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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是非常令人期待，極力想要達到的教育指標。當我們的孩子能自動自發且有

能力的自我學習時，身為家長的，身為老師的，就好像心中一塊大石頭落地般的如釋重負，從

此無須再緊盯孩子的作息，也不必憂心孩子的學習狀況。然而，「自主學習」對國內孩子而言，

並不是顯而易見的普遍現象，甚至有些表現優異的孩子，都仍是大人們督促出來的。

閱讀亦然，「讓孩子自主閱讀」應該是重視閱讀者極為樂見和期盼的。因此《自主閱讀：

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這本書，從書名開始，便絕對的吸睛，至於內容，更迫不及

待的想要一窺究竟，希望找到能使孩子自主閱讀的絕招或秘技。

《自主閱讀：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是由史蒂芬．克拉申博士、李思穎博士、

劉英博士三人共同撰寫，三位作者不僅是語言學習的專家，更有著非常豐富的實證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克拉申博士參與國際閱讀學會，在全球推廣閱讀；李思穎博士是臺灣科技大學應

用外語系系主任，經常為現職老師開設工作坊；劉英博士擔任孔子學院創院院長，對於中文母

語學習有許多著述，他們的研究工作背景，含括東、西方，也充分結合理論與實務，因此書中

內容極具參考價值。

* 迷人而可理解的輸入，是閱讀的本質

在國內，我們談的是「閱讀興趣」，而本書強調的是「迷人而可理解的輸入」。本書作者

再三提示，閱讀時想要有最理想的學習效果，輸入的內容還不能只是有趣，而必須要真正的「迷

人」。所謂「迷人」，就是有趣到叫人難以抗拒，指的是聽到、讀到有趣的故事，深深「沉迷」

在書中世界，或因為對某個主題深感興趣，而主動閱讀，希望得到相關資訊。

書中舉了好幾個入迷在書中流連忘返的例子，有讀到停不下來的青少年，有讀到惹上麻煩

的閱讀熱愛者，也有因瘋狂閱讀而克服閱讀障礙的。但我覺得最親切的，是本書推薦序作者曾

品方老師所描述的「恐龍大師」：學校裡有位二年級學生，太喜歡恐龍了，不論簡潔的繪本故

事，或是上千字的複雜圖鑑，他就是一本接著一本的讀，只要談到恐龍的知識，總能滔滔不絕，

讓閱讀成為生活中最迷人的時光
《自主閱讀：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導讀
前嘉義縣太保國小校長│江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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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都稱他恐龍大師。這樣的例子，在我們的校園並非那麼稀有，可見「迷人」閱讀的力量。

本書作者尤其強調，有了迷人的輸入之後，似乎就不需再談「動機」，不需有意識的想要

進步。只要輸入夠迷人，不論是否把進步當成目標，學習者自然都會學習。換言之，只要進入

讀得懂的迷人內容，進步常常是無心插柳，進步甚至是令人驚嘆的。

而支持「迷人輸入」的背景知識是「理解假設」。很多人認為學習語言及增進讀寫能力是

一種「技能培養」，技能培養是先有意識的學習，再持續練習，直到能夠自動運用。理解假設

與技能培養假設不同之處，在於得到可理解的輸入，讀寫能力的培養就會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技能培養假設」，可視為是要人先苦後樂的假設，亦即我們要先辛苦練習，才可能擁有語言

能力。相對的，「理解假設」則是當下得樂，告訴我們只要輸入內容真正迷人，足以讓學習者

投入注意力，就能達到學習效果。

* 發展讀寫能力三階段：聽故事，自選休閒閱讀，特定主題閱讀

首先要揭櫫的，還是此書一再提及的：無論哪一階段，輸入的內容都應該迷人。作者總不

忘提醒，迷人的內容是閱讀的根本。

第一階段聽故事，是由朗讀者和聽故事的孩童，共同選擇迷人的故事來朗讀。朗讀和接觸

故事能刺激對書的興趣，相關研究指出，說故事是座橋梁，假使某故事已經由老師說過，孩子

選來自己讀的機率就會比較高，而家裡爸媽會讀故事的小孩，自己找書來讀的情況也比較多。

第一階段朗讀故事，也能提供語言能力。經常聽故事的小孩，所習得的詞彙、文本架構，

遠比只讀教科書的小孩要豐富許多，這樣的語言能力，讓他們在閱讀書面文字時，更容易理解。

特別要留意的是本書作者指出，有些朗讀者為了讓孩童更快萌發讀寫能力，在朗讀過程會暫時

中斷故事，引導孩子注意文字，但這些方式如果過度，可能反而減少孩子聽故事的樂趣。

在第二和第三階段，閱讀的範圍逐漸集中。第二階段一般只看喜愛的作家和文類，可視為

自選休閒閱讀；而第三階段的閱讀是為了追求自己覺得重要的知識，也就是特定主題的閱讀。

第二階段的自選閱讀，就像一座橋，能讓閱讀能力、寫作能力、詞彙及文法大幅成長，能

通往專門學術的讀寫能力，此階段的閱讀，就是為了想讀而讀，常常屬於「休閒」閱讀，既非

刻意提供資訊，亦非為了某種目的，但就會是自然而然的提昇，這樣的論述，其實也支持了「持

續安靜閱讀」的相關研究：在學校，給學生一小段時間，讀他們想看的讀物，而且沒有任何的

評量，也不用書寫內容介紹及心得報告，可是，確切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此大量的自選閱讀，

