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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書提到:「不論在學校內外，大多數的知識學習來自於閱讀，尤其是閱讀

說明類的文章。」然而，在數位原生時代，學生吸收知識與資訊的方式既多元又

迅速，傳統的閱讀行為似乎反而成為一種效率低落的學習與成長方式？其實不

然，無論哪一種學習與成長方式，都必須經過思考的分析、解構，進而擷取、處

理，然後內化、應用與熟悉，所以當學生擁有較多獨立且有效閱讀說明文策略時，

其吸收知識的能力將愈高，學習將更具有主動性。 

書中指出：「觀察現今學生學習的歷程中，雖然文科的教學大部分採用說明

文體，但是教師在課堂上卻極少教導學生如何閱讀與吸收重要訊息。」所以，書

中的目的在提出幾個合適的閱讀策略，讓學生能夠在面對說明性及知識性的文章

時，能順利地掌握文章內容的重點。 

其中第五章的做筆記策略談到：「筆記是知識內容的精華，學生能做出一份

好的筆記，讀起書來事半功倍；考試時，有好的筆記就能在考前快速掌握重點，

並將這些新學的知識納入已有的知識結構中。」這也是吾輩從事教學以來所秉持

的理念。 

此外，有研究者證實，做筆記也能對閱學生後續的閱讀有所助益，從做筆記

的過程，讀者可以對文章材料產生深層的分析，區分文章中主要概念與次要概



念，並且有意義地進行組織文章材料的歷程。 

因此，做筆記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學習策略，可以提高學生的記憶、理解與對

知識內容的保留。 

 

貳、筆記的訊息處理歷程 

一、 引導注意： 

指做筆記能引導閱學生對於特定訊息的注意並且捨棄其他的訊息，因為

有一個目的存在，要完成一份筆記，學生擁有較多的動機來注意閱讀文

章。 

二、 訊息處理： 

閱讀文章的過程，學生同時進行文章內容的輸入與思考筆記內容的輸

出，可能會有較持續性的注意力維持在閱讀活動上。 

三、 建立內在聯結： 

指做筆記的活動能使學習者對於學習材料做出連貫性的大綱或組織，筆

記內容包括列出內容大綱、做比較、對照、指出主要概念等，這些都是

一種建構意義的歷程。 

四、 建立外在聯結： 

亦即做筆記能使學習者在書寫筆記的過程中，增加自己對於文章內容的

評論及反應。 

一般而言，善於做筆記者會將不同段落的訊息組織起來，甚至加入自己的先

備知識，讓書寫的內容更深、更有意義。因此，善於做筆記者會摘要文章的內容，

運用自己的方式將文章的訊息精簡化，並且表達出學生已經深層理解閱讀的內

容，而非直接抄襲文字。 

此外，當我們比較熟悉做筆記者和不熟悉者的筆記時，可以發現熟悉做筆記

的人在做筆記時，較能結合自己的先備知識，並對於文章內容產生較多批判性的

想法。 

 

参、做筆記的層次差異 



書中指出：「研究中發現，學生的筆記內容可以分為『沒有書寫』、『直接抄

襲』、『先抄襲後摘要』、『摘要』及『摘要且用符號描述』等五個等級，多數的學

生的筆記是屬於前三類的為主。」這表示多數學生做筆記時未進入閱讀理解的歷

程，也缺乏筆記策略與技巧。 

而「比較高、低閱讀理解能力的學生寫筆記與否，對於其文章閱讀理解有影

響時，結果發現：經過做筆記的歷程，學生獲得較好的閱讀表現。」所以，我們

可以說：做筆記對於閱讀理解有明顯的實質效益。 

此外，高閱讀理解能力的學生較低閱讀理解能力的學生，使用較多的高階做

筆記策略。 

 

肆、做筆記策略 

既然，做筆記對於閱讀理解有顯著的效益，那麼教師應如何進行做筆記的教

學呢？ 

首先，教導學生如何從文章中區分重點句，確定學生能區辨文章的重點句與

非重點句。 

其次，為了避免學生的筆記全盤照抄，「長句縮短」讓學生了解文句改寫和

精簡的方式，使筆記呈現出精簡的綱要。 

再者，透過掌握重點字的教學，讓學生能掌握文章中的特別字詞，以提高其

理解文句的基礎能力。 

接著，符號表示教學讓學生認識以圖像或是簡單的符號表示複雜的文字訊

息。 

最後，學生藉由瞭解文章結構以掌握文章中的重點。 

以下用圖片表示，並分項說明。 



 

