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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個讀書會進行中

1. 台北市立圖書館的性別教育與少年小說讀書會

▪ 本計畫以台灣本土作家作品之性別議題作為議題探究，並透過閱讀志工將課程帶
入國中、小之班級推廣性別教育。

▪ 這次活動將以林良老師之作品為討論對象並以其內容分析性別教育之重點。

▪ 原因有兩部分，一是目前台灣少年讀物多數屬於翻譯作品，使得閱讀推動上多以西
方兒童文學為主，缺乏在地特殊性，台灣本土作家之作品，依然具有高度閱讀品質
和不錯的。本計畫堅信著「好的作品若無人介紹，將永遠沉默不語」

▪ 其次，林良老師之作品內容意涵有濃厚之性別教育之重點，如在家庭教育中協助孩
童理解相互尊重、減少性別歧視、鼓勵勇敢追求自我認同等等之價值，這也是少有
人注意到的內容。



一、兩個讀書會進行中

序 日期 討論書籍 講師 課程說明

1 03/04 會飛的花：林良爺爺給孩子的暖

心童詩

徐永康 從童詩中探究對於性別教育的想像E7。

2 03/11 快樂少年：林良爺爺的智慧存摺 徐永康 從文本檢視生活環境內的性別符號與意義J6

3 03/18 我喜歡 徐永康 討論個人之情感教育E10

4 03/25 會走路的人 徐永康 探究性別教育之品格基礎議題J1

5 04/01 早安豆漿店 徐永康 運用生活美德延伸到探究社會性別不均問題J10

6 04/08 永遠的孩子 徐永康 探究林良自傳與男性成長與認同之問題E8

班：閱讀台灣當代青少年文學作品與進班推廣 課程表



照片



一、兩個讀書會進行中

▪ 2. 網路讀書會

▪ a. 理解蒙特梭利教育現代化理論基礎

▪ 作為推動實驗教育的參考

▪ b. 對書籍內容提出批判

▪ c. 分享教育經驗與改善作法



二、探究團體的讀書會

探索團體的基本型態是一群人，在相同的時間具集在特定的場所(包含在網路上)，以
讀書的方式所形成的組織。

組織的運作就不停留在經驗的交換，而是一種哲學式的探索，是一種思想上的探險，
帶領人在探索團體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目的有培養對話的能力，發問的技巧，反省思考自我本身進而形成良好的判斷能力。

問題有

1. 探索團體具有哪些特徵

2. 探索團體的運作方式

3. 帶領人需要注意的事項



三、探索團體讀書會特徵

邏輯推論的部分

1. 提供合適的理由

2. 在不同意見的區分與連接的工作

3. 作有效的推論

4. 作假設

5. 作普遍化的歸納



三、探索團體讀書會特徵

6. 提出反例

7. 發現論證前提的預設

8. 使用到判準

9. 問出會令人深思的問題

10. 發現推論上的謬誤

例如



三、探索團體讀書會特徵

社會性的特徵

1. 認真聆聽別人的意見

2. 支持或增強別人的觀點

3. 虛心接受他人的批評

4. 同意別人觀點並且給予理由

5. 認真地回應不同的觀點



三、探索團體讀書會特徵

參予者的心理上會有一些轉變，其中有

1. 會有心理上的相互依賴的現象

2. 自我中心的轉變

3. 懂得與他人對話，自我修正以及自我成長的現象。



三、探索團體讀書會特徵

參予者的行為上有

1. 參予者本身願意投入在這個團體。

2. 對於問題的討論，除了對這些問題會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外，有時會出現許多
意想不到的發展結果，例如討論者本身可能有虛張的勇氣，這背後所隱藏的害怕，或
是不安，這時可以用大家所具有的共同經驗，彼此協助。

3. 彼此的相互關心



四、探究團體讀書會的程序

▪ 與成功有關的因素

▪ 1. 閱讀：可是新的部份或重新閱讀文本，閱讀的過程需要有足夠的討論議題。

▪ 2 選擇議題：嘗試以普遍性的問題為主，教師在上課前需要準備一些問題，但是
這些問題並不用來測驗學生的學習能力，主要是希望引起學生對問題的敏感，若是
學生對教師的問題沒有興趣，不需要堅持討論這個問題。

▪ 3. 列出討論議題：需要紀錄以便日後的提問觀察。列名於後，鼓勵學生發問。請勿
簡寫並且以學生問的方式紀錄。

▪ 4. 練習：相關的問題可以用練習澄清。

▪ 5. 提問：不要只是問「什麼」而要問的是「為什麼」。



四、探究團體讀書會的程序

▪ 6. 聆聽：討論的持續有時因教師缺少良好的思考訓練受阻。

▪ 7. 彈性：以學生的討論興趣為主。

▪ 8. 課堂的問題：討論與議題相關的，除此之外的問題可以暫時不談。

▪ 9. 耐心：討論的沉默不是壞事，並注意課程的時間分配。

▪ 10.  對話：教師可以不介入、盡量是讓學生討論。

▪ 11. 寬容：討論中自由的空間是有良好思考的基礎。

▪ 12. 座位安排：圓形的安排主要在討論時可以互相看見臉上表情、教師也是討論者
與大家一同坐在圓形上。



五、閱讀的六層次自我檢測

1 粗心大意的趣味

基本的心像：原型概念的理解

有能力預測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五、閱讀的六層次自我檢測

2 理解文本角色的感覺

有情感的心理能力

對角色的期待



五、閱讀的六層次自我檢測

3 類比的能力：從文本的內容中理解自己的想法

比較自己的經驗與文本中發生的事情

比較自己與角色的差異



五、閱讀的六層次自我檢測

4 從文本中找出核心想法

能改編文本符合自己的期望

對於文本內容中的留白，有能力補充說明

形成問題並且接受文本中的解釋



五、閱讀的六層次自我檢測

5 檢視整篇建構出來的文本

運用文學與文化的範例

質疑這篇文章的觀點與社會想法的差異，以及自己的觀點的三項比較

確認出隱藏的作者，也就是作者的分身隱藏在文本裡，同時也在文本中找出作者隱藏
的價值觀



五、閱讀的六層次自我檢測

6 清楚的察覺出文本與隱藏的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以及自己的想法與閱讀歷程

確認出隱藏的讀者，也就是作者以隱藏作者的身分，想要影響的特定的讀者。

確認隱藏讀者與隱藏作者之間的關係

以反省的方式找出隱藏在文字間的意識型態，這意識型態可能是作者有意或是無意之
下流露出來的；有自己的想法與閱讀中的感受



六、結論

讀書會的功能

1. 針對目標

2. 探究團體的運作

3. 自我檢核

4. 發揮以書會友，以友輔仁之精神，自我提升與人我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