的時代，網路上的資

訊隨手可得。在這訊息的大海中，搜索

引擎能協助我們快速取得資訊或知識，

但是如何準確搜索並提取需要的訊息，

如何辨識訊息的可信度，如何進行訊息

的統整，如何藉由省思提出正確的問題

並解決問題？從時代的需要來看，目前

教育最迫切的是培養下一代「將知識轉

化為力量的能力」！這能力的核心內涵，

正是 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所指的
「閱讀素養」，而大考試題與能力指標

正在調整，趨近這重要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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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能力與過去學習中所重視

的辨識文字能力不同。從內政部所公布

的資料顯示，臺灣目前的識字率已經達

到 99.48%（2007年），但是，若識字率
等同於對文本的理解能力，今天我們不

必為下一代的閱讀素養如此憂心，正因

辨識文字的能力不等同於理解文意的能

力，僅強調「閱讀」是無法明確地說明，

為什麼閱讀能力在當前的世界是如此重

要。真正有品質的閱讀與學習，是有層

次理解閱讀內容，可以進行合理推論，

並探究作者心靈思維。這也是目前升學

評量指標改變的內涵，從過去「知識精

熟程度」過渡到重視學生「閱讀、理解、

思考能力」，呼應國際上對未來人才與

工作內涵的轉變。未來人才面對的工作

環境，例行性的、學習認知性的工作正

逐漸減少；但是機動性的、分析性的、

互動性的工作正逐漸遞增。因此，若看

待當前閱讀教育僅是為了考試準備，或

是解讀為一時的政策風向，就誤解了這

次推動教育翻轉與閱讀素養的重要性。

　　臺灣長期強調「閱讀」的重要性時，

僅止於提醒其影響的重要，並沒有明確

建立閱讀教育在內涵與能力上的關鍵認

識，以致於教學現場與多數家長認為給

孩子大量的書，或認為讓孩子培養閱讀

習慣，就等於有了閱讀教育，認為大家

關注的閱讀教育問題與我無關，這是對

閱讀教育的誤解。

　　大量多元的閱讀在養成學生閱讀能

力上的確是基本功夫，學生閱讀大量書

籍，熟知文中的重點或知識，有助於累

積豐富的詞彙與多元知識，但是未必能

養成理解所需，統整訊息以建構、推論

對閱讀有明確的認知，才能轉化為正確而有效的教學

上位認知的能力，以致於面對理解型的

提問，需要應用當下閱讀所獲得的訊息

時，依然無法建構出對應提問的答案。

這就像一位沒有廚藝的廚師，既使擁有

山珍海味的珍貴食材也沒有用。因此要

有以培養理解能力為基礎的教育，才能

處理資訊材料，形成理解與觀點。

　　在這個訊息呈現的型態是多元、跳

躍、破碎的時代，如何在碎片化的訊息

中進行流暢的閱讀，建立嚴謹的脈絡；

理解詞彙之外，感受文章背後所帶出的

寓意，對閱讀內容或文本形式進行思辨

與批判，這考驗學生的閱讀能力，並非

讓學生「自己閱讀」就能自發性的培養，

很需要教學者參與學生的閱讀，在問題

的討論中，引導學生有系統的思考，形

成有層次的理解。

　　最後，在當前以閱讀理解為核心能

力的教學趨勢中，教學者無可避免要面

對並且反思的是，自己是不是一位「成

熟的閱讀者」，擁有豐富的閱讀經驗與

感動，可以將閱讀所應該具備的能力與

內涵分享給學生。如果沒有，那閱讀本

身將會再次被知識化的閱讀策略給取

代，難以讓學生

體驗閱讀的美

好。教育不僅於

知識的傳遞，更

是讓學生學習做

一個有生命、有

溫度的人，而閱

讀是開啟這一切

的基礎。

《閱讀理解》評量學習誌第16期（2017.09）



 
 
 
 
 
 
 
 
 
 
 
 
 
 
 
 

教學快訊

　     閱讀新觀點

配合課次：高職一‧6 〈火車與稻田〉

阿盛〈火車與稻田〉一文以火車來去的聲響，帶出臺灣農村隨著社會發展、經濟轉型，青年

人口離鄉到都市就業的景況。不過這幾年，無論是政策鼓勵或個人意願，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回

到故鄉務農、創業，付出實際行動改善農村環境，讓「農村再生」開始有了契機。請閱讀以下文

章，並對相關議題進行延伸思考。

【閱讀篇章】青年返鄉「農stay」

臺灣產業資源、就業機會多數集中在都會地區，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適應都市生活，但基

