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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從小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

要如何引發孩童對閱讀充滿熱情？

想知道如何在讀書會帶領閱讀活動？

想知道如何培育讀書會活動帶領人？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閱讀在當今社會是多麼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在數位化時代，閱讀方式

更多元，從平面的圖書、報紙、雜誌到便捷的網路資訊、社群網絡，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

要更多的數位工具，來吸收每天所接收的巨量訊息，要想能夠理解和分析它們，並給予關鍵反

應，也是要透過閱讀。即使在人人沉溺於網路的數位時代，無法閱讀或無法利用文字書寫敘述，

便是無知。

為了形塑自我人格，所進行的各種知性努力中，以閱讀最為重要。若不廣泛具備歷史觀、

社會觀及經濟觀，你根本無從教育自己。想要瞭解世界上每件事情的真相，就得探究古往今來

的人類行為，細查其行為模式及意涵。從書中讀到自己的生活體驗與生命經驗，進而逐漸找到

自我，做你自己。

* 閱讀的重要性

語言是本能，閱讀是需要學習和練習的，其最終目標是使孩子接受書並能夠自發性的閱讀。

它涉及到一個根本的閱讀演示、積極的活動和系列的閱讀計畫。讓他們深入書籍內容，得到問

題的答案與推論，激勵樂趣、夢想與學習，重新對各種主題形成有意識的觀點。在這本書中，

收錄了具體的方法，可使孩子理解閱讀行為的重要性。至於那些活用閱讀、學會享受閱讀的方

法，這些結合創造性的「心作戰」行動，不同的策略使讀者感到閱讀興趣和提升閱讀動機，發

展閱讀能力和培養多元智力。

如何讓孩子喜歡閱讀，養成探索書本的能力，是所有家長和老師必須面對的課題。《讀書

會 75個心作戰》將不同類型的讀書會活動，以閱讀主題、文類、目標、時間、參加者先備經驗

來協助組織閱讀活動。並且結合參與人數、材料、方法步驟、給帶領人的提醒和指導語，甚至

包括作戰法的難度和分析。彙整成為可以參考的應用工具與行動方案，教學方式與實踐經驗。

靈活地將各類閱讀討論和活動類型化，並延伸到其他領域，讓我們可以按照線索去尋找所需的

閱讀教育志工│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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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策略，依照流程展開精彩的讀書會活動，無論作為閱讀的啟蒙或作為激勵誘導孩子走入閱

讀世界的方法和工具，作者的遠見和意圖，給讀者很多啟發。

作者蒙瑟拉‧紗爾朵（Montserrat Sarto）出生於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大學專攻圖書館經

營學，是一位專業新聞記者，成為青少年雜誌《Super Best》的總編輯，《YA》新聞報兒童欄

責任編輯，在西班牙的閱讀推廣和童書出版領域中，具有極高的知名度。她發現「閱讀吧！

閱讀吧！」的口號即使呼喊已久，還是有許多人不愛閱讀，或根本還沒享受閱讀世界的一切。

所以於七十年代起發起「讀書會心作戰活動」，與馬德里的達蘭敦書店主人卡爾曼．奧利佛

（Carmen Olivares)，一起開始讀書會的心作戰活動，在各大小讀書會現場進行各類閱讀討論

和活動，由於獲得了廣泛的讀者參與，所以能夠舉辦書籍選定以及「讀書會心作戰」的活動指

導。並與學校老師合作，竭盡全力培育讀書會活動的帶領人。

她熱情地獻身於讀書會戰略的研究和傳播，以鼓勵閱讀。閱讀團體開始透過小規模講座傳

授「讀書會心作戰」活動；這是一個為了培養閱讀帶領人，極為實用而活潑的講座。而這一切，

作為一個先行者，長期致力於西班牙「讀書會帶領法」推廣。當時很少有人能夠像她一樣，藉

由生動活潑、容易親近的遊戲型式，激發兒童參與閱讀遊戲，讓兒童在集體閱讀的快樂體驗中，

不斷提升閱讀興趣，拓展思考力，引導兒童成為一位獨立的讀者等各方面，廣泛而深入的驅動

智力運轉，讓孩子克服閱讀所可能要面對的障礙。

* 理解，欣賞和回應

誠如侯賽．安東尼歐．馬利納（José Antonio Marina）在本書引言中所撰寫：「讀書的重

要性，既非為了休閒娛樂，也非為了獲取資訊，亦無法成為認識西班牙黃金世紀文學的手段。

讀書的重要性有其更為根本的理由，那便是人類的智能就是透過文字語言建構而成。只有藉由

文字語言，才能激發思維能力、理解世界，製造出偉大的物品，也只有藉由文字，人們才能共

生共存、表明情感、解決問題、成立計畫。」

閱讀是個人的選擇，閱讀應該是一個自由的行為，無需強求，但要邀請。那些閱讀是過時了，

閱讀是困難的，讀書是枯燥的，讀書是沒用的，閱讀是浪費時間，讀書時什麼都做不成⋯⋯等

等障礙需要克服，壞的經驗和態度需要修補。在家庭中兒童缺乏刺激的閱讀環境，學校有些措

施也為學生增添閱讀的障礙，如何喚醒自己的閱讀口味，發現文學的感性，培養品味和閱讀的

樂趣。這些目標只能通過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來實現，首先，還是要為樂趣而讀。想培養孩子

