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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紙上地球村悠遊紙上地球村悠遊紙上地球村悠遊紙上地球村~~~~融入讀報教學的社會課融入讀報教學的社會課融入讀報教學的社會課融入讀報教學的社會課    

服務學校：臺北市興德國民小學 

作者：鄭芳枝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我常運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這學期以讀報教育融入

課程，輔助學生課程上的學習。本教學活動設計是讓學生從報紙上的各國新聞及

深入報導中認識世界各地特色，建立國際觀，了解到地球村相互間緊密的關係，

以及一些國際新聞事件的始末及其影響，進而學會理性分析及多角度思考。 

        本活動的課前準備是先蒐集各種資料，並做了學生及家長的前置問卷調

查，以了解學生及家長需求。教學實施歷程如下：全班共讀、討論與分析、撰寫

書面心得、其他相關新聞討論、口頭發表意見、個別閱讀、撰寫書面心得、口頭

發表、全班共讀趣味新聞、自行閱讀新聞做簡介及抒發想法、口頭發表並分享、

檢討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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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讀報輔助教學設計理念讀報輔助教學設計理念讀報輔助教學設計理念讀報輔助教學設計理念 

一、緣起：近年來推廣閱讀的活動風起雲湧，身為教學現場第一線的

老師，必須思考如何融入領域教學，並深入引領學生養成良好閱

讀習慣。尤其我擔任的是社會領域課程，更需要教導學生大量閱

讀，豐富背景知識，以補課程上的不足。 

           「Newspaper in Education」讀報教育開始於一九三○

年代的美國，近年來在日本也愈益受到重視，成為課程的一部分，

而我國內雖已重視媒體識讀教育，但整體推動讀報教育，卻是 94

年開始熱絡起來，我在報紙上及網站上感受到這一股熱潮，開始

實際編寫教學設計，嘗試融入課程，並幸運的以一篇性別平等教

育融入課程之教學活動設計榮獲了優選獎，內容即是以讀報教育

為主軸來設計教學活動，得獎的鼓勵，讓我更想做較長時間的融

入教學，提高學生讀報的興趣與能力，促進社會領域的學習。 

           我每年都教高年級社會課，常運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促

進學生的學習成效，這學期以讀報教育融入課程，輔助學生課程

上的學習，是一種新的嘗試，也充滿了期待。 

二、設計說明：讀報教育，顧名思義就是閱讀報紙的教育， 也就是以

報紙當作教材，來教育學生學習新知。而六下南一版社會領域包

含「放眼看天下」「永續發展的地球村」「台灣再出發」三大主題，

主要係從探討台灣與全球交流頻繁的現象出發，分析地球村形成

的原因，進而探討全球化現象所引發的問題及其因應方法。本教

學活動設計是讓學生從報紙上的各國新聞及深入報導中認識世界

各地特色，建立國際觀，了解到地球村相互間緊密的關係，以及

一些國際新聞事件的始末及其影響，進而學會理性分析及多角度

思考。 

            (一)選讀原則： 

1. 讀報內容選材以國語日報為主。 

2. 以國際新聞為主。 

3. 兼顧趣味新聞及深入報導類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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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想法： 

1. 每次閱讀新聞，須佐以世界地圖，了解新聞發生所在

地地理位置，強化地理概念。 

2. 部分新聞為略讀，部分為精讀。 

3. 以週為單位，不增加過多家庭作業份量。 

4. 剛開始時導讀較為精細，逐漸引導學生自行閱讀理解

並寫出心得。 

 

貳貳貳貳、、、、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一、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雖然實際於教學上實施是在 94 學年度下學期，但

在上學期即開始收集各項資料。 

(一) 收集讀報教育資料：參考國語日報社出版的「讀報教育指

南」及國語日報網站專題資源，網址為 www.mdnkids.com。 

(二) 收集國語日報新聞報導：為與時事結合，選材日期以下學

期開學前兩週之後的內容去選擇。並以國語日報生活版每

週刊出的「國際播報台」和「大千世界妙事多」所報導的

內容去挑選。 

(三) 與導師會談：以更深入了解學生需求，及吸取導師經驗，

作為教學參考。 

(四) 請教專業人士：請教國語日報社裡常到各地演講讀報教育

的郭主編，以收集更豐富的資料。 

(五) 製作問卷並統計：分別針對學生及家長發出問卷，回收後

統計結果，藉以了解學生現況及家長期望。 

二二二二、、、、    實施前問卷統計分析實施前問卷統計分析實施前問卷統計分析實施前問卷統計分析 

(一) 學生問卷部分：問卷內容及統計結果詳如附件(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從這裡可以獲得一些訊息作為教學實施的參考： 

