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理解策略工作坊
台南市南新國中黃佩玲主任、仁德國中莊依綾主任



111會考答對率最好的題目，居然是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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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連續說明文本，
從選項找答案，
一是一，二是二，
不模糊。

「擷取訊息」

「判斷訊息」



111

192413*0.27=51952人

「組織、整合、比較」

「擷取訊息」

「判斷訊息」

「組織整合」

「判斷重要性」



遇到需要組織、整合、判斷、刪除的題目，
學生就不行了，更何況，連續性文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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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會考考題
看理解類別

提A保B減C



會考題數
詮釋詞語

5題

2題

1題

108年 109年 110年

基本的閱讀能力
課堂上訓練的技巧



3題

4題 4題

108年 109年 110年

會考題數
詮釋句子

圈補主語

段落理解的基本概念

掌握關鍵詞

簡化內容

換句話說

詮釋詞語

•這兩句話共同傳達出的涵
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這句話的涵義是什麼？

•這句話認為「提示重點」
是什麼？



會考試題內容
類別類型題數

段落理解

摘要主題

段落看法

18題

段落重點

2題

推論可能
分析內容
形式

比較內容
形式

108-110年

單題 13 2

題組 5 0



段落
推論
可能

分析
內容
形式

比較
內容形式

摘要
主題

段落類型很多種，摘要方式不勝枚舉

◆敘事性

◆描述性

◆說明性

◆議論性



段落
推論
可能

分析
內容
形式

比較
內容形式

摘要
主題

以摘要方式可以解決的題目類型

2.這段文字的涵義
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1.這段文字
主要在描寫什麼？(段落重點)

3.這段文字所表達的
意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4.下列何者最符合
這段文字/作者的觀點？



影片技巧彙整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
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
意旨(言外之意)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
主要在說(段落重點)



影片技巧總結

◆步驟只是概念，其中需要的架構、技巧，要依照學生素

質、文本、教師的習慣而改變、增加。歸納重點的方式是

變化最多的地方。

◆面對考題，還是越簡單越好。文本教學只是塑造閱讀習

慣，自然而然的讓學生掌握技巧而已。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夏日吃冰，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人的一生中，最適合吃冰的年紀，是小學到初中這個階段。所謂的暑假，也幾

乎是冰棒、冰水或刨冰的代名詞。一旦把冰抽離，相信每個人的童年都會黯然失色。
現在社會富裕了，小孩對冰的選擇可說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從最早的芋冰，

到國外進口的冰淇淋；從一枝五元的冰棒，到一客百元火燒冰淇淋，集合了傳統的
口味與最尖端的食品科技，現代人誠然口福不淺。尤其是嗜冰如命的小孩子們，更
是得其所哉。一個夏天下來，吃掉的冰恐怕都要多過自己的體重。

現代的冰品，拜科學昌明之賜，固然色彩繽紛，花樣百出，但單就口味而言，
比起臺灣早年的冰製品恐怕就遜色了。原因無他，早期的社會單純，小生意人講的
是信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近人講究包裝，較重外表，內容則能省則省，一般
消費者很難逃過這種障眼法，品質就缺乏保障了。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夏日吃冰，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童年享受吃冰。
童年享受眾多類型的現代冰品。

現代的冰品，拜科學昌明之賜，固然色彩繽紛，花樣百出，但單就口味而言，
比起臺灣早年的冰製品恐怕就遜色了。原因無他，早期的社會單純，小生意人講的
是信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近人講究包裝，較重外表，內容則能省則省，一般
消費者很難逃過這種障眼法，品質就缺乏保障了。



7.現代的冰品，拜科學昌明之賜，固然色彩繽紛，花樣百出，但單就口味而言，

比起臺灣早年的冰製品恐怕就遜色了。

說同義詞/說詞義

=

雖
然

=

色
彩
繽
紛

=

本
來
就
如
此

7.現代的冰品=

花
樣
百
出

=

口
味
遜
色

=

現
代
冰
品

=

現
代
冰
品

=

現
代
冰
品

=

現
代
冰
品

以下「」的詞義說明，何者最恰當?
(A)固然色彩繽紛，花樣百出:指現代冰品
(B)恐怕就「遜色」了:指臺灣早年冰製品
(C)單就「口味」而言:指臺灣早年冰製品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詮釋詞語 摘要主題詮釋句子



