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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記錄：（計畫工讀助理）臺中教育大學碩士生陳奕均 

 
讀書會摘要： 
在第三章的導讀，丁玟瑛教授首先透過自己對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見解及自身

經驗進行講述。丁教授提到深度學習除了書中所提到的「超越」（beyond）概念之外，

同時也應該要向下深入（go deep down）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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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樹能長得高且茂密必須扎根夠深 

重點在於，要能夠達到真正超越深度學習（go beyond deep learning），同時就不能忽視

向下深入（go deep down）的扎根過程。當學習能夠掌握中心的概念時，自然就能夠往

外去延伸，如此一來深度學習才能夠變得可能。 

 

如何能夠讓學生從小就做到向下扎根，就必須透過視覺化，讓學生得以理解抽象概

念。此外，學生也應該培養反推的能力，能夠回推去看到原本抽象的概念，如此才能

做到舉一反三。 

 

當學生掌握到深度學習的中心脈絡之後，就能夠向外發展，進而學得較深較廣。 

 



3 
 

在各學科其實都有一個固定的框架，從這個框架就可以進一步去做連結，進而將學科

與學科之間串連在一起，也就是「beyond CLIL」的概念。 

 

第三章的一開始針對「識讀」（literacies）做了解讀。「Literacies」首先是一個解讀文字

的能力，有了這個能力後，就進一步儲備了能夠反思、評判、同理（reflect, critique, 

empathize）的能力，而最後就能夠達到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也因此，具備解讀

literacies 的能力其實就是在儲備經濟能力，讓學習者能夠解讀資訊並且把握先機。 

 
「Unpicking literacy」就是希望能夠做到將知識解讀並轉換進而達到經濟力的儲備。 

 
對下一個世代所有學習者的挑戰就會是「全球數位化經濟」（globalized and digitalized 

economy），而隨之而來的也就會是將知識領域複雜化。因此，本書作者也就提及了應

該要有一個針對此議題的提案—他認為教師應該要將多樣化（diversity）融入教育中。

而丁教授也引用了《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中節錄的內容，來強調學生要如何

培養向外探索延伸（reach out）的能力，以建構自己的理解，而非一味且單面向的接收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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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像是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以及價值判斷（value judgment）等都必須要透過

「pluriliteracies」的嫁接。而在現在的「beyond CLIL」概念裡，它的中心就會是「數

位化」（digitalization）。 

 
在定義「pluriliteracy」的釋義裡，大多數的關鍵字都和「多、跨」有關，透過這個概

念就可以知道學習英語都不單只是學習語言這件事。 

 

在下表 3.2 所指出的學科識讀（disciplinary literacies）就是在區分單單「literacy」和

「pluriliteracies」的不同。而 pluriliteracies 的概念在這裡就是再一次的強調了要培育學

生如何向外探索發展（reach out）的能力；也因此給學生更多的親身實作（hands-on）

的活動，讓他們得以被領進跨域的概念這件事也就愈發重要。學生必須培養靈活的思

考，才能不斷用類比及推論的方式去解讀並得以持續的向外探索（reach out），讓神經

元一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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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2 圖表所提及的「literacy development」，我們也必須清楚知道「What are we 

working on?」以及「How are we going to reach out?」。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基礎

（basic）階段時必須要扎根扎穩，如此一來在向上發展時才能穩定，並且當發展到學

科領域（disciplinary）時，才能對跨足各領域的學科知識有更深的理解能力。若是在基

礎（basic）階段時沒有足夠的耕耘，那麼在之後的往上發展都只會是空談。 

 

所有的理論最終都會回歸到位在中心點的動機，因此當我們把「pluriliteracy」的概念

也一起放在中心時，老師也能夠更清楚知道如何帶領學生和世界接軌以培育學生應付

未知的世界。而在「pluriliteracy」的核心就會是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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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章節這麼多的概念裡，其實最重要的核心關鍵字就是多語以及跨域。若要讓樹

能夠往上生長，往下扎根就至關重要；而用這個概念回推到對深度學習的了解亦是如

此。 

 

簡雅臻教授分享：看到剛才丁老師的分享，就想到我們的基本讀寫（basic literacy）是

不是需要更多。因為我目前接觸的都是高年級自然，大部分都是口說語言（oral 

language），感覺需要更多的讀寫能力（literacy skills）才能有辦法向下扎根，可能要從

低年級就開始進行，而不是像現在低年級英文的進度，這樣可能是有點太慢了。 

 
王雅茵教授回應：這部份其實一直都有很多老師在嘗試，而往下扎根的意思確實不只

是單指教字母，而是應該要盡可能要讓學生有很多口說語言去建立他們的基礎，這也

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部分。 

 
洪月女教授分享：我們現在說的雙語是包含了外語，所以確實學生的基礎是較弱了一

些沒錯。如果是在母語（L1）的話，通常會是語言老師會去負責支撐這個基礎。在這

本書中是用一個同心圓來呈現，可是在原本的文獻中是以一個三角形去呈現，而最下

面的基礎那一塊的面積是最大的。而這個學者提出這個三角形概念的意思其實是當老

師在教基本能力（basics）時，能夠同時有一些讀寫能力（literacy skills）、或是學科讀

寫能力（disciplinary literacy skills）融入進最下面的基礎那一塊裡。 

 
丁玟瑛教授分享：我們在進行基礎讀寫（basic literacy）的時候，其實可以順便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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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一些比較有趣的，像是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那些領域，就可以帶學

生進入簡單的像是自然、科學，甚至是哲學、或是文學的領域，再去看這些能夠觸碰

到學生的，是哪一個多元智能，如此一來就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也就是說學科

（disciplinary）其實不是用教的，而是被引發的。當學生有興趣之後，再加上語言基礎

能力，就能夠將他們帶入深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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