1. 學生家裡大部分未訂報，而班上只有一份國語日報，

所以本次實施讀報教學，須將選取的內容影印人手一

份，以利閱讀。 

2. 閱報種類的調查結果顯示，看國語日報的人較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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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因為班上有國語日報可看的原因，但「其他」一

欄有多人選擇「蘋果日報」，是值得注意的。 

3. 閱讀新聞類別方面，較多學生看的是「影劇消息」，

在「國外大事」方面僅有三人勾選，所以應該嘗試扭

轉學生閱讀報紙內容類別的習慣。 

4. 對於閱報的好處，大部分同學的答案是正面的，但也

有少部份人覺得「無所謂」。 

5. 總和來說，沒有一位學生不贊成老師讀報教學的構

想，大部分表示無所謂，也有 10 人表示非常喜歡，

這其實是學生和老師長期建立起來的良好默契，學生

信任老師，不會抱怨增加額外的負擔。 

6. 從多則新聞了解程度的調查顯示，因為大部分的孩子

並未閱報，所以對新聞的了解多是不知道或由電視上

得來，或甚至有部分是從課堂上老師教導得知的，這

樣的狀況，使得學生對新聞事件不會深入去思考，這

是老師在教學時可以著墨的地方。 

(二) 家長問卷部分：問卷內容及統計結果詳如附件(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由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家長們獲取訊息的來源也多為電

視，雖然看報的比例比學生多，但對於報紙上的報導，並

不常深入閱讀，看來這樣的態度多少也影響了學生。雖然

如此，家長對於老師要推動讀報教學，多採樂觀其成的態

度，這對老師是個鼓舞，可以嘗試著去做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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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讀報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讀報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讀報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讀報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 

一一一一、、、、    領域教材架構領域教材架構領域教材架構領域教材架構 

 

 

 

 

 

 

 

 

 

 

 

 

 

二二二二、、、、    讀報教學目標讀報教學目標讀報教學目標讀報教學目標 

(一) 配合領域課程，擴充世界概念。 

(二) 培養讀報習慣，提升閱讀深度。 

(三) 理性思辨分析，加強多元觀點。 

(四) 擴展國際視野，增進省思能力。 

三三三三、、、、    配合能力指標配合能力指標配合能力指標配合能力指標 

                 1-3-1 了解不同生活環境差異之處，並能尊重及欣賞其間的不

同特色。    

                 9-1-2 察覺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異性。                  

                 9-2-2 比較不同文化背景者闡釋經驗、事物和表達的方式，並

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9-3-3 舉出國際間因利益競爭造成衝突、對立與結盟的例子。 

                 9-3-4 列舉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如環保、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並提出問題解決

的途徑。 

 

六年級下學期 

學習領域：社會領域 

主題名稱：放眼看天下 

單元內容：1.打開世界之窗 

          2.全球化的挑戰 

                              

六年級下學期 

學習領域：社會領域 

主題名稱：永續發展的地球村 

單元內容：1.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2.愛與關懷的世界 

                              

六年級下學期 

學習領域：社會領域 

主題名稱：台灣再出發 

單元內容：1.全球化的台灣社會 

          2.活力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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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實施步驟與程序實施步驟與程序實施步驟與程序實施步驟與程序 

 

      

(一) 全班共讀：採用老師發下的報導內容。 

(二) 討論與分析：於課堂上討論，強調多元觀點，無標準答案。 

(三) 撰寫書面心得：寫學生撰寫於聯絡簿的心情園地欄，若不

敷填寫，可浮貼紙張。 

(四) 其他相關新聞討論：補充電子報內容。 

(五) 口頭發表意見：就新聞後續發展或新聞圖片做討論。 

 

 

(六) 個別閱讀：採用老師發下的報導內容，但不在課堂上特別

討論。 

(七) 撰寫書面心得：於聯絡簿上撰寫心得。 

(八) 口頭發表：將心得分享給同學，優良內容做示範。 

(九) 全班共讀趣味新聞：並於世界地圖上找出報導中國家的地

理位置。 

 

 

(十) 自行閱讀新聞做簡介及抒發想法：老師不發特定報導內

容，請學生自行搜尋世界各國新聞一則，簡述內容並寫下

自己的想法。 

(十一) 口頭發表並分享：將新聞內容做口頭發表，分享給同

學。 

 

 

(十二) 檢討與回饋。 

    

肆肆肆肆、、、、    實施結果與討論實施結果與討論實施結果與討論實施結果與討論 

一、教學歷程教學歷程教學歷程教學歷程 

第一~二週 

第三~七週 

第八~九週 

第十~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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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班共讀---國語日報生活版的國際播報台 

