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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來澳上課，培養第一批閱讀推廣的老師。因為防疫之

故，港澳兩地學校的閱讀推廣同仁，無法正常往來，而

敏儀老師的書正好成為延續兩地交流的橋樑，實在難得。

回想三年前，我與敏儀老師相識於香港大學圖書

館，那時正參加一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的培訓班，

我們分入同一組別，在研討的過程中，早已對她的專業

精神與豐富知識留下深刻的印象。近日收到邀請，代表

澳門地區撰寫序言，內心極感榮幸與興奮，期盼敏儀老

師在此書出版之後，抽空到各地分享，再為閱讀 2.0 提

供更多寶貴的經驗。

王國強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

自 序

當閱讀進入 2.0 時代

二十一世紀科技迅猛發展，加上如今社會環境及疫

情不穩定因素影響日常生活，線上學習逐漸成為教育在

現今及將來的發展趨勢。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機械人

技術和自動化等科技勢必改變社會上現有工作種類，我

們很難預知任何工作或職業在未來社會上的發展及更

替，這使學校教育中一貫的學科學習內容及方法變得有

些不合時宜。

為了幫助學生在這一波動大、不確定且複雜的社會

環境中找到出路，學校紛紛鼓勵開放式學習，每年透過

「專題研習」，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及二十一世紀科技運

用技能，以訓練學生的靈活性、適應性、觀察力、創造

力、協作力、溝通力等，使他們能應對未來的無常狀

態，「學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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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學習」是 2000 年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四大

關鍵項目之一，眾所周知，閱讀是一切學習的基礎，在

如今的資訊時代提高孩子的閱讀能力，對於他們的未來

十分重要。筆者在擔任小學圖書館主任期間，曾於 1999

年在香港一所小學與常識科老師合作，引入資訊技能學

習方法。常識科老師在常識堂教授主題課程內容，筆者

在圖書課教導學生以資訊素養技巧處理常識科專題研

習，使學校成為香港首間成功引入系統性資訊技巧處理

模式的資助小學，協助學生進行探究式學習。多年來從

實踐資訊素養教育中，筆者獲得了不少寶貴經驗。

筆者發現，資訊素養的提高對成就學生終身學習非

常重要，而且資訊素養技能的培養應始於學生初步接觸

圖文資訊、閱讀習慣尚待養成之時。學生在閱讀過程中

可以運用不同資訊工具，組織、歸納、綜合書中所學。

久而久之，每次接觸資訊，孩子的腦海中便會自動把眼

前的資訊組合起來，梳理所得，通過有組織的架構中加

深對事物的理解。資訊素養技巧學習還可在家校合作下

由校園延伸至家庭。在校園及課外生活等不同環境中，

學生在浩瀚的資訊汪洋中鍛煉閱讀能力，持之以恆，日

子有功，便能掌握駕馭資訊的能力，擁抱多變的未來。

從培育學生資訊素養出發，筆者認為，傳統閱讀如

紙本圖書、雜誌、報刊等，已經不能滿足學生的閱讀需

求和技能發展，如今閱讀已經進入 2.0 時代，這可從三

個方面理解：第一方面關乎善用科技以促進閱讀，第二

方面強調閱讀過程中的溝通和協作，包括家校聯盟、親

子協作等；第三方面側重於自主學習──閱讀時，學生

需運用創意思維、解難能力和自學能力。

因此，這本書以「閱讀 2.0」為主線，以學校圖書館

為切入點，介紹閱讀學習推廣的大量實踐案例，並從學

校、家庭和學生各方面探討在閱讀 2.0 時代下，如何在

學校和家庭教育中推廣和實現「從閱讀中學習」。

這具體包括：第一方面，善用科技以促進在電子時

代學校圖書館閱讀學習活動的策劃。第二方面，強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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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學習活動策劃中學校各持份者之間的溝通協作。 第

