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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部發起「全國兒童閱讀週」活動—談家庭親子閱讀活動

書籍素有「精神食糧」之稱，人的肉體需

要營養補給，纔能夠維持健康，同樣，

精神方面，也需要時時藉讀書去補給營養，

以維持精神的健康。儘管古聖先賢，苦口婆

心，勉勵後進讀書，然而好逸惡勞是人之常

情，現今多數人們，只重視與升學有關的教

科書，一旦從學校畢業，就爭先恐後的將

「讀書」這事當作大功告成。有鑒於教育部即

將發起「全國兒童閱讀週」活動，從小培養

國人閱讀習慣，實有倡導「家庭親子閱讀」

之必要，藉以提昇讀書風氣。

家庭親子閱讀的重要性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他們身處在資

訊滿溢的現代社會之中，到處充滿著新知，

除了親身體會外，亦可經由閱讀學習到知

識。有人說：「 喜愛讀書的孩子不會變壞。」

所指就是書中蘊藏著豐富的寓意，可以啟迪

孩子的思維，融入他們的人格養成，進而教

導他們的行為。報載教育部從 8 9 年 9 月起，

以全國兩百多萬名幼稚園、國小學童及其家

長為對象，推動為期三年的「全國兒童閱讀

實施計畫」， 同時也將發起「全國兒童閱讀

日」， 建立「閱讀護照系統」， 鼓勵國小以下

學童積極參與這個閱讀活動。（ 註 1） 該計

畫其具體之實施策略中即提出「辦理親子閱

讀活動」、「推展親子共讀活動」， 透過家庭

教育中心、社教館等辦理親子共讀方案，以

符合不同對象之需求。今年教育部為了引起

國人對兒童閱讀的重視，已定 4 月 2 日為「兒

童閱讀日」，4月 1日起還將發起「全國兒童閱

讀週」活動。（註 2）相信教育部全面推動此

閱讀活動，一定有助於增進國內家庭親子閱

讀之施行。其實，親子共讀最好的方法，就

是陪著孩子一起讀書，不管是各讀各的書，

還是共看一本書，都會讓孩子體會到「我和

爸媽正在共同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久而久

之，孩子自會把讀書當成重要事看待，而樂

在其中，更可以透過閱讀，親子的感情將因

共同回憶而更加密切。

家庭親子閱讀的好處

現今父母都非常忙碌，與子女在家庭中接

觸的時間減少，但是無論時間再怎麼緊縮，

陪伴孩子閱讀的時間，絕對要空出來，因為

親子共讀的魅力是非常大的，並且有很多好

處（註 3）：1. 增進感情，2. 增強語言能力，3.

學習協調溝通能力，4. 增加知識，5. 提升寫作

能力，6. 經驗傳承交流，7. 獨立思考，8. 休閒

娛樂。

親子閱讀的方式

父母閱讀的材料選定之後，親子間可以開

始閱讀，共讀只是一種形式，如果孩子太小

無法閱讀時，可以由大人用說的、用唸的替

代，例如：三歲以前的小孩由於手眼協調還

沒有完全成熟、穩定，因此這一階段的引

導，可讓孩子看大圖片，大人一面用手指著

圖片，告訴他圖片的名稱，一面讓孩子看你

的嘴型，同時速度放慢，咬字要清晰，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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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部發起「全國兒童閱讀週」活動—談家庭親子閱讀活動

