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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編者的話

08-13 夏夜中的小燈籠

因為人為活動的破壞，導致螢火蟲遭受
威脅，我們能做些什麼努力來挽救呢？

14-19 騎單車運動

注意騎車技巧及準備事項，好好享受騎
乘單車帶來的樂趣吧！

26-31 網頁流程圖_final版

當使用者點選「忘記密碼」，系統要經
歷哪些步驟才能成功完成任務呢？

20-25 鹹海

曾是世界上第 4 大湖泊的鹹海，在過去
的 50 年間，面積縮減了 90%，碧綠的湖
水竟成為有害環境與健康的荒漠。

32-37 為什麼事情總是來不及做完？

原來，總是拖拖拉拉不是因為懶惰，如
何才能甩掉拖延的毛病呢？

38-43 咦，比賽結束了？

棒球比賽進行到第 9 局下半，雙方比分
平手，此時後攻方隊伍的第 1 位打者敲
出一支全壘打，隊友突然全都衝進場內
歡呼，播報員興奮的宣布優勝隊伍，看
臺上的你則默默搔頭納悶：「為什麼比
賽會提前結束呢？」

44-49 農藥界的綠色風潮

隨著永續農業與食品安全的意識抬頭，
高毒性農藥逐漸被禁用，農藥殘留限制
也越加嚴格，生物農藥搖身一變，成了
農藥界的明日之星。

50-55 肺炎防疫和紓困方案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各國為了
鼓勵防疫，並協助人民維持基本生活，
推出了不同的方案。

56-61 小胖，為什麼你懶得動？

究竟是「因為懶得運動，才會變胖？」
還是「因為變胖了，所以才懶得動？」
科學實驗能告訴我們答案。

62-69 竊賊

這起永和屋主為保護家人、失手殺死闖空
門竊賊的案件，網路輿論幾乎一面倒的認
為屋主屬於正當防衛，指責竊賊與檢方的
愚蠢。但竊賊同樣是人，他的生命應也值
得仔細審視。

78-81 《惡魔教室》：獨裁政治不可

能在民主社會再度發生？

如果告訴你，只要一週的時間，我們都可
能在不自覺中，自願放棄民主自由的價
值，並成為納粹的一員，你會相信嗎？

82-91 只想好好走路

臺灣的安全在許多國際評比中名列前茅，
但行人環境卻極其惡劣，行人處在馬路食
物鏈最底端，被各種交通工具霸凌、剝奪
路權，身為弱勢者的行人卻被要求「自己
要小心」。

72-77 一個誠實的騙子：詹姆斯．蘭迪

魔術師與「超能力者」展開長期的對抗，
兩人一前一後在電視節目上進行一模一樣
的表演，「超能力者」折彎了幾支湯匙，
魔術師就折彎更多！不同的是，一個堅稱
自己擁有超能力，另一個則說，這不過是
魔術裡的雕蟲小技罷了。

92-111

年輕的杜甫有著和你我一樣飛揚的心，他
也將像我們一樣，經歷煩惱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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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閱讀內容 完成欄 閱讀內容 完成欄

1 09/20-09/26 夏夜中的小燈籠 
連續文本

夏夜中的小燈籠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2 09/27-10/03 
10/01中秋節

騎單車運動 
連續＋圖表文本

騎單車運動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3 10/04-10/10 
10/10雙十節

鹹海 
連續文本

鹹海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4 10/11-10/17 網頁流程圖 _final版 
非連續文本

網頁流程圖 _final版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5 10/18-10/24 為什麼事情總是來不及做完？ 
連續文本

為什麼事情總是來不及做完？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6 10/25-10/31 咦，比賽結束了？ 
連續＋圖表文本

咦，比賽結束了？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7 11/01-11/07 農藥界的綠色風潮 
連續文本

農藥界的綠色風潮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8 11/08-11/14 肺炎防疫和紓困方案 
非連續文本

肺炎防疫和紓困方案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9 11/15-11/21 小胖，為什麼你懶得動？ 
連續文本

小胖，為什麼你懶得動？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10 11/22-11/28 竊賊 
連續文本

竊賊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11 11/29-12/05 一個誠實的騙子：詹姆斯．蘭迪 
連續文本