學習力就是會增進。

光靠第二階段的自選休閒閱讀，還無法培養出進一步的學術能力，因而必須要進入讀者深

感興趣的領域，大量集中閱讀學術文本，也就是第三階段特定主題閱讀。克拉申博士以自身的

閱讀經驗如此陳述著：我能夠「取得學術語言能力」，並不是因為修了什麼學術用語的課程，



24
囫圇吞棗地閱讀的現代人，早已不知細細品味好書時所散發出來的微妙力量。
羅曼羅蘭

ISBN

讀書人語

而是因為我為了自己的目的，自主選擇，很集中的進行閱讀。

* 由 PIRLS 閱讀測驗分析，提出閱讀推動要正式的訊息

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計畫（PIRLS）閱讀測驗的對象是 10歲孩童，超過 40個國家參與。

《自主閱讀：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的最後一章，是〈PIRLS告訴我們什麼？〉作

者分析了 2006和 2011年 PIRLS測驗的影響因素，包含社會經濟地位、獨立閱讀、藏書 5,000

本以上的學校圖書館、閱讀教學等四項，並提出研究報告。

依據分析，影響閱讀測驗分數較大的因子便是社會經濟地位和學校圖書館，而獨立閱讀也

與閱讀測驗表現呈現正相關，至於閱讀教學，則是與閱讀測驗分數呈現負相關。

另外一項是關於閱讀興趣的調查，發現 2011年香港、臺灣、義大利、新加坡四個國家，父

母喜愛閱讀、學童喜愛閱讀的比率，遠比其他同樣擁有高社會經濟地位，高 PIRLS分數的國家

低很多。

以上關於 PIRLS研究分析的資料，提供我們在推動閱讀上有下列幾項必須正視的訊息：

1.圖書館的品質愈好，閱讀推動的成效愈佳，因此我們應持續增進學校圖書館或教室藏書。

2.學童閱讀能力的提昇，是來自閱讀，而非教學。

3.我們社會的閱讀風氣亟待倡導，家長、孩子的閱讀興趣必須培養。

或許是《自主閱讀：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書中內容，提出了一些和以往閱讀

推動不一樣的概念，因而閱讀時心情相當複雜，時而欣喜，時而沉重。欣喜的是，作者以專家

學者的角色，呼籲重視閱讀的本質；沉重的是，以國內的教育環境和民情，改變似乎不是件容

易的事。

以下兩個問題是個人認為讀者在閱讀《自主閱讀：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時必

須深切省思的：

其一，我們想要讓孩子「自主閱讀」，必須先讓孩子自選與自讀，我們能否充分信任孩子，

並且容許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徜徉在迷人閱讀之中？

這個問題其實是可以擴大到東西方不一樣的教養觀念，西方社會較重視孩子獨立自主的培

養，而東方國家，大人們較傾向介入及督促孩子的成長。但在這裡我們還是比較務實的聚焦在

老師、家長對於「自主閱讀」的想法和做法。「自主」需要時間與空間，就空間而言，是自選、

自讀；就時間來說，得要有足夠的耐心，不要那麼急切的的想見到閱讀具體的成效。

就以「選書」而論，我們總是擔心孩子會選過度簡單或是沒有閱讀價值的書籍，但《自主

閱讀：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書中，作者在第五章、第六章分別研討孩子會不會只

讀垃圾讀物？孩子會不會只讀簡單的書？得到的結論是：自選閱讀的孩子到頭來選擇的也會是

好書，而且書籍的複雜度會隨閱讀的增加而逐漸上升。因此我們能否充分信任孩子，便成了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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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否自選與自讀的關鍵，也就是說想要孩子自主閱讀，大人們須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讓孩子

學習作主，這是教養態度的取捨，大人們也要想得明白、想得透徹。

其二，我們似乎太把閱讀視為「技能培養」，也過度相信閱讀教學或閱讀指導的成效，我

們是否應該更關注孩子的閱讀興趣？

臺灣這幾年在閱讀的推動上有兩個很響亮的名詞，分別是「共讀」及「閱讀策略」，這兩

個名詞代表的其實就是閱讀教學，當名詞愈響亮，表示愈受到重視。然而克拉申博士等三位作

者在《自主閱讀：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中針對 PIRLS的分析明確指出，學校的閱

讀教學量，與閱讀成就並無相關，閱讀能力的提升來自閱讀，而非教學。

這是很弔詭，也很不可思議的研究結果，我們老師或許很納悶，也很難釋懷的，把課外書

當教科書教，指導孩子理解策略並加以運用，怎麼會無助於閱讀成就呢？這問題的關鍵就在於

「迷人是閱讀的本質」，過度的閱讀教學，對孩子而言，別說迷人，恐怕連興趣都被扼殺了，

因此，我們關於閱讀推動的各種作為，應該要建構在閱讀的本質上，我們必須要更關心孩子的

閱讀興趣，否則就算是在 PIRLS的表現亮眼，整個社會的閱讀風氣卻相當低落，高分背後隱藏

著的是不安，甚至是危機。

關於「自主閱讀」，我總有個這樣的想像畫面，當我們回到家裡，孩子正在沙發上看著迷

人的讀物，我們叫喚他的名字，我們詢問他今天在學校的學習狀況，我們要他移動位置別讓肩

頸過度受力⋯⋯他總是愛理不理的，突然我們問他是什麼內容讓你如此著迷，然後他滔滔不絕

的介紹，讓我們有好長的時間抽不了身，索性靜下心來聆聽他的說書。

可是孩子的「自主閱讀」不會是突然由天上掉下來的，他必須得由大人的改變，得由大人

的願意放手開始。以往我們大人們，總以大人的觀點看待閱讀，我們既忽略了閱讀的本質，也

不重視孩子的視角，那麼讓我們藉由閱讀《自主閱讀：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深刻

的認識自主閱讀的概念，讓閱讀成為生活中最迷人的時光。 


