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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策略：
概覽（章節名稱）

教學策略：
提問（預測內容）

•十九世紀的民族
主義與文化
•新帝國主義與第
一次世界大戰
•戰間期與第二次
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的局勢

篇首章節概覽



閱讀策略：概覽（段落連結）
教學策略：連結（標註段落）

（將文章中的敘述，依照章節標示出來）



閱讀策略：
概覽、連結
教學策略：
提問（檢索）

•民族主義
促成了哪
些地區產
生改變？
•十九世紀
在文學、
藝術上有
何發展？



閱讀策略：
概覽、標示
教學策略：
標示關鍵詞句

標示出課文中
的關鍵詞：
人物（Who）
時間（When）
地點（Where）
事件（What）
背景（Why）
過程（How）
影響（Effect）



地理大發現後，拉丁美洲成為
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兩國的
殖民統治引起當地人民的不滿。

西元19世紀前期，拉丁美洲人
民受到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加上
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鼓舞，趁
拿破崙稱霸歐洲，西班牙、葡萄牙
自顧不暇時，在玻利瓦（1783～
1830A.D.）等人的領導下，紛紛展
開獨立運動。

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得到
英、美的支持。西元1823年，美國
總統門羅（1758～1831A.D.）發表
「門羅宣言」，主張美洲事務應由
美洲國家自行解決，反對歐洲國家
干預，有助於鞏固拉丁美洲各國的
獨立，但也使這些國家逐漸受到美
國的控制。

閱讀策略：檢索訊息
教學策略：提問重點

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
背景有哪些？

拉丁美洲各國何時
開始展開獨立運動？

拉丁美洲要脫離哪
些國家獨立？

哪些國家支持拉丁
美洲獨立？如何支
持？



地理大發現後，拉丁美洲成為
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兩國的
殖民統治引起當地人民的不滿。

西元19世紀前期，拉丁美洲人
民受到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加上
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鼓舞，趁
拿破崙稱霸歐洲，西班牙、葡萄牙
自顧不暇時，在玻利瓦（1783～
1830A.D.）等人的領導下，紛紛展
開獨立運動。

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得到英、
美的支持。西元1823年，美國總統
門羅（1758～1831A.D.）發表「門
羅宣言」，主張美洲事務應由美洲
國家自行解決，反對歐洲國家干預，
有助於鞏固拉丁美洲各國的獨立，
但也使這些國家逐漸受到美國的控
制。

閱讀策略：檢索訊息
統整解釋

教學策略：提問重點

課文中出現的三個
人物，分別在拉丁
美洲獨立運動中，
扮演什麼角色？

拿破崙：促成者
玻利瓦：領導者
門羅：支持者



地理大發現後，拉丁美洲成為
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兩國的
殖民統治引起當地人民的不滿。

西元19世紀前期，拉丁美洲人
民受到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加上
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鼓舞，趁
拿破崙稱霸歐洲，西班牙、葡萄牙
自顧不暇時，在玻利瓦（1783～
1830A.D.）等人的領導下，紛紛展
開獨立運動。

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得到英、
美的支持。西元1823年，美國總統
門羅（1758～1831A.D.）發表「門
羅宣言」，主張美洲事務應由美洲
國家自行解決，反對歐洲國家干預，
有助於鞏固拉丁美洲各國的獨立，
但也使這些國家逐漸受到美國的控
制。

閱讀策略：檢索訊息
統整解釋

教學策略：提問重點

門羅宣言的重點為
何？對拉丁美洲造
成何種影響？

拉丁美洲國家真的
獨立了嗎？你的理
由為何？（省思文
本）



閱讀教學—
歷史科示例

義和團與
八國聯軍



單元教學的目標

示例範疇：第四冊第三章清朝的覆亡----義和團
與八國聯軍

教師教學的核心 : (教學核心設計提問,UBD)
1.能理解八國聯軍與義和團的關聯
2.能分析義和團的興起與時事氛圍
3.能清楚八國聯軍的發生經過
4.能體會東南互保條約的重要意義與影響
5.能了解辛丑和約對中國的影響



運用的閱讀策略(BDA)
Before Reading 
1.課前預習單----了解學生問題所在，老師
可以進行課堂上的即時補救

2.概覽標題----預測課文內容
During Reading
有層次的提問教學
擷取訊息—統整解釋—省思文本

After Reading
覆述課文重點進行總結



Before Reading
概覽學生課前預習單,教師在課堂上針對困難之
處進行加強與補救

義和團
興起背景

興起地點

活動範圍

主要口號

團體性質

八國聯軍

時間

原因

開戰地點

結果

條款

影響



Before Reading

Q : 清朝是被革命派推翻還是被改革派挽救？
A：亡→推翻。表示清末朝廷的改革無效。
(統整解釋)

概覽標題，透過提問引導學生了解本課主旨



八國聯軍、日俄戰爭後的中國改革是什麼？
(擷取訊息)

Before Reading

八國聯軍為什麼會發生？
(擷取訊息)

概覽前言，透過提問引導學生了解本課主旨



1.義和團為什麼興起？(統整解釋)

During Reading
切入重點一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關係



1.義和團的興起地點? (擷取訊息)



2.義和團以什麼號召群眾? (擷取訊息)
3.義和團的口號?
(擷取訊息)



4.義和團的活動範圍? (擷取訊息)



5.圈出義和團
活動範圍並標
誌發展方向
(統整解釋、
應用分析)



•教師可於提問之間穿插個人講述與教學媒材影片，
進行多元化教學



After Reading
左圖是義和
團的宣傳文
宣，請問圖
中的”鬼”與”
書”可能分別
指甚麼?(省
思文本)



1.八國聯軍發生的時間? (擷取訊息)
2.八國聯軍主要有哪八國? (擷取訊息)
3.誰主動向八國宣戰? (擷取訊息)



4.為什麼慈禧太后敢向八國宣戰?