                            主題：「歐洲媒體刊登先知漫畫歐洲媒體刊登先知漫畫歐洲媒體刊登先知漫畫歐洲媒體刊登先知漫畫  伊斯蘭世界怒伊斯蘭世界怒伊斯蘭世界怒伊斯蘭世界怒

火難平火難平火難平火難平」 

                        1.精讀後共同討論，學生討論熱烈。 

                        2.撰寫書面心得於聯絡簿心情園地一欄。摘錄學生心

得如下： 

           (1) 偉婷：言論自由與尊重宗教，兩點都是十分重要，難

以分辨誰是誰非，但我個人是較贊同宗教的尊重，我想

這位作家，在苦思題材時，必定有考慮這點，若角色調

換，自己心目中完美的神，被人如此嘲諷，任誰都會感

到不悅，人民是有言論自由沒錯，但法律是用來保護人

的，丹麥作家的言論自由，卻傷害到了他人，就是不對

的行為，有人肚量大，對這種事一笑置之，有人卻不是。 

          (2)郡憶：在一種不是當事人的立場下，無法立刻判別言論

自由和尊重宗教的重要性，但在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的

情況中，必須先三思自己的言行舉止，就可避免不必要

的爭論，可是對方在這件事上卻是毫無退讓，如果彼此

協調跟尊重，那就減少了一場怒火的紛爭，沒了爭議，

大家何樂而不為呢？ 

          (3)介瑜：我覺得「保護言論自由」和「尊重宗教尊嚴」兩

項都很重要，誰不希望自己的言論自由被保護，可是「自

由」也是要有限度，在不妨礙到別人的狀況之下，相反

的，誰不希望自己的宗教受到尊重，可是宗教也是要尊

重他們的言論，互相接受，兩方才不會引起不必要的狀

況。 

          (4)哲安：「保護言論自由」和「尊重宗教尊嚴」這兩者都

非常重要。若我是丹麥人，我或許認為這是言論自由；

而站在伊斯蘭教這一方的話，也許我會認為這是不尊重

伊斯蘭教。然而我並不是他們任何一方，我想他們應該

好好溝通，而不是抵制任何一方。伊斯蘭教徒們也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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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他們的寬恕，原諒丹麥人，畢竟他們不知道伊斯蘭

教有不可畫先知模樣的規定。 

           (5)劉倩：雖然不知道別人的想法，但我個人覺得保護言

論自由比較重要！因為言論自由是保護每一個人，但享

受宗教尊嚴的人只有信仰宗教的人而已，而且每一個人

都應該享有自己的想法。第二：丹麥刊登穆罕默德的漫

畫，就以一個不是伊斯蘭教徒的角度，我當然不會有太

大的感受了，但可能就是因為我不是伊斯蘭教徒，所以

當然不會有很深的感受，但換做是有人侮辱我所喜愛的

我也會很生氣。最後，我認為穆斯林應該發揚伊斯蘭教

寬容憐憫的精神，可以和氣的告訴丹麥的畫家，他們這

麼做是褻瀆伊斯蘭教，不需要產生暴動！既然他們那麼

崇拜穆罕默德，為什麼不遵守這個宗教所發揚的寬容精

神，不原諒畫家？宗教到底可以改變一個人多少？雖然

我們知道很多道理，但我們卻不一定做得到。 

 

                      3.運用網路，呈現本則新聞後續消息，並做討論：學生

看到歐洲各國內衝突的照片，感到衝擊很大，印象很深。 

                      4.做學習單：目的是為檢視學生對這議題了解程度有多

少，批改之後，發現約 65%的學生已有整體概念。 

 

                   (二)個別閱讀： 

                     1.新聞內容為「俄羅斯烏克蘭天然氣之爭俄羅斯烏克蘭天然氣之爭俄羅斯烏克蘭天然氣之爭俄羅斯烏克蘭天然氣之爭  引發歐盟能引發歐盟能引發歐盟能引發歐盟能

源危機源危機源危機源危機」，學生心得摘錄如下： 

             (1)詩庭：俄羅斯和烏克蘭為了天然氣爭吵，這雙方的

爭吵是因為沒有達成共識，而雙方的爭吵，經過一些討

論之後就達成共識了。討論事情一定要達成大家的共

識，不然大家吵成一團，絕對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一

定要達成共識。 

             (2)偉婷：現在我們生活好似一個地球村，只有團結才



 9 

能發揮最大力量，何必為了小事爭吵，這些國家政府官

員沒有想過，這對人民生活造成極大的影響，「退一步

海闊天空」，如此不是所有人都受惠？難道我們又得回

到古時候自給自足的生活？每個國家為這世界盡一份

力，分工合作，讓我們擁有一個和樂的家園。 

             (3)劉倩：我覺得兩個國家都有錯，首先烏克蘭不能把

俄羅斯運往歐洲的天然氣偷偷攔截，造成俄羅斯有極大

的損失，是一個卑鄙的行為。第二，俄羅斯也不能突然

提高價格，如果人民負荷不了也會造成國家問題！還好

經過歐洲其他國家的斡旋，兩國達成協議！一個國家的

政府、領導者真的很重要，他們的決定如果不正確，不

只是自己國家的人民受害，也可能會影響全世界。 

 