多重複幾次，這樣等於同時教孩子閱讀和發

音。（註 4）幼兒因年紀小，注意力、興趣等

無法集中，又還不認識字，這時父母應選一

些情節單純、故事短的故事書或是圖畫書給

他，並且在旁陪他一起看書，講解書�的內

容給他聽，使孩子在無形中潛移默化。

孩子到了四、五歲時不再完全依賴圖畫，

文字、情節、人物均可增多，故事要更活

潑、有趣，而一些他不完全熟悉的事物也會

給他帶來新鮮感，父母在陪讀時不必照本宣

科講述，而未講之前可以讓他自己「看圖說

故事」， 或講完讓他重述一次，或問幾個相關

的問題，訓練他們說話的能力；另外，也可

以鼓勵孩子將他熟悉的故事大意講給大人

聽，這樣做，一則能看出孩子的吸收力，再

則亦可培養其表達能力。

根據有關「兒童閱讀」的研究發現：六歲

到十二歲是閱讀的豐沛期，他們就像一塊海

綿， 遇水即吸；不限題材，不拘類別，凡是

新鮮的、有趣的，他們都喜歡，特別是能夠

表現人生種種考驗的故事，更能夠滿足他

們。當他們碰到感動人的文字，決不吝惜付

出他們的熱情，他們希望書能讓他們看得又

哭又笑。（註 5）對於六、七歲的孩子，父母

不要終止每天的朗讀活動。相反地，更需要

選擇一些文字較深奧，句子多變化，情節較

複雜和篇幅較長的故事朗讀給孩子聽。八至

十歲的孩子，喜歡看有關學校和家庭生活的

故事，透過這些故事，可幫助他們解決生活

上遇到的問題，因此，父母應為孩子選擇他

愛看的書，情節和人物較複雜，不同種類的

書。對於十一、十二歲的孩子，父母應該替

他們準備一些能幫助他們探討道德感與價值

觀的書籍，另外，非小說及小說的書，也很

重要，父母與子女可以共同討論。

家庭親子閱讀的阻礙

經由各種方法去培育讀書風氣，養成良好

的讀書習慣，師長的誘導和社會的鼓勵固然

重要；但是，家庭的合作與父母的努力也不

可或缺。否則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功虧一

簣。父母對於子女讀書興趣的培養，責任既

然如此重大，那麼，我們在推動家庭親子閱

讀活動時，即使遭遇到一些障礙，也不應該

退卻。現在，先闡述可能出現的障礙如下：1.

父母缺乏「以身作則」的觀念，2. 父母未能多

讀給子女聽，3. 缺乏各式各樣的閱讀材料，4.

強迫孩子閱讀，5. 貶低閱讀的價值，6. 喜愛看

電視及迷上電動玩具，7. 欠缺溫馨寧靜的閱

讀。

突破家庭親子閱讀的障礙

一壺香茗、一架藏書，或縱酒吟詩，或撫

琴寄趣的讀書樂趣，已不適合二十世紀的今

天，但是在孩子寶貴的童年�，提供他幾本

好書，幫他建立起愛書、愛閱讀的好習慣，

相信也能讓孩子陶情於「瑤琴一曲來薰風」

的樂趣�。（註 6）為了成功建立起家庭親子

閱讀，實有必要透過下列方法突破障礙：

1.父母親必以身作則，養成閱讀的習慣。

2.身為家長的人，應該安排時間，為年幼的

子女，讀書給他們之外，就算是孩子上學

後，自己學會了閱讀，父母如碰到有趣的

文字或新鮮的報導時，也應與他們分享，

讀給他們聽，滋長出閱讀興趣。

3.我們可與親朋好友相互借閱、交換有無，

或到附近的縣市鄉鎮圖書館、文化中心，

借閱圖書，如此，必能找到眾多式樣的書

刊，作為家庭親子閱讀使用。

4.希望孩子能對於閱讀有所興趣，只要父母

循循善誘，耐心鼓勵，定能產生效果。

5.家長可以經常闡述閱讀的好處，肯定閱讀

的價值，讓子女逐漸體會到閱讀對自己與

他人的重要性。

6.可為孩子挑選適當的節目，管制看電視的

時間；另外，規定孩子時間玩電動玩具，

並且為他選擇內容。倘若能夠徹底做到，

必可將孩子從電視、電動玩具前拉回來，

進而喜歡讀書。

7.可考慮為子女準備一間優雅的書房，讓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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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擁有一個寧靜的讀書空間，並且，書房

的佈置宜愈單純愈好，不要琳瑯滿目，以

免分散孩子的讀書情緒。

結語

一個國家若要強盛，就必須有許多健全的

家庭；同樣的，如果企求美好的家庭，則一

定要使家中所有成員都積極努力。親子閱讀

對於每一個家庭而言，除了可以讓孩子增強

語言能力及知識、提升寫作能力及獨立思考

外，更能達成感情交流、經驗傳承與全家休

閒娛樂之效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時代在

不斷變動，無論那一方面，都將是日新月

異，如果稍不留意，就會與社會脫節。因

此，如何有效推動「家庭親子閱讀」，已經成

為一個熱門的話題。今天在此針對本主題提

出一些個人的看法，一方面希望引起世人的

注意與重視，另一方面希望能拋磚引玉，引

起有興趣的學者專家做更深入的研究，共同

為這塊園地灌溉、努力。

附註

註 1. 楊蕙菁，〈全國兒童閱讀活動九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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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3.01，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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