(除了民氣可用的答案，教師可引導學生更多的
可能性。擷取訊息、省思文本)



5.八國聯軍的經過? (擷取訊息)

6.北京第幾次淪陷?上次是什麼時候?(統整解釋)



•教師可於提問之間穿插個人講述與教學媒材影片，
進行多元化教學



7.東南各省為什麼免於戰火波及?(擷取訊息)



1.東南互保條約是由誰和外國商議的?包含哪些省份?
(擷取訊息、讀圖進行統整解釋)

2.以往中國的條約皆由朝廷指派官員與外國簽訂，
東南互保的簽訂方式背後代表什麼意義?(省思文本)



3.東南各省巡撫為什麼不願與外國人發生衝突，背後的可
能因素?(省思文本，也可由教師直接講解)
4.東南互保條約簽訂後，對往後中國的影響是什麼?
(擷取訊息、統整解釋。教師可進一步提到民初政局的關聯)



1.八國聯軍的結果是簽訂什麼條約?(擷取訊息)
2.辛丑和約的內容包括哪些?(擷取訊息)
3.辛丑和約的哪個條款對中國影響最大?為什麼?

(擷取訊息、省思文本。教師可進一步談到七七事變的爆
發與此有關。)



After Reading
請同學修正預習單錯誤的地方

義和團
興起背景

興起地點

活動範圍

主要口號

團體性質

八國聯軍

時間

原因

開戰地點

結果

條款

影響





課本--課文



課本--補充



剖析課文撰寫



活動1

• 時間(擷取訊息)

• 人物

• 原因

• 影響

• 結果(預測結果)



活動2(1/5)

• 時間(擷取訊息)→請願時間

• 人物→領導人

• 事物→請願訴求

• 影響→貢獻



活動2(2/5)

• 時間(擷取訊息)→成立時間

• 人物→領導人

• 事物→宗旨、推行工作

• 影響→貢獻



活動2(3/5)

• 時間(擷取訊息)→成立時間

• 人物→領導人

• 事物→舉辦活動

• 影響→史上第一、後續作為



活動2(4/5)

• 時間(擷取訊息)→成立時間

• 人物→領導人

• 事物→主張、成果

• 影響→史上第一、後續影響



活動2(5/5)



活動3(1/3)

• 這三個段落
有何共同點
(？(擷取訊息)

• 蔣渭水在這
三個段落有
何重要性？
(統整解釋)



• 找出與課本
的關連(？(擷

取訊息)

• 臺灣文化協會

• 臺灣民眾黨

活動3(2/3)



• 臺灣這位病人的年齡？(擷
取訊息)

• 臺灣這位病人的年齡，從
哪一年開始計算？(統整解
釋)

• 根據病人的年齡，請推算
作者在哪一年寫成此講義？
(統整解釋)

• 病人被診斷出什麼毛病？
原因何在？ (擷取訊息)

• 最符合此處方的是成立哪
一個組織？為什麼？(統整
解釋)

• 作者預估20年可以使病人
痊癒，結果如何？ (統整解
釋)

活動3(3/3)



活動4

重新給標題(主旨)

重新畫個關係圖



幾個想法
進行教學設計的首要前提是，進度的掌控，脫離進
度的設計，僅是紙上談兵。

回歸課文，透過好的問題設計，一樣能給予學生深
度的學習。

可以全然使用問答方式讓學生理解課文，也可以在
課堂穿插課文提問進行小組討論，也可以由教師提
點重要概念與課文聯結

閱讀理解策略只是諸多教學法之一，可以搭配單元
屬性做出不同的調整。

各種教學模式，可成為老師教學的利器，隨時派上
用場，也可給予孩子多一些思考與發表的機會。



一、分組方式：
自行尋找夥伴，3-4人為一組

二、討論重點：
1.決定實作年級、單元
2.實作方向

(1)課文
(2)課後閱讀

3.閱讀教學策略
4.預計教學時間

三、分組討論結果報告
每一組進行1-2分鐘說明



教學策略 內容說明
提問澄清 利用一系列的提問，澄清概念
直接講述 直接說明重點
小組討論 小組針對特定問題討論、釐清、形

成共識
批判思考 分析、比較討論內容的異同、優劣
引導閱讀 進行閱讀前，先提出閱讀任務

有效閱讀教學策略參考

鄭圓鈴、許芳菊，《閱讀理解，如何學？怎麼教？》，臺北：天下雜誌，2013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