一個誠實的騙子：詹姆斯．蘭迪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12 12/06-12/12
《惡魔教室》：獨裁政治不可能在

民主社會再度發生？ 
連續文本

《惡魔教室》：獨裁政治不可能在
民主社會再度發生？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13 12/13-12/19 只想好好走路 
連續＋圖表文本

只想好好走路 
補充教學延伸閱讀

14 12/20-12/26 《閱讀理解》季刊 2020年第 29期上市

《閱讀理解》季刊中的閱讀文本與評量依照主題、寫作架構與

難度均勻分配組合，以群組循環的方式漸進地導引學生進入閱

讀理解，也能從學生在每一群組的表現看出學習進步的歷程。

本期共有 1 3 篇文本，每 4 篇為一組，進行 3 次循環。加上 1 篇

額外練習。

　　建議教師每週可帶領學生實行一次文本閱讀與評量撰寫，

如有額外的時間，可利用一節課進行相關議題的討論活動，或

請學生按照《閱讀理解》季刊內「延伸思考」與「延伸閱讀關

鍵搜尋」，自行查找資料，再至課堂中共同討論。

學習
進度表

精選文本

評量提問

教學解析

問思詳解

3



符合PISA形態的多元生活文本規劃 :

閱讀策略提醒 : 

本刊編輯特色

實用單元規劃

本刊使用說明 品學堂《閱讀理解》編輯目的，是為了協助使
用者在有限的學習時間裡，有效的提升閱讀理解能
力，培養紮實的閱讀素養。另外也讓老師無需增加負
擔就可以為學生提供有專業素質的閱讀理解課程，並
且透過有效的設計提問，掌握學生閱讀的學習成果，
實現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目標，培養學生擁有「主動
學、主動問、主動找答案」的能力。

一、符合教育趨勢
二、教師立即上手
三、學生有效學習
四、提升閱讀素養

一、多元生活文本
二、問思評量提問
三、深度關鍵解析
四、閱讀策略提醒
五、詳盡實測解答

每一篇評量，就是一次
完整的閱讀理解練習。

每天只需要二十分鐘，
有效培養閱讀理解力。

以PISA國際閱讀評量的形式，廣泛從生活

中選擇主題，涵蓋各學科的知識領域，透

過富生活情境的文本，提供符合閱讀歷程

與理解層次的連續文本與非連續文本。幫

助老師引導和討論，培養學生擷取、分

析、比較、統整、思考、提問⋯⋯等多元

綜合的理解能力，有助於學習閱讀理解。

可應用於晨讀時間、學習共同體，符合十

二年國教的新趨勢提升整體閱讀素養。
可做為教學者帶領學生在閱讀文

本時的提示，有助於教師引導學

生進入文本情境，掌握閱讀與理

解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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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理解層次與鑑別度的評量設計 :

經過實測的詳盡解答 :

每一題都有精心撰寫的試題分析與理解說

明，協助老師解釋提問的理解層次，更可讓

老師掌握日後出題的關鍵思考。在解答部

分，依循PISA的規範，提供正確答案和相關

不完整或不正確答案的範例，可當作教師評

分的參考依據，並且協助學生從答案中釐清

理解上的錯誤，深化理解的學習。

品學堂《閱讀理解》 提供以「閱讀素養」為養成

目標的評量提問設計。每道題目均有清楚具體的

評量目標，並且合理安排評量提問中擷取、統

整、省思層次的題目比例，觸發學生運用不同的

理解層次，並將原本難以呈現的理解能力，具體

化為可以度量的指標，有助於教師和學生雙方， 

共同掌握閱讀學習的成果。 

深度文本分析 : 以解構的方式重新分析閱讀文本，有助於
教師向學生詮釋文本，教導理解思考。 

本刊 理解閱讀 書冊.indb   5 2017/4/17   上午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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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評量

文本形式 -

連續

文本類別 -

自然科學

本文內容及評量版權歸品學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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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規律的運動十分重要，能夠強化心肺功能、維持健康體態。但是有

些人偏偏提不起勁來活動筋骨，體態豐腴的人甚至可能被貼上他們就是因為懶惰不

想運動，所以才會變胖的標籤。

美 國 衛 生 研 究 院（National Inst i tute of Health） 研 究 人 員 Alexxai 
Kravitz 對於這樣的說法感到好奇，「說不定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小胖的活
動量會這麼低！」