的閱讀素養，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讓他們產生閱讀的欲望，自己發現閱讀所蘊藏的喜悅，興趣

就是閱讀的最大動力，是唯一可以走得更久更遠的力量。若是能夠喚起這種感受力，有能力學

習、有能力讀得更好更多，保證著一生都能進行閱讀這種有益的知性活動。

事實上，大多數學校不只是缺少書籍，更為缺乏的是讀書會現場帶領經驗。為了有效推動

兒童讀者的閱讀活動，蒙瑟拉．紗爾朵研發了這套兒童讀書會領讀法。這是一套兼具指導性和

適用性的兒童閱讀力培養策略，試圖通過發布 75個作戰策略，使用不同的元素和動力，呈現多

樣的知性活動，教導孩子思考，引發其批判力，以達到成功征服閱讀一本書的三個相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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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理解，欣賞和回應」。這活動不僅推行於西班牙，也普及義大利、日本、拉丁美洲諸國，

她的思考是充滿擴張性與連貫性，並導引許多教師以行動鼓勵兒童讀書，將教室作為推廣閱讀

的起點，使得許多讀書會活動和帶領人受益良多。

* 閱讀、敘述和書寫

就推動閱讀風氣方面，奇怪的是，當今社會已經達到了識字的最高水平，但是在知識碎片

時代，很多人被歸類為功能性文盲，即使讀取訊息，但不能夠辨別和選擇，不能真正理解內容，

與文本的真實之間存在嚴重差距。這本書，以最貼近讀書會現場的角度，提供最實際又有趣的

讀書會活動和帶領方法，根據許多有用的教戰策略，展開具體的行動，藉由深入閱讀所獲取的

資訊，可以在談話或書寫時幫助人際溝通，表達各種具差異性的情感樣態，說明、邏輯思考、

論證，豐富人們用來作為創造性行動的材料。

閱讀、敘述、書寫，以語言文字來說明、理解、享受世界的一切，是人類智能發達不可欠

缺的條件。這本書包含了大量的戰略，鼓勵孩子閱讀。他們的目的是要不同年齡階段的學生都

能夠享受閱讀。這絕對是一本對學校的教師有幫助、具高度價值的書籍。無論是圖書館員、讀

書會帶領人、閱讀教師、家長們，或是少年社團的指導人員、社會文化活動的引導人、生涯輔

導的教師、大眾傳播媒體的專家等，所有關注各年齡層閱讀推廣活動的人，皆有助益。

*「讀書會心作戰」活動指導

本書所收錄的 75個作戰策略，每個設計方案都提供了標題、參加者、目標、活動負責人、

必要的材料和方法、實施方法、所需時間、感興趣、投入程度與困難度、作戰後的分析與思考

等內容。這些穩固的結構與綿密的系統，方便讀書會帶領人在實踐時能夠簡單方便地運用，促

使活動順利進行。

例如頁 192，第 44個心作戰，標題是「詩人的感受」，其實施方法 :

1.發給每人一張寫了詩的紙張。
2.讓孩子默讀內容，好好地想想上頭寫了什麼。
3.依照順序朗讀詩的題名，拿到同一首詩的孩子便形成一組。
4.張貼列有表達情感語詞的紙張，讓孩子充分理解詩裡頭的情感表達語詞。
5.各組閱讀並討論所拿到的那首詩，並分析詩人在詩裡頭所表現的情感。
6.各組依序推派代表朗讀詩句，說明詩人表現了什麼樣的情感。
7.各組再次閱讀自己的詩，說明並討論，這些情感是否真的存在於詩中。
8.最後，帶領人將孩子發現了什麼樣的情感，加以統整、確認。

為帶動讀書會的活動，必須有個完美的開頭，所以各個作戰策略都標示了鮮明蓬勃的標題，

標題本身就像帶領人一樣，能夠帶來活力。

例如頁 266，第 64個心作戰，標題是「第一眼」：
書名或目錄、封面或封面摺口，上頭的解說文或介紹文，是我們選書時的根據。讀了這些

文字，有時可對書籍內容有相當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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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戰策略便是讓孩子察覺到，購買、選擇書籍時所做的「試閱」這件事具有什麼涵義。

目標

· 明白選書的重要性。

· 能深入作品的核心部分。

· 察覺到，是否接受一本書，是讀者的自由。

這本書提供豐富訊息，讓人輕鬆帶領閱讀討論，清晰的理念、明確的目標、可充分受檢驗

的作戰策略，以及有效的方法，是優良的工具書。書末還有附錄，將 75個心作戰加以分類，依

照幼兒教育、小學、中學與高中等不同年齡階段之讀書會帶領法分類索引，方便讀者依照需求

檢索作戰守則。不僅是故事志工、圖書館員、讀書會帶領人的寶典。對家長或是學校老師而言，

無論作為閱讀的啟蒙或作為激勵誘導孩子走入閱讀世界的手段，都將十分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