三方面，側重於通過自主學習培養學生創意思維、解難

能力和自學能力。第四方面，強調推動家校合作的重要

性，探討在家校合作聯盟下，以孩子為本位的有效閱讀

方法。

期 望 這 本 書 對 於 循 序 漸 進 實 踐「 閱 讀 2.0」， 培 養

二十一世紀學生閱讀學習和「學會學習」的技能起指導作

用。也希望藉着這本書的出版，普羅大眾對圖書館主任

的工作能夠有多一份認同 、多一份支持、多一份肯定，

從而在各方努力下，與時並進，共同成就學生「從閱讀

2.0 中學習」。

陳敏儀

             2021 年 2 月於香港

第 一 章

閱讀 2.0 之

善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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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巧學習

生活在現今知識為本的社會裏，學校圖書館活動的

需求亦隨社會的轉形而有所改變。筆者曾任職的小學早

在 1999 年便嘗試以協作教學的方式，在常識科專題研集

的教與學中融入資訊技巧，以培養校內學生的資訊素養

及「學會學習」能力，使學生擁有終身學習條件。這和課

程改革中提出專題研習及運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會學

習」的理念正不謀而合。

一、起源

每年全校學生均需完成一份常識科專題研習，基於

合作共贏的信念以及校長積極在校內推動教育改革之

風，圖書館主任便主動與常識科老師及資訊科技統籌員

結 為 教 學 伙 伴， 共 同 指 導 學 生 進 行 常 識 科 的 分 組 活

動 —專題研習。

在專題研習中，圖書館主任根據美國學者邁克 · 艾

森堡（Mike Eisenberg）和鮑勃•伯克維茨（Bob Berkowitz）

提出的 Big Six Skills（簡稱 Big6，中文稱為「大六教學法」

或「資訊素養六大技能」）作資訊技巧的指導策略，並嘗

試融入資訊科技學習，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之餘，亦

減輕常識科老師在指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習上的重擔。教

與學不再只局限在課室的四道牆壁內，學生時而到學校

圖書館蒐集資料、時而到操場訪問校內老師同學、時而

到學校電腦前搜尋網上資料 …… 學習變得充滿趣味。學

生在掌握種種資訊技能後，有更大的空間發揮一己潛能。

二、資訊技巧的學習內容

Big6 共有六個步驟，包括：（1）決定範疇；（2）蒐集

資料；（3）選擇資料；（4）分析處理資料；（5）重組及表

達資料；（6）檢討及評估。圖書館主任與常識科老師商

討，利用圖書課、常識課上課前或小息時段，作六大步

驟的講解及指導，學生可學以致用，把每堂的學習所得

應用到各自專題研習的過程中，老師亦能見到教學效

果，對學生所遇到的問題即時加以解決。在進行協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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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前及完成之後，均為學生作測試，查考在協作教學

中學生的學習成效。為促進資訊技巧的教與學，圖書館

主任建構一個以資源為本的學習模式環境，為老師及學

生帶來了不少方便。

三、成效

從學生的測試結果及老師在專題研習上的評分所

示，學生在資料搜尋、處理及表達技巧上均見進步。老

師認同協作教學減輕了他們的教學重擔，而學生認真投

入的學習態度及在專題研習中蒐集到的豐富資料，均達

到了老師的期待。大部分學生對資訊技巧的學習成果亦

感到滿意，除認識更多有關主題知識外，他們開始對如

何應用學校圖書館，甚至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有較明確

的認識。此外，他們也初步掌握了專題研習的步驟以及

如何應用資訊科技。

專題研究中的優異學生作品均被選入學校圖書館內

收藏，以作日後教師及學生參考之用。在口頭報告上有

出色表現的組別，均安排他們在同儕中再有演出的機

會，以起學生與學生之間互相砥礪之效。

這個協作教學計劃在首年只在三年級舉行，後來推

廣至全校各級，使全校學生皆能受惠。

在這全球一體化的資訊汪洋中，學生們需擁有不同

的共通能力，「學會學習」，來應對學校學習及生活上所

遇到的日新月異的變化。這樣看來，教授學生解決困難

的技巧，幫助他們掌握高階思考、判斷思維、創作能力

等，已成為基本學習的主要元素。透過跨學科的協作，

讓學生在資訊技巧的學習過程中，獲得以上種種能力，

儼如在資訊汪洋中為航海者亮起導航燈一樣重要，這讓

每位航海者都得到明確的啟示，能夠駕馭大海中的風風

浪浪，到達各自的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