                     2.新聞內容為「杜林冬季奧運熱情燃燒杜林冬季奧運熱情燃燒杜林冬季奧運熱情燃燒杜林冬季奧運熱情燃燒  中華隊馬志鴻中華隊馬志鴻中華隊馬志鴻中華隊馬志鴻

獨挑大樑獨挑大樑獨挑大樑獨挑大樑」，學生心得摘錄如下： 

             (1)晏如：我覺得冬季奧運是一種很好的活動，但是也

很危險，也不能說危險就不舉行，我對於這項活動感到

很大的興趣，我雖然不喜歡球，可是偶爾也會看看相關

訊息，大家偶爾也可以看看這些運動，我好佩服這些參

加冬季奧運的人喔！ 

             (2)有展：我覺得冬季奧運在新聞上有播過，那些運動

的人很厲害，他們一定是經過很多練習才能去比賽，所

以我以後一定要努力學習，為國爭光。 

             (3)瓊如：原來奧運會是這麼的光榮，我以參賽者為傲。

如果真有一天，哪天我也去當觀眾，說不定場上還會有

我們班的同學呢！希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把它發

揚光大，相信你們一定做得到，加油吧！ 

            (4)介瑜：去參加冬季奧運的選手都很努力，我很佩服他

們鍥而不捨的精神，不管有沒有得名不重要，只要正正

當當去比賽和信心就好了！而且一定要有運動家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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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5)偉婷：或許世界各國非常在意勝敗，但我卻覺得應該

為每一位選手鼓掌，他們有勇氣站上這國際性的大舞

台，已是很值得喝采，背負的是全國人的期望，壓力甚

大，尤其還要適應如此惡劣的環境，也必須擁有對這項

運動有無限熱忱，且真心投入，一面金牌算什麼？他們

的精神，才是我們該學習的目標。 

 

                   3.新聞內容為「因應全球化競爭因應全球化競爭因應全球化競爭因應全球化競爭  充實自我才能保住未來充實自我才能保住未來充實自我才能保住未來充實自我才能保住未來

飯碗飯碗飯碗飯碗」，學生心得摘錄如下： 

                              (1)淑睿：怎辦？中國大陸的人已經準備好

了，要跟我們搶飯碗了，如果他們真的搶到了，那我

們以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失業人口又會增加，再加

上經濟不景氣，看我們以後該如何才好？所以我們現

在就要好好的充實自己，打敗他們。 

                              (2)俊廷：我們如果再不努力充實自我的話，

有可能工作都會被外國人取代。 

                              (3)心宇：我覺得充實自我很重要，因為現在

競爭力很強，如果不用功一點，就會被中國大陸和印

度的小孩搶飯碗。 

                              (4)偉婷：這幾年來，台灣科技電子業，在世

界的確佔一席之地，但若認為未來必定是如此，那就

太天真了，眼看印度就追在我們後面了，雖然外人將

它定義為「落後國家」，但卻不然，只要肯努力，誰都

可能成為數一數二的強國，現在不是慶幸台灣是電子

大國的時候，是要為未來取得這個稱號打拼。 

 

                   4.新聞內容為「剛柔並濟展現政治實力剛柔並濟展現政治實力剛柔並濟展現政治實力剛柔並濟展現政治實力   女性元首活躍國女性元首活躍國女性元首活躍國女性元首活躍國

際舞際舞際舞際舞台台台台」，學生心得摘錄如下： 

               (1)于倢：現在兩性平等，沒有男女之分，許多國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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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元首，我覺得這樣很不錯，因為可以讓大家了解

女性不是沒用的、無能的，我長大以後也要做一位有成

就的女性。 

               (2)瓊如：身為女性的我，真是要為女性們鼓鼓掌，女

性們真偉大，希望全世界的女性同胞們，大家一起為這

世界奮鬥，闖出女性的一片天。不過，仍有許多女性受

到不平等的待遇，希望我們可以為她們加油打氣，別讓

他人看不起我們。 

               (3)郡憶：古早觀念都認為女性是地位最低，而且還十

分小看女生，但今日的觀念大大改變，卻是女性的成就

超過以前，就以台灣來說，呂秀蓮副總統就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開始了兩性平等，現代人應要好好把握這樣的