7.現代的冰品，拜科學昌明之賜，固然色彩繽紛，花樣百出，但單就口味而言，

比起臺灣早年的冰製品恐怕就遜色了。

說同義詞/說詞義

=

雖
然

=

色
彩
繽
紛

=

本
來
就
如
此

7.現代的冰品=

花
樣
百
出

=

口
味
遜
色

=

現
代
冰
品

=

現
代
冰
品

=

現
代
冰
品

=

現
代
冰
品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詮釋詞語 摘要主題詮釋句子

➔雖然現代冰品外型五花八門，
但口味遜色。(文句重點)

➔我覺得早年冰品口味好(作者看法)

=

口
味
好

補省略/說句義



7.原因無他，早期的社會單純，小生意人講的是信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

說同義詞/說詞義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詮釋詞語 摘要主題詮釋句子

=

早
年
冰
品
口
味
好

=

一
分
錢
，

一
分
貨

一分錢吃到一分的料

=

不
被
欺
騙



7.原因無他，早期的社會單純，小生意人講的是信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

說同義詞/說詞義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

早
年
冰
品
口
味
好

=

一
分
錢
，

一
分
貨

一分錢吃到一分的料
用料實在

=

不
被
欺
騙

詮釋詞語 摘要主題詮釋句子

➔早年冰品口味好的原因是用料實在

補省略/說句義



7.近人講究包裝，較重外表，內容則能省則省，一般消費者很難逃過這種障眼法，

品質就缺乏保障了。

說同義詞/說詞義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詮釋詞語 摘要主題詮釋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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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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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近人講究包裝，較重外表，內容則能省則省，一般消費者很難逃過這種障眼法，

品質就缺乏保障了。

說同義詞/說詞義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

色
彩
繽
紛

=

花
樣
百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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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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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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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口
味

=

口
味
遜
色

詮釋詞語 摘要主題詮釋句子

補省略/說句義

➔現代冰品外表好但口味(用料)不實在


不貨真價實，童叟無欺

=一分錢吃不到一分的料

=用料不實在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現代的冰品，拜科學昌明之賜，固然色彩繽紛，花樣百出，但單就口味而言，

比起臺灣早年的冰製品恐怕就遜色了。原因無他，早期的社會單純，小生意人講的

是信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近人講究包裝，較重外表，內容則能省則省，一般

消費者很難逃過這種障眼法，品質就缺乏保障了。

詮釋詞語 摘要主題詮釋句子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意旨(言外之意)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主要在說(段落重點)

➔雖然現代冰品外型五花八門，但早年冰品口味好

➔早年冰品口味好的原因是用料實在

➔現代冰品外表好但口味(用料)不實在



閱讀策略教學
<吃冰的滋味>

現代的冰品，拜科學昌明之賜，固然色彩繽紛，花樣百出，但單就口味而言，

比起臺灣早年的冰製品恐怕就遜色了。原因無他，早期的社會單純，小生意人講的

是信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近人講究包裝，較重外表，內容則能省則省，一般

消費者很難逃過這種障眼法，品質就缺乏保障了。

詮釋詞語 摘要主題詮釋句子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意旨(言外之意)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主要在說(段落重點)

➔雖然現代冰品外型五花八門，但早年冰品口味好

➔早年冰品口味好的原因是用料實在

➔現代冰品外表好但口味(用料)不實在

冰品類型 外型 口味(用料) 吃冰感覺

現代冰品
色彩繽紛
花樣百出
注重包裝外表

口味遜色
能省則省

障眼法
品質缺乏保障

早年冰品
貨真價實
童叟無欺

好
貨真價實
童叟無欺
品質有保障

言外之意：我沒批評，但是現代……



閱讀策略教學

臺灣盛產各類水果，近年來因改良了施肥與栽培法，讓水果甜度大增。多數民
眾也以甜不甜作為選購原則。

水果的糖分有三大種類，分別是果糖、蔗糖、葡萄糖，每公克熱量都約 4 大
卡。所以水果含糖量高，熱量就高。而影響水果的甜度，則是三種糖類的比例。其
中，果糖讓人覺得最甜，葡萄糖最弱。若以糖量都是 5 公克的兩顆水果來看，果
糖4 公克、葡萄糖 1 公克的水果，就會比果糖 1 公克、葡萄糖 4公克的水果甜，
但兩者熱量則都約是 20 大卡。因此，愈甜的水果，不代表熱量愈高。微酸的水果，
糖分也可能比甜的水果高。

