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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推動   喜閱網? 

• 一、給不同能力的孩子不同的起點 

• 二、同一班的孩子, 讀不同的讀本 

• 三、共讀新解 

     相同能力的人讀相似的書   

     不同能力的人，可以讀不同的讀本 

 

•自主學習 ＆ 差異化教學  



白色 (閱讀等級1.0-1.5) 

黑色 (閱讀等級1.6-2.0) 
 

紅色 (閱讀等級2.1-2.5) 
 

橙色 (閱讀等級2.6-3.0) 
 

黃色 (閱讀等級3.1-3.5) 
 

綠色 (閱讀等級3.6-4.0) 
 

藍色 (閱讀等級4.1-4.5) 
 

靛色 (閱讀等級4.6-5.0) 
 

紫色 (閱讀等級5.1-5.5) 
 

銅色 (閱讀等級5.6-6.0) 
 

銀色 (閱讀等級6.1-6.5) 
 

金色 (閱讀等級6.5以上) 
 

讀本分級顏色對照表 



優點一: 

對學校:掌握學生閱讀成長情形 

• 透過閱讀記錄的累積，可看
到學生閱讀能力與閱讀成果
的進步情形。 

  

• 瞭解各班教師的語文教學成
效，激勵教師的教學專業成
長；同時可鼓勵教師組成識
字及閱讀教學的學習社群。 

 

• 可將學生識字量及閱讀理解
的成果，做為校務評鑑的在
學生能力提升的具體指標。 

 

 



優點二: 

對教師：瞭解學生閱讀能力，設計合適的教學活動 

• 協助學生選讀合適的圖書
，作為推動班級閱讀的參
考指標。 

 

• 依據學生能力，設計適合
學生能力的教學活動。 

 

• 透過閱讀測驗結果，觀察
個別學生在語文或閱讀能
力的進步變化情形。 



優點三  

對家長：得知孩子的語文能力進步情形 

• 採用數字及顏色來說明孩
子識字能力的等級及進展
，進行有效溝通。  

 

• 數字等級自1.0開始，可有
1.5 、2.0 等，用數字大約
等於年級  

 

• 顏色則是白、黑、紅、 橙
、黃 、綠 、 藍、靛 、紫
、銅、銀、金 

 



優點四  

對學生：依據閱讀的能力選擇適合的課外讀物 

• 90%~95% 教學等級 

95%以上 自學等級 

若未達90%的讀本， 

是挫折等級 

 

• 成功閱讀經驗： 

 學生可從圖書館取得適合
自己閱讀能力的書，減少
挫折性閱讀．製造成功的
閱讀經驗 

 



為孩子搭鷹架—ZPD理論 



身為校長，怎麼做？ 

１ 
•鼓勵識字量評估測驗 

２ 
•建置閱讀讀本環境 

３ 
•鼓勵線上闖關活動 



鼓勵識字量評估測驗 
 

１ 



申請程序 

 
  



網站優點一：有網路即可操作 

•  不需紙筆，連上網路即可進行測驗 

 

 



網站優點二：操作簡易  

• 進行測驗只需使用滑鼠或鍵盤操作 

 



網站優點三 ：測驗時間短 

• 測驗時間短，一個小朋友只需2~3分鐘 

• 使用網路，老師可自由選擇有空的時間進行測驗 

 

 

 



網站優點四：測驗成果即時回饋 
• 立即回饋：測驗完畢即可立即看到結果，可用Excel直

接匯出成果報告，不需等待研究報告 

• 提供參照：平均數及標準差供教師參考 

  



１ 

鼓勵識字量評估測驗         
  
 

校長可以看到什麼？ 
         
  
 



依需求選擇想看的施測結果 

 



各個學生的閱讀情況 

 



建置閱讀讀本環境 
 

２ 



高雄市立圖書館 

 



運用閱讀推車到各班 

 



鼓勵線上闖關活動 
 

３ 



(一)輸入網址 ireading.kh.edu.tw 



(二)點左側【兒童線上闖關】進入【
闖關活動】 



(三)點右下角【進入網站】 



(四) 請學生按閱讀過的【書名】 

依難度分為:白、黑、
紅、澄、黃、綠、藍、
靛、紫、銅、銀、金，
十二個等級。 



(五)先看文字簡介回顧書籍內容，確定是要測試的
書目後，點右上方【閱讀測驗】 



(六)以拉桿上下移動，依指示輸入通關密語，進入
閱讀樂園(學生身分證後六碼及生日六碼) 

 



(七)登入後可看見自己的閱覽紀錄 



(八)點左上方【瀏覽書單】 



(九)點確定要做測驗的【書名】 



(十)點右上角【閱讀測驗】 



(十一)進入測驗作答(單選題) 



(十二)作答完畢，點選【測驗結果】 



(十三)確定交卷，觀看施測結果 



鼓勵線上闖關活動 
         
  
 

３ 

校長可以看到什麼？ 
         
  
 



各班人數 

 



各個學生的閱讀情況 

 



閱讀的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