Kravitz 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患者的大腦中多巴胺神經
元退化，多巴胺負責傳遞許多重要訊息，包括運動指令，所以患者常會出現顫抖、

運動功能減退等症狀。Kravitz 後來也開始著手進行關於肥胖的研究，他觀察帕金
森氏症老鼠與過胖老鼠的行為，發現兩者竟然極為相似。因此他進一步提出假設：

「老鼠活動量低、不想動，與多巴胺系統功能障礙有關。」

在一項為期 18週的實驗中，Kravitz把正常老鼠分為 2組，A組給予正常飲食，
B 組則給予高脂肪飲食。實驗進行至第 2 週時，接受高脂肪飲食的老鼠胖得比另一

組還多。經過 4 週以後，這些胖老鼠的活動時間明顯變少且行動變得緩慢。不過有

一點值得注意，牠們在變胖很多之前，活動量就開始減少了。研究人員指出，這或

許說明了：肥胖不足以解釋為什麼老鼠活動量會變低。他們進一步檢查多巴胺訊號

傳遞的途徑，發現 B 組老鼠的 D2 多巴胺受體有受損的現象。

研究團隊同樣好奇另一件事。他們在另一項實驗中，以基因工程技術製造出一

群天生 D2 多巴胺受體缺陷的老鼠。並讓這群 D2 多巴胺受體缺陷的老鼠，與正常

的老鼠同樣接受高脂肪飲食。結果發現天生 D2 多巴胺受體缺陷的老鼠雖然不太愛

活動，但是牠們的發胖速率與 B 組差不多。

透過 Kravitz 的研究，小胖以後或許可以降低懶得運動的罪惡感。不過，
Kravitz也補充，這不代表民眾就可以放任自己繼續胖下去，或是沒有節制的亂吃。
未來，研究團隊將把重點放在「不健康的飲食到底是如何影響多巴胺訊號途徑」上，

也將觀察如果這些老鼠接著進行正常的健康飲食，多久之後能讓活動量回升到正常

狀態。

閱讀小提醒

閱讀時，應留意 2項實驗的變因、結論，並試著思考本文想向讀者說明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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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思時間

請依據前述文章回答下列問題。

Q 1 : 統整解釋
（　）根據第 1 項實驗結果，Kravitz 對「變胖會懶得運動」這個說法的態度

為何？為什麼？

 (1 ) 同意，高脂肪的飲食會導致體重上升

 (2 ) 同意，身體負重太大確實會使行動遲緩

 (3 ) 質疑，懶得運動也可能是因多巴胺受體受損

 (4 ) 質疑，懶得運動是因為天生基因與他人不同

Q 2 : 擷取訊息
（　）帕金森氏症會影響多巴胺哪一項功能？

 (1 ) 傳遞各項訊息

 (2 ) 控制激素分泌

 (3 ) 促進體內循環

 (4 ) 維持血糖恆定

Q 3 : 統整解釋
（　）文中這項為期 18 週的實驗，可以支持哪項主張？

 (1 ) 老鼠的 D2 受體出現損壞將會改變其飲食習慣

 (2 )  B 組的老鼠減少活動量是導致牠們發胖的主因

 (3 ) 高脂肪飲食可能使老鼠的 D2 多巴胺受體損壞

 (4 ) 天生 D2 受體缺陷的老鼠發胖速度比正常老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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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4 : 統整解釋
（　）根據本文敘述，「研究團隊同樣好奇另一件事」，這件事可能為下列何者？

 (1 ) 基因缺陷是否會讓老鼠比較喜歡高脂肪的飲食？

 (2 )  D2 受體缺陷老鼠是否因活動量低而較易變胖？

 (3 ) 高脂肪的飲食是否比較容易導致 D2 受體缺陷？

 (4 ) 肥胖是否導致老鼠出現活動量大幅減低的情形？

Q 5 : 擷取訊息
根據本文，研究團隊假設能讓老鼠回復到正常活動量的方法是什麼？

請作答：

Q 6 : 省思評鑑
（　）主打下列哪項產品的廠商，最適合分享本文來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1 ) 超嫩水煮雞胸肉

 (2 ) 電動有氧跑步機

 (3 ) 飯後助消化酵素

 (4 ) 燃脂塑身發熱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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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                                  

