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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讀實施歷程 

(一) 教學前 

1.能自行閱讀並掌握書中的人物與情節。 

2.能提出值得探討的開放式問題。 

3.引起動機：幾乎每一個小朋友都愛吃甜食，尤其是巧克力！先跟學生說明這本

書裡有一個非常大的巧克力城堡蛋糕，是鎮店之寶。有一天，它被偷了，被誰偷

的？怎麼偷的？是什麼原因呢？回家把這本書看完吧！ 

(二) 教學中 

1.教師貼一張空白表格在黑板上，請學生想一個跟本書內容有關的而且可以討論

的問題來問大家，別人寫過的問題不能重複。 

2.釐清相似問題的差異性。 

【例如】 

老師問：「『如果有一天金泉堂倒了，小朋友還會想考第一名嗎？』和『如果小朋

友吃膩金泉堂的東西，小朋友還會考第一名嗎？』這兩個問題很像，他們有什麼

差別？想想看。 

小朋友：「一個是吃不到，一個是自己不想吃。」 

老師：「嗯，被迫與主動的差別，讚！……」 

3.共同探討所提出的問題。 

4.觀念釐清 

（1）維護自我權利 V.S.報復 

（2）事件的一體兩面 V.S.是非對錯的判斷 

（3）報導的真相 V.S.文字工作者與大眾傳播媒體的責任 

5.討論完後每個人抽三個題目筆述之。（PS.每題作答至少要 5 行以上） 

二、教師操作感想 

對於文字量多的書籍，若要共讀的話，通常我會採用利用課餘時間自行閱讀



的方式，《巧克力戰爭》這本書的閱讀時間大約是 2-3 天，要檢驗學生是否有閱

讀，請學生提出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個不錯的方式。為了要讓學生能提出較開放性

的問題，曾在指導語這個部份花了一些心思，指導學生提問的問題最好是在書中

找不到正確答案的，或者提出的問題從書中不同人物的角度來看會有不同的答案

的，甚至一直到最後，比較低成就的學生，提不出這麼艱深的問題的，最低限度

也要提出一個書中就能找到答案的問題，但問題的答案不能出現在同一頁上。有

了這層要求，全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把這本書看了兩次以上，更精熟內容，

因此，課堂上的討論比想像中的熱烈，也比想像中的有程度。 

    透過討論，學生了解很多事情不能只聽信一面之詞，也學到解決事情的方式

有很多種。當然，這是課堂上老師所看到的所聽到的表面效度，畢竟並不是所有

的學生都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所以我讓每個學生抽 3 個題目回家筆述，藉此了解

學生的想法，為了讓學生更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想法，順便練練文筆，老師規定每

題的答案至少 5 行以上。此舉讓我發現平常靜靜的乖乖牌學生竟然也會有據理力

爭的想法，也看到了有些學生處理事情的態度比較消極，這是課堂上看不到的學

生內心，此時輔導的機制便可適時的介入。 

    閱讀課除了學生有收穫之外，老師的意外獲得也不少，所謂教學相長，就是

這種寫照吧！ 

三、 延伸活動及成果照片 

1. 透過討論，學生更加熟悉本書的內容。 

2. 懂得從不同角度看待事情。 

3. 懂得為自己據理力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