機會表現自我，尤其在政治方面，女性元首增加，女性

成了最重要的角色，打破男尊女卑的不公平待遇。 

              (4)詩庭：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位厲害的女性，以前總是

重男輕女，讓女性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可是現在女性開

始受到大家的重視，我們生在現代已經很好了，不要要

求太多，不過以後的女性也要加油，不要讓男生看不起。 

     5. 新聞內容為「北韓不放棄核子計畫北韓不放棄核子計畫北韓不放棄核子計畫北韓不放棄核子計畫  朝鮮半島籠罩核武危機朝鮮半島籠罩核武危機朝鮮半島籠罩核武危機朝鮮半島籠罩核武危機」，

學生心得摘錄如下： 

              (1)任喬：假如先不追究環境問題，北韓暗地裡使用核子

武器，已經違背了當初簽訂的條約，因此我認為北韓信

用已經沒了。而如果核子武器爆發的話，中國、南韓、

日本等國的生態環境也會受影響，因此我認為每一個國

家都必須阻止這件事，否則北韓一旦使用核武，影響的

是全世界。 

              (2)郡憶：北韓不放棄核子計畫，只會讓世界感到不安，

更不可能得到同情，人凡事都用這種手段，戰爭何時

了？永不得安寧這就是自食惡果，北韓的自私、固執，

我們無能為力，國際社會能讓核武危機停止，思考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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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也就不會讓世界大戰重蹈覆轍了。 

 

                (三)全班共讀「大千世界妙事多」的趣味新聞：閱讀後，選出

自己最喜歡的一則新聞，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給大家聽，並到黑板上

的世界地圖上找出該報導中國家的地理位置。 

                (四)自行閱報寫簡介及抒發感想：請學生自行閱報，找出自己

喜歡的各國新聞一則，將其報導內容大意寫在聯絡簿心情園地欄，

並加上簡單的心得，然後在課堂上分享給其他同學。摘錄學生紀錄

如下： 

                     (1)哲安：日本日產汽車和藝術家合作，針對女性駕駛人

設計一台概念車，它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轉，讓駕駛也

可以欣賞美景。現在的科技太發達了，新產品日益增

加，產品也愈來愈有創意，但也影響了環境，我們有

幸生在這個時代，但也有義務保護環境。 

                     (2)郡憶：南韓京畿道的養雞場發現一隻四條腿的雞，雖

然走路一拐一拐的，但沒有其它的異常，而且這隻母

雞再過一個月就能下蛋。動物的報導中還真沒聽過這

一回事，也許是基因突變的可能，真是讓大家開開眼

界，現在已經無所不有。   

二二二二、、、、迴響迴響迴響迴響：：：： 

1. 導師的迴響：從社會老師在班級宣布將進行讀報活動的一剎

那，為學生感到高興。語文領域中基本能力「文化學習與國際

了解」，透過讀報內容的選擇，利用時事和學生當時的經驗討

論，激發學生思考，自然能達到此一能力。感謝社會老師請學

生將讀報的省思寫在聯絡簿上，讓我也有機會看到學生的想

法。我看到社會老師於課堂進行這個活動時，學生自我表達及

省思的能力都增加了，同時也看到學生在聽取他人想法時，能

投以尊重，更能適時提出和事件相關的疑問。只要學生能依循

社會老師的指導，進一步養成自我閱報的習慣或善於利用教室

的國語日報，能力自然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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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的迴響 

(1) 劉生家長： 劉蒨是一個有主見有想法的孩子，通常我

們的話題不太有冷場的時刻，不過剛開始接觸讀報這份

功課時，蒨蒨的臉上有了疑問，疑問來自生澀，老師所

選擇的報紙內容是孩子看報時常常會跳過的版面，不過

升格為作業 孩子不得不去閱讀，於是從生澀到熟悉，

孩子也一步一步的成長，最棒的是她的眼光變寬廣了，

從京都議定書到穆斯林，從台灣跨足全世界，由衷感謝

社會老師，讀報教學實實在在的提升了孩子擔任世界公

民的能力。 

(2) 彭生家長：孩子因為讀報而常會和我討論時事，她的想

法很直接，會直接說出來。 

3. 學生的迴響 

(1) 于倢：老師給我們看報紙，可以增進我們對世界的認

知，也可以加強語文能力。 

(2) 宥綸：世界真的好小，在小小的台灣就可知天下大事，

從先知漫畫到核子計畫，不用像古人還得行萬里路才能

獲得知識、情報，真的很不錯。 

(3) 訓國：藉著老師叫我們讀報，現在我也會自己去看報

紙，而且都是看關於全球的新聞。 

(4) 瓊如：我覺得老師帶著我們讀報很好，這樣大家都會知

道、了解各國發生了什麼事！讓我們更加清楚原來讀報

也會有趣，之前我從不碰班上的報紙，但是，自從老師

叫我們要讀報，我才了解，原來讀報真有趣！感覺自己

置身在那個國家、那種環境呢！ 

(5) 詩庭：老師帶我們讀報非常好，像我以前對世界了解不

多，什麼都不知，但自從老師給我們看報紙後，我對世

界了解也很多了。報紙對我們的生活很有幫助因為你可

以知道我們的世界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情，讓我們去探

討，會發現更多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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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偉婷：生活在地球村，的確要隨時了解世界的動向，才