不少人或許會有「他因為懶得運動，所以才會變胖」的想法。這時，也有人跳出

來質疑：「不是吧！他是因為變胖了，才懶得動。」到底「懶得動」是胖的原因，還

是結果呢？

〈小胖，你為什麼懶得動？〉為一說明文，作者試圖以美國衛生研究院研究人員

Alexxai Kravitz團隊的兩項實驗，來回答標題的問句：「為什麼胖子懶得動？」

透過本文第 1 段至第 3 段的敘述，讀者能了解 Kravitz 試圖找出「為什麼胖子
懶得動？」的答案，並提出「因為胖子的多巴胺系統功能障礙」的假設。Alexxai 
Kravitz 的研究領域包括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的臨床症狀有四肢僵硬顫抖、肌肉
的僵硬與運動緩慢（甚至消失），目前醫學研究找出多巴胺神經元退化是主要原因。

Kravitz對於多巴胺系統的研究影響了他的肥胖研究。

作者接著於第 4段說明 Kravitz的實驗，我們不妨用表格整理：

根據實驗，B 組老鼠接受高脂肪飲食後，呈現體重上升與活動量降低的趨勢，我
們能得出「高脂肪飲食導致肥胖」與「胖子懶得動」的結論，而不能得出「懶得動，

所以變胖」的結論。接著，研究團隊指出：在老鼠變很胖以前，活動量便開始減少。

這說明胖不是影響活動量的主因，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Kravitz 期待的假設：多巴
胺系統功能障礙）事實證明， B 組這些胖鼠的 D2 多巴胺受體出現受損。那麼，為什

麼只有 B 組胖鼠的受體受損呢？我們回頭觀察實驗變因推論，高脂肪飲食可能是罪魁
禍首。

我們再將第 5段的實驗整理成表格：

文本分析

延伸閱讀

實驗對象 正常老鼠（A組） 正常老鼠（B 組）

實驗步驟 接受正常飲食 接受高脂肪飲食

實驗結果
1 . 活動量沒有降低
2 . 體重沒有明顯上升

1 . 活動量有降低趨勢
2 . 體重有上升趨勢
3 . D 2 多巴胺受體受損

實驗對象 正常老鼠 天生 D2 多巴胺受體缺陷的老鼠

實驗步驟 接受高脂肪飲食

實驗結果 兩者皆發胖，且發胖速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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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 多巴胺受體、食物成癮關鍵字

延伸閱讀關鍵搜尋                                   

文 章 沃爾寇（Nora D. Volkow）著，黃榮棋譯〈吃，為什麼會上癮？〉

糖尿病天地〈懶惰和肥胖，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

潘懷宗〈胖瘦天註定？科學證實「基因」真的具先天優勢！〉

Gilver〈想靠運動減肥總是失敗？可能不是你意志力不夠，而是大腦在
阻止你！〉

報 導 諶悠文〈別怪胖子好吃懶動！新研究發現這個因素影響胖瘦〉

黃佳欣〈怎麼奶油蛋糕一吃就停不下手呢？〉

影 片 YouTube「我們試過各種方法，但只是越來越胖」

「飲食成癮知識動畫  -  癮食家」

國家地理頻道「成癮的科學」

教學資源可至品學堂網站下載

https://wisdomhal l .com.tw/

延伸思考                                  

1.高脂肪飲食還有可能導致哪些健康問題？為什麼？
2.大腦分泌多巴胺會如何影響人的生理與心理？
3.高脂肪飲食適合帕金森氏症患者嗎？

觀察實驗對象為一組基因正常，另一組 D2 多巴胺受體缺陷，意即一組活動量

正常，另一組活動量低。根據步驟與結果，我們得出「無論活動量高或低，接受高

脂肪飲食後皆發胖，且發胖速率相似」的結論。以白話來講：高脂肪飲食會變胖，

而懶得動沒有胖得比較快！

至此，小胖們的一些委屈受到洗刷：「我也想動，但多巴胺受體受損讓我不想

動！」不過，我們讀完本文後更應意識到，高脂肪飲食才是危害健康的關鍵：它讓

人變胖、D2 多巴胺受體受損、活動量變低。那麼聰明的讀者，你知道今後該選擇

什麼飲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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