比起擔心「吃太甜」的水果不健康，水果「吃適量」才重要。成年人每天約可
吃 2 到 4 份水果，每份約拳頭大。糖分與熱量成正比，無論人工或天然糖分都有
熱量，若攝取過量，多餘的熱量就會轉化成脂肪，造成肥胖。所以，在吃水果時，
可以想想：你吃進去的水果是黃金？還是垃圾？

<吃水果適量最重要>



閱讀策略教學
<吃水果適量最重要>

水果的糖分有三大種類，分別是果糖、蔗糖、葡萄糖，每公克熱量都約 4 大
卡。所以水果含糖量高，熱量就高。而影響水果的甜度，則是三種糖類的比例。其
中，果糖讓人覺得最甜，葡萄糖最弱。若以糖量都是 5 公克的兩顆水果來看，果
糖4 公克、葡萄糖 1 公克的水果，就會比果糖 1 公克、葡萄糖 4公克的水果甜，
但兩者熱量則都約是 20 大卡。因此，愈甜的水果，不代表熱量愈高。微酸的水果，
糖分也可能比甜的水果高。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意旨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主要在說



閱讀策略教學

水果的糖分有三大種類，分別是果糖、蔗糖、葡萄糖，每公克熱量都約 4 大
卡。所以水果含糖量高，熱量就高。而影響水果的甜度，則是三種糖類的比例。其
中，果糖讓人覺得最甜，葡萄糖最弱。若以糖量都是 5 公克的兩顆水果來看，果
糖4 公克、葡萄糖 1 公克的水果，就會比果糖 1 公克、葡萄糖 4公克的水果甜，
但兩者熱量則都約是 20 大卡。因此，愈甜的水果，不代表熱量愈高。微酸的水果，
糖分也可能比甜的水果高。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意旨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主要在說

➔主題句

<吃水果適量最重要>



閱讀策略教學

水果的糖分有三大種類，分別是果糖、蔗糖、葡萄糖，每公克熱量都約 4 大
卡。所以水果含糖量高，熱量就高。而影響水果的甜度，則是三種糖類的比例。其
中，果糖讓人覺得最甜，葡萄糖最弱。若以糖量都是 5 公克的兩顆水果來看，果
糖4 公克、葡萄糖 1 公克的水果，就會比果糖 1 公克、葡萄糖 4公克的水果甜，
但兩者熱量則都約是 20 大卡。因此，愈甜的水果，不代表熱量愈高。微酸的水果，
糖分也可能比甜的水果高。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意旨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主要在說

每克糖熱量

果糖 4

蔗糖 4

葡萄糖 4

結論:
含糖量高，_______就高。

<吃水果適量最重要>



閱讀策略教學

水果的糖分有三大種類，分別是果糖、蔗糖、葡萄糖，每公克熱量都約 4 大
卡。所以水果含糖量高，熱量就高。而影響水果的甜度，則是三種糖類的比例。其
中，果糖讓人覺得最甜，葡萄糖最弱。若以糖量都是 5 公克的兩顆水果來看，果
糖4 公克、葡萄糖 1 公克的水果，就會比果糖 1 公克、葡萄糖 4公克的水果甜，
但兩者熱量則都約是 20 大卡。因此，愈甜的水果，不代表熱量愈高。微酸的水果，
糖分也可能比甜的水果高。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意旨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主要在說