算是關心到自己家園，透過「大千世界」的內容，發現

新聞其實並非完全負面，也是有一些令人捧腹大笑的趣

事。對於讀報的方式，或多或少是一定有幫助，只是看

吸收能力而已，寫一點心得感想，對全搬來說，也絕非

難事，到了往後，大家養成了習慣，就不必老師千叮嚀

萬交代了。  

 

三三三三、、、、教學優點教學優點教學優點教學優點 

1. 選材適合學生程度：國語日報是所有報紙中最適合兒童及少年

閱讀的報紙，即使是較專業的領域，也能用淺顯易懂的文字將

該唸介紹的清清楚楚的，也因此學生不會覺得枯燥無味。 

2. 能加強學生整體地理概念：每閱讀一則國際新聞，我一定要學

生指出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及其隸屬洲別，讓學生有整體的地

理概念。我們把讀過的國家加以標記，期許在紙上環遊全世

界，看著地圖上的標記越來越多，大家都很有成就感。不過，

學生也從中發現，因為其新聞來源多是美聯社，所以美國的新

聞特別多，某些洲的報導明顯偏低，可看出世界的幾個重要區

域在哪裡。 

3. 能增強學生思辨能力及多元觀點：「國際播報台」內容係精選

當週國際上最重要的新聞事做詳細解說，並分析事件的始末及

造成的影響，有時也會以多角度的觀點，解釋相關的常識，所

以小朋友閱讀後，除了深入了解事件因果，也擴大了思考的面

向，有時意見的討論並沒有標準答案，同學們一方面可以說出

自己的想法，一方面又能在彼此分享時聽到他人不同的看法，

所以增強了其思辨的能力及多元觀點思考的習慣，也增加了包

容性。這從上面摘錄的學生心得裡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4. 能與課程內容結合輔助教學：例如社會領域主題一的第二單元

是「全球化的挑戰」，閱報的內容就選擇了「因應全球化競爭因應全球化競爭因應全球化競爭因應全球化競爭  

充實自我才能保住未來飯碗充實自我才能保住未來飯碗充實自我才能保住未來飯碗充實自我才能保住未來飯碗」這一篇，也提到印度崛起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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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將教材內容和時事討論扣在一起，學生當然印象深刻，對

課程內容的學習更實在。 

5. 能一併讓家長及導師了解學生學習情形：對於學生心得的撰

寫，我捨棄一般另發學習單的方式，而是要求他們寫在聯絡簿

的「心情園地」一欄，一方面是希望每週的撰寫，能讓學生養

成閱報的習慣，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導師會批閱聯絡簿，家長

會簽閱聯絡簿，可以一起了解學生閱報的成果，也間接成為推

動閱報的助力。我就曾聽到學生對我說，某則心得是經過和爸

媽討論後得出來的，這就達到了我希望的效果。雖然我擔任科

任，在批閱心得時較不方便，但都能和導師協調，一起看學生

的聯絡簿。 

四四四四、、、、教學省思教學省思教學省思教學省思 

1. 教學時間的調配：我擔任的社會領域課程一週僅三節，在原有

的課程內容教學外，每週需花費二分之一節到一節的時間來做

讀報分享，時間上略顯不足，因應方式係採盡量與課程內容相

結合，或將課程教材做調整，讓進度不致落後，我想，如果我

是導師，就有較多時間可以調配進行讀報教學了。 

2. 學生理解程度不一時的調整：對於「國際播報台」的深入報導，

有些顯得難度較高，部分學生會興趣缺缺，這時老師就要多一

些說明，讓學生稍微有初步了解，才會願意繼續深入閱讀，對

於理解程度較好的學生，老師會建議他們上網搜尋相關資料。 

3. 批改學生心得時的回饋：聯絡簿上學生閱報心得的批閱，表面

上可以批閱的很快，其實對於學生的心得內容還有很多可以討

論回饋的地方，但由於與孩子接觸的時間有限，所以反覆討論

的地方做得不足，可以再加強。 

4. 加強學生自動自發閱報的習慣：隔一段時間我都會問學生閱報

的習慣是否有增加，但很可惜的是，似乎大部分學生還是很被

動，他們對老師發的新聞內容表示有興趣也有收穫，但要他們

自己養成每天看報紙的習慣，似乎成效不大，這也是往後需再

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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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林良先生說：「閱讀是一種外表很安靜，大腦很活躍的活動，可以長智慧。」