 

一、 畫重點：重點的擷取是做筆記的第一步，教師應先從畫重點開始，讓

學生認識畫重點的工具、畫重點的方式、並主要聚焦在讓學生發現如何

從長篇大論的文章中區分出重要概念來。 

二、 長句縮短：學生在能分辨文章中的重要句子以後，要接著讓學生了解

主、次標題在文章上的重要性，並讓學生練習長句縮短的技巧及方法。

長句縮短的目的是要讓學生在抄寫筆記時，能掌握文意，讓學生精簡的

記錄文章的內容在筆記上，而非一字不漏的將文章全文照抄下來。 

三、 掌握重點字詞：在學過畫重點和長句縮短後，告訴學生掌握重點字詞

的方法，著重在定義字詞和邏輯字詞兩部分來介紹，藉此幫助學生能從

眾多文句中找到重點句，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力，並將其記錄在筆記上。 



四、 使用符號：做筆記是為了把文章內容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表現，且能幫

助學生再次閱讀時，快速掌握文章內容的重點。在做筆記時使用符號，

如此不但可以減少書寫跟再次閱讀的時間，也能運用圖像表示複雜的內

容、過程……。符號使用方式有簡易符號、圖像、表格、流程圖等不同

方式。 

五、 文章結構：透過分析文章的結構，能夠促使閱學生在閱讀中主動尋找

文章中的重要內容，以一種綜觀的方式，快速抓住文章的架構和脈絡。

然後，運用先前所學過的做筆記技巧，將文章中的訊息加以組織成自己

最好的一份筆記。 

 

伍、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叮嚀 

雖然學生不經過做筆記教學，在筆記的書寫上也是可以進步的，但是可能要

經過長期的自行摸索；不過，以現今的學生學習生態，恐怕在經過幾次挫折之後，

就得打退堂鼓。所以，教師若能透過教學，指導學生練習做筆記策略，學生做筆

記時更可以掌握要訣，使得書寫的內容較能掌握關鍵，且較能涵蓋全文的重點。 

教師要提醒學生注意的是，筆記的書寫包含了書寫的內容和書寫的形式兩個

面向： 

1、 書寫的內容是指學生能從長篇文章內容中抓出重要概念； 

2、 書寫形式則是指在書寫這些概念到筆記時，能運用簡單明瞭的符號來表

達。 

當筆記能涵蓋文章中大部分的重點，且能透過清楚的方式呈現概念，讓閱讀

筆記的人一眼就能掌握文章的內容，這就是一篇好的筆記。 

從整體來看，學生表示平常或多或少都有運用到這些技巧，程度較高的學生

認為自己能藉此很快的掌握重點大意；程度較差的學生則表示在閱讀速度上有變

快，閱讀起來也比較不吃力。由此可見，學習做筆記策略能幫助學生減少學習的

無力感，讓學生更願意學習，也更願意將所學的技巧運用到生活中的閱讀、平常

的學習，能夠做一種經驗的聯結。 

教師也應了解，這些做筆記的概念，並非每次都要依照相同的順序去做，而

是學生在學會這些技巧後，可以彈性、變通的根據文章特性、閱讀狀況選擇適合



的做筆記技巧。學會了這些技巧就像是擁有了一些釣魚的技巧，卻不是在每次釣

魚時，都有機會運用到所有的小技巧。那麼，學生在掌握主要技巧後，該如何熟

練、快速的判斷使用哪一項做筆記的技巧呢？多嘗試、多閱讀、多練習是必經的

過程。 

所以，在學生學習的開始，教師宜先從簡單的內容出發，漸漸的增加困難性，

站在已經學會的基礎點上，讓學生嘗試使用還不懂的技巧，不斷的進行自我挑

戰，逐漸累積實力。透過反覆的練習，一次又一次，逐漸精熟，教師的角色從筆

記教學者逐漸變成輔助者，放手讓學生嘗試和練習，給予更多空間，在學生遇到

困難時，給予適時的協助和鼓勵。當有一天，無意間學生會自然而然的使用一些

技巧，那技巧已經被運用於無形，已經真正屬於學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