每克糖熱量 糖量一樣時甜度感受

果糖 4 最甜

蔗糖 4

葡萄糖 4 最不甜

結論:
含糖量高，_______就高，但甜度感受______。

換句話說:
不論酸甜，

________都一樣。

<吃水果適量最重要>



閱讀策略教學

水果的糖分有三大種類，分別是果糖、蔗糖、葡萄糖，每公克熱量都約 4 大
卡。所以水果含糖量高，熱量就高。而影響水果的甜度，則是三種糖類的比例。其
中，果糖讓人覺得最甜，葡萄糖最弱。若以糖量都是 5 公克的兩顆水果來看，果
糖4 公克、葡萄糖 1 公克的水果，就會比果糖 1 公克、葡萄糖 4公克的水果甜，
但兩者熱量則都約是 20 大卡。因此，愈甜的水果，不代表熱量愈高。微酸的水果，
糖分也可能比甜的水果高。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意旨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主要在說

換句話說:

果糖 葡萄糖 熱量 感受

公克
4

(多)
1

(少) 20卡 較甜

公克
1

(少)
4

(多) 20卡 較不甜
(較酸)

結論:一樣的糖量，熱量都一樣，感受不一樣

愈甜的水果，不代表熱量愈高。
微酸的水果，糖分也可能比甜
的水果高。

<吃水果適量最重要>



閱讀策略教學

有兩個飢餓的人得到一位長者的恩賜：一根魚竿和一簍鮮活碩大的魚。其中，
一個人要了一簍魚，另一個人要了一根魚竿。然後，他們便分道揚鑣。得到魚的人
餓了就升火煮魚，不久，他吃光了整簍魚，最後餓死在空空的魚簍旁。另一個人則
提著魚竿繼續忍飢挨餓，一步步艱難的向海邊走去。當他看到那片蔚藍的海洋，最
後一點力氣也使完了，只能眼巴巴帶著無盡的遺憾撒手人間。

又有兩個飢餓的人，同樣得到長者恩賜一根魚竿和一簍魚。他們並沒有各奔東
西，而是商定共同去找尋大海。他倆每次餓了就只煮一條魚，經過長途跋涉，終於
來到海邊。從此，兩人開始捕魚為生。幾年後，他們蓋了房子，有了各自的家庭，
還有自己建造的漁船，過著幸福安康的生活。

<善用策略>



閱讀策略教學

……
又有兩個飢餓的人，同樣得到長者恩賜一根魚竿和一簍魚。他們並沒有各奔東

西，而是商定共同去找尋大海。他倆每次餓了就只煮一條魚，經過長途跋涉，終於
來到海邊。從此，兩人開始捕魚為生。幾年後，他們蓋了房子，有了各自的家庭，
還有自己建造的漁船，過著幸福安康的生活。

<善用策略>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意旨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主要在說

人物一 人物二
得到物品
作法
結果

整合：二個人雖然得到不同物品，但是
______________，所以_________________。

人物三 人物四

雖然得到不同物品，但是
_________，所以_________。

事
件

歸納
道理



閱讀策略教學

……
又有兩個飢餓的人，同樣得到長者恩賜一根魚竿和一簍魚。他們並沒有各奔東

西，而是商定共同去找尋大海。他倆每次餓了就只煮一條魚，經過長途跋涉，終於
來到海邊。從此，兩人開始捕魚為生。幾年後，他們蓋了房子，有了各自的家庭，
還有自己建造的漁船，過著幸福安康的生活。

<善用策略>

切句子—找重點(圈主題句)—整理重點(釐清主題句)—作者看法
切句子—找重點(圈重點)—整理重點(歸納重點)—作者意旨
切句子—找重點(說分句重點)—歸納重點(概括重點)—主要在說

事件 有二個人餓死了，有二個人沒餓死

歸納
道理

1.二個人雖然得到不同物品，但是_______，所以_______。
2.二個人雖然得到不同物品，但是_______，所以_______。

言外
之意

在相同的條件中，運用的策略不同，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摘要技巧總結

◆步驟只是概念，要依照學生素質、文本、教師的習慣而

改變、增加架構、技巧。

◆面對考題，還是越簡單越好。文本教學只是塑造閱讀習

慣，自然而然的讓學生掌握技巧而已。

◆先摘要、再推論、比較，學生能學得更好，需要補救的

學生會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