所以我們重視閱讀。而我會積極將閱讀報紙變成輔助教學的利器，可以說是

有著極大的企圖心，希望我們的學生在眾多令人眼花撩亂的媒體中，獲得一

種能沉靜思考的機會，幫助其在課程上的學習。 

    這學期我將讀報活動實際應用於教學，不但學生受惠，豐富了視野，我

也因此獲得許多成長，對於學生的潛能刮目相看，也欣喜於他們思辨能力的

進步，希望這些孩子將來會是一個喜愛讀報、關懷社會、放眼世界的好公民。

往後我也仍要活用報紙，以豐富我的教學與生活。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吳奇美等 (94)。讀報教育指南讀報教育指南讀報教育指南讀報教育指南。台北市﹕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郭金水主編(94)。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第八冊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第八冊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第八冊國民小學社會教師手冊第八冊。台南市：南一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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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學生問卷統計結果    

                                讀報教育實施前置問卷(學生)   六年三班   

號 姓名 

--------------------------------------------------------------------- 

以下問題請以 V 作答 

1.填表人性別：�男 14    �女 15    

2.家裡訂報種類：(可複選) 

       �未訂有報紙 

       �國語日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中央日報 

       �(                                       ) 

0

5

10

15

20

未訂報 國語日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其他

 

    ※結果顯示，學生家裡大部分未訂報，而班上只有一份國語日報，所以本次

實施讀報教學，須將選取的內容影印人手一份，以利閱讀。 

 

3.我常看的報紙種類：(可複選) 

       �不看報紙 

       �國語日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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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日報 

       �(                                       ) 

0

2

4

6

8

10

12

不看報紙 國語日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其他

 

    ※結果顯示，看國語日報的人較多，可能是因為班上有國語日報可看的原

因，但「其他」一欄有多人選擇「蘋果日報」，是值得注意的。 

 

6.我喜歡看的報紙版面(可複選) 

       �不看報紙 

       �國外大事       

       �國內政治新聞 

       �國內社會新聞 

       �影劇消息 

       �體育新聞 

       �副刊(文章) 

       �其他(                                       ) 

0

5

10

15

不看報紙 國外大事 政治新聞 社會新聞 影劇消息 體育新聞 副刊 其他

    ※較多學生看的是「影劇消息」，在「國外大事」方面僅有三人勾選，所以

應該嘗試扭轉學生閱讀報紙內容類別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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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覺得看報紙有什麼好處？(可複選) 

       �沒有什麼好處 

       �能增廣見聞，充實知識       

       �對我的生活有幫助 

       �是一種休閒，很有趣 

       �我覺得無所謂，有得看就看，沒有也沒關係 

       �其他 (                                       ) 

0

5

10

15

20

25

沒好處 增廣見聞 生活有幫助 休閒 無所謂 其他

※這一題大部分同學的答案是正面的，但也有少部份人覺得「無所謂」。 

 

8.如果社會老師實施讀報教學，我的想法是 

       �非常喜歡，能學到更多 

       �贊成，因為(                                             )       

       �無所謂 

       �不太贊成，因為我怕負擔過重，最好不要增加課本以外的負擔 

       �不太贊成，因為(                                         ) 

0

5

10

15

20

非常喜歡 贊成 無所謂 怕負擔 其他

 

 

   ※總和來說，沒有一位學生不贊成老師的構想，大部分表示無所謂，也有 10

人表示非常喜歡，這其實是學生和老師長期建立起來的良好默契，學生信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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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會抱怨增加額外的負擔。 

 

9.對於以下幾則去年的新聞相關內容，我了解的程度是 

(1) 美國聖地牙哥的裝飾蛋糕大賽，由台灣小六的小朋友贏得冠軍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0

5

10

15

20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2) 「京都議定書」去年 2 月 26 日正式生效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0

2

4

6

8

10

12

14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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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去年出現多位世界新領袖，其中天主教新任教宗為本篤第十六世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 

0

5

10

15

20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4)南亞大海嘯時，一位 11 歲的英國女孩用地理知識挽救了約 100 名遊客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0

5

10

15

20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5)去年彰化縣有三位小朋友義助林姓小兄弟長達三個月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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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0

5

10

15

20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6)去年一月，邱小妹妹因受虐送醫，卻遭到醫院拒於門外，成為「人球」

送往他處，最後傷重不治，離開人間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0

5

10

15

20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7)去年爆發人類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發現，疫情有擴