於現實考量，仍會選擇往都市發展，導致鄉村人口外移、隔代教養、農村產業凋零等現象。政府

針對農業及人口問題，以獎勵補助、土地重劃等方式，鼓勵青年返鄉，並透過專案培訓和低息貸

款，希望將傳統的農業型態轉型為自產自銷，促進農產經濟。

繼承家族竹筍種植工作的李星辰，便是透過相關補助和貸款，決定用專案模式處理自家農產

品，從技術改良、包裝設計到行銷通路，皆由自己一手包辦，甚至將「日茂竹筍」這個品牌打入

美、日、加等國，走向國際市場；另一位返鄉創業的青年農夫林宥岑，則是將筊白筍種植技術導

入家鄉，復育周邊的白魚生態池，打造一座與自然共存的休閒園區，產量較以往單一種植多出好

幾倍，再加上媒體宣傳效果，成為農業結合觀光的成功案例。

另外，近年食安問題受到重視，產地直銷等於提高對消費者的品質保障，也間接振興地區農

業經濟、農村再生。消費者除了可親自到當地採買，青年農夫利用網路電子商務提供訂購服務，

將產品資訊公開，既保障食品的安全，又能打破傳統農業區域性產銷的框架，利用物流提高自產

自銷的便捷性，也讓更多人體會到自耕農的用心。

青年的創意與能量，有助於農村在地經營。青年人口不只是農業勞動力，善用網路及行銷

手法，將理念和資源、務農經驗與更多人分享、交流，這些「青農」成為農業發展的重要「觸

媒」，帶動當地村民參與，並鼓勵更多年輕人投入在地行動。（改寫自《台灣醒報》）

【想一想】

1.文中提到吸引年輕人返鄉務農的原因為何？你認為還有哪些因素促使了年輕人返鄉？

2.除了增加農產品銷量外，你認為針對「農村再生」還有哪些方向可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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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次：高中五‧8　高職五‧6 〈鴻門宴〉

地宮：何似在人間？
　　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

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

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

燭，度不滅者久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

1.關於本文的解讀，說明正確的選項是：

(A)本文旨在譴責秦始皇大舉徵兵討伐各國，導致民不聊生的狀況

(B)文中主要描寫宮殿規模格局，以及裝滿珍奇寶物的景象

(C)文中指出秦始皇為了建置宮殿，將酈山七十餘萬居民驅離

(D)由文中可知秦代為官者雖是能通天文地理的智士，卻多橫徵暴斂，

奢華地以人魚膏為燭。

2.文中「令匠作機弩」的用意何在？

(A)建構大同世界

(B)嚴防盜墓人士

(C)抵禦各國諸侯

(D)展示強大武力。

3.根據本文內容，最有可能是在記載秦始皇的哪項作為？

(A)統一文字

(B)廢除封建

(C)修築皇陵

(D)銷毀兵器。

我
讀
故
我
在

（　　）

（　　）

（　　）

語譯：早在秦始皇剛即位時，就已經著手建造驪山陵墓了；等到吞併天下後，便從各地調集囚徒

七十萬人投入這項工程。為修地宮他們向下挖過了三重泉水，又用熔化的銅液把地宮的石縫通通澆

灌住，而後再將棺槨一一放進去。冢內有宮殿及百官位次，又運來各種珍奇寶物，裝得滿滿的。工

匠們在地宮裡安裝了許多帶有機關的弓弩，一旦有人靠近時，這些弓弩就會自動發射。地宮裡有用

水銀製造成的江河湖海，用機關控制使這些江河永遠奔流不息。地宮的上空列有日月星辰，地宮的

下面有各種地理景觀。其中點著人魚油製成的蠟燭，估計這些燭火能燃燒很久不會熄滅。

答
案
：
 1
.B
  2
.B
  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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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人類大腦談起，討論左腦、右腦
如何分別主宰我們對事物的認知，並從「學
繪畫是進行正確的觀察」這樣的基礎思想，
向讀者介紹用右腦思考的「藝術家之眼」所
觸及的生活樣貌。

我們的左腦控制符號認知及語言能力，
以邏輯和數字化的角度去觀察一切；右腦則
是整體性的接收資訊，不做分析也不條列，
用「精神上的直覺」去體察一件事情。右腦
將五官的所見所聞轉為圖像式的記憶，使我
們應對各種突發情境，能連結過去經驗做出
臨場判斷。所以，當我們面對一張白畫布
時，能夠順著腦海裡的格局，慢慢呈現心中
的世界。這也說明右腦幫助我們在繪畫時，
除了畫出寫實的物體本身，可以加入主觀自
我的風格、一種自然的投射，成就藝術創作

的真理。另外作者也提到，左撇子的人在藝
術領域的確占有優勢，原因在於他們左右腦
使用上較一般右撇子平均。左右腦功能的雙
重分布可能產生高智力的天才，在數學、音
樂方面皆能有出色表現，如達文西、米開朗
基羅、拉斐爾，都是名符其實的左撇子藝術
大師。

書裡頭有一些繪圖實作，幫助開發讀者
的右腦思考，練習切換角度、達到左右腦的
「感知轉換」。作者曾帶領學生完成這些訓
練，過程中學生亦排解了以往對畫圖的焦
慮，像「拋棄了左腦平常過於理智的喋喋不
休」，暫且把先備知識、象徵符號、詞彙系
統擺一邊，好好利用視覺注意力觀察整個結
構，動手畫出屬於自己的線條，而那就是藝
術家看事情和發揮創意的樣子。

作家使用詞彙，音樂家使用音符，藝術家則使用形象感知，他們

都需要一些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傍身。但有創造力的人能夠憑直覺

找到方法，將普通的資料變得有創意，遠遠超越其原來的模樣。

三民學習網
全新升級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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