大的趨勢，許多國家傳出死亡病例。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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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15

20

25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從以上新聞了解程度的調查顯示，因為大部分的孩子並未閱報，所以對新聞的

了解多是不知道或由電視上得來，或甚至有部分是從課堂上老師教導得知的，這

樣的狀況，使得學生對新聞事件不會深入去思考，這是老師在教學時可以著墨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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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家長問卷統計結果 

 

                                讀報教育實施前置問卷說明 

貴家長您好： 

        我是六年三班的社會老師，本學期的社會科教學計畫上，我已提到我教

高年級社會科之教學理念如下： 

        一、課程就是經驗，與學生生活相結合。 

二、培養學生思考力，而非記憶力。 

三、鼓勵學生培養多方蒐集資料、探索問題的求知精神。 

    四、培養學生鄉土情與國際觀，並了解與尊重人與環境的關係。 

    所以，除了課本內學習的知識外，本學期我特別額外增加了世界地形圖的描

繪教學，希望藉由世界地理概念，增強學生擁有世界觀的胸懷；也同時為下學期

「放眼看天下、永續地球村」的學習內容預作準備。 

    但是，要認識及探討台灣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我深覺這樣的學習仍是不夠

的，所以我規劃下學期在正式課程以外，增加讀報教育的學習，這有助於增加學

生的背景知識，也能提升學生蒐集、分析以及理性思考的態度與能力。在此為使

我的教學規畫更完善，設計了兩份問卷，一份是針對學生的現有的能力作簡單了

解，而這一份則是徵求家長的意見，作為我實施教學的參考，敬請撥冗填妥後，

交由貴子弟帶回交給我，在此，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也祝您在新的一年闔

家平安、事事如意。 

                                   六 3 社會老師鄭芳枝 敬上 95.1.17 

--------------------------------------------------------------------- 

以下問題請以 V 作答 

1.填表人：�爸爸 10    �媽媽 14   �其他家人 1(               ) 

2.年齡：�20~30 歲 2      �31~40 歲 11    �41~50 歲 11    �50 歲以上 1 

3.職業：�軍 1     �公 0   �教 0    �商 3   �工 3  �服務業 8   �家管

5    �自由業 3         �其他 1(                              ) 

4.家裡訂報種類：(可複選) 

       �未訂有報紙 

       �國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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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中央日報 

       �(                                       ) 

0

2

4

6

8

10

12

未訂報紙 國語日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其他

 

5.我常看的報紙種類：(可複選) 

       �不看報紙 

       �國語日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中央日報 

       �(                                       ) 

0

2

4

6

8

不看報紙 國語日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其他

 

6.我的孩子常看的報紙種類(可複選) 

       �不看報紙 

       �國語日報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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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 

       �自由時報 

       �中央日報 

       �(                                       ) 

0

2

4

6

8

10

12

14

不看報紙 國語日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其他

 

7.我會鼓勵孩子看報紙嗎？ 

       �規定孩子一定要看 

       �常鼓勵孩子看報       

       �讓孩子自由選擇看不看報紙 

       �不曾鼓勵孩子看報 

       �我覺得不需要 

       �其他 (                                       ) 

0

2

4

6

8

10

規定看報 鼓勵看報 自由選擇 不曾鼓勵 不覺需要 其他

 

8.如果社會老師實施讀報教育，我的想法是 

       �非常贊成，會陪同並協助指導 

       �贊成       

       �無所謂 

       �不太贊成，因為(                                             ) 

       �避免孩子負擔過重，最好不要增加課本以外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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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 

0

2

4

6

8

10

12

非常贊成 贊成 無所謂 不太贊成 避免負擔 其他

 

9.對於以下幾則去年的新聞相關內容，您了解的程度是 

(2) 美國聖地牙哥的裝飾蛋糕大賽，由台灣小六的小朋友贏得冠軍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0

2

4

6

8

10

12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2) 「京都議定書」去年 2 月 26 日正式生效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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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4

6

8

10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3)去年出現多位世界新領袖，其中天主教新任教宗為本篤第十六世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0

5

10

15

20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4)南亞大海嘯時，一位 11 歲的英國女孩用地理知識挽救了約 100 名遊客 

             �不知道這則新聞 

             �電視上看到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有印象 

             �報紙上看過，記得詳細的內容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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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4

6

8

10

12

14

不知道 電視印象 報紙印象 詳閱報紙 其他

問卷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由以上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家長們獲取訊息的來源也多為電視，雖然看報的比

例比學生多，但對於報紙上的報導，並不常深入閱讀，看來這樣的態度多少也影

響了學生。雖然如此，家長對於老師要推動讀報教學，多採樂觀其成的態度，這

對老師是個鼓舞